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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北丘陵地区生态农业效益评价 

——以广安市为例 

谢刘萍 王佑汉 曾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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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 国土资源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近年来，传统农业的发展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生态农业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生态

农业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引导下，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结合生态经济规律，建立优良生态

环境，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对于提高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环境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安市为例，选取

2012～2018年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评价指标，基于 AHP确定权重的比重归一化法对广安市生态农业效益进行了

评价。结果表明：2012～2018年期间，广安市生态农业整体发展趋势良好，综合效益逐年增长。其中，经济效益占

比最大，且增速稳定；社会效益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整体变化不大；生态效益增速缓慢，在 2013年大幅下降以后，

缓慢增加，整体效益呈现出逐年缓慢增长。为提高生态农业效率，广安市应该调优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农民收入；统筹生态农业发展规划，促进生态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从业者生态农业建设培训，提高技术水

平和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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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系统是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其既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又满

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对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人类生存环境的维护和区

域农业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发展生态农业，是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实践，既可以稳定甚至提升农产品

产量，又可以优化农产品质量，增加优质供给，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农民群众增产增收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阶段适应国情和农业条件的必然选择。四川省在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发展上逐步取得了一定

的优势，并且奠定了全国农业大省的地位，四川省作为全国的重点粮食大省，在西南地区及全国都具有重要的农业经济地位。

而川东北地区则是四川省的重要农牧业区，广安市作为川东北地区的典型农业大市，农业历史悠久，是第一批国家级农业示范

区，传统农业以自给自足的种植业为主，为了定量评价广安市现代生态农业态势，本文选取 2012～2018年经济、社会、生态三

方面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比重归一法对川东北典型城市——广安市的生态农业效益进行评价，以期为川东北地区

的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 

1.1区域概况 

广安市位于四川省东部，跨川东丘陵与川东平行岭谷两大地形区，海拔高度在 185～1704.1m，地势东高西低，以山地，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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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为主。地处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热量充足，夏季降水丰富而集中，空气湿度大，日照少，霜期短。广安市水

流资源充沛，主要干流为嘉陵江和渠江，主要土壤为紫色土。森林覆盖率达 38.35%，年平均气温 17.6℃、年降水量 1418mm、日

照 1321.6小时、无霜期 312天，优越的地理条件充分满足了广安市农业发展。 

1.2数据与方法 

广安市生态农业 AHP评价模型构建 

(1)AHP评价模型简介。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 方法)是一种通过将问题层次化，实现对非定量事件进行定量分析

的有效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问题性质和所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按照各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及其

隶属关系进行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分析结构模型，然后两两比较，建立各层判断矩阵，求解每个层次的各个元

素对上一层次某元素的权重，最后递阶归并各目标层对总目标的最终权重，确定层次中诸要素的综合评价值。 

(2)评价指标选取。 

生态农业是人工控制下的区域性农业生产体系，是由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构成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评价指标选取时必须

从各个角度统筹考虑，应当充分考虑其整体效应和农业生态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相互间的协调和制约。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生态农业最终是生态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生态农业指标体系的内容，能够覆盖生态农业研究领域的发展，帮助人们采

取适当的措施，以促进人的全面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全面、正确反映评价的多层次目标、综

合目标及其内在的联系。 

本文在结合该领域主要评价指标代表性和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选取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单位土地面

积农业产值、耕地面积占比、人均粮食占有量等共计 15个指标对该区域的生态农业进行综合评价，保证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合

理性及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1.3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流程依次为：数据标准化、多年标准化平均、各层次指标的占比贡献率、基于贡献率相对比值构建判断矩阵、对

不同层求取权重向量、权重系数与各年份的标准化值相乘求得评价值。 

1.3.1计算各指标的贡献率 

考虑各指标的量纲差异，以 2012年为评价基年，采用比重法式(1)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以便于各指标的年际比较： 

 

再求算各指标标准化值近六年的总体平均值，通过式(4)计算出各指标在同层次指标组内的占比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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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计算权重向量 

判断矩阵基于几何平均法进行权重计算，计算步骤如下： 

(1)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2)计算特征向量 Wi 

 

(3)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 Wj 

 

其中： 是特征向量。 

1.3.3一致性检验 

先基于判断矩阵和特征向量求出最大特征根λmax(式 8)，再求出一致性指标 CI式(9)，根据一致性检验公式和 Satty给出

的随机一致性指标数值 RI得出检验系数 CR。若 CR<0.10，则认为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各指标判断矩阵均满足一

致性。 

 

其中，(AW)i表示向量 AW的第 i个元素；AW为判断矩阵 A—C与特征向量 W的乘积。 

 



 

 4 

1.3.4权重系数确定 

进行归一化处理(式 7)后的判断矩阵特征向量即为所求权重向量。经济层面包含的 5 个指标中单位土地面积农业产值(C11)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C12)的权重系数相对较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15)权重最小；在生态层面，人口密度(C24)所占权

重最大，有效灌溉面积(C22)所占权重最小；在社会层面上，人均粮食占有量(C31)和城乡居民收入差异(C35)比重最大。在全部

的 15 个评价指标中，单位土地面积农业产值(C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C12)和人均粮食占有量(C31)，这三个评价指标对广安

市生态农业评价的影响突出。 

2 结果分析 

根据评价指标(C)对目标层(A)的权重系数和标准化后各指标相乘、求和，得出 2012～2018年广安市生态农业指标层、准则

层的评价值，并以此绘制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综合评价图(图 1)。 

 

图 1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综合评价 

2.1经济效益 

在经济效益中，单位土地面积农业产值权重最大，达 0.2087，可见经济发展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农业水平

的高低。经济效益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先快速升高，后缓慢增加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单位土地面积农业产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逐年上升，单位土地面积农业产值从 2012 年的 20.87 到 2018 年的 22.42，增加了 7.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2 年的 4.87

到 2018 年的 5.20，增加了 6.7%。单位土地面积农业产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经济效益增加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从 2012 年的 3.08 到 2018 年的 3.36，期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9%也是经济效益持续上升的直观体现，农业占第一产

业的比重增势不稳，2016-2018 年农业占第一产业总比重略少于 2013-2015 年所占比重，有下降的趋势，是 2016 年以后经济效

益缓慢上升的制约因素之一。总体来看 2012-2018 年，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值稳步上升，经济发展较快，使当地农

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生态农业经济效益显著，表明生态农业推动

了广安市的经济发展，对生态农业综合效益贡献较大。 

2.2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指标是反映生态农业效益最直接、最重要的评价指标，能很好地反映生态农业的实际状况。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

的生态效益在 2012 年大幅下降后缓慢上升，在 2016 年处于峰值，后开始快速下降，降幅达 15.6%。2018 年的生态效益得分值

低于 2012 年的得分，表明 2012～2018 年间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的生态效益较差，生态农业实际状态不佳。微观上，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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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变化不大，耕地面积占比从 2015 年的 5.38 到 2016 年的 9.77，增幅达 81.59%，但后因城区建设和工业发展占用大量灌溉

区土地，使有效灌溉面积持续减少，影响标准化农田建设，在 2017又恢复到原来的耕地面积。人口密度在 2013年和 2016年两

次小幅增加，宏观上处于下降趋势，人口密度从 2012 年的 9.37 到 2018 年的 9.32，降幅达 0.5%，人口密度的下降表明生态农

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森林覆盖率在 2017 年也大幅减少，从 2012 年 5.38 到 2017 年 4.99，降幅达 7.2%。在 2017～2018 年间

因人口密度稳步降低，森林覆盖率也略微上升，增幅约 8.4%，耕地面积和森林覆盖率这两个指标的不稳定，导致其生态效益发

展欠佳的主要原因。总体来看，广安市生态农业的生态效益发展经历了先增加，后降低交替反复的发展态势。生态效益的体现

较不明显，需要经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在今后的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广安市应高度关注区域生态效益的提高。 

2.3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是生态农业效益评价因子中重要的指标之一，也能直观反映当地生态农业状况。总体来看，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

的社会效益经历了下降、上升反复交替的发展趋势，2012—2018 年社会效益缓慢增加，社会效益正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广安

的生态农业发展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好处，但其发展起伏不稳定，未来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应该重视社会效益的稳定发展，

逐步促进广安市的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文基于 AHP 确定权重的比重归一化法构建模型，以广安市为例，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定量分析了川东北典型地

区生态农业的综合效益，得到以下结论。 

(1)整体上该区域生态农业的综合效益发展态势良好，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益较为突出，广安市生态农业经济效益得分值经历

了一个先快速升高，后缓慢增加的趋势，经济效益发展从 2012年 52.47到 2015年 53.92，增幅达 2.7%，增幅较大，在 2015年

达到峰值。这得益于单位土地面积农业产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条件的改善。 

(2)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增中有减，社会效益的增幅小，主要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没有得到解

决，人均粮食占有量在逐年减少。而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展也给生态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协调三者和谐发展，关注和改善

生态问题，这也是本区域生态农业发展的突破口。 

3.2建议 

3.2.1调优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农民收入 

广安市生态农业建设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优化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多种生态农业发展模

式结合，构建农业、工业、服务业相结合的农业产业发展体系，促进广安市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在提高农民收入这方面，一是

积极培育扶持经营主体。二是规范合作社管理。另外，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需要加大，通过建档立卡进行精准扶贫，采取劳

动力培训转移、扶贫移民、产业扶贫等多种工程提高农民收入。 

3.2.2统筹生态农业发展规划，促进生态农业科技创新 

生态农业建设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生态农业建设涉及到农业、水利、农机、土管、规划、环保、能源、经济、教育、

财政等多个部门。因此，广安市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组织保障。生态农业建设要加强领导、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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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稳定可靠的生态农业政策发展体系，为生态农业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在政策上配合广安市生态农业发展，首先，在

广安市生态农业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政府决策的作用，建立起可靠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要制定详细的生态农业发展

规划，在特定的区域内划定生态用地，作为发展生态农业的核心区域，以此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生态农业效益。其次，需要

推动生态农业科技创新，生态农业属于技术密集型现代农业，广安市要发展生态农业，就要利用先进技术对传统的农业模式进

行改造，只有科技含量高的农业发展模式才能在生态农业建设中取得先机。最后需要提高农业信息服务水平，建立具有特色鲜

明的农业生态产业园，充分发挥生态农业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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