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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陕北安塞县商品型
生态农业建设的阶段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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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耦合协调度判定标准，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分析了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３个阶段与 农 业 生

态—经济系统和产业—资源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值的对应关系。结果表明，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安塞

县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成效显著，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２７５　２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７１９　５；农业

生态—经济和产业—资源系统的耦合协 调 度 经 历 了 先 下 降（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后 增 长（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的 发

展过程，但是，农业产业—资源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明显滞后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相应地，安塞县商

品型生态农业建设先后经历了第Ⅰ阶段的生态系统结构建造时期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并于２０１０年

开始向第Ⅱ阶段（完善农业系统循环阶段）过渡。生态系统的改善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业经济

的快速增长，但是，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未合理有效地利用农业生态资源。因此，应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完善系统链网结构，改变农业产业与资源的局部相悖态势，促进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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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型生态农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适应市

场经济与生态改良的双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 模 式，即 以 商 品 输 出 为 主 要 生 产 经 营 目

的，寓生态系统于经济系统之中，通过农业商品生产

对环境的需求，促使人们自觉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

经济社会环境，达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形成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循环系统［１］，其建设是一个

不断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实现农业

生态—经济、资 源—产 业 系 统 之 间 的 协 调 统 一 的 过

程，期间需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关于黄土高原商

品型生态农业的建设及其要经历的阶段，理论研究已

较深入［１－２］，但实证研究还相对滞后。退 耕 还 林 工 程

的实施，改变了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演化的原

轨迹［３］，对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建设过程及其阶段性产

生了重要影响。以往的研究限于研究的重点，对其农

业系统内部耦合关系的演变以及商品型生态农业建

设经历的阶段尚未深入分析。基于此，选择综合评价

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

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建设效果，并判定分析其发

展所经历的阶段，可为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进一步

发展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安塞县位于延安市以北，属于华北鄂尔多斯地台

中心的陕北盆地，地处西北内陆黄土高原腹地，侵蚀

地貌类型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Ⅱ副区［４］，境内黄土层

深厚，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该县

总土地面积２　９５０ｋｍ２，平均海拔１　３７１．９ｍ，年平均

气温８．８℃，年平均降雨量５０５．３ｍｍ，自 然 条 件 较

差，但土地、油 气 资 源 相 对 丰 富。２０１０年 末，安 塞 县

总人口１８．４５万，其中农业人口１５．６９万，实现生产

总值７２．２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５　５６２元，累计实施

退耕还林、荒山封育造林面积８５　３０９．６６ｈｍ２，自然植

被全面恢复，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重点流域已基

本实现了“泥不下山、水不出沟”的目标。在退耕还林

背景下，安塞县将生态激励措施纳入市场机制之中，

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商品经济来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农

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经过多年的商品

型生态农业建设，已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

效益，农业系统开始朝着协调稳定的方向发展［５］。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思路

运用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

分析退耕还林以来其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建设效果及

其内部系统耦合态势的演变过程，并与商品型生态农

业建设的阶段性以及各个阶段系统特征的理论研究

相结合，找出商品型生态农业各个建设阶段与耦合协

调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３个

阶段的定量划分标准，判定分析退耕还林以来安塞县

商品型生态农业经历的阶段及其系统特征。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系统综合评价模型　对于安塞县商品型生态

农业建设效果的分析评价，建立综合评价模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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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Ｉｃ———商品型 生 态 农 业 系 统 的 综 合 发 展 指 数；

ａｉ———各个子系统的权重；Ｔｉ———子系统综合指数，

且，

Ｔｉ＝ｂｉ１ｘｉ１＋ｂｉ２ｘｉ２＋ｂｉ３ｘｉ３＋…＝∑
ｍ

ｊ＝１
ｂｉｊｘｉｊ

　　　　　（ｉ＝１，２，…，ｍ） （２）

式中：ｘｉｊ———子系统中各个指标的标准值；ｂｉｊ———相

应指标的权重。

２．２．２　耦合协调度模型　要判定退耕还林工程实施

以来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的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就
要明确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和农业产业与资源子系统

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农业生态经济系统间的耦合协

调程度表征了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的总体效果和农

业复合系统的协调稳定性，而农业产业与资源子系统

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则反映了农业相关产业发展对资

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以及农业产业继续发展的空间和

潜力。退耕还林背景下农业资源量不断增加，农业产

业与资源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越大，说明相关产业对

资源的利用程度越高，发展较好，反之，农业资源的利

用率越低，产业发展缓慢，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

力。基于时序数据的分析和反映系统耦合协调性方

面的直观性，选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农业生态与经

济系统以及农业产业与资源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

一致性和耦 合 协 调 程 度，具 体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计 算 公

式为［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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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Ａ，Ｂ）＝ Ｃ×槡 Ｆ

　　　Ｃ＝
Ｆ（Ａ）Ｆ（Ｂ）

〔Ｆ（Ａ）＋Ｆ（Ｂ）
２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ｋ

（３）

　　　Ｆ＝ｕＦ（Ａ）＋ｖＦ（Ｂ）

式中：ｋ———协调系数，参考已有相关研究［７－９］，取ｋ＝
２；Ｃ———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农业产业与资源子系

统）的 协 调 指 数；Ｆ———二 者 的 综 合 评 价 指 数；

ｕ，ｖ———待定系数，考虑到本研究具有协调耦合关系

的两个系统的同等 重 要 性，取ｕ＝ｖ＝０．５；Ｄ———二

者的耦合协调度。

２．３　指标体系

建 立 科 学 合 理 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和 权 重 系 数 关

系到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商品型生态农业系

统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及 其 权 重 参 考 以 往 研 究 结 果

（表１）。

表１　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系统 权重 子系统 权重 指 标　　　　　 权重 系统中权重

农业生态系统 ０．５

生态环境 ０．４

Ｘ１林草覆盖率 ０．１４５　 ０．０２９
Ｘ２降雨量 ０．１８４　 ０．０３７
Ｘ３可灌溉面积率 ０．２２２　 ０．０４４
Ｘ４土壤侵蚀强度 ０．２４９　 ０．０５０
Ｘ５人口密度 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

农业资源 ０．６

Ｘ６人均耕地面积 ０．２４８　 ０．０７４
Ｘ７农林牧土地利用结构 ０．２３１　 ０．０６９
Ｘ８园地比重 ０．３３１　 ０．０９９
Ｘ９草地比重 ０．１９０　 ０．０５７

农业经济系统 ０．５

农业产业 ０．５

Ｘ１０农业产业链与资源量相关度［１０］ ０．２７６　 ０．０７８
Ｘ１１农村工副业贡献率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７
Ｘ１２农业劳动力比重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１
Ｘ１３农产品商品加工贮藏率 ０．３３７　 ０．０９５
Ｘ１４农林牧产值结构 ０．１１０　 ０．０３１

经济效益 ０．５

Ｘ１５农产品商品率 ０．２６０　 ０．０５７
Ｘ１６农业产投比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５
Ｘ１７人均农业总产值 ０．４１１　 ０．０９０
Ｘ１８粮食潜力实现率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７

２．４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 源 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 的《安 塞 县 统 计

年鉴》、《安塞县退耕还林（草）工作总结》、《安塞县土

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汇总》以及历年积累的农户调查

资料等。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过程

３．１．１　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系统综合发展指数Ｉｃ 反映了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Ｉｃ
越大，系统发展水平 越 高。由 图１可 以 看 出，退 耕 还

林工程实施以来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 业 系 统 综 合 发

展指数不断上升，从１９９９年 的０．２７５　２增 长 到２０１０
年的０．７１９　５，其中，农业生态系统发展指数表现为阶

梯式增 长 过 程，由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 的 快 速 增 长 进 入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的平稳发 展 阶 段，２００９年 开 始 再 次 显 著

增长；农业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与生态系统的发展演

化步调并不一致，其 发 展 指 数 呈 现 出 先 下 降（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年）后 波 动 上 升（２００１—２０１０）的 变 化 过 程，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农 业 经 济 系 统 发 展 指 数 明 显 低 于 生

态系 统，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经 济 系 统 发 展 指 数 继 续 增

长，与生态系统发展指数不相 上 下，农 业 生 态 经 济 系

统发展的一致性好转。

图１　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演变过程

３．１．２　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耦合态势的变化
过程　参考吴文恒、任志远等人［８，１１－１４］的相关研究，根
据耦合协调度Ｄ 的 大 小，可 以 将 系 统 协 调 发 展 度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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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级（表２）。由公式（３）计算得出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安

塞县农业生 态—经 济 系 统 与 产 业—资 源 子 系 统 的 耦

合协调度（表３），由表２—３得出，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安塞

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耦合关系为初级协调发展型，
但是，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 系 统 耦 合 协 调 发 展 程 度 逐 年 减

弱，濒临失调衰退；２００２开始转而上升。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安塞县农业生态—经 济 系 统 的 耦 合 协 调 关 系 属 于

中级 协 调 发 展 型，２０１０年 安 塞 县 进 入 良 好 协 调 发 展

阶段；而农业产业—资源子系统耦合关系的发展较为

滞后，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仍属于初级协调发展型，２０１０年

才进入中级 协 调 发 展 型。农 业 产 业—资 源 子 系 统 的

耦合协调关系明显 滞 后 于 农 业 生 态—经 济 系 统 的 主

要原因在于：随着生态系统的 改 善、农 业 资 源 量 的 增

加，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

益，促进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快速增

长；但是，生态系统改善所增加 的 农 业 资 源 量 并 未 得

到现有农业产业的合理有效 利 用，尤 其 是 林 草 资 源，
传统放牧业规模的剧减、舍饲养殖业的零散和家庭式

小规模经营，造成了林草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而

且，由于安塞县地形复杂，偏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科技落后，加上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传统的农作

物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并未发生很大变化，农产

品加工、农村工副业等农业后 续 产 业 更 为 落 后，商 品

型生态农业产业调整存在很大发展空间和潜力。
由表３可以看出，退耕还林初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

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和产业—资源

子系统的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都逐年下降；２００２年以

来，以退耕还林为主的一系列水土保持政策和措施显

著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条件，农业生态—
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 上 不 断 增 长，但 是，农 业

产业—资 源 子 系 统 的 协 调 指 数 和 耦 合 协 调 度 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略有下降，之后呈现波动增长。

表２　系统耦合类型分级标准

耦合协调度 ０＜Ｄ≤０．５　 ０．５＜Ｄ≤０．７　 ０．７＜Ｄ≤０．８　 ０．８＜Ｄ≤０．９　 ０．９＜Ｄ≤１．０
系统耦合协调关系 失调衰退型 初级协调发展型 中级协调发展型 良好协调发展型 高级协调发展型

表３　安塞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与产业－资源子系统耦合协调关系

年 份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协调

指数

生态—经济系统　 ０．９７０　６　 ０．９６１　１　 ０．７７８　２　 ０．８２５　３　 ０．９３３　７　 ０．９０２　７　 ０．９４２　５　 ０．９９７　３　 ０．９９９　７　 ０．９９６　９　 ０．９９９　９　 ０．９９９　９
产业—资源子系统 ０．９９３　２　 ０．９６２　４　 ０．８１３　９　 ０．７７４　７　 ０．９６１　０　 ０．９２３　２　 ０．９１０　０　 ０．９９１　６　 ０．９９０　１　 ０．９７７　４　 ０．９９８　８　 ０．９９９　６

耦合

协调度

生态—经济系统　
０．５１６　８　 ０．５０２　７　 ０．４８２　０　 ０．５５８　３　 ０．６３０　０　 ０．６１３　２　 ０．６６０　５　 ０．７２６　４　 ０．７３５　４　 ０．７６２　３　 ０．７７８　５　 ０．８４８　２

初级协调发展型 中级协调发展型 良好协调发展型

产业—资源子系统
０．６１５　６　 ０．５８８　３　 ０．５４１　０　 ０．５５５　８　 ０．６３９　５　 ０．５８６　８　 ０．５７６　５　 ０．６７８　１　 ０．６６８　１　 ０．６８７　３　 ０．６７６　２　 ０．７６９　９

初级协调发展型 中级协调发展型

３．２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的

阶段性判定

３．２．１　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的３个阶段及其与系统
耦合协调度的关系　发展商品型生态农业，要求人们

在自觉地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农业商品经济，改

善社会经济环境，以达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

环，形成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循环系统。已有相关研

究根据商品型 生 态 农 业 在 建 设 过 程 中 其 系 统 特 征 理

论上的发展 变 化 对 其 建 设 阶 段 进 行 了 定 性 划 分。按

照系统结构的完善程度，可将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分

为３个阶段：Ⅰ基 本 结 构 建 造 阶 段、Ⅱ完 善 农 业 系 统

循环阶段、Ⅲ系 统“加 环”阶 段［１］。不 同 发 展 阶 段，商

品型生态农业系统内部特征不同，农业生态—经济和

产业—资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在不同的区间，各个

阶段系统的主 要 特 征 及 其 与 系 统 耦 合 协 调 度 的 具 体

对应关系为：（１）阶段Ⅰ。基本结构建造阶段。该阶

段又可分为生 态 系 统 结 构 建 造 和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两个时期。黄土高原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前期，生态

环境的恶化阻碍了农业系统的发展，为了解决生存问

题，人们的行为 重 心 在 恢 复 林 草 资 源、改 善 生 态 环 境

上，林草资源基 本 上 处 于 休 养 生 息 状 态，除 了 自 然 的

产出外，一般不 受 或 很 少 受 人 为 活 动 的 影 响，农 业 产

业和经济的发 展 受 到 限 制，所 以 生 态 系 统 恢 复 阶 段，

农业生态—经 济 系 统 和 产 业—资 源 子 系 统 的 耦 合 关

系属于初级协调发展型，或者由失调衰退型向初级协

调发展型转变，即０＜Ｄ≤０．７。当 植 被 建 设、生 态 修

复达到一定的规模和质量，人们的行为重心转移到发

展问题上，在生 态 资 源 可 以 循 环 和 再 生 的 情 况 下，相

关产业结构调整并开始发展，人们开始强化对生态系

统的利用和改造，以达到经济增长之目的。农业产业

结构的调 整 促 进 了 农 业 经 济 系 统 快 速 发 展，农 业 生

态—经 济 系 统 的 耦 合 关 系 进 入 中 级 协 调 发 展 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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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Ｄ１≤０．８。农业生 态 资 源 由 逐 步 恢 复 过 渡 到 相

对稳定，但是，要 实 现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与 农 业 资 源 系 统

的协调耦合是 一 个 比 较 长 期 的 过 程，所 以，该 时 期 农

业产业—资源子 系 统 的 耦 合 关 系 仍 属 于 初 级 协 调 发

展型，即０．５＜Ｄ２≤０．７。（２）阶段Ⅱ。完善农业系统

循环阶段。在 生 态 系 统 逐 步 改 善 和 农 业 产 业 结 构 不

断调整的 基 础 上，农 业 生 态 系 统 开 始 向 良 性 循 环 发

展，经济系 统 发 展 加 快，系 统 结 构 不 断 完 善，农 业 生

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关系发展为良好协调发展型，即

０．８＜Ｄ１≤０．９；农业相关产业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度提

高，产业—资源子系统的耦合关系属于中级协调发展

型，或者由中 级 协 调 发 展 型 向 良 好 协 调 发 展 型 转 变，
即０．７＜Ｄ２≤０．９。（３）阶 段Ⅲ。系 统“加 环”阶 段。
随着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复杂，农

产品加工等后续产业兴起，形成农工商一体化发展模

式，系统产出 效 益 不 断 增 加。这 个 阶 段，人 们 能 自 觉

地利用、改造并 保 护 生 态 系 统，农 业 生 态 系 统 与 经 济

系统实现了矛盾的协调统一，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和

产业—资源子系 统 的 耦 合 关 系 都 发 展 为 高 级 协 调 发

展型，即０．９＜Ｄ≤１．０。
由此得出，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３个阶段的定量

判定标准（表４）。

表４　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阶段的定量划分标准

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 ０＜Ｄ１≤０．７　 ０．７＜Ｄ１≤０．８　 ０．８＜Ｄ１≤０．９　 ０．９＜Ｄ１≤１．０
产业—资源子系统耦合协调度 ０＜Ｄ２≤０．７　 ０．５＜Ｄ２≤０．７　 ０．７＜Ｄ２≤０．９　 ０．９＜Ｄ２≤１．０

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阶段
生态系统结构建造时期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时期

阶段Ⅱ 阶段Ⅲ
阶段Ⅰ 阶段Ⅰ

３．２．２　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的阶段判定及其
现实状况分析　由 图１—２和 表３—４可 以 判 定，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安 塞 县 商 品 型 生 态 农 业 建 设 处 在 基

本结构建造阶段（阶段Ⅰ）。其中，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安

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处在生态系 统 结 构 建 造 时

期，坡耕地还林还草，限制农业经济发展，以保护和修

复脆弱的生态系统。退耕还林 前 的 掠 夺 式 开 发 利 用

生态资源的农业发展方式，造成了生态系统的严重退

化，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 限 制，生 态 经 济 系 统 严

重失衡。１９９９年，退耕还林工程大力实施，林草资源

开始恢复，生态环境状况逐步改善。坡耕地的大规模

退耕，导致农业生产用地迅速 减 少，而 种 植 业 内 部 结

构未得到及时调整，加上“退耕还林，封 山 禁 牧”政 策

的约束，畜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规模剧减，畜牧业产

值由１９９８年的８　７２２万元减少为２００１年的３　７６１万

元，造成了农业 产 业 经 济 的 倒 退，农 业 生 态—经 济 系

统和产业—资源子系统 的 协 调 指 数 和 耦 合 协 调 度 都

明显下降。此时，以广种薄收为特征的种植业和放牧

为主的养殖业占主导的传统农业生产 方 式 已 不 适 应

当地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需求，农业产业结构需

要及时调整。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

建设处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时期，随着退耕还林工程

的不断深入和政府对农业扶持力度的加大，农业生态

系统逐步恢复到相对稳定状 态，相 关 产 业 发 展 起 来，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不断完善。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期，种 植 业 开 始 由 过 去 单

一的粮食生产向以棚栽、林果业等特色产业为主的综

合性生产经营模式转变。但是，由于畜牧业发展受到

“封山禁牧”相关政策的限制，林果业、大 棚 蔬 菜 业 初

步建设，投入大而经济效益见 效 慢，农 业 经 济 发 展 速

度较慢，因此，农业经济系统发 展 指 数 仍 明 显 低 于 农

业生态系 统 发 展 指 数（图１），其 变 化 区 间 为（０．２６，

０．４０），农业生 态—经 济 系 统 和 产 业—资 源 子 系 统 的

耦合协调关系仍属于初级协调发展型；２００５年以后，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益开始显现，农业经济系

统快速发展，大棚蔬菜、林果等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规 模 不

断扩大，县 域 北 部 舍 饲 养 殖 业 开 始 发 展，以 棚 栽、林

果、草畜为主导的三大农村产 业 初 见 规 模，质 量 效 益

显著提升（２０１０年，全 县 果 园 面 积 合 计２５　８１８ｈｍ２，
是２００５年的２．０５倍，其中苹果２３　３４２ｈｍ２，水果总

产量７０　０６７ｔ，实现产值１７　３４９万元；设施大棚共有

４．４万座，蔬菜总产量１８２　７００ｔ，棚均经济收入９　９００
元）；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优 化，工 副 业 发 展 加 快，农

民经济收入显 著 增 加（２００５年 安 塞 县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仅２　３９９元，２０１０年增长为５　５６２元）；农业生态—
经济系统和产业—资源 子 系 统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不 断 上

升（表３），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成效显著。

２０１０年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开始由阶段Ⅰ向

阶段Ⅱ（完善农业系统循环阶段）过 渡。退 耕 还 林 工

程的实施及其效果的巩固，促使农业生态系统开始向

良性循环发展，农业产业结构 的 不 断 调 整 和 发 展，加

快了经济系统发展速度，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综合发

展指数持续增长，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基本结构建造

已初步完成，开始向完善农业系统循环阶段发展。目

前过渡阶段，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主要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保护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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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强 化 林 草 资 源—畜 牧 养 殖 的 有 效 产 业 链，
提高农业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实现农业产业—资

源系统的优化耦合，同时，继续发展优质瓜果、蔬菜等

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农畜产品 加 工、农 村 工 副 业 等 后

续产业，完善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循环链网结构。

４　结 论

农业生态—经 济 和 产 业—资 源 系 统 耦 合 协 调 度

的变化反映了商品型生态农业系统的演化过程，依据

耦合协调度判定标准，并与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阶段

的相关理论研究结合，明确了商品型生态农业３个阶

段与其农业 生 态—经 济 系 统 和 产 业—资 源 子 系 统 耦

合协调度的对应关系，即农业生态—经济和产业—资

源系统耦合协调度０＜Ｄ１≤０．８且０＜Ｄ２≤０．７时，
商品型生 态 农 业 建 设 处 在 基 本 结 构 建 造 阶 段（Ⅰ）；

０．８＜Ｄ１≤０．９且０．７＜Ｄ２≤０．９时，商品型生态农业

建设处在完善农业系统循环阶段（Ⅱ）；０．８＜Ｄ１≤０．９
且０．７＜Ｄ２≤０．９时，商品型生态农业建设进入系统

“加环”阶段（Ⅲ）。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安塞县生

态系统明显改善，农业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经历了短暂

的下降后 逐 年 上 升，其 商 品 型 生 态 农 业 建 设 成 效 显

著，系统综合发 展 指 数 由１９９９年 的０．２７５　２增 长 到

２０１０年的０．７１９　５。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安塞县商品型生

态农业建设先后经历了第Ⅰ阶段的生 态 系 统 结 构 建

造时期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生态系统的改善和

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促进了农 业 经 济 的 快 速

增长；２０１０年，开 始 向 完 善 农 业 系 统 循 环 阶 段（阶 段

Ⅱ）过渡，目前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 建 设 的 主 要 问

题是：农业产业—资源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明显滞

后于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未合理

有效地利用生态系统改善所增加的农业资源量，农业

产业与资源的局部相悖态势制约了商 品 型 生 态 农 业

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这与王继军［１５］、李奇

睿［５，１６］等人关于 纸 坊 沟 流 域 和 安 塞 县 农 业 生 态 经 济

系统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安塞县应在巩固生

态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加快农 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步 伐，
扩大棚栽业、林果业等特色产业的规模；同时，充分利

用丰富的林草资源，合理发展 草 蓄 业，完 善 商 品 型 生

态农业系统内部链网结构，提高农业产业—资源子系

统的耦合协调度；而且，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
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农村工 副 业 等 后 续 产 业，打 造

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农工商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建立奠

定基础，促进安塞县商品型生态农业进入第Ⅱ阶段并

向第Ⅲ阶 段 迈 进 的 步 伐，实 现 农 业 生 态—经 济 和 产

业—资源系统的优化耦合和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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