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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属性细分理论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结合家庭牧场复合生态系统特

征,构建了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与指标集合。采用客观信息熵确定指标权重,利用灰色关联分析( gr ey r e-

lational analysis, GRA )对 30 个家庭牧场进行综合评价,并借鉴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 sis,

DEA)思想和方法,分析了影响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属性及其特征。该评价体系适用于小尺度复合

生态系统时间维度单样本评价和空间维度多样本比较。行为决策是造成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的

驱动因素,表现为样本间经济收益与生活水平的分异。不同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水平间存在差

异,经营规模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或较低的家庭牧场, 各系统属性发展不均

衡,相反, 中等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家庭牧场,各系统属性呈现均衡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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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current improvements of fundamental orientat ions of system and coupled

w ith household pasture character ist ics, an evaluat ion system and a set of indicato 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n the scale of household pasture w ere put fo rw ard. T he sy stem att ributes and characterist ics impacting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 ere examined by analyzing 30 households in Inner M ongolia in terms of in-

formation entropy w eight ing, g rey r elat ional analy sis( GRA) ,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 DEA ) . Re-

sults show that the evaluat ion system is suitable for both single-sample assessment in tempor al dimensionality

and the comparison of mult-i samples in spat ial dimensionality on the small scale. A ct ivit ies and decisions in

economy and liv e aspects drive househo ld pastur e to change the lev 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 hich is

character ized mainly by economic benef its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 T he lev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ed for dif ferent household pasture is not the same. T he suggested g rassland ar ea less than 200 hm
2

possessed by a household is a disadvantag e factor fo 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 stem att ributes for

households w ith high or low sustainability demonst rate imbalance. H ow ever, moderate sustainable house-

ho lds show a balance status fo r each system at tribute.

Keywords: household pasture; compound ecosyste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fundamental orienta-

tion of system



  /可持续发展0是近 20~ 30 a 来人类所提出和倡

导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
[ 1]
, 它是指满足当代需要而又

不削弱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
[ 2]
。随着可持

续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 可持续发展评价逐渐成为可

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当前, 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涵

盖内容丰富, 主要集中于评价体系、指标
[ 3 ) 6]
构建和

应用[ 7 ) 9] ;评价对象复杂多样, 包括自然流域或省

域[ 10 ) 11]、城(镇)市[ 12 ) 13]、农村[ 14 ) 15]及部分特殊功能

区
[ 16]
等;建立评价体系所依赖的基础理论也各不相

同,主要有系统属性细分理论
[ 17 ) 19]

、绿色国内生产净

值核算理论[ 20]、生态足迹理论[ 21] 以及能值理论[ 22 ) 24]

等。现有评价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都是通过评价自然环境、经济和人文系统的表现来反

映一定政策对环境、经济、社会的影响, 遗憾的是, 目

前各种指标和方法都处于探索之中,还没有一套公认

的标准
[ 20]
。

近些年来, 草原退化和沙化日趋严重, 其产生的

生态环境效应呼吁社会关注草原牧区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在科学研究领域, 不同学者力图从不同视角解

析草原退化成因, 探讨牧区可持续发展对策
[ 25 ) 29]

。

随着/双权一制0土地制度的深入落实, 家庭牧场成为

当前牧区畜牧业生产、水土保持和植被保护的主体,

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 [ 30 ) 33]。本研究借鉴 Hartmut

Bossel( 1999)
[ 17]
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属性细分

理论及国内外研究成果[ 17 ) 20] , 构建小尺度复合生态

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内蒙古白音锡勒

牧场的 30个样本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试图通过比较

研究, 探索影响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同时,

也从新的视角丰富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内容,

为牧区和谐发展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指标体系

1. 1  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属性细分理论[ 17 ) 20]

系统的可持续性由系统本身及外部环境条件决

定。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属性可以视为外部环境施

加在系统上的某些限制条件。因此,表征系统属性的

指标须与系统外部的环境属性对应起来,以反映外部

环境条件变化时系统本身状态的变化。

系统的外部环境具有 6种基本属性。( 1) 规范

的环境状态。实际的环境状况可能围绕这一环境状

态变化。( 2) 资源稀缺。系统生存所需要的资源(能

源、物质和信息)在需要的时候是否可以获得。( 3)

环境多样性。系统本身会受到不同环境系统的影响。

( 4) 环境变化干扰。环境系统的状态总是围绕规范

的环境状态波动,有时会导致系统的环境状态远离规

范的环境状态。( 5) 环境状况突变。系统的环境状

态有时会发生突变,由一种规范的环境状态转为另一

种规范的环境状态。( 6) 其它系统。环境系统还包

括另外的子系统,其它系统的性能状态可能对系统本

身产生很大的影响。

系统要保持结构和功能的良好状态,必须同系统

外部环境特征属性相容。对应于以上 6种基本外部

环境属性,有 6种系统属性细分。( 1) 生存性。在规

范的环境状态下,系统必须能获得必要的能源、信息

和物质投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2)有效性。总的来

说,系统在获取资源、信息和能源方面应该是有效的,

同时,应注意系统本身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3) 自由

性。系统本身必须有能力处理环境状态的变化。( 4)

安全性系统应具有保护自身免受环境变异(对环境规

范状态的波动及一些未预计的环境状态)的有害影

响。( 5) 适应性。针对环境状态的突变, 系统应该具

有自组织和自学习的功能来适应环境状态的突变。

( 6) 共生性。系统本身应能改变自己的行为以便与

其余的环境系统共生。

由于系统的可持续性由系统本身及其外部环境

条件决定, 因此, 除考虑由系统外部环境属性决定的

反映可持续发展状况的系统属性细分外,还需考虑由

系统本身情况决定的系统属性细分,系统本身的属性

包括: ( 1) 繁殖性。功能良好的系统本身应能自我繁

殖。( 2) 心理需要。有感性个体的心理需要应该能

够得到满足。( 3) 责任心。有意识的种群应对自己

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任。

由此, 在充分考虑评价对象系统特征的基础上,

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可以全面、有效地对系统

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 17 ) 18]。

1. 2  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 2. 1  家庭牧场复合生态系统  家庭牧场作为一个

基本独立的生产单元,是高度人为调控的复合生态系

统。畜牧业生产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

以及价值增生过程都是围绕着人类生产目的, 在人工

调控下进行的。家庭牧场复合生态系统含有社会、经

济与自然因素,是一个功能完备的有机体。家庭牧场

主要是由 5 部分要素构成的体系 (图 1) , 即自然能

源、生产资料、生产消费、生活消费和市场交易。畜牧

业生产是将自然能源和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以推

进能量和物质的有序积累,通过市场交易体现劳动与

产品的价值,整个过程也是物质形态(生产资料)和货

币形态的/资本0积累过程。另外, 还包括两个重要、

复杂的高度人为调控因子, 即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

/人0通过调节这两个因子中的各项分配,力图实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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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益的最大、最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 这

种消费的主观调节和差异化, 将成为最积极、活跃的

因素作用于家庭牧场的生产、生活过程当中, 进而影

响其资本积累、生活水平以及系统的和谐发展。

图 1  家庭牧场复合生态系统

  概括地讲, 家庭牧场是一个融生产和消费于一体

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集中体现为能量流动、物质循环、

信息流动和价值流动的不停歇运转,从而体现了系统

的功能,维系了系统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复合

生态系统, 在外界社会、经济等大环境基本一致的

情况下, 其发展主要依赖于系统内部的生产、生活

安排。

因此,将家庭牧场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目的功能有

机体,通过建立合理、可靠的综合评价体系,来评估其

运转是属良性、中性还是恶性, 对于深入认识家庭牧

场这一畜牧业基本生产单元和草原保护基本/单位0,

乃至推进草原牧区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

发展, 意义重大。

1. 2. 2  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在

充分认识家庭牧场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抓住其生产生

活过程中的重要、关键环节,基于系统属性细分理论,

选择相应指标,构建小尺度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评价

体系(表 1)。

表 1  家庭牧场小尺度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基本属性 人文系统      经济系统      自然系统      

生存性 食品消耗 a 人均纯收入 b 经营草地状况 c

有效性 家庭有效劳动力 d 投资回报 e 草地承载压力 f

自由性 60 岁以下人口 g 人均生活支出 h 饲草储备 i

安全性 生活性资产 j 收入结余 k 分配草地状况 l

适应性 文化水平 m 生产化石能耗 n 牲畜多样性 o

共生性 包租公家畜 p 包租草地 q 草地质量 r

心里需求 水果蔬菜消费 s 家庭储蓄 t 可利用水源 u

2  案例分析

2. 1  数据获取与处理
2. 1. 1  数据采集  于 2006年 9月,在内蒙古锡林郭

勒盟白音锡勒牧场选择了 30个家庭牧场, 开展实地

观测和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家庭牧场的基本信息、草

牧场状况、牲畜状况、生产经营状况、家庭生活条件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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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数据处理

(1) 评价指标量化。由于指标特征差异,需对 21

个指标进行同向化和无量纲化,采用的方法如下。

指标 a, b, c, d, e, g, h, i , j , k, l , m, o, q,

r, s, t, u的量化方法

I i = S i / S imax

指标 n, p 的量化方法

I i = 1 - S i / S imax

指标 f 的量化方法

I i = 1 - | Z- S i |
Z

式中: I i ) ) ) 评价指标量化值; S i ) ) ) 某指标的原始

数据; S imax ) ) ) 某指标在样本中的最大值; Z ) ) ) 该

地区平均载畜量; i= 1, 2, 3, . . . , y; y ) ) ) 被评价样

本数目。

(2) 指标权重的确立。信息熵可以用来度量信

息量的大小,也是信息有用程度的一种表现形式。信

息熵完全建立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 客观性比较

强[ 34]。本研究采用信息熵确定指标权重, 具体过程

见文献[ 35]。

(3) 灰色关联分析。灰色关联分析 ( gray rela-

t ional analysis, GRA) ,是一种用灰色关联度顺序(称

为灰关联序, GRO)来描述因素间关系强弱、大小、次

序的。其基本思想是: 以因素的数据列为依据, 用数

学的方法研究因素间的几何对应关系
[ 36]
。本研究选

用指标最大值为参考项进行 GRA 综合评价,其过程

见文献[ 37 ) 38]。

( 4) 数据包络分析。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

opment analy sis, DEA)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 Char-

nes A和 Cooper W W 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0概

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它主

要采用数学规划方法, 利用观察到的有效样本数据,

对决策单元( decision making units, DMU)进行生产

有效性评价[ 39]。本研究借鉴数据包络分析的思想和

方法, 在数据处理上选取 DEA 模型多种型式中的

CCR(通常也写作 C
2
R)模型, 以灰色关联度为输出

项, 以每个系统属性的 3 个指标为输入项, 构建

DMU 进行分析。具体过程见文献[ 38] ,在软件 Mat-

lab 7. 01下完成分析。

2. 2  分析结果
2. 2. 1  评价指标量化  根据构建的家庭牧场可持续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指标数量化处理方法,对基础数

据进行整理,获得指标数据集合(表 2)。

2. 2. 2  指标权重  采用信息熵确定指标权重法确定

21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图 2)。结果表明,各指标间权

重存在一定差异。在权重明显较大的 7个指标中, 前

4个( k, b, h, e)皆与经济指标有关,可见,不同家庭

牧场在经济子系统方面分异显著。另外 3个指标中

的 2个( l , a)与牧户生活水平有关, 1个指标( j )与牧

户占有的生产资料有关。同时,还应注意到, 作为评

价草原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 ) ) 草场质
量( r )权重较小,仅为 0. 010 0。究其原因, 调查样本

乃至研究区域内,放牧利用草地的状况都处于一定的

退化状态, 造成这一指标对于比较样本间的可持续发

展水平不敏感。

图 2  各评价指标权重

  依据指标权重大小关系,发现权重较大的指标主

要反映家庭经济收益和生活水平, 也就是说, 不同家

庭牧场之间经济收益和生活水平相对其它方面差异

最为明显; 权重较小的指标主要反映了家庭牧场客观

条件, 这些指标在样本间差异不显著;其余指标主要

反映不同家庭牧场的经营决策,表明不同样本生产经

营决策行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通过上述分析辅以

逻辑推理可断定,家庭牧场经营决策行为异化是导致

其生产收益和生活水平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

2. 2. 3  灰色关联度分析  通过关联度分析、排序, 比

较不同牧户生产经营综合优劣程度, 结果(图 3)用灰

色关联度 Ci 表达,且越大越优。研究发现,不同家庭

牧场间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差异。30个样本可分为

3个类群, 第一类群 ( 02, 01, 05, 17, 04, 08, 06,

19, 03, 11, 10)积聚了 11个样本, 其 Ci 都在0. 02附

近, 相对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差; 第二类群 ( 24, 28,

21, 18, 26, 09, 16, 13, 27, 14, 23, 22, 25, 07,

29, 20)包含了 16个样本,这些家庭牧场处于中等可

持续发展水平状态, 样本间差异较第一类群明显加

大;第三类群(15, 30, 12)的 3个样本处于比较优势

状态, 其相对可持续性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它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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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数据集合

牧户代码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01 0. 11 0. 09 0. 11 0. 67 0. 23 0. 26 0. 67 0. 05 0. 16 0. 19 0. 08 0. 03 0. 30 0. 13 0. 75 0. 50 1. 00 1. 00 0. 60 0. 20 0. 50

02 0. 10 0. 05 0. 12 0. 80 0. 13 0. 31 1. 00 0. 11 0. 22 0. 14 0. 03 0. 05 0. 60 0. 76 0. 75 0. 81 0. 55 0. 25 0. 60 0. 20 1. 00

03 0. 26 0. 04 0. 17 1. 00 0. 08 0. 58 1. 00 0. 20 0. 06 0. 23 0. 01 0. 15 0. 60 0. 11 0. 75 0. 60 1. 00 0. 91 0. 80 0. 50 1. 00

04 0. 17 0. 11 0. 09 0. 55 0. 36 0. 32 0. 67 0. 09 0. 48 0. 10 0. 09 0. 05 0. 60 0. 45 0. 75 1. 00 0. 32 0. 85 0. 60 0. 20 1. 00

05 0. 08 0. 05 0. 14 1. 00 0. 11 0. 37 1. 00 0. 09 0. 42 0. 12 0. 03 0. 09 0. 60 0. 22 0. 25 0. 38 1. 00 0. 80 0. 60 0. 50 1. 00

06 0. 07 0. 07 0. 11 0. 60 0. 18 0. 28 0. 60 0. 08 1. 00 0. 09 0. 05 0. 04 0. 60 0. 61 0. 75 0. 75 0. 45 0. 69 0. 20 0. 50 0. 50

07 0. 49 0. 37 0. 59 1. 00 0. 19 0. 17 1. 00 0. 47 0. 46 0. 74 0. 27 0. 39 0. 60 0. 11 0. 75 0. 36 1. 00 0. 72 1. 00 0. 50 1. 00

08 0. 16 0. 03 0. 20 1. 00 0. 05 0. 35 1. 00 0. 14 0. 63 0. 19 0. 01 0. 10 0. 60 0. 50 0. 25 1. 00 0. 29 0. 53 0. 60 0. 50 1. 00

09 0. 20 0. 12 0. 14 0. 67 0. 25 0. 23 0. 80 0. 18 0. 27 0. 17 0. 10 0. 24 0. 60 0. 38 1. 00 1. 00 1. 00 0. 31 1. 00 1. 00 1. 00

10 0. 48 0. 03 0. 26 0. 80 0. 04 0. 71 1. 00 0. 16 0. 50 0. 28 0. 01* 0. 17 0. 60 0. 61 0. 50 0. 17 1. 00 0. 97 0. 60 0. 50 1. 00

11 0. 23 0. 10 0. 21 1. 00 0. 15 0. 36 1. 00 0. 38 0. 28 0. 12 0. 03 0. 18 0. 80 0. 64 0. 25 0. 30 1. 00 0. 70 1. 00 0. 50 0. 50

12 0. 78 1. 00 0. 31 1. 00 1. 00 0. 19 1. 00 0. 43 0. 33 0. 79 1. 00 0. 51 0. 60 0. 36 1. 00 0. 98 1. 00 1. 00 0. 80 0. 50 1. 00

13 0. 72 0. 12 0. 25 1. 00 0. 15 0. 56 1. 00 0. 14 0. 57 0. 26 0. 09 0. 36 1. 00 0. 55 0. 50 1. 00 0. 86 0. 67 1. 00 0. 50 1. 00

14 0. 26 0. 48 0. 36 0. 25 0. 41 0. 29 0. 33 0. 15 0. 28 0. 27 0. 47 0. 19 0. 60 0. 93 0. 75 0. 84 0. 39 0. 90 0. 60 1. 00 1. 00

15 0. 51 0. 93 0. 29 1. 00 1. 00 0. 17* 1. 00 0. 95 0. 11 0. 71 0. 87 0. 24 0. 60 0. 61 0. 25 0. 17* 1. 00 0. 73 1. 00 1. 00 1. 00

16 0. 66 0. 31 0. 29 0. 67 0. 33 0. 35 0. 75 0. 19 0. 24 0. 43 0. 29 0. 12 0. 60 0. 74 0. 75 0. 75 0. 38 0. 92 1. 00 0. 50 1. 00

17 0. 06 0. 21 0. 23 1. 00 0. 27 0. 34 1. 00 0. 14 0. 09 0. 09 0. 21 0. 12 0. 80 0. 81 0. 50 0. 53 0. 54 0. 69 0. 20 0. 20 1. 00

18 0. 06 0. 33 0. 26 1. 00 0. 39 0. 26 1. 00 0. 19 0. 45 0. 18 0. 34 0. 18 0. 60 0. 42 1. 00 0. 54 0. 62 0. 86 0. 80 0. 20 1. 00

19 0. 55 0. 05 0. 19 1. 00 0. 08 0. 39 1. 00 0. 05 0. 32 0. 07 0. 04 0. 13 0. 90 0. 83 0. 75 0. 40 0. 67 0. 67 0. 60 0. 20 1. 00

20 1. 00 0. 47 0. 27 1. 00 0. 54 0. 25 1. 00 0. 38 0. 44 0. 39 0. 41 0. 31 0. 60 0. 45 1. 00 0. 25 1. 00 0. 40 1. 00 0. 50 1. 00

21 0. 33 0. 20 0. 46 1. 00 0. 13 0. 52 1. 00 0. 16 0. 49 0. 27 0. 19 0. 21 0. 60 0. 89 1. 00 0. 50 0. 48 0. 69 0. 60 0. 20 1. 00

22 0. 61 0. 19 0. 36 1. 00 0. 16 0. 34 1. 00 0. 16 0. 46 0. 72 0. 17 0. 13 0. 60 0. 96 1. 00 1. 00 0. 22 0. 76 1. 00 0. 50 1. 00

23 0. 04 0. 53 0. 48 0. 80 0. 34 0. 42 1. 00 0. 11 0. 32 0. 10 0. 54 0. 52 0. 90 0. 79 0. 75 1. 00 0. 64 0. 68 0. 60 0. 50 1. 00

24 0. 26 0. 09 0. 53 1. 00 0. 05 0. 90 1. 00 0. 14 0. 75 0. 20 0. 07 0. 21 0. 40 0. 77 0. 50 0. 90 0. 27 0. 79 0. 40 0. 20 1. 00

25 0. 52 0. 22 0. 53 0. 80 0. 13 0. 49 1. 00 0. 26 0. 26 0. 45 0. 18 0. 63 0. 60 0. 63 1. 00 1. 00 0. 70 0. 99 1. 00 0. 50 1. 00

26 0. 22 0. 33 0. 27 0. 60 0. 37 0. 33 0. 67 0. 08 0. 64 0. 21 0. 34 0. 27 0. 60 0. 73 0. 75 0. 55 0. 74 0. 69 0. 80 0. 50 1. 00

27 0. 36 0. 18 0. 43 0. 67 0. 13 0. 39 1. 00 0. 16 0. 37 0. 67 0. 17 0. 36 0. 60 0. 91 1. 00 1. 00 0. 50 0. 70 1. 00 0. 50 1. 00

28 0. 09 0. 21 0. 29 1. 00 0. 22 0. 46 1. 00 0. 11 0. 04 0. 48 0. 19 0. 12 1. 00 0. 83 0. 75 0. 75 0. 33 0. 80 0. 80 0. 50 1. 00

29 0. 25 0. 27 0. 65 0. 80 0. 13 0. 50 1. 00 0. 19 0. 46 0. 17 0. 25 1. 00 0. 60 0. 77 0. 50 0. 70 1. 00 0. 78 1. 00 0. 20 1. 00

30 0. 80 0. 90 1. 00 0. 50 0. 28 0. 54 0. 33 1. 00 0. 40 1. 00 0. 79 0. 75 0. 90 0. 46 0. 75 0. 59 0. 52 0. 73 1. 00 1. 00 1. 00

  注: 表中数值为 0和负值修正为除 0和负值之外最小值后的结果。

结合不同家庭牧场经营规模(本研究中牧户编号

以面积从小到大为序)可知, 相对可持续发展水平较

低的第一类群中包含了绝大部分 200 hm2 草地以下

的家庭牧场。这一现象表明, 草地经营规模小会影响

到家庭牧场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较大规模的家庭

牧场,如果经营不善,也会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状态。

图 3  GRA综合评价结果

2. 2. 4  影响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系统属性
寻找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因素,有的放矢地改

善经营管理,挖掘并发挥其各系统属性因素的潜能,

提高家庭牧场经营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家庭牧场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根本目的。DEA评价是通过/输入0数

据和/输出0数据构建 DMU, 根据输入和输出数据的

关系来评价 DMU 的相对有效性。DMU 的 DEA 有

效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 ( 1) 建立在相互比较的基

础上, 因此是相对有效性; ( 2) 每个 DMU 的有效性

紧密依赖于输入综合与输出综合的比,即/有效性0为

/用相对较少的输入获得相对较多的输出 [ 40]0。

本研究借鉴 DEA 方法从家庭牧场适应环境的

系统属性水平上分析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因子(系统

属性) ,利用 GRA 评价结果值作为输出项,以每个系

统属性包含的 3个评价指标作为输入项, DEA 有效

则表明该系统属性的 3个评价指标综合相对其它样

本/输入少0,即对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贡献

小,该属性被确定为支持该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的相

对弱属性, 反之, 则为强属性。分析发现, 30 个样本

中,仅有 7个家庭牧场的各系统属性发展均衡, 即 7

个系统属性全部为支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相对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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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余 23个样本可持续发展水平受到系统属性发

展相对不均衡的影响。其中 10个样本包含 1个弱属

性, 4个牧户包含 2个弱属性, 7个牧户包含 3个弱属

性, 2个牧户包含 4个弱属性。

图 4  影响家庭牧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属性

  可见,具有中等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样本各系统属

性发展相对均衡,而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或者较

低的样本,各系统属性间发展不均衡。可持续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的家庭牧场, 其生存性与安全性为相对弱

属性,而水平相对较高的家庭牧场, 有效性、自由性、

适应性和共生性为弱属性;心理需求作为系统本身属

性,在两个群体间其相对强弱没有明显体现。

3  结论与讨论

( 1) 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属性细分理论, 得到了学

者们的广泛关注和借鉴。这一理论以可持续发展评

价为目标,采取分层建立指标的方法,建立囊括经济、

人文、自然 3大系统的多维度、多指标评价体系,其优

势在于能够帮助研究者寻找指标时尽量满足系统属

性的完备性要求,不至于遗漏重要信息,以获得全面、

准确的评价结果,尤其对数据资料不充分或者不完备

的研究地区,其指标的全面性和灵活性体现得更为充

分
[ 20]
。本研究抓住影响当前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础单元 ) ) ) 家庭牧场, 作为草原牧区区域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新视角,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这

一体系不但适用于时间维度上的单样本评价,也适用

于空间维度上的多样本比较研究。该研究在众多的

关于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中还属鲜见, 成果将成为小

尺度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范例, 当

然,这一试探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

( 2) 利用信息熵确定指标权重的结果显示,反映

经济方面的投资回报、人均生活支出、人均纯收入、收

入结余 4项指标权重较大,表明这 4项指标是 21个

指标中最为敏感因素。从本质上来看, 上述 4个指标

基本上代表了家庭牧场畜牧业生产所追求的目标。

接下来附以较大权重的指标主要和牧户生产、生活经

营决策有关。附以较小权重的指标代表了家庭牧场

的客观条件。由此可以推断, 影响家庭牧场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生活经营决策,而衍生的结果则

是家庭牧场之间经济收益和生活水平的分异。同时

发现, 受到普遍关注的草地质量因素在本研究中的权

重较小,没有体现出其在推进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这与当前放牧利用草地普遍退化, 致使

不同家庭牧场间差异不明显有关,这一指标对比较不

同家庭牧场的可持续水平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推进家庭牧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轻视

或者忽略这项内容。恰恰相反, 作为草地经营和管

理,应该十分重视保护、维持并恢复草地自然生态系

统不断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

( 3) GRA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家庭牧场可持续

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当且较

低的家庭牧场占比例较大,只有个别家庭牧场拥有较

高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还发现,经营草地规模小

( < 200 hm
2
)会制约家庭牧场的生产经营可持续性,

但是, 大规模的草地如果经营决策不当, 也会影响其

可持续发展能力。

( 4) 利用 DEA 方法从系统属性水平上研究影响

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剥离出制约不同样本可

持续发展的系统相对弱属性,为挖掘家庭牧场的发展

潜能指明了方向。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

高和较低的家庭牧场, 其各系统属性发展不均衡, 通

过系统属性与适应环境的关系来看,可持续发展水平

较低的家庭牧场系统在获得必要的能源、信息和物质

投入来维持自己生存的能力以及适应环境灾变的能

力相对自身的整体发展水平欠缺; 而可持续发展水

平较高的家庭牧场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适应多变环

境的能力相对其整体发展水平不足。通过有的放矢

地改进和完善这些制约因素,将会推进其全面适应环

境的能力, 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处于中等可持续

发展水平的家庭牧场,各系统属性表现出均衡发展特

征,暗示其发展潜能较大, 可以通过部分属性指标的

突破发展或者各属性指标的均衡发展,提高其可持续

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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