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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农业系统生产力的角度
,

探讨桥头 乡在实施生态农业规划前后 的农业系统生产力 及其

系统 特性 结果表 明
,

经过 4 年 多的生态农业规划实施
,

桥头乡农业 系统生产力 指数 达到 87
.

0 07

x 10
,

勺
·

元八m 七 ,

比实施前 的 8
.

748 x 10
,

勺
·

元压澎
,

增加 8
.

95 倍
,

系统持续性达 21
.

34 6
,

比

实施前增加 8
.

89 倍
,

系 统稳定性为 。
.

972
,

达显著水平
.

农
、

林
、

牧
、

渔子系统 的生产力指数

分别 比实施前增加 1
.

51 倍
,

10
.

78 倍
,

1
.

07 倍和 。
.

46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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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探 讨石 山 地 区 发展生 态 农业 的途 径
,

1987 年开始
,

我们选 择了有 代表性 的 石 山贫 困

地 区广 西 罗 城松佬 族 自治县桥 头 乡进行
“

桥头 乡生态农业示 范研 究” .

1 987一 1988 年 通 过 对桥

头 乡农 业 发展 现状 调 查研 究和 诊断 分析后
,

制 定 出桥头 乡 1989一 1993一 200 0 年 生态 农业 规

划
,

198 9 年 开始 对规 划进行 实施
。

至 1993 年的 4 年多
,

实施 工作取 得 了显著 的经济
、

生 态和

社 会效 益
,

把桥 头 乡的农业 系统 由实施前 综合效益 差 的非 生态农业 系统 建设成 综合 效益好 的

初级 生态 农业 系统
.

本文从农 业 系统 生产力 (A gr osy st e m rP od uc itr i yt
,

A S)P 的角 度
,

研 究

桥 头乡 生 态 农 业规划 前后 的系统 生产力水平和 系统一般特性
,

评 价实施 效果
。

1 SA P 及 系统特 性的评价方法

.1 1 A SP 的 定义及 其计算 方法

农 业是 在人 为操作 下 的 自然生产过程
,

因此
,

农 业系统 生产 力包括 了两部分
:

自然 生产

力 和经济 生 产力〔, 〕。

农 业生物 的 自然生产力 ( 生物 生产 力 ) 是 系统生 产力形成 的基础
,

在 生态

学上
,

一 般将 自然生 产力分为 初级生产力 (生产者 固定 日光能合 成有 机物 的速度 ) 和次级 生

产力 (消 费者贮存 能量 的速度 )
。

所以
,

自然生 产力可 以 用单位 时 间 内
,

单 位可利 用土地 面积

上各种 作物
、

畜禽 产 品及 水产 品所形成 的经济产量 所含 能量之 和 来 表示
。

用公 式表示 如下
:

N 尸 一 刃(几
·

y, )/ s

` r l

式 中 N尸 为 系统 自然 生产力 成 为第 i 种经 济产 品折 能 系数 ; 劳 为第 i 种经济 产 品总量 渭 为 系

统 的可利用 土地面积
。

1,时
一

O导 4Z 收稿
。

· 《罗城县桥头乡生态农业示范研究》 课题的成果报告之 一
,

承 陈平研究员审阅
,

谨 表谢 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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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然生产力 的 形 成过程 中
,

人类劳 动 的付 出
,

形成 了农 业系 统的经 济生产力
,

即在 生

产 中投入 一个 单位 的 生产要素 如劳 动力
、

土地
、

生产物 资等所 取得 的产 品价值量
。

可 以 用单

位 时间 ( 通 常是一年 ) 内每个 劳动 力所创 造的净 生产值 (或纯 收入 ) 来表示
.

用公 式表 示为
:

五尸 = N V / 月五

式 中 五尸 表示经济生 产力 ; N V 表示 净产值或纯收人 ; 月 乙 表 示 系统劳 动力
。

农业 系统生 产力 (月占尸) 是 自然 生产力 和 经 济生 产力 的 乘 积
,

即
:

月占矛了 = N 尸
·

五尸

月占尸了称 为 农 业系统 生产力指 数
,

用文 字描述则 是在一个 生 产年度 内单位 面积 土地 平均 每个

农业 劳动力所生产的 经济产品 产量所含能 量及所 创造的 净产值或纯收 入 的乘积
。

它 可 以 集 中

反 映农业系统生产力 的水 平
,

是 一个理想 的农业 生态系统 综合 评价 指标
。

将农
、

林
、

牧
、

渔看成是农 业系统 中的子 系统
,

用上 述方 法可求 得各 子系统 的生 产力指

数
。

1
.

2 农业系统特性 的评价方法

伽
n w ay (1 98 6

,
198 7) 首先提 出用生 产率

、

稳定性
、

持 续性
、

均 衡性 来表示农 业生 态系

统 的一般特性
,

袁从 伟等提 出了农 业生态 系统一 般特性 的定 量计 算方法 即
。

根据这 些 方法 可 以

由 A SPI 求得反映桥头 乡农业 生态系统特性 的持续性
、

稳定性
.

持续性
,

指在一段 时 间内生产率 的总 趋势
,

可用各年度 的 A S IP 数值 与年度 之 间的直 线 回

归 方程 (y = a + bx) 的斜率 b 表示
,

b 值 越大
,

说 明持 续性越 大
,

也即 系统发 展越 快
。

稳定性
,

指 A SPI 与年度之 间的直线 回归方程 中的相关 系数 ( r )
,

也 即 A SPI 在 不同 年度

间的变化程度
,

它反 映在生产 率持续变动 总趋势下
,

年 际 间受 气候等 环境 因子及 经 济一技术

条 件变动 的影 响而保 持相对稳 定的程度
。

2 桥头乡的 A SP 水平及系统特性

为 了 比较桥 头乡生态农 业规 划实 施前后 系统变化 情况
,

把 1985一 1988 年 作 为规 划 实施

前
,

1989一1992 年作为规划 实施后
,

分别计 算它们的 A sP I 和 持续性 ( b)
、

稳定性 ( )r
。

2
。

1 A SPI

根据桥头 乡 198 5一 19 88 年 和 1989一 1992 年 的历年 农产 品产量及相 应 的折能 系 数 。 ) ,

计

算 出农
、

林
、

牧
、

渔子 系统的 经济产出能
,

总系统的经济产 出能则是 它 们之 和 (表 1)
。

桥头

表 l 系统经济产出能 (单位
:

10 勺 )

时 间 (年 ) 种植业 林 业 畜牧业 渔 业 总系统

实施前 1985 5 3
.

78 11 8
.

83 65 4
.

2 248 0
.

08 18 6 5
.

50 14

198 6 5 3
.

53 99 1 6
.

1 704 5
。

3 769 0
。

08 67 7 5
.

17 40

1 987 6 2
.

5 7 73 20
.

5 582 9
.

40 50 0
.

13 49 9 2
.

67 55

1 988 62
.

4 351 26
.

8 802 9
.

18 19 0
.

20 70 98
。

70 42

实施后 19 89 78
.

3 710 47
.

04 90 10
.

6 284 0
.

28 63 1 3 .6 3 34 8

199 0 78
.

91 23 10 1
.

80 21 10
.

7 192 0
.

25 46 1 91
。

6 8 82

1 99 1 8 5
.

38 82 1 28
.

56 18 12
.

91 32 0
。

24 42 2 2 6
。

8 6 33

5 6 5 3 6 3 5 3 5
。

51 992 9
.

74 4 0
.

89 8 1
.

71 4 0
.

1 14 4 0 9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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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总 面积 为 1 324 2hm 气 其 中可 利用 面积 7500 hm
2 ,

各 子 系统 的面 积见 表 2
。

畜牧业 与种 植业

密 切相关
,

故 计算 畜牧业子 系统 的 A SP I 时用 种植 业 的面积
。

系统 的总 净产值是 农
、

林
、

牧
、

副
、

渔 以 及 工业 的净产 值之和
,

各子 系统 净产 值见表 3
。

根 据表 1~ 3 的数据 和 A S IP 的计算

公式
、

求得农
、

林
、

牧
、

渔各 子系统 和总 系统的 A SIP (表 4)
。

表 2 桥头乡历年 劳动力及各子 系统 的面积

时 间 (年 )
劳动力

(人 )

种 植业 面积

伍 m: )

林业 面积

(h m .
)

渔业面 积

( h m盆
)

实施前 1 98 5 37 73 90 5
。

3 1 173
。

3 6
。

8 7

1 98 6 398 2 90 3
.

3 12 23
。

3 8
。

7 3

1 987 400 8 91 3
.

0 13 03
.

3 3 1
。

73

1 988 460 2 92 1
.

2 14 18
。

6 2.0 27

实施后 19 89 4 55 9 17 65
.

4 22
.

8 0

19 90 468 2 19 76
.

4 2 7
。

8 0

19 91 500 3 212 9
。

7 3 3
.

4 0

19 92 501 8

9 2 1
.

1

97 7
。

2

1 00 6
。

1

1 05 3
。

3 4 94 2
。

1 3 4
。

5 0

表 3 桥头 乡各子系统及总系统净产值 (单位
:

万 元 )

时 间 (年 )

实施 前 29 5 5

总系统

10 8
.

7

种植业

64
.

6 9

林 业 畜牧业 渔 业

2
。

9 64 30
。

0 0 9 0
。

2 96

3丹廿
勺山,自叮f奋口1 98 6

1 98 7

1 88
.

8

2 51
.

1

57
.

5 6 0
.

7 43 3 8
。

695

1 988 30 5
.

9

107
.

95

1 13
.

4 9

0
。

8 38

3
。

8 24

9 2
。

8 7 1

1 27
。

6 6 3
。

173

实施后 19 8 9 4 68
.

2 14 8
.

98 9
.

0 30 1 41
.

10 0
.

96 8

19 90 52 8
.

9 1 67
.

8 0 7
.

4 25 15 4
.

34 3
.

834

1 99 1 61 7
.

1 1 87
.

2 1 10
.

90 9 1 76
.

6 6 0
.

77 6

1 99 2 7 2 6
.

7 2 31
.

4 0 1 3
.

45 2 2 00
.

0 1 5
.

70 2

2
.

2 系统 特性

根 据农 业 系统 特性 的持续 性
、

稳 定性 的计 算 方法
,

分 别求得桥 头 乡在 实施 生态 农业 规划

前后 总系 统和 农
、

林
、

牧
、

渔 子 系统 的持 续性 和 稳定 性 (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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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4总 系统 及各予 系统的A SI P( 单位
:10 , .

J
·

元 乃口 . )

时

实施前

间 (年 )

1 98 5

1 98 6

1 98 7

1 988

1 989

19 90

19 91

19 92

总系 统

2
。

51 6

4
。

86 2

7
。

74 1

8
.

74 8

18
。

66 8

2 8
.

87

37
.

3 1

种植业 林 业 渔 业

10
。

18 5 0
。

05 92

畜牧业

0
.

3 83

0
。

6 13

0
。

00 93 6

8
。

7 66 O
。

02 52 0
。

00 77 2

18
.

4 6 1 .0 0 33

16
。

7 15 0
。

1 57

5 66

9 21

O
。

14 07

0
.

07 04

实施后 2 6
。

54 6

2 8
。

9 4 1

3 1
.

7 59

4 1
.

8 88

0
。

5 28 3
。

78 6 0
.

02 67

O
。

8 17 4
。

05 4 0
。

07 5

1
。

3 16 5
.

04 6 0
。

0 11 13

8 7
。

0 0 7 1
。

84 9 6
.

0 4 9 O
。

103

表 5 系统 特性系数

时 间

实施前

特性 林 业 畜牧业 渔 业

持续性

稳定性

持续性

稳 定性

总 系 统

2
.

1 58

0
。

9 97

21
.

34 6

0
。

972

种植业

2
.

9 29

0
.

9 68

4
.

88 4

0
.

9 66

0
.

03 01 0
。

95 7 0
。

0 18 7

O
。

8 84 0
.

96 9 0
。

8 74

实施后 0
。

44 6 0
.

778 0
。

0 165

0
.

9 99 0
.

97 1 0
.

8 69

3 结果分析

由研 究可知
,

实 施 生 态农业 规 划 前后 桥 头 乡 的农 业 系统 生产 力和 系统 特性是大 不 一 样 的
。

在 实 施 生 态农 业规 划 前
,

农 业 系统 生 产 力 指数 ( 1 988 年 ) 为 8
.

748 x 101
2

)
·

元 h/ m气 系统 的

持 续 性为 2
.

15 8
,

稳 定性 为 。
.

9 97
,

达 极 显著 水 平
,

农
、

林
、

牧
、

渔 子 系统 的生产 力 指数 也 比

较 低
,

19 88 年分 别 为 16
.

715 X l o , Z

J
·

元 / h m
Z 、

o
.

15 7 x l o , Z

J
·

元 / h m
Z 、

2
.

92 1 x l o , Z

J
·

元八 m Z

和 .0 0 70 4 X 10
, Z

J
·

元 h/ m
Z ,

说 明该 系 统是 在 低水 平 下 的持 续稳 定 发展
。

实 施 生态农 业规 划 后
,

由于采 取 了一 系列 提 高土 地 生 产率和 劳动 生 产率 的措施
,

提高 了农 业 生 产 的经 济效益
、

生态

效益 和 社 会 效益
,

农 业生 态 系统 正 在 向 良 性循环 方 向发展
.

所 以
,

系 统 的生 产力 水平
、

持续

性 都有 显 著 的提 高
,

到 1992 年 系 统 生 产 力 指数 达 87
.

007 x 10 叮
·

元乃时
,

比 19 88 年提高
8

.

95 倍
,

系统 持 续性 达 21
.

3 46
,

比 实施 规 划前 提 高 8
.

89 倍
,

系统 稳定性为 0
.

9 72
,

达 显 著水

平
。

说明 该 系统正 在 以 较快 的速 度 持续 稳 定 地发 展
.

实施 生态 农业 规 划 后
,

各 子 系 统 的 A S IP 都 有 显著提 高
,

1992 年农
、

林
、

牧
、

渔子 系统

的 A SPI 分 别 为 4 1
.

88 8 X l o , Z

J
·

元 / h m
Z 、

1
.

84 9 X 10 , Z

J
.

元 / h m Z、

6
.

04 9 X 10 , zJ
.

元乃皿
二

和

0
.

103 x 10 , Z J
·

元 / h m
Z ,

分 别 比 实施 规 划 前 的 198 8 年 提高 1
.

51 倍
、

10
.

78 倍
、

1
.

0 7 倍和 0
.

4 6

倍
。

但是
,

发 展不 够 平 衡
,

林 业生 产 周 期长
,

其 效益 目前 尚未 充分 发挥 出来
,

故 其 A sP I 比 较
低

,

渔 业 的 A S IP 特 别 低
,

这是 单 位面 积 的鱼 产 量偏 低所 致 的
。

在规 划 实施前后
,

各 子 系统的

持续 性和 稳定性有 较 大 变化
。

种 植 业 在实 施 规 划前 稳 定性 大
,

但持 续性 小
,

说 明它是在 低 水

平 下稳定 发展
,

实施 规 划后
,

它 的持 续性达
,

比实 施 前提 高 “ 5 %
,

稳定 性也 较大
,

4
.

88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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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

它是 在快 速 持续 稳 定地发展
。

在实 施规划 前
,

由于 森林 遭 受到 严 重破 坏
,

故林业子系

统 的持 续性 仅 为 。
.

0 301
,

稳 定性也 差
,

在 实施 规 划 后
,

其 持 续 性 达 0
.

446
,

系统稳 定性达
0

.

99 9
,

说 明该 系统 在 以 较 快速 度持 续稳定 地发展
。

实施 规划 后 的畜 牧业 和 渔业子 系统的 A SPI

有一定 提 高
,

但 持续 性 变化 不 大
.

说 明畜 牧业
、

渔 业 的发 展速 度 仍不 够快
。

综 合上 述
,

在 桥 头 乡这样 的贫 困山 区 进行 生态农 业建 设
,

仅 仅用 4 年 多时 间就取得 了显

著的经 济效益
、

生态 效 益和 社 会效益
,

将 一 个 贫 困 落后
、

生态 平 衡受 到 破 坏 的石山地区 乡级

农 业系 统建设 成 系统 功 能有 了明显改善
,

物质 交换和 能量 转换 向 良性 方 向发展 的农 业生态系

统
。

说 明规 划 是成 功 的
,

实施规 划 的工作 也是 成功 的
,

它 为石 山 地 区 的生 态农 业建设提供 了

成功 的 经验
。

为 了 使 桥头 乡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 面协调地 发 展
,

在今 后 继续 实施该 乡 的生

态农 业规 划 过 程 中
,

在保 证农
、

林
、

副业 稳定发 展 的同时
,

应 注意 加 强对 牧
、

渔业 的技术
、

资

金等 方 面 的投入
,

以 求 得更佳 实施 效果
,

把桥 头 乡建 设成 一个 功 能更 全
,

效益 更佳 的石 山地

区农 业 生态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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