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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商品基地 ,但是近年来其农业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 ,其中最
突出的就是如何协调农业 、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区域 PRESD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长江三角洲农

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长江三角洲面积较大 ,其农业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首先选取了人口 、资源 、

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评价因子,对长江三角洲地区 14个城市的农业发展类型加以划分 , 再从中选取典型城市

逐一研究。通过对典型城市的区域 PRESD 要素进行分析 ,建立各项数据的时间和空间序列 ,依据区域农业可

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对典型城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给予评价 ,提出不同类型城市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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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区 ,包括上海市 、江苏省的无锡 、苏州 、常州 、镇

江 、南通 、南京 、扬(泰)州和浙江省的杭州 、嘉兴 、湖州 、宁波 、绍兴 、舟山共 14市 。该区土地

面积 99610亩 ,约占全国的 1%,1995年总人口 7371.3 万人 ,占全国的 6.1%,国民生产总

值 8859.3亿元 ,占全国的 15.2%。全区自然和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1.自然条件优越 ,

利于农业发展。长江三角洲开垦历史悠久 ,土地产出率和集约化水平高 。粮食单产和单位

面积种植业产值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4—1.8倍;2.经济实力雄厚。长江三角洲拥有占

全国国土面积近 1/3和全国人口 1/3以上的长江流域经济腹地 ,便捷的交通网络使长江三

角洲的经济影响几乎遍及全国;3.良好的区位条件 。长江三角洲有以上海市为核心的 ,我国

最大的城市区域(城市连绵区)。商品市场繁荣 ,科技信息灵通 ,区位条件良好。

1　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长江三角洲具有丰裕的农业自然资源和坚实的农业发展基础 ,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农产

品商品基地。但是近十年来 ,农村二 、三产业迅速发展 ,农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退居次要 ,

出现了一系列影响农业持续发展的问题 ,较为突出的是人地和人粮矛盾尖锐 ,生态环境恶化

以及规模经营发展迟缓等 ,其中人口增加 、耕地面积下降和因此引起的粮食总产不足 ,供需

矛盾突出是制约本区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了进一步说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地 、人粮矛盾加剧的状况 ,本

文引用人口压力指数[ 1]描述“八五”期间该区人 、地粮三者的变化情况 。根据人口耕地压力

指数和人口粮食压力指数的不同组合关系 ,将研究区域分类 ,并得出结论:(1)长江三角洲各

市均为耕地承载力不足的类型;(2)“八五”期间耕地和粮食压力指数均增加的有上海 、嘉兴

等 10市 ,1995年时人口占长江三角洲总人口的 74.2%;(3)整个区域的人口压力指数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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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趋势。计算结果再次验证了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 。

2　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类型划分

长江三角洲有 14个城市 ,由于自然 、经济和历史发展的不同 ,全区农业发展存在较大的

地域差异 ,农业现代化的城镇化水平不一 ,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例 ,1995年上海市人均国

内产值达到 1.89万元 ,是南通市的 3倍 。自然条件 、人口增长状况 、经济发展速度和耕地减

少态势的地域差异导致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的区域分异 ,需要选取指标对这 14个城市进行

聚类分析 ,进而划分农业发展类型 。

2.1　聚类指标和方法

从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入手 ,我们选取了人口 、经济 、土地与农业四方

面的内容 。人口包括年末人口 、城市化水平 、人口密度 、全部从业人员数和五年人口增长率

(90—95年)等因子;经济包括GDP 、五年经济增长速度 、工业化系数和第三产业化系数
[ 2]
等

因子;土地包括土地面积 、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面积等因子 、农业包括农业产值和粮食产量

两项因子 。聚类方法采用模糊聚类法。

2.2　聚类结果

根据模糊聚类的方法 ,得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分类结果:{上海},{南京 ,无锡 ,常

州 ,苏州 ,镇江 ,杭州 ,宁波 ,嘉兴 ,湖州 ,绍兴},{南通 ,扬州},{舟山}。第一类城市包括上海

市 ,其特点是经济实力雄厚 ,人口密度高 ,人均耕地少;第二类城市包括南京等 10市 ,是长江

三角洲最主要的类型 ,这些城市经济较发达 ,土地资源开发程度高 ,近年耕地下降速度加快;

第三类城市包括南通和扬州 ,均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但是经济基础较薄弱 ,人口基数大 ,农

业人口比重大。第四类城市包括舟山市 ,是水土资源限制型城市 ,人地矛盾极尖锐。

3　典型城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3.1　评价指标体系

3.1.1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涉及区域 PRESD系

统 ,即人口 、资源 、环境 、社会经济和发展系统 。根据区域子系统的划分 ,将区域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1)食物保障度 ,即农业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

的需要;(2)经济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农业经济发展 ,也要求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3)人口控制与发展 ,应当在控制人口规模的基础上 ,提高全民的素质;(4)环境保护与治理 ,

农业生态环境是否达到良性循环是区分传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5)社会进步 ,要

求在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消除贫困现象 。

3.1.2　指标体系的建立　　区域农业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在一定的原则基础上构造的 ,

这些原则包括:(1)系统性原则 。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反映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

(2)动态性原则 。指标体系应反映区域农业的发展趋势和空间分布特点;(3)科学性原则。

指标的物理意义明确 ,测定方法标准 ,统计计算方法规范;(4)可操作性原则 。要考虑到指标

的量化及数据采集难易程度和可靠性 ,尽量利用现有统计资料和有关农业发展的规范标准;

(5)区域性原则农业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和地带差异 ,指标体系应能反映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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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由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和分指标层构成

的层次体系。目标层为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准则层包括食物安全保障 、经济发展 、环

境保护与治理 、人口控制与发展和社会进步 ,即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五项内容 。准则层由

具体评价层加以反映 ,分指标层则包含 37项评价因子
[ 3]
。

3.1.3　评价方法　　基层指标汇总 ,可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 。评价指标分 3类 ,一

类是增长型指标如人均 GDP 增长率 ,第二类是负增长型指标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指

数 ,第三类是控制型指标如人口增长率和耕地递减率 ,前两类指标得分采用下式计算:xi=1

+[ a1-a0)/a0×(-1)
n
-b] /N ,其中 a1 、a0分别是参考年和参评年因子指标值 ,增长型指标的

n值取 0 ,负增长型指标取-1 ,b为对比参数 ,N 为时段长度;控制型指标分值用下式计算:xi

=1+[(a1/a0)
1/N -c] ,其中 c为控制标准值 ,参考市域发展规划指标设定[ 3] 。

3.2　典型城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根据对长江三角洲 14个城市农业发展地域类型的划分结果 ,从 4类城市中分别选取了

上海 、南京 、南通和舟山作为这四类城市的代表 ,通过对其区域 PRESD系统要素的分析 ,对

其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纵向评价。

3.2.1　上海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上海市农业的发展状况有如下特点:(1)土地资源

开发程度高 ,农业集约化程度高。全市包括沿海滩涂在内的土地资源利用率为 94.4%,耕

地复种指数达到 195%以上;(2)耕地逐年减少 ,非农用地迅速扩大 。1980—1995年间 ,耕地

面积由 351.7千公顷减少为 289.8千公顷;(3)乡镇企业发展壮大 ,农民收入不再以农业生

产为主 ,由基本单一的农业经济演变为农 、副工综合发展的经济;(4)粮食生产无法自给 ,为

市民提供新鲜农副产品成为郊区农业的主要功能;(5)土地质量下降 ,生态环境恶化 ,不少河

道水质超过灌溉水标准 ,土壤中有害物质的含量也有所增加 ,郊区耕地质量明显下降 。

根据前述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以 1985年为评价基准年 ,评价基准年各子系统初值

为 1 ,评价了 1985—1990 —1995年时段上海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评价结果见表 1。

表 1　上海市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

持续性指数 1985 1990 1995

人口控制与发展 1.0000 1.5171 1.8932

食物安全保障 1.0000 1.0788 1.1775

环境保护与治理 1.0000 0.7356 0.8344

经济发展 1.0000 1.6247 2.0133

社会进步 1.0000 1.2321 1.4243

可持续发展水平 1.0000 1.2376 1.4665

3.2.2　南京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南京市农业的发展状况有如下特点:(1)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2)主要农贸产

品产量增长;有效供给的增长 ,为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3)

农村经济发展 ,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

高;(4)农林牧渔业产值构成变化较大 ,反

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农业内部结构日趋合理。

以 1988年为评价基准年 ,评价基准年

各子系统初值为 1 ,评价1988—1995年时段南京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① ,评价结果见表 2。

3.2.3　南通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南通市农业的发展状况特点如下:(1)农业气候条

件优越 ,有利于农业生产 ,农业和农村经济是全市发展的基础;(2)耕地保护工作较好 ,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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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京市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

持续性指数 1988 1995

人口控制与发展 1.0000 1.2012

食物安全保障 1.0000 1.0281

环境保护与治理 1.0000 0.9842

经济发展 1.0000 1.0897

社会进步 1.0000 0.8868

可持续发展水平 1.0000 1.0380

均占有土地面积较少 ,耕地以中高产田为主 ,中低产

耕地的主要类型的是易旱和涝渍型;(3)农业结构进

行合理调整 ,多种经济得到明显发展 ,但种植业产值

仍然占据主导地位;(4)农业生产环境质量下降 ,南

通市粮食中检出 Cu , Zn , Cd 和 Hg , 其中 Cu , Cd

和Hg 超标。

以 1988年为评价基准年 ,评价基准年各子系统

初值为 1 ,评价了 1988—1995年时段南通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评价结果见表 3。
表 3　南通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

持续性指数 1988 1995

人口控制与发展 1.0000 1.2772

食物安全保障 1.0000 1.3887

环境保护与治理 1.0000 0.8965

经济发展 1.0000 1.1345

社会进步 1.0000 0.6721

可持续发展水平 1.0000 1.0659

3.2.4　舟山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舟山市农

业的发展状况有如下特点:(1)经济超速增长 ,其中

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第三产业;(2)粮食生产波动大 ,

水产品产量增长迅速 ,舟山市充分利用了丰富的海

洋渔业资源 ,以养殖和捕捞业为农业生产的龙头 ,带

动其它部门的共同发展;(3)农业劳动力快速向其它

产业转移 ,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向第二和第三产业 ,特

别是第三产业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

由于掌握的舟山市数据较少 ,无法进行全面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估 ,仅就舟山市农业发

展的状况作简单的评述。首先 ,舟山市的人口控制较好 ,但是若以岛屿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

很高 ,人均水 、土资源水平低;其次 ,渔业生产是舟山市农业的主导部门 ,集结了大量男性劳

动力 ,种植业在农业中所占份额不大 ,舟山市农业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渔业生产可持续发

展的问题;第三 ,近年来由于过分捕捞 ,近海海产品产量越来越低 ,捕捞的范围逐渐扩大 ,海

产品的质量却逐年下降;第四 ,目前舟山市的产业结构层次不高 ,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虽快但

是未能形成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 ,资源消耗强度大的传统产业仍占很大比重。同时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忽视了缓解治理和生态建议 ,导致频繁的赤潮发生。

4　结果与讨论
上海 、南京 、南通和舟山市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四种不同农业发展类型城市的代表 ,其中 ,

舟山市城市面积较小 ,人口较少 ,代表性不明显 ,前三个城市都具备鲜明的代表性 ,一方面它

们代表了不同的农业发展类型 ,另一方面这三类城市又可视为城市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 。

从城镇化程度看 ,上海 、南京和南通分别处在高 、中 、低三个层次;从产业构成看 ,上海市

处在工业城市向国际型城市转变时期 ,南京市以工业为主 ,南通市则以农业为主导产业;从

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条件看 ,上海市的耕地承载力无法满足自给 ,必须依靠外部调剂 ,其粮

食生产的目标是保证农业人口的需求 ,南京市的粮食生产能够自给 ,略有盈余 ,南通市的耕

地面积较大 ,粮食生产除自给外 ,还能外调;从城乡二元发展情况看 ,上海市逐渐步入城乡一

体化正轨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日渐缩小 ,南京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但

是差距发展趋势是逐步弥合;南通市城乡二元结构则不仅没有消弥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

甚至还有增大的趋势 。

这三类城市的农业也存在共同点 ,首先是农业生态环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 ,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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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主要污染源是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动了农村

经济的发展 ,改变了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 ,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业投入以及提高

农民收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这些乡镇企业以中小型为主 ,企业整体规模较小 ,其发

展占用了大量的耕地 ,环保投入少 ,工业污染物往往未经处理就排放 ,工业能源以煤炭为主 ,

对大气环境质量造成显著影响;其次是对耕地的占用 ,对耕地的占用包括乡镇企业建议 ,更

重要的是城市化发展 ,城区范围的扩大对效区土地的蚕食 ,还有就是农村居民点的建设和农

业内部种植结构的调整 ,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布了我国最大的城市带 ,小城镇的密度很高 ,小

城镇的发展和建设占用耕地的比例最高 。

这三类城市发展各异 ,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也各有侧重 ,但是由于它们具有的共同特点

和在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 ,也应遵循共同的准则:1.控制人口总数 ,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长

江三角洲地区的资源丰富 ,但是人口众多 ,使人均资源(水 、土等)拥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人口与资源的供需矛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题;2.摆正农业的位置 ,在我国农业是典型的弱

质产业 ,长期以来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 ,具体反映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巨大

的剪刀差上 ,根据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的演化顺序 ,应逐渐向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 ,以及工

业反哺农业方面演化 ,个别城市如上海已经进入了工业支持农业的成熟阶段 ,从长江三角洲

经济整体状况考虑 ,已经基本完成了农业支持工业阶段 ,不能继续从农业中抽取剩余造成农

业的利益损失;3.耕地总(质)量保护 ,我们的研究表明 ,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相关度最高 ,长

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不能以丧失耕地为代价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食保障也不能单纯依靠

其它地区;4.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向 ,乡镇企业的作用无可置疑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和

城镇化水平都无法完全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因此至少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乡镇企业

都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对乡镇企业危害农业生态环境的问题 ,关键是管理和引导 ,调

整产业结构 ,注重规划布局 ,健全有关乡镇企业的环境政策和法规 ,一方面从内部加强乡镇

企业的技术改造 ,一方面从外部利用行政 、市场和经济手段调动乡镇企业的治污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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