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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分别位于我国东部、北部、西部的常熟、公主岭、昌吉这三个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类型和结构进行了分

析。通过分析表明：常熟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业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农村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类

型，其农业结构和种植业结构的演化相对滞后；公主岭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农村人力资源

相对短缺、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类型，其县域产业结构相对滞后；昌吉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农

村人力资源相对短缺、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类型，其农业结构的演化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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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农业生态系统以及陆面水循环等方面的研究。

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是指在县域范围内，生态

要素和经济要素以农业技术和管理要素为中介，通过

能量流、物质流、价值流和信息流形成的具有一定空

间和时序结构、开放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犤１犦。县

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分析是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

统调控与管理的基础，是确立不同类型县域农业生态

经济系统发展模式的关键。本文选取属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的江苏省常熟、东北部农业主产区的吉林省公主

岭和西部内陆干旱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这

三个县级市作为典型，对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类

型和结构作了详细的分析。

１ 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类型

１．１指标体系
从农业自然资源、农村人力资源和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三方面来构建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类型划分

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体系如下：

１．１．１农业自然资源
牗１牘农业用地资源：人均国土面积（ｈｍ２／人）、农

业人口平均耕地面积（ｈｍ２／人）、平均林地面积牗ｈｍ２／
人牘、平均草地面积 牗ｈｍ２／人牘和平均水域面积（包括
内陆水域、海涂）牗ｈｍ２／人牘。

牗２牘农业气候资源：＞０℃积温（度·日）、太阳辐
射量（ｍＪ·ｍ－２）、降水量（ｍｍ）。

牗３牘水资源：人均水资源量（ｍ３／人）、单位耕地水

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分析（Ⅰ）
——— 类型与结构

刘绍民 １，吴文良 ２

牗１．北京师范大学遥感与 ＧＩＳ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２．中国农业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系，北京１０００９４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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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类型评价牗１９９９年牘

Ｔａｂｌｅ１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ｌ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牗１９９９牘
指标 常熟市 公主岭市 昌吉市

农业自然资源 ０．９９９ １．１３ ２．５９７
（１）农用地资源 ０．４５４ ０．９６８ ２．３３８
人均国土 ０．１６０ ０．５１９ ３．０５
人均耕地 ０．５９０ ２．２７７ ３．５０９
人均林地 ０．００９ ０．１７４ ０．５２６
人均草地 ０ ０．００７ ９．０１７
人均水域 ２．０９７ ０．２２０ ３．０５８

（２）农业气候资源 ０．２１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２
＞０℃积温 １．６３６ ０．９８５ １．２０
太阳辐射量 ０．７３８ ０．８２２ ０．９３５
降水量 １．８６５ ０．８３３ ０．３６１
（３）水资源 ０．２３４ ０．０３ ０．１３４
人均水资源量 ０．８６９ ０．２０４ ０．９１

单位耕地面积水资源量 １．４７３ ０．０９９ ０．４２８
农村人力资源 １．５６２ ０．６２１ ０．６３３

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 ２．２０６ ０．１８８ ０．２８４
劳动力素质 ０．９１８ １．０５５ ０．９８３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３．０２６ １．３２２ １．４０９
人均农村社会产值 ３．８１３ １．５９５ １．１９８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２３９ １．０４９ １．６１９

资源量牗ｍ３·ｈｍ－２牘。
１．１．２农村人力资源

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 （人·ｈｍ－２）、劳动力素质
（初中及以上劳动力比重）。

１．１．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人口平均农村社会产值（元／人）、农民人均

收入（元）。

１．２定量评价方法
上述指标以全国的平均值为１，各县的实际值与

其进行比较，并乘以相应的权重 牗括号中为权重牘，得
出评价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Ｉ＝∑
ｎ

ｊ＝ １
Ｗｊ×Ｘｊ／Ｙｊ

式中：Ｉ为评价值；Ｘｊ为各项指标的县域实际值；Ｙｊ为
各项指标的全国平均值；Ｗｊ为权重。

凡农业自然资源、农村人力资源和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大于１为相对丰富、相对丰富、相对发达，小于１
为相对短缺、相对短缺、相对欠发达，并据此将县域农

业生态经济系统划分类型。

１．３评价情况
三个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类型的评价情况见

表１，资料来源于常熟市、公主岭市、昌吉市的统计年
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农产品成本收益资

料、中国农业区划以及实地调查资料等（下同）。

１．３．１江苏常熟市

常熟市农业自然资源评价值为０．９，农村人力资
源的评价值为１．５６２，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值为
３．０２６，因此，常熟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业自然资
源相对短缺、农村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农村经济相对

发达类型。在农业自然资源项中，常熟市农业气候资

源、水资源是丰富的，而农用地资源是短缺的。常熟市

人均国土面积为全国平均值的１６％，农业人口平均
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值的５９％，但人均水域面积
却为全国平均的２．１倍；在农村人力资源项中，常熟
市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为全国平均值的２．２倍，而劳
动力素质为全国平均的９１．８％；在农村经济发展水
平项中，农业人口平均农村社会产值是全国平均的

３．８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的２．２倍。总之，
常熟市在发展农业时应充分利用其在资金、劳动力、

人均水域、水资源、农业气候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并高

效率地使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资源，提高农村劳动

力的素质。

１．３．２吉林公主岭
公主岭市农业自然资源评价值为１．１３，农村人

力资源的评价值为０．６２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
值为１．３２２，因此，公主岭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
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农村人力资源相对短缺、农村

经济相对发达类型。在农业自然资源项中，公主岭农

用地资源是丰富的，而农业气候资源、水资源是短缺

的。农业人口平均耕地面积为全国平均值的２．３倍，
但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２０．４％，单位耕地面
积水资源仅为全国平均的９．９％，水资源极度短缺。
在农村人力资源项中，公主岭市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

仅为全国平均值的１８．８％，而劳动力素质为全国平
均的１．１倍。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项中，农业人口平
均农村社会产值是全国平均的１．６倍，农民人均纯收
入是全国平均的１．０４倍。因此，公主岭市发展农业应
充分利用其在人均耕地、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优势，

并要节约、高效率地使用水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１．３．３新疆昌吉市
昌吉市农业自然资源评价值为２．５９７，农村人力

资源的评价值为０．６３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值
为１．４０９，因此，昌吉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业自
然资源相对丰富、农村人力资源相对短缺、农村经济

相对发达类型。在农业自然资源项中，昌吉市农用地

资源是很丰富的，而农业气候资源、水资源是短缺

的。农业人口平均草地面积为全国平均的９倍，耕地
面积为全国平均值的３．５倍，水域面积为全国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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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倍，但降水量仅为全国平均的３６％，人均水资源为
全国平均的９１．３％，单位耕地面积水资源仅为全国
平均的４２．８％，水资源比较短缺；在农村人力资源项
中，昌吉市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仅为全国平均值的

２８．４％，劳动力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在农村经
济发展水平项中，农业人口平均农村社会产值是全国

平均的 １．２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的 １．６
倍。今后，昌吉市在发展农业时应充分利用人均草地、

耕地、水域等农用地资源方面的优势，并应节约、高效

率地使用水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２ 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总体结构由生态结构、经济

结构和技术结构复合而成。本文主要分析县域农业生

态经济系统的经济结构，包括县域产业结构、农业结

构、种植业结构和畜牧业结构。

２．１产业结构
县域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演化的重要标志。产业结构的演化进程可分为传统经

济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全面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

化阶段犤２犦。从图１可看出：
（１）常熟市在１９７７年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

一产业。１９８８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
１９９９年，第一、二产业的比重继续呈下降趋势，分别
为７％、５３％左右，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呈上升趋势，
为４１％。常熟市产业结构已演化到比较高级的阶段，

图１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ｌ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图２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农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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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后工业化初期。

（２）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期间，公主岭市的产业结构没
有显著的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较大，虽呈下降

趋势，但仍占５８％左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较小，但
呈上升趋势。公主岭市的产业结构演化相对滞后，处

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公主岭市的第一产业比重较大，

属于农业大县。

（３）昌吉市在１９８８年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一次超
过第一产业。在１９９７年第三产业的比重第二次超过
第一产业。１９７８年以来，第一产业的比重呈迅速下降
趋势，为２５％左右（１９９９年），而第二、三产业比重呈
上升趋势，分别为４１％、３４％左右（１９９９年）。昌吉市

产业结构演化比较顺利，处于全面工业化初期。

２．２农业结构
县域农业结构是指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的产

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从图２可看出：
（１）在常熟市农业结构中，种植业的比重较大，为

７２％（１９９９年）；渔业在１９９９年超过牧业（１１％）成为
第二大产业，占 １６％；林业的比重一直很小。在
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期间，农业的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渔
业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牧业、林业的变化不大。在常

熟市农业结构中，种植业的比重是偏大的，而养殖业

的比重偏小。

（２）公主岭的种植业、畜牧业为其两大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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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５４％、５１％ （１９９９年），渔业、林业的比重很
小。１９７８年以来，农业的比重呈迅速下降趋势，而畜
牧业则上升较快，公主岭市农业结构的演化比较顺

利。

（３）昌吉市的农业结构中，种植业、牧业的比重较
大，占６７％、３０％（１９９９年），而渔业、林业的比重很
小。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期间，农业比重呈下降之势，而畜
牧业的比重则从 １９７９年的 １１．４％上升至 １９９９年
２９．８％。昌吉市畜牧业的比重仍偏低，而且渔业的比

重与昌吉市水域面积大的特点也不相符。

２．３种植业结构
县域种植业结构是指粮食作物（包括稻谷、小麦、

玉米、谷子、高粱、其他谷物、豆类和薯类等）、经济作

物（包括油料、棉花、麻类、糖料、烟叶、药材、蔬菜、瓜

类等）、其他作物（除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外的农作

物，包括饲料作物、绿肥和一些当地特有的作物等）在

总作物播种面积中的比例。三县的种植业结构变化情

况见图３。

图３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种植业结构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Ｆａｒｍ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ｌ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图４县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畜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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牗１牘１９７８—１９９９年期间，常熟市的粮食作物和其
他作物比重是缓慢下降的，而经济作物比重则上升。

１９９９年常熟市粮食作物的比重仍占６５％，经济作物
比重占３２％。１９９９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为２∶
１。根据常熟市的区位和资源条件，常熟市种植业结构
中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严重偏大。

牗２牘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期间，公主岭市粮食作物的比
重是下降的，而经济作物的比重是上升的。公主岭市

１９９９年粮食作物比重为７１％，经济作物为２９％，其
他作物仅占０．４％。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为２．５∶
１。根据公主岭市的区位和资源条件，粮食作物的种植
比重大是正常的。

牗３牘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期间，昌吉市粮食作物比重迅
速下降，经济作物比重上升，并在１９９７年超过粮食作
物的比例。１９９９年粮食作物的比重为３１％，经济作物

比重为６３％，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为１∶２。根据
昌吉市的区位和资源条件，目前以瓜、果、蔬菜等经济

作物为主的种植业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２．４畜牧业结构
畜牧业结构是指在畜牧业中，牛、羊、猪、家禽和

其他家畜的构成比例关系。本文采用任继周（１９８２）犤３犦

提出的畜产品单位体系来分析畜牧业结构，以解决畜

牧业的异质性。畜产品单位的定义是：１个畜产品单
位相当于中等营养状况的放牧肥育肉牛 １ｋｇ的增
重；其畜产品的形态为１ｋｇ中等肥度的牛、羊胴体；
其能量消耗相当于 １１０．８８ＭＪ消化能，或 ９４．１４ＭＪ
代谢能，或５８．１５ＭＪ增重净能。具体的畜产品单位折
能系数参照任继周（１９９８）等 犤４犦的研究成果。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年期间经过畜产品单位折算的常熟市、公主岭
市、昌吉市畜牧业结构情况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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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常熟市畜牧业形成以猪为主，家禽、羊为辅的
局面。１９９９年猪的比例为８０％，家禽为１３％，羊为
６％，而牛等所占比例较小，不到１％。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期间，猪的比例是上升的，羊的比例是下降的，家禽

的比例变化不大。

（２）公主岭市畜牧业是猪、家禽、牛三分天下的格
局。１９９９年猪的比例为 ３９％，家禽为 ２８％，牛为
２５％，而羊等其他家畜所占比例较小，不到１０％。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期间，家禽和牛的比例是上升的，猪的
比例是下降的，其他的比例变化不大。

（３）昌吉市畜牧业形成以羊为主，牛 （以奶牛为
主）、猪、家禽为辅的格局。１９９９年羊的比例为４８％，
牛为２８％，猪为１３％，家禽为８％。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
期间，牛和家禽的比例是上升的，羊和猪的比例是下

降的。

３ 结论

牗１牘常熟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业自然资源相对
短缺、农村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类

型。常熟市在资金、农村劳动力数量、人均水域面积、

水资源量和农业气候资源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在

人均耕地、林地等农用地资源以及农村劳动力素质等

方面具有比较劣势。从结构来看，常熟市的县域产业

结构已演化到比较高级的阶段，但农业结构和种植业

结构的演化相对滞后。

牗２牘公主岭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业自然资源相
对丰富、农村人力资源相对短缺、农村经济相对发达

类型，公主岭市在人均耕地资源、农村劳动力素质、资

金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在水资源、农村劳动力数

量等方面具有比较劣势。从结构来看，公主岭市的农

业结构已演化到比较高级的阶段，种植业与畜牧业齐

头并进，但县域产业结构演化相对滞后。

牗３牘昌吉市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属农业自然资源相
对丰富、农村人力资源相对短缺、农村经济相对发达

类型，昌吉市在人均天然草场、耕地、水域等农用地资

源、资金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在水资源、农村劳动

力数量等方面具有比较劣势。从结构来看，昌吉市的

县域产业结构和种植业结构演化比较合理，但农业结

构的演化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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