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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草)以来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
姚蓉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经济研究所 ,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延安市是全国惟一的退耕还林(草)试点市。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 , 其成效及农村经济发展的

可持续性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采用层次分析法(AH P)对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延安市农村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 结果表明 , 退耕还林(草)工程建设促进了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

展 , 1998—2007 年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度介于 0.509 4～ 0.605 1 之间 , 可持续发展水平虽处于一般状态 ,

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即从一般可持续状态逐步向较高可持续状态靠拢。

关键词:退耕还林(草);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8X(2010)05-0187-04　 中图分类号:F320.3

Evalu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n

Yan' an City After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YAO Rong

(Institute o f Shaanx i Economics , Par ty Schoo l o f Shaanx i Prov incial Par ty Committees , X i' an , Shaanx i 710061 , China)

Abstract:Yan' an City is the only pilot ci ty in the g rain for green project in China.Since the pro ject was im-

plemented ,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n Yan' an City has at t racted w idespread at tention.

In this study , analy tic hierarchy process(AHP)i s applied to evalua 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 f rural

economy in the city .Resul ts show that the g rain for g reen project has promo 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cit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g ree for Yan' an Ci ty f rom 1998 to 2007 is be-

tw een 0.5094 and 0.6051.Although the level is in the general sta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i t is still in

a rising t rend.Sustainable state is g radually shif ted from general state to a higher state.

Keywords:grain for green project;Yan' an City;rural economy;sustainable development;evaluation

　　1999年 8月 6日 ,朱镕基总理在延安考察后 ,提

出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 ,个体承包 ,以粮代赈”

的政策措施 ,延安市率先在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草)工

程 ,并成为全国惟一的退耕还林(草)试点市。

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 ,延安市改变了单纯发

展经济或治理生态的思路 ,将生态建设融于农村经济

发展中 ,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思路[ 1-3] ,发展生态农业 ,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

本文正是基于此背景 ,通过构建延安市农业生态

系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进行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度的时间序

列分析 ,明确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

素 ,以期为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制定

依据 。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陕西延安市位于黄河中游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
[ 4]
, 介于北纬 35°21′—37°31′, 东经 107°41′—

110°31′之间 。北接榆林市 ,南连咸阳 、铜川 、渭南市 ,

东隔黄河与山西省临汾 、吕梁地区相望 ,西依子午岭

与甘肃省庆阳地区为邻 ,全市总面积 3.7×105 km 2 。

延安市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地形以塬 、梁 、峁为主 ,平

均海拔 1 200 m ,绝大部分地表为黄土覆盖 ,塬 、梁 、

峁和沟壑的侵蚀剥蚀作用强烈[ 5] ,水土流失面积2.88

×105 km2 ,占到总面积的 78%,年平均土壤侵蚀模

数 9 000 t/km
2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年入黄泥沙2.58

×108 t , 是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 6-7] 。



延安市位居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 ,四季分明 ,日

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年均无霜期 170 d ,气温 7.7 ℃

～ 10.6 ℃,日照数 2 300 ～ 2 700 h ,年均降水量 500

mm 。受地理和气候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降水时空分

布不均 ,从南到北依次递减 ,南部最高 650 mm ,北部

最低 380 mm;年内降水量的 75%集中在 6—9月份 ,

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形成洪水而流失;降水年际变化

大 ,有“十年九旱”之说。灾害性天气有干旱 、冻害 、冰

雹 、干热风 、雨涝等。

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 ,延安市曾长期处于生态

脆弱和经济落后中。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通过多项生

态工程建设治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但该区仍长期

处于“治理 —破坏—治理 ,贫困 、落后的生态经济恶性

循环”之中 [ 1] ,严重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1999

年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后 ,延安市结合生态建设实

践 ,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建设和农村经

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发展的新阶段 。

1.2　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延安市区域可持

续发展进行评价 。层次分析法(Analyt ical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 AHP)是美国运筹学家 A.L.Saaty 于

20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

策分析方法。它是一种决策者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思

维过程模型化 、数量化的过程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思

路简单 、层次结构分明 、便于计算 、易于被人们

接受[ 8] 。

延安市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至今 10 a 有余 ,

经历了试点示范阶段 、快速推进阶段 ,现已进入成果

巩固阶段 ,本文在时间序列上选择退耕还林(草)政策

实施前的 1998年和政策实施后的 2000年 , 2003年 ,

2005年和 2007年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1999 , 2001 , 2004 , 2006 , 2008)和陕西统计年鉴

(1998 ,2000 ,2003 ,2005 , 2007),以及延安市相关部门

对应年份的资料数据 。

2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

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生态 、环境和资源为基础

的 ,追求的是人口 、生态 、环境 、资源 、经济 、社会的相

互协调和良性循环 ,因此 ,结合延安市区域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特点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遵从综合性

全面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 、可比性原

则[ 9-12] ,并在系统性和层次性相统一的原则下 ,根据

区域内各种基本要素的关系 ,把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

划分为社会 、经济 、资源环境 3个子系统 ,相应组建目

标层 、准则层和指标层 3个层次的树状结构的指标体

系 ,通过各项指标之间的有机联系方式和合理的数量

关系 ,表现出指标体系的整体功能和层次结构 ,达到

系统性和层次性相统一。

2.2　评价指标的选取

围绕社会 、经济 、资源环境 3个子系统 ,选择能够

反映区域“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发展水

平及子系统间的协调状态的指标 ,构成评价指标体

系 ,分为目标层 、系统层和指标层 3 个层次 ,共计 24

个指标(表 1)。

表 1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目标

层(A)
系统

层(B)

指标层(C)

指 标　　　 代码

延

安

市

农

村

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

状

态

(A)

社

会

子

系

统

(B1)

人口密度/(人· km -2) C1

人口自然增长率/ ‰ C2

农业机械化水平/(kW · hm -2) C3

城乡收入比/ % C4

每万人中中 、小学在校人数/人 C5

每千人拥有的病床位数/张 C6

有线电视覆盖率/ % C7

经

济

子

系

统

(B2)

人均 GDP/元 C8

耕地粮食单产/(kW · hm -2) C9

城市化水平/ % C10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C11

农村人均用电量(kW/人) C12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 C13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 C14

林牧总产值比重/ % C15

资

源

环

境

子

系

统

(B3)

降水量/ mm C16

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C17

森林覆盖率/ % C18

人均水资源量(m3/人) C19

农田旱涝保收率/ % C20

农药使用强度/(kg · hm-2) C21

化肥使用强度/(kg · hm-2) C22

水保治理率/ % C23

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率/ % C24

3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过程

3.1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的权重是指在综合评价时 ,体现该指标相对

重要程度的系数值。根据所构建指标体系的层次结

构选用目前确定权重系数比较成熟的层次分析法

(AHP),设立了 3个系统层(B):社会子系统(B1)、经

济子系统(B2)和资源环境子系统(B3),并且假定各

个系统层与其它系统层的指标相互独立 ,通过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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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家 ,根据 1 ～ 9比例判断标度 ,对各个指标打分 ,

构造了两两判断矩阵 ,求解各判断矩阵并全部通过了

一致性检验 , 最后得出了各指标权重和层次排列结

果 ,见表 2—3。

从子系统的排序来看 ,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是以生

态 、环境和资源为基础 ,且生态环境恶劣 ,水土流失严

重 ,是制约延安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延安

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首先考虑的是资源环境

的可持续 ,其目的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享有充分的

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而延安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

决定了对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因此

其次考虑的是经济的可持续 ,最后是社会可持续。

表 2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权重值

社会子系统(B1) 经济子系统(B2) 资源环境子系统(B3)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C1 0.025 6 C8 0.052 0 C16 0.021 5

C2 0.026 3 C9 0.052 0 C17 0.046 8

C3 0.057 0 C10 0.031 1 C18 0.042 8

C4 0.065 7 C11 0.029 2 C19 0.041 9

C5 0.032 2 C12 0.024 2 C20 0.048 9

C6 0.032 2 C13 0.039 0 C21 0.048 9

C7 0.030 4 C14 0.042 1 C22 0.050 0

C15 0.059 2 C23 0.068 2

C24 0.032 8

表 3　A—B判断矩阵及各子系统的权重

A —B B1 B2 B3 W i

B1 1 1/ 2 1/ 3 0.269 3

B2 1 1/ 2 0.328 9

B3 1 0.401 8

　　注:CR =0.000 0<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3.2　评价指标标准值确定

标准值是各指标所处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与不可

持续状态的临界阈值 ,选取时应遵循可计量化 、地域

性和实用性等原则 ,从区域的具体情况出发 ,反映区

域的环境特点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基于

指标标准值选取的原则 ,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

从延安市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出发 ,确定延安市农村经

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标准值 ,如表 4所示。

3.3　可持续发展值的计算

结合各指标所取的标准值 ,并参考相关文献
[ 8]
,

建立计算各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数学模型。

假设 xi(i=1 ,2 , … , n)为第 i 个指标的实际值 ,

z i(i=1 ,2 , …, n)为第 i个指标的标准值 ,S(xi)为可

持续发展指数 ,具体的数学计算公式为:

(1)对于正向趋向性指标:当 xi ≥z i 时 ,S(xi)=

1;当 xi <z i 时 ,S(xi)=xi/ z i 。

(2)对于逆向趋向性指标:当 xi ≤z i 时 ,S(xi)=

1;当 xi >z i 时 ,S(xi)=z i/ x i 。

表 4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标准值

指标 标准值 来 源　　　 指标 标准值 来 源　　　

C1 128.78 国际公认值 C13 47.90 中国第二产业比重

C2 4.00 中国生态城市标准 C14 45.00 英格尔斯指标体系的标准值

C3 6.30 中国平均值 C15 64.02 中国林牧产比重值

C4 300.00 中国多年平均值 C16 650.00 干湿地区划分的临界值

C5 1 480 中国达到水平值 C17 0.08 国际公认值

C6 9.00 国内领先城市的现状 C18 40.00 国际公认值

C7 100 中国生态城市标准 C19 1 000 临界值

C8 22 000 中国生态城市标准 C20 1.33 中国平均值

C9 4 120.44 中国平均值 C21 0.13 中国平均值

C10 60.00 国际公认值 C22 255.00 国际公认值

C11 4 140.40 中国发展水平值 C23 100.00 理论值

C12 757.37 中国平均值 C24 2.00 中国 2020 年的环境指标需求

　　单项指标可持续发展值的计算公式为:

I i =S(x i)×W i

式中:I i ———第 i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值;S(x i)———

第 i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W i ———第 i个指标的

权重 。

单项指标可持续发展值虽然能从不同方面反映

研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但要更全面 、完整地反

映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必须进行综合计算 ,得到

区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值 ,其计算公式为:

S=∑
n

i=1
I i

式中:S ———评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值;I i ———

第 i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值;n———所选的评价指标

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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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分级

为了衡量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需要把定量化

的数值和定性描述结合起来 ,划分相应的等级 ,以此

描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程度 。参照有关专家的研究

成果 ,结合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建立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分级标准
[ 13-15]

:可持

续发展综合值<0.25 ,可持续发展能力极低;可持续

发展综合值介于 0.25 ～ 0.45 ,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

可持续发展综合值介于 0.45 ～ 0.65 ,可持续发展能

力一般;可持续发展综合值介于 0.65 ～ 0.85 ,可持续

发展能力较高;可持续发展综合值≥0.85 ,可持续发

展能力极高。

4　可持续发展测评结果与分析

4.1　可持续发展总体状态

按照上述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步骤 ,评价延安

市农村经济在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前后的可持续

发展状况 ,结果如表 5所示。可以看出 ,1998—2007

年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度介于 0.495 2 ～

0.593 7之间 ,在退耕初期 ,由于农业产业调整效应的

滞后 ,影响农民的收益 , 2000 年成为该时段的低值

点 ,2000年后可持续展水平逐渐好转 。

4.2　各子系统状态

由表 5可知 ,各系统层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在 10 a

间均有所好转 , 其中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度由

1998年的 0.496 3 变化为 2007 年的 0.560 1 。经济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度由 1998 年的 0.484 0 变化为

2007年的 0.592 2 ,资源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度由

1998年的 0.503 4变为 2007年的 0.617 3。

就影响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子系统

而言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为经

济系统 ,最小的是社会系统。这是因为对于延安市这

样的生态脆弱区 ,积极改善资源环境 ,恢复区域生态

平衡是遵循生态优先原则的具体体现。

表 5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度评价结果

评价年份

系统层(B)

社会

系统(B1)
经济

系统(B2)
资源环境

系统(B3)

综合

可持续度

1998 0.496 3 0.484 0 0.503 4 0.495 2

2000 0.548 2 0.471 0 0.467 0 0.490 2

2003 0.493 3 0.509 5 0.653 1 0.562 9

2005 0.541 1 0.578 5 0.610 3 0.581 3

2007 0.560 1 0.592 2 0.617 3 0.593 7

4.3　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因子权重

从影响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因子权重来看 ,

水保治理率 、农业机械化水平 、城乡收入比 、林牧业占

第一产业的比重 、人均水资源量 、农田旱涝保收率等

因素权重较大 ,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突出 。其中水

保治理率的权重值最大 ,为 0.068 2。由于延安市地

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其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因此

水保治理对于区域发展 ,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5　结论

(1)根据文中确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分级标准 ,

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度测评结果及分析表明 ,

1998—2007年间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一

直处于一般状态 , 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度已由

1998年的 0.495 2增加为 2007年的 0.593 7 ,有了较

为明显的提高 ,总体呈上升趋势 ,从一般可持续状态

逐步向较高可持续状态靠拢。说明延安市农村经济

可持续发展状态还是有所好转 ,其资源环境 、社会 、经

济的综合发展趋向协调 。

(2)为实现延安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需要从

资源环境 、社会科技 、经济等方面构建保障体系 ,以促

进延安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延安市农村经济可

持续发展必须立足于区域生态治理 ,控制水土流失 ,

在巩固退耕成果的前提下 ,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的基

本需求 ,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发展生态林牧业 ,提高农

业现代化水平 ,通过特色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缩

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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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提供基本生活和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价值

量最大 ,为 3.38×10
10
元 ,所占比例为 34.01%,生产

粮食的社会稳定功能所占比重次之 ,为32.06%,也达

到了 3.18×1010元 。农地生态服务价值损失达 3.37

×10
10
元 ,所占比例为 33.93%。

表 5　江苏省 2000与 2007 年农地各社会生态价值及敏感度

价值系数
社会生态服务价值/1010元

2000 2007

敏感度

2000 2007

大气调节+1% 328.12 312.95
0.010 5 0.010 4

大气调节-1% 328.05 312.89

净化环境+1% 328.09 312.92
0.001 1 0.001 2

净化环境-1% 328.02 312.85

涵养水源+1% 328.02 312.86
0.020 8 0.021 0

涵养水源-1% 328.01 312.85

保持土壤+1% 328.01 312.85
0.023 1 0.023 2

保持土壤-1% 328.01 312.85

营养循环+1% 329.01 313.80
0.280 3 0.280 5

营养循环-1% 327.01 311.90

维持生物　　
多样性+1%　

327.02 311.90
0.325 7 0.325 9

维持生物　　
多样性-1%　

327.01 311.89

休闲文化+1% 327.01 311.89
0.329 2 0.329 4

休闲文化-1% 327.01 311.89

社会保障+1% 328.14 312.97
0.016 0 0.016 1

社会保障-1% 325.88 310.81

社会稳定+1% 326.94 311.83
0.348 9 0.349 2

社会稳定-1% 324.81 309.79

(2)从单位农地社会生态价值可知 ,其价值最高

的是淮安 、盐城 ,其后依次是徐州 、泰州 、扬州 、宿迁 、

南京 、连云港 、苏州 、常州 、南通 、镇江和无锡。该农地

社会生态价值单元反映了各地区农地资源系统所提

供的市场不能衡量的服务价值 。

从数据上看 ,该价值较大的地区大部分集中在长

江以北的江苏北部 ,而长江以南的苏南大多数地区的

农地非市场价值较小。

(3)从江苏省农地非农化空间差异与非农化过

程中各地社会生态价值差异的空间分布来看 ,基本上

是农地非农化速率较高的地方 ,其社会生态价值损失

也较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它们的发展是以资源

消耗和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 ,是一种粗放式的增长

模式 。

(4)通过对江苏省农地社会生态价值的测算 ,更

加明确了农地非市场价值是农地总价值构成中不可

忽视的部分 ,忽视农地非市场价值是以往农地价值测

算总体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界定和准确测算

单位面积农地资源总价值 ,是实现农地保护 、农地资

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该研究可弥

补征地补偿忽视农地非市场价值的不足 ,为完善征地

补偿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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