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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重庆市忠县石宝镇新政村、凉水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综合考量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

效益，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土地平整工程进行了实施后效益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平整工程

综合效益为良，其中经济效益为良，社会效益为优，生态效益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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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平整工程作为土地整治的核心，在土地整治工程中处于首要位置，是其余工程实施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土地整治效益

的重要途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针对土地整治的整体效益[1,2,3,4]或者某一影响方面[5,6,7]的研究较多，鲜有对于某

一具体工程，特别是土地平整工程效益的研究，且尚未形成相关规程或标准。基于此，本研究以重庆市忠县石宝镇新政村、凉水

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综合考量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效益，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土地平整工程实施后

的效益开展评价研究，以期为土地平整工程技术应用提供科学反馈和决策，提高工程建设水平，实现效益最大化。 

1 研究方法 

土地平整工程效益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准则综合评价体，其指标体系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众多定性、定量指标组成。

在利用指标体系评价时必须考虑指标的权重、量化融合和模型问题[8,9]。本研究针对土地平整工程效益评价的综合性、层次性以

及模糊性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分析法建立评价分析模型。其主要过程如下： 

设因素集 U：U={u1，u2，…，un}，u1、u2、u3、u4、…、un是评价因子，n是评价因素的个数，由具体指标体系所决定。设评

价集 V={v1，v2，…，vn}，即等级集合，每个等级可对应一个模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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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糊关系矩阵 R： 

 

式中，rij表示评价因素 ui对评价集 vj的隶属度。rij的取值范围为 0<rij≤1，Ri={ri1，ri2，…，rin}{i=1，2，…，n}是相对于

评价集 V的模糊子集。设评价标准等级模糊集为 Vu，Vu={vui1，vui2,vui3,vui4}，评价等级模糊集的隶属函数(采用降半梯形分布法)

分别为： 

 

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待评价的指标权重集 W={w1，w2……wn}。将指标权重集 W与模糊关系矩阵 R进行合成，得到各被评因子

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 S。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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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j表示被评价因素对评价集 vj的隶属程度。 

模糊综合评价中常用的是取大取小算法，但在因素较多时，每一因素所分得的权重常常很小，在模糊合成运算中，信息丢失

很多，常导致结果不易分辨和不合理的情况
[10]

。所以，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加权平均型的模糊合成算法取最大值确定评价

等级。计算公式为： 

 

2 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分级标准 

2.1指标体系 

根据土地整治效益的内涵，土地平整工程实施后必然带来自然、社会、生态三个方面的影响，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根据对相关研究文献[11,12,13,14]、评定规程的分析总结，结合工程实施经验，最终建立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 3 方面的土地平整工

程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结果见表 1。 

表 1土地平整工程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方案层 权重 

A综合效益 

B经济效益 0.4 

B1新增耕地指标收入 0.39 

B2土地收益增加率 0.16 

B3农民年人均新增农业纯收入 0.36 

B4静态投资收益率 0.09 

C社会效益 0.2 

C1新增和提升粮食产能 0.39 

C2土地流转增加率 0.15 

C3农民就近就业人数 0.39 

C4机械化耕作增加率 0.07 

D生态效益 0.4 

D1水土流失治理率 0.50 

D2梯田(梯地)化增加率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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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田块规整率变化值 0.21 

D4土地垦殖增加率 0.08 

 

2.2分级标准 

评价指标的分级标准主要基于土地整治项目立项标准、土地平整设计标准、工程设计案例，以及经过实地调查、综合评价与

专家经验等方法综合确定，将其划分为 4个等级，分别为差、中、良、优，并确定各指标在不同等级下的取值范围及各等级的界

限值，结果见表 2。 

表 2土地平整工程效益评价指标分级标准 

方案层评价指标 差 中 良 优 

B1新增耕地指标收入//万元 ＜400 400≤u＜800 800≤u＜1200 ≥1200 

B2土地收益增加率//% ＜5 5≤u＜15 15≤u＜25 ≥25 

B3农民年人均新增农业纯收入//元 ＜250 250≤u＜500 500≤u＜750 ≥750 

B4静态投资收益率//% ＜5 5≤u＜7 7≤u＜9 ≥9 

C1新增和提升粮食产能//t ＜50 50≤u＜125 125≤u＜200 ≥200 

C2土地流转增加率//% ＜5 5≤u＜15 15≤u＜25 ≥25 

C3农民就近就业人数//人 ＜30 30≤u＜60 60≤u＜90 ≥90 

C4机械化耕作增加率//% ＜10 10≤u＜15 15≤u＜20 ≥20 

D1水土流失治理率//% ＜10 10≤u＜20 20≤u＜30 ≥30 

D2梯田(梯地)化增加率//% ＜10 10≤u＜15 15≤u＜20 ≥20 

D3田块规整率变化值//% ＜10 10≤u＜20 20≤u＜30 ≥30 

D4土地垦殖增加率//% ＜5 5≤u＜6 6≤u＜7 ≥7 

 

3 实证研究 

3.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忠县石宝镇新政村、凉水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位于忠县石宝镇新政村、凉水村，介于东经 108°09′43″—

108°11′50″，北纬 30°25′11″—30°27′03″。项目区属丘陵地貌，以种植水稻、蔬菜、柑橘为主，劳动力人口约 3000人。

项目建设规模为 222.2529hm2，其中耕地面积 179.2541hm2。项目总投资 2038.00万元，其中土地平整工程施工费为 409.87万元。

土地平整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条田整治工程、坡式梯田(梯地)整治工程、客土工程和田块整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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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数据来源 

新增耕地指标收入(B1)、新增和提升粮食产能(C1)根据有关耕地占补平衡文件的规定进行测算；土地收益增加率(B2)、静态

投资收益率(B4)、机械化耕作增加率(C4)、水土流失治理率(D1)、梯田(梯地)化增加率(D2)、田块规整率变化值(D3)、土地垦殖增

加率(D4)来源于项目规划设计文本和竣工验收报告；农民年人均新增农业纯收入(B3)通过土地收益与人口比值测算并结合实地走

访获取；土地流转增加率(C2)和农民就近就业人数(C3)通过走访村民委员会、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获取。 

3.3构建隶属度矩阵 

采用降半梯形分布法，分别测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模糊关系矩阵 Rb、Rc、Rd(图 1)。 

 

图 1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模糊关系矩阵 

3.4合成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 

根据指标权重集 Wb={wb1,wb2,wb3,wb4}=(0.39,0.16,0.36,0.09)、 Wc={wc1,wc2,wc3,wc4}=(0.39,0.15,0.39,0.07)、 Wd={wd1,wd2, 

wd3,wd4}=(0.50,0.21,0.21,0.08)，按照加权平均原则合成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向量，并采用和积法对其进行归一化可得：经济效益

结果向量 Sb=(0，0.2328，0.4851，0.2821)，社会效益结果向量 Sc=(0，0.0490，0.4641，0.4869)，生态效益结果向量 Sd=(0，

0.2309，0.4501，0.3190)。 

基于上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评价结果向量，根据综合效益指标权重集 W={wb,wc,wd}=(0.40,0.20,0.40),合成模糊综合

评价结果向量 S=(0,0.1953,0.4669,0.3378)。 

3.5土地平整工程效益评价结果 

根据结果向量，研究区土地平整工程综合效益为良，其中经济效益为良，社会效益为优，生态效益为良。各指标对应评价集

的结果向量(未归一化)如下。 

从表 3可以看出，土地平整工程效益指标评价结果为优的共 4个，分别为新增耕地指标收入(B1)、新增和提升粮食产能(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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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就近就业人数(C3)、机械化耕作增加率(C4)，主要集中在社会效益指标，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平整工程投资量和工程规模较大

且工程类型多样，可新增有效耕地较多，带动力度较强；为良的有 7个，集中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指标；为差的 1个，为梯田

(梯地)化增加率(D2),这主要是由于示范区整治前耕地成台性较好，梯田(梯地)化率已较高，土地平整工程因地制宜的侧重于规

整田块和满足机械化耕作条件。由此表明，土地平整工程效益评价总体较好，对土地收益率(B2)、农民年人均新增农业纯收入(B3)、

静态投资收益率(B4)、土地流转增加率(C2)、水土流失治理率(D1)、田块规整率(D3)、土地垦殖率(D4)等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表 3土地平整工程效益评价结果 

评价指标 差 中 良 优 等级 

经济效益 0.0000 0.4522 0.9420 0.5478 良 

B1 0.0000 0.0000 0.3320 0.3900 优 

B2 0.0000 0.0685 0.1600 0.0915 良 

B3 0.0000 0.3257 0.3600 0.0343 良 

B4 0.0000 0.0580 0.0900 0.0320 良 

社会效益 0.0000 0.0914 0.8659 0.9086 优 

C1 0.0000 0.0000 0.3116 0.3900 优 

C2 0.0000 0.0914 0.1500 0.0586 良 

C3 0.0000 0.0000 0.3510 0.3900 优 

C4 0.0000 0.0000 0.0533 0.0700 优 

生态效益 0.2100 0.4053 0.7900 0.5599 良 

D1 0.0000 0.1025 0.5000 0.3975 良 

D2 0.2100 0.1752 0.0000 0.0000 差 

D3 0.0000 0.1208 0.2100 0.0892 良 

D4 0.0000 0.0068 0.0800 0.0732 良 

综合效益 0.0840 0.3613 0.8660 0.6248 良 

 

4 小结 

目前，对于土地平整工程效益的研究成果较少，有关土地平整工程效益评价没有成熟的评价指标和体系，且有关评价指标缺

少相关准则和标准等级域，部分指标甚至没有等级准则和标准等级值，而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必须设定评价的等级尺度和界限

值。因此，针对评价指标的选取、评价等级的界定等问题是今后尚需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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