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随着我国农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制约农业

发展的问题也不断的显现出来[1]。目前我国农村

主要有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仍有2亿人口的粮食

不能自给；缺水，地少；农村贫困人口生活问题；农

转非，城市化建设。如果不能解决或改善这些问

题，将会动摇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进而影响到整

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率先改善或解决重点问题

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科学分析各问题的重要性，对

四个亟待解决问题做出科学排序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1 基本假设
为使得模型结果更有准确性，做出以下几条假

设：短期内，制约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因素只涉及

引言中提到的四个方面；利用层次分析方法对各因

素进行排序时，准则层的各个准则可以准确把握目

标层的走势；每一个判断矩阵各因素针对其准则的

相对权重是客观，可信的。

2 农业发展层次分析模型
2.1 模型的准备

基于对我国未来农业发展影响大小的原则，本

文拟对农村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进行科学排序。

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分别为：仍有2亿人口的粮食

不能自给；缺水，地少；农村贫困人口生活问题；农

转非，城市化建设。

层次分析法的特点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

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

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

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

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3]。尤其适合于对决策

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

本模型涉及对各问题的排序选择问题，故采用

层次分析方法。

首先建立层次结构，从上到下分别确立相应的

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

目标层：中国农业更好地发展。

准则层：技术水平；农作物品种；交通运输状

况；一号文件执行状况；规模化生产；劳动力供给；

耕地面积。

方案层：中国现在仍有两亿人的粮食不能自给

问题；缺水、地少的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生活问题；

农转非、城市化建设问题。

然后构造判断矩阵，进行层次单排序并做一致

性检验；最后进行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在

通过检验的前提下，这样才能说这样的排序是准

确、有效的。

2.2 模型的建立

通过查找资料，咨询相关人员，制定了有效有

力的标准来判断、排序，最终建立了层次分析模型

（见图1）。

图1 农业发展层次分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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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题一中的具体要求，笔者将模型划分以

下三层结构：

①目标层A:中国农业更好地发展

②准则层B（包括七个方面）：

B1：技术水平

B2：农作物品种

B3：交通运输状况

B4：一号文件执行状况

B5：规模化生产

B6：劳动力供给

B7：耕地面积

③方案层C（包括四个问题）：

C1：中国现在仍有两亿人粮食不能自给的问题

C2：缺水、地少的问题

C3：农村贫困人口生活问题

C4：农转非、城市化建设问题

2.3 模型的求解与检验

2.3.1 构造判断矩阵，进行层次单排序并做一致

性检验

判断矩阵[4]是以矩阵形式表示的每层次中因素

间相对重要程度，建立判断矩阵一般自上而下地进

行。在建立了层次结构模型后，上下层次之间元素

的隶属关系就被确定了。而笔者的目的就是赋予

各层次因素相应的权重，得到最终的结果。

在这里，采用Saaty的 1-9标度方法[5]，分别构

造出准则层和方案层的判断矩阵。而判断矩阵

对应于最大特征值λ的特征向量w，经归一化后

即为同一层次相应因素对于上一层次一个因素

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这一过程称为层次单排

序。求解最大特征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并将

其归一化，最终可绘制出准则层和方案层的判断

矩阵以及它们所对应的比重权值表（见表 1、表

2）。

表1 准则层的判断矩阵及对应权值

上述构造成对比较判断矩阵的办法虽能减少

其它因素的干扰，较客观地反映出一对因子影响力

的差别。但综合全部比较结果时，其中难免包含一

定程度的非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做一致性检验，

以决定是否能接受它。一致性检验的判别步骤主

要是先计算一致性指标

（其中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接着查找相应的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RI可由查表得出（见表3）；

最后利用计算出的CI与查表得的RI得到一致性比

例CR=CI/RI。当CR＜0.10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

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应对判断矩阵作适当修

正[6]。通过计算，得出准则层与方案层的层次单排

序的一致性检验结果（见表4）。

表3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n为矩阵的阶数)

表4 一致性检验结果

由表3给出的数据可知，准则层和方案层的层

次单排序皆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说明它们是满意可

接受的。

2.3.2 层次总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根据以上介绍的层次分析总排序方法，结合第

二步中求出的各判断矩阵中的影响权值，可作以下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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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方案层的判断矩阵及对应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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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

对层次总排序也需作一致性检验。总排序随

机一致性比例为：

当CR＜0.10时，认为层次总排序结果具有较满

意的一致性并接受该分析结果[7]。运用上述方法，

可得层次总排序表（见表4），另外算得层次总排序

的一致性检验结果CR＝0.0279＜0.10，说明通过了

一致性检验。

表4 层次总排序

2.4 结果说明

用 分别表示问题1到问题4所占的权

重，则可得出： ； ； ；

。根据最终得出的总排序表可以看出：

。说明“仍有两亿人口的粮食不能

自给”因素所占权重最大；“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

因素所占权重次之；“缺水、地少”因素和“城镇化与

农转非”因素所占权重相差不多，次于前两个因素。

3 我国目前的农村状况及改善意见
从农产品对人的重要性来看，农业是人类的衣

食之源，生存之本。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看，农

业是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独立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根据模型结果做出我国农村面临的四大亟待

解决问题所占权重图、四者的权重累计图（如图1）。

现状一、“仍有两亿人口的粮食不能自给”：这

对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影响最大。手中有粮，心中

才不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如果不

能实现自给自足，仅从美国或国际市场上去采购，

中国人就有可能挨饿。从中长期看，提高粮食生

产，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

事。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打好粮

食生产的基石，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现状二、“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这也是

亟待解决的关乎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农村贫困人

口普遍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收入是其主要的家庭

收入。若能通过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改善农业结构，转移这些劳动力，则不仅可以提高

农业发展的效率，使得人均农业资源更加丰富，也

可以增加农村贫困户的收入，改善生活。

现状三、“缺水、地少”：无可厚非，这是不可改

变的自然条件。但正是因为缺水少地的状况越来

越严重，我们更要从科技、政策等方面入手，尽力为

农业发展谋求更好的环境，研发优品种、新技术，将

农业带向现代化、机械化、科学化。

现状四、“城镇化与农转非”：要防止在城镇化

的过程中造成农业的萎缩，农民的破产，农村的凋

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

体化。且明确讲，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做

到双轮驱动，这两个轮子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农

业、农村的现代化，不能够单方面用力。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利益连接机制不完善，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和国家扶

持措施不落实等问题[8]。当然，也只有先解决好国

人粮食的温饱自给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问

题，才有前提去推进农村的城镇化，才能更好地推

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只有不断的改革、创

新，推进农村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引进新理念新技

术，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和保障体系，我国未来的农

业发展才有希望，才能更科学。

4 结论
自古农业发展对于中国的影响深远。利用层

次分析方法建立农业发展层次分析模型，通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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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村亟待解决问题权重折线—直方复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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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得出：在如今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四个亟待

解决问题中，解决“仍有两亿人口的粮食不能自

给”问题要求最为迫切；“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问

题”要紧随其后加以解决；最后解决“缺水、地

少”、“城镇化与农转非”这两个问题。首先解决

主要矛盾“仍有两亿人口的粮食不能自给”，这对

促进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模型结果之后具体分析了各种问题的现状并

给出相关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层次分析方法自身的局限

性，可能一些评价准则的确立方面不能达到十分精

确，后续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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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next four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we use the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build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 it’s obvious that in current China,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is that "200 million people are still not

self-sufficient in food". And the followed problem is "the poverty of rural people". Problems of "lack of water and

land" and "urbanization" can be suspended,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we can neglect them. We had better solve

these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 Subsequently, we have specific analysis for these problems and give some advice

to help improve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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