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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乌东峰和贺正楚所著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效率研究》以两型农业的评价研究为主线
，初步回答了如何对两型农业发展状况和生产效率进行评价的问题。
为此，本书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建立了评价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指导性指标体系，以之作为普
遍适用的评价指标，可以对我国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二是对省、市、县、村四级行政区域的
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评价，其评价经验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效率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一是对我国两型农业发展的方向性思路进行了研究。
在对国夕卜的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业、精确农业、有机农业等两型农业的近似形态进行分析
、对比与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了我国农业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功能、发展原则等问
题，廓清了两型农业范畴的分歧所在。
梳理了两型农业理论的研究进展，使国内两型农业的理论源流呈现出清晰的状况。
初步勾勒了我国两型农业的理论框架，得出了我国两型农业发展的方向性思路，即要创造性地继承和
发展欧美国家近似的两型农业建设经验，要立足于具有我国特色、结合区域特点和各地农业传统，在
此前提和背景下发展我国两型农业。

二是建立了评价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指导性指标体系。
分析了两型农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在考虑两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复杂性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对指导性评价指标的
三大来源。
即生态农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评价指标、循环农业发展水平子系统评价指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
统评价指标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两型农业评价指标系统由3大目标层、10个准则层和80个评价指标组
成的评价指标体系。
这个指导性的评价指标框架和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将为全国各地不同资源不同条件的两型农业发展
状况的评价，发挥框架性的指导作用。

三是评价了我国31个省市两型农业发展水平。
在两型农业的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我国31个省市两型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收集了全国31个省市2907年度的相关80个指标值数据后，选择了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两种评价方法
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表明。
我国两型农业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3个阶梯分布，第一阶梯由上海、北京、江苏等前11名的省市
组成，第二阶梯由河南、内蒙古等16个省、市自治区组成，贵州、青海等
4个省市为第三阶梯。
两型农业综合发展指数依据地理位置由东向西逐级递减，处于第三阶梯的省市与东南沿海省份发展差
异较大，同一阶梯内各省市发展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各省市先天的资源环境因素，也有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后天影响。

 四是评定了我国省、市、县、村四级区域的两型农业生产效率。
运用
DEA评价模型，结合实际事例，对省、市、县、村四级区域的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进行了评价。
在对我国31个省市的评价中，为了单独测算内部管理效率这一内生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具体作用，通过
构建DEA三阶段模型，消除了外部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这两个外生因素对技术效率值的影响，从而有
效测算了两型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
在对湖南省各市州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进行评价后，得出长沙等4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相对有效，农
业产出已达到最优水平，衡阳等10个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处于规模效益递减状态等评价结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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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湖南省发展两型社会的地区区域对策。
在对衡阳县的县域两型农业生产效率评价时，更多地考虑了衡阳县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条件等要素。
在指导性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内，为了贴近评价对象而取舍了一些指标，评价结果符合现实。
在两型农业建设的村级基层单位中，因为村与村之间情况变化较大，评价指标的选取就相差甚大，本
书选取的我国农村较为普遍的粮猪型村为评价实例。
按照粮猪型村的特点，根据粮猪型村发展两型农业的生产条件，从发展两型农业的角度出发，建立了
一套适合于粮猪型村两型农业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以此对衡阳县高炉村进行两型农业的评
价，得出该村两型农业发展处于初级两型农业发展阶段的结论，
五是对现行的传统农业与两型农业的桥接及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首先分析了两型农业发展的抗阻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落后生产方式的内源缺匮，传统经营观念的生
态缺乏，科技体系的匹配缺失。
政策制度政府失灵的先天不足等。
然后提出通过发展循环农业、提高农民经营素质、构建两型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等措施
，来实现现行的传统农业向两型农业的跃迁。
紧接着阐释了跃迁机理与路径。
得出湖南省域内存在率先促就两型农业生产跃迁情势的结论，在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两型社
会建设实验区背帚下擘划了桥接进路，最后提出了建设两型农业生产的关键是推动情势触发的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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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则是一大难题。
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评价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各方的气候与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故很难找到一套可以真正适合全国
范围的两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两型农业发展状况所包含的内涵实在是太复杂，很难真正对我国所有地区的两型农业发展状况作
出全面准确的评价指标。
但是，如果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只是针对某个特定地区适用，而缺乏通用的评价标准，这种地区性和
条件性太强的评价指标体系，就很难应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对比研究，很难推广使用。
　　能否在吸取世界各国近似的两型农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考虑我国国情和农业特色，结合我国农
业传统，创造性设计出用来评价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指导性指标体系，建立一个指导性的评价指标框
架。
依据指导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框架范围内，能够为全国各地不同资源不同条件的两型农业发展状况
的评价，提高框架性的指导作用。
　　因此，本书拟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对完整的、指导性的两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
。
　　不过，尽管建立了两型农业发展状况的指导性指标体系，但也不能照搬照抄该指导性指标体系，
因为对全国各地的两型农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毕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指标体系。
所以，还要根据全国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在指导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内，对指导性的评价指
标体系有所选择有所取舍，选修式地重新构建适合各地特点与需求的两型农业评价指标。
我国各地同类型的区域很多，如果能够找到适合某一个地方两型农业的评价指标体系，那么该评价指
标体系也可以推广到全国很多其他类似的地方。
所以，选修式地构建的两型农业评价指标，也很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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