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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恭城月柿生态农业旅游能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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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奥德姆（[2 ’2 )QP=）创立的生态经济系统能值（@=@5SB）分析理论和方法，定量分析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月柿生态农

业旅游经济系统的物流和能流，以期为当地和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X 年，该县红岩

月柿生态“农业9旅游”经济系统经济投入为 :!2 "X \ :$Y!，经济产出为 #Y2 X" \ :$Y!，实现经济净收益 !!2 "# \ :$Y!。与原生

态农业系统相比，复合系统在经济投入增加 :"2 !] 的情况下，经济产出增加 :!6] 以上，经济净收益约为原生态农业系统的

X^ "Y 倍，经济产投比由原系统的 :2 XX 变为复合系统的 !2 "7。发展生态旅游之后，当地新的生态农业旅游系统在环境投入不变

的情况下，增加对环境资源的经济反馈 ;2 !X \ :$:" N@L，使能值产出增加 ;2 "; \ :$:7 N@L，新系统净效益是原生态农业系统的 X2 "X

倍，净能值产出率为原生态农业系统的 :2 ;X 倍，能值投资率比原生态农业系统提高 :"]。研究结果还指出：目前恭城县红岩月

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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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值理论由著名生态学家 J* I* M9"8 于 6/ 世纪 ,/ 年代创立。能值理论常用太阳能值（’!;&4 3834<=）来

衡量某一能量能值的大小，任何资源、产品或劳务形成所需直接和间接应用的太阳能之量就是其所具有的太

阳能值。该理论把社会、经济和自然等亚系统统一起来，可以定量分析自然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资源与环境

的真实价值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它还充分考虑了自然资源（如雨水等）对系统的重要作用、不同种类能量

之间等级和质的差异性、价格受市场不稳定波动等问题［.］。同时，采用一致的能值标准，使系统的能量、物质

和货币流都具有可比性和可加性，避免了生态学或经济学某一方面的偏颇。6/ 世纪 G/ 年代以来，中外一些

学者将其广泛地应用于国家、区域和典型生态系统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开始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国家或地

区资源和经济发展的评估、不同发展模式的评价、各类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分析等方面，并不断完

善其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6 N A］，但目前对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研究成果还比较

少见。

为了探讨能值分析理论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中的应用，本文试图应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广西恭城瑶

族自治县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能值产出动态进行系统分析和定量评价。主要目的是验证

该地区原生态农业系统与加入生态旅游环节之后形成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在能值产出方面的动态比较

及新系统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以期为当地和中国其它欠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科学依据。

)* 研究背景及研究对象

)* )* 研究背景

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广西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总面积 6.+GF86。该县从 .GA( 年开始生态农业建设，经

过 6/ 余年的发展，探索出了“养殖D沼气D种植”（也叫“猪D沼D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

模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了“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无公害水果

生产基地”，有“中国椪柑之乡”、“中国月柿之乡”的称号，还被誉为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农村生态经济发展的

典范”。如今，“恭城模式”的生态链、产业链不断延伸，催生了恭城的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正在形成“养

殖D沼气D种植D加工D旅游”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借鉴生态经济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原理，延长了原有生态农业系统的生态链，增加了资源利用环节，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发挥

了生态经济效益，较好的实现了生态经济内部的循环以及生态经济结构的优化。

,)/.O ( 期 O O O 谢雨萍O 等：广西恭城月柿生态农业旅游能值分析 O

!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恭城：沼气造就生态村* 6//?D/6D6,（参阅《桂林晚报》6//?D/6D6A）；龙松林，等* 广西恭城新农村采访见闻* 新华社南宁

6//?D/(D/6 电（《桂林日报》6//?D/(D/( N /)）；陈春艳，等* 广西恭城：以生态农业建设新农村* 中国经济时报，6//?D/(D6G；全政红，等* 生态

家园的非凡魅力———恭城新农村系列报道* 桂林日报，6//?D/(D/.；徐平* 前四月恭城新建沼气池 6)/ 座* 桂林日报，6//?D/)D.?



!! "# 研究对象

能值分析研究对象是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系统，该系统所在的红岩村位于县城南部的莲花镇，地理位置为

东经 ""#$%"&%#’ ( """$%)&)#’，北纬 )*$**&##’ (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 ,-，全年降雨

量 ".,/! )00，平均相对湿度 ,%1 ，年均风速 "! +0 2 3，年无霜期 4"+5，全年日照 "%+#! .6，年日照百分比 4.1 ；

年均降水量 ".,/! )00，年均太阳总辐射量为 *)"! +%78 2 90)。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土壤类型主要有红壤、

黄壤、石灰土等，可耕面积少，耕层浅，地力贫瘠，水土流失严重!。)##* 年，红岩村共有 +% 户人家，4+# 人。

该村因创造“恭城模式”和据此为平台发展生态农业旅游闻名。红岩村素有种植月柿的历史，但在 "++# 年代

以前，这里主要种植水稻，人均年收入不足 *## 元，是广西的一个典型的贫穷村。此后，在政府的引导和在农

业技术部门的指导下，红岩村决定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发荒山荒岭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重点发展水果，如

月柿、柑橘的种植，大办沼气，走生态农业发展道路，农业经济大为改观，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由 "+/4 年的 )..
元增长为 )##4 年的 )"%# 元。红岩村从 )##4 年才开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以现有的 )! *70) 月柿为旅游吸引

物，大力开展富裕生态家园建设，还修建了瑶寨风雨桥、旅游登山道、停车场等旅游设施，并成功地举办了三届

旨在推销本村生态农业主打产品———月柿和吸引人气的“恭城月柿节”。两年多来，该村累计接待旅游者 4.
万人次，村民非农业旅游收入人均达 ,### 多元［+，"#］。本文以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将单纯

生态农业经济系统与农业旅游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经济效益和能值效益的双重比较，计算能值投资比率、净效

益、净能值产出率等能值指标，判断该复合系统是否实现了更好的经济、生态效益。

"# 研究方法及系统设计

"! !# 研究步骤及方法

本研究以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系统为对象，采取如下步骤［/，"" ( "%］：!基本资料收集：收集研究区域的经济

及自然地理资料（包括统计资料、地图及县志等）。"能量系统图与能值图的绘制：包括确定区域范围、系统

的主要能量来源、系统内的主要成分及列出系统各组分的过程和关系等。#能值分析表编制：包括资源类别、

资源流动量、太阳能值转换率及太阳能值等。$能值指标计算：根据能值分析表，进一步建立若干能值指标，

分析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评价自然环境对经济的贡献。%综合分析与建议：根据分析指标与趋势，提出结

论和建议。

本研究数据来源主要是通过典型农户调查访问和在恭城县统计局收集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农业及旅

游业系统 )##* 年物质能量投入和产出数据，能值计算方法参照蓝盛芳、:5;0、李金平等人［". ( "+］的研究，利用

各类能量之间的特定转换关系即能值转换率（<0<=>? @=AB3CD=0E@?）把不同类型的能量转化为同一量纲的能

值———太阳能值（3<F）。在研究中，对生态农业经济系统的资源核算如下：资源投入包括可更新资源投入和不

可更新资源投入（设备投入和服务投入）；收益主要是农产品销售收入。对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资源核

算包含如下部分：资源投入包括农业生产投入（即农业生产可更新资源与不可更新资源的投入）和旅游开发

和经营投入（基建设备投入和服务投入）；收益包括农产品销售收入和旅游接待经济收益。

"! "# 系统设计

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设计思路如图 " 所示：每年在月柿成熟（"# 月）的季节举办 “恭城月柿

节”，以带动全县的旅游发展和农产品展销，进而，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久负盛名的生态农业为旅游资源吸引

游客，大力发展当地的生态农业旅游。

$# 结果与讨论

$! !# 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流状况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能流简图如图 ) 所示：

自然资源能值输入从左面进入系统，经济系统反馈能值从上方进入系统，在系统生产的过程中，一部分能

/%#" G 生G 态G 学G 报G G G ), 卷G

! 恭城县志，"++) 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 !"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设计示意图

#$%& !" ’()*)+$( ,-,./+ )0 .1/ /()2)%$(32 “4%5$(62.6532 .)65$,+”0)5 .1/ 7)*%-3* 8/5,$++)*

图 9"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流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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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耗散到环境当中，而产出能值从右侧输出（见图 9）。

该生态经济系统自然资源投入能值主要来自太阳能、雨

水势能、雨水化学能和表土流失能，而经济系统反馈能

值投入的主要形式包括月柿生产的设备投入、服务投入

和开展生态旅游的设备投入、服务投入，前者主要包括：

化肥、农药、机械、燃料、电力、人力、畜力、有机肥等，而

后者主要是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必需的基础设施和辅助

设施，以及旅游接待所需的人力、物耗（图 =）。自然资

源能值和农业设备、服务能值在月柿生产伊始和生产过

程中相继投入，而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经济不需要额外投

入太多的自然资源能值，事实上，在该系统生态农业旅

游经济发展的初期，旅游业设备和服务能值的投入量并

不大，但是这个投入却有效的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使系统的产出能值增加速度明显加快，提高了系统的生产

效率，增加了系统的经济活力，也使得系统从市场上获得的经济反馈能值大幅度增加，系统内其他相关产业获

得了较好的发展机会，系统的全面繁荣成为可能，系统发展表现出极强的潜力（图 =）。

!& "" 生态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经济效益比较

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实现了更高的经济效益。以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为例，根据对

当地农户的跟踪调查和当地统计资料，如表 ! 所示：投入方面，9>>? 年，该系统全年农业生产用于购置燃油、

机械、化肥、农药等资金 @& A9 B !>A!，劳动及培训投入资金 ?& =A B !>A!，两项共计 !>& CD B !>A!；当年，该系

统为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投入资金 !& CD B !>A!，其中 !& 9! B !>A!用于设备支出，>& @@ B !>A!用于服务支出。

产出方面，9>>? 年，该系统共生产月柿 !& >C B !>D E%，月柿销售收入 !A& @@ B !>A!；接待游客 9?& = 万人次，旅

游收入 !& CD B !>A!。由以上数据可知：9>>? 年，红岩月柿生态“农业F旅游”经济系统经济投入为 !9& D? B !>A

!，经济产出为 =A& ?D B !>A!，实现经济净收益 99& D= B !>A!。与原生态农业系统相比，复合系统在经济投

入增加 !D& 9G 的情况下，经济产出增加 !9@G 以上，经济净收益约为原生态农业系统的 ?& DA 倍，经济产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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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值综合图

#$%& !" ’()*%+ ,-,.+/$/ 01 )20-0($2 /+/3)( 01 34) )20.0%$2,. “5%*$26.36*,. 306*$/(”10* 34) 70-%+,- 8)*/$((0-

9:：太阳能 /6-.$%43；9;：雨水势能 9,$- %)0803)-3$,. )-)*%+；9!：雨水化学能 9,$- 24)($2,. )-)*%+；#:：月柿生产的设备投入 ’<6$8()-3 $-863 0-

8)*/$((0- 8*0=623$0-；>:：月柿生产的服务投入 ?)*@$2)/ $-863 0- 8)*/$((0- 8*0=623$0-；#;：生态农业旅游的设备投入 ’<6$8()-3 $-863 0-

)20.0%$2,. ,%*$A306*$/(；>;：生态农业旅游的服务投入 ?)*@$2)/ $-863 0- )20.0%$2,. ,%*$A306*$/(

由原系统的 :& BB 变为复合系统的 ;& CD，这表明恭城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有着更高的经济效益，更有利

于增加对该生态经济系统的反馈投入。事实上，该村在 ;EE! 年以前，虽然大力发展了生态农业产业，但是经

济收益增加依然很缓慢，而在生态产业链不断延伸，原来单纯的生态农业经济系统衍生为生态农业旅游经济

系统之后，该村的经济收益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充分应证了以上的数据分析及原系统和新系统的可比性。

表 !"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主要经济指标

#$%&’ !" ($)* ’+,*,-)+ )*.)+’/ ,0 ’+,*,-)+ /1/2’- ,0 23’ ’+,&,4)+$& “546)+7&276$& 2,76)/-”0,6 23’ 8,*41$* 9’6/)--,*

项目

F3)(
经济投入（!）!

’20-0($2 $-863
经济产出（!）!

’20-0($2 063863
经济净收益（!）!

’20-0($2 -)3 8*01$3

经济产投比

9,3$0 01 )20-0($2
063863 0@)* $-863

生态农业 ’20.0%$2,. ,%*$26.36*) :E& DC G :EH :H& II G :EH B& CJ G :EH :& BB

生态旅游业 ’20A306*$/( :& DC G :EH :J& D: G :EH :C& JB G :EH :E& HJ

生态农业旅游系统 ’20.0%$2,. ,%*$26.36*)
306*$/( /+/3)( :;& CB G :EH !H& BC G :EH ;;& C! G :EH ;& CD

" " !;EEB 年人民币A美元汇率 K D& ;CIHL:" F- ;EEB 9MNAO?! 24,-%) *,3) D& ;CIHL:

:& :" 生态农业经济系统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值分析与比较

根据实地收集的资料数据，首先在能值分析表中列出编号、项目名称、原始数据、能值转换率和太阳能值，

分别计算可更新资源的投入和不可更新资源的投入，系统的生产力及经济产出，如表 ; 所示。

根据以上所得的数据，进一步计算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主要能值指标如表 ! 所示。

能值投资率（)()*%+ $-@)/3()-3 *,3$0，!"#）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负载程度的指标，其值越大则表明

系统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环境负荷程度也相应较高；其值越小则说明发展水平越低而对环境的依赖越强。与

能值投资率高的系统相比，能值投资率低的系统具有良好的环境资源条件可供开发利用，且其产出的产品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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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较低，市场竞争力较强。在发达的经济系统，能值投资率往往大大高于原始落后的经济系统。根据前人的

研究，美国的能值投资率在 !" # 以上，意大利的向日葵种植业（$%%& 年）能值投资率高达 ’(" &［’&］。综合以上

两表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当地在生态旅游发展之后，新的生态农业旅游系统在环境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增

加对环境资源的经济反馈 %" ’) * $#$! +,-，导致能值产出增加 %" !% * $#$. +,-；新系统净效益是原系统的 )" !)
倍，净能值产出率为原系统的 $" %) 倍，能值投资率比原系统的提高 $!/。

表 !"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值流分析

#$%&’ !" ()&$* ’+’*,- .&)/ $+$&-010 ). ’2)+)312 0-04’3 ). 45’ ’2)&),12$& “6,*127&47*$& 4)7*103”.)* 45’ 8)+,-$+ 9’*0133)+

项目

01,2
原始数据

345 6781,（9 :; <=!）

能值转换率

>;47+?:;281@
太阳能值

=:A4; ,2-:6A,（+,-）

可更新资源投入 3,7,54BA,

C $ 太阳光 =67A8DE1（9） $" #$ * $#$! $ $" #$ * $#$!

C ’ 雨水势能 3487 D,:F:1,7184A ,7,;D@（9） ’" !( * $#$& $#).. ’" .% * $#$.

C & 雨水化学能 3487 GE,28G4A ,7,;D@（9） $" %% * $#$& $.$%% &" (’ * $#$.

C 小计 =6B1:14A (" ($ * $#$.

不可更新资源投入 H:7;,7,54BA,

C ) 表土流失 >:F+:8A A:++（9） (" &$ * $#$& !" ) * $#) )" (! * $#$.

C 小计 =6B1:14A )" (! * $#$.

C ! I " $$" ’. * $#$.

经济反馈（#）JG:7:28G ?,,KB4GL

C 生态农业（#$）JG:M4D;8G6A16;,

C N 设备投入（不可更新）（$$）JO68F2,71 87F61（H:7;,7,54BA,）<=! (" N’ * $#N $ $" #$ * $#$!

C ( 服务投入（可更新）（%$）=,;P8G,+ 87F61（3,7,54BA,）<=! )" &N * $#N )" %) * $#$’ ’#$N * $#$.

小计 =6B1:14A <=! $#" .! * $#N N" &! * $#$.

C 生态旅游业（#’）JG:M1:6;8+2

C ! 设备投入（不可更新）（$’）JO68F2,71 87F61（H:7;,7,54BA,）<=! $" ’$ * $#N )" %) * $#$’ N" %. * $#$!

C . 服务投入（可更新）（%’）=,;P8G,+ 87F61（3,7,54BA,）<=! #" (( * $#N )" %) * $#$’ &" ’( * $#$!

C 小计 =61:14A <=! $" .! * $#N %" ’) * $#$!

C % 复合系统设备投入（$）JO68F2,71 87F61 :? G:2F:+81, +@+1,2 <=! !" !& * $#N &" .’ * $#$!

C $# 复合系统服务投入（%）=,;P8G,+ 87F61 :? G:2F:+81, +@+1,2 <=! N" #$ * $#N ’" ). * $#$!

C $$ 生态农业M旅游复合系统 JG:A:D8G4A “4D;8M1:6;8+2”G:2F:+81, ,G:7:28G
+@+1,2 <=! $’" !) * $#N (" ’% * $#$.

合计（&）>:14A $!" N! * $#$.

输出（’）QA:5+ :61F61

C $’ 生态农业经济收益（’$）JG:7:28G B,7,?81 :? ,G:M4D;8G6A16;, <=! $N" (( * $#N )" %) * $#$’ !" !) * $#$.

C $& 生态旅游经济收益（’’）JG:7:28G B,7,?81 :? ,G:M1:6;8+2 <=! $%" .$ * $#N )" %) * $#$’ %" !% * $#$.

C $) 生态农业M旅游复合系统经济收益

JG:7:28G B,7,?81 :? ,G:A:D8G4A “4D;8M1:6;8+2”G:2F:+81, ,G:7:28G +@+1,2 <=!
&N" )! * $#N $!" N& * $#$.

C C !可更新资源投入来自降雨、地球循环的能值贡献；其它可更新资源包含在其中；实物转换能量比值和能量转换率参照文献［$，$) R ’$］；资料

来自 =" <AD8418 和 S" >" TK62，$%%&［’’，’&］；数据通过恭城 ’##) 年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为太阳能值焦耳C 3,7,54BA, ;,+:6;G, 87F61 G:2,+ ?;:2 1E,

,7,;D@ G:71;8B618:7 :? ;487?4AA 47K DA:B4A ;,G@GA87D；01 87GA6K,+ :1E,; ;,7,54BA, ;,+:6;G,+；Q:; ;,4A G:7P,;+8:7 ,7,;D@ ;418: 47K ,7,;D@ G:7P,;+8:7 ;41,，+,,

;,?,;,7G,［$，$) R ’$］；U414 8+ ?;:2 =" <AD8418 47K S" >" TK62，$%%& ［’’，’&］；U414 G:2F8A,K ?;:2 ’##) =1418+18G+ V,4;B::L :? W:7DGE,7D

如表 & 所示，无论是原始系统还是新的复合系统，它们的能值投资率都是很低的。这显示了不仅当地生

态农业长期以来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新兴的生态旅游业的经济投入也很有限，基本上还是处在“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初级阶段，较少的经济能值投入虽带来了能值产出的大幅度的增加，但在系统逐步走向成熟的

过程中，若不能保证更多的经济反馈能值流入，该系统的生态旅游业将持续徘徊于低水平，从而逐步走向衰

退。这无疑对整个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发展极为不利，将对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构成新的威胁。

净能值产出率（7,1 ,2,;D@ @8,AK ;418:，(’!）为系统产出能值（’）与经济反馈（输入）能值（#）之比。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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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产出率是衡量系统产出对经济贡献大小的指标，是衡量系统生产效率的一种标准。其值越高表明系统获得

一定的经济能值投入，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值越高，即系统的生产效率越高。新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比较高表

明：该系统所投入的经济反馈能值获得了较原系统高的产出，系统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原始系统的净能

值产出率约为 !" ##，意味着月柿生产所耗费的资源略低于其贡献的资源，月柿种植业对其他经济活动的支撑

作用有限；而新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为 $" %&，较原始系统大大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大大高于原始系统，并能够

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环境负荷率（’()*+,(-’(. /,01 +0.*,，!"#）为系统不可更新能源投入能值总量（$ 2 %）与环境能源投入总

量（# 2 $）之比，表示单位可更新能值所承担的不可更新能值量，用以衡量自然环境的负荷程度。与生态农业

系统相比，生态农业旅游系统的环境负荷率有小幅度的提高，这说明与原系统相比，新系统经济反馈能值增加

给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并且随着生态旅游的开发，经济反馈能值投入的增加，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

净效益又称净能值（(’. ’-’+34）是指系统产出的能值（&）减去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能值（% 2 ’）。复合

系统的净效益为原始系统的 #" %# 倍。这显示出新的复合系统对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在原有环境

资源基础上，新的生态农业旅游系统实现了更高的生态经济效益。

能值可持续性指标 !()（’-’+34 565.0*(07/’ *(1*8’5）是美国生态学家 9+,:( ;" <" 和意大利生态学家

=/3*0.*" >［$!］提出的用以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性能的综合性评价指标。能值持续性指标的含义是不可更新环

境投入和辅助能值投入的产出能力，为系统能值产出率（!&#）与环境负荷率（!"#）之比。生态农业旅游经济

系统的可持续性指标是生态农业经济系统的 !" ?! 倍，这反映出：与原始系统相比，新系统在较少增加环境负

荷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可持续发展潜力增大，从而进一步说明该复合系统对原系统具有优化作用。

表 !"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主要能值指标

#$%&’ !" ($)* ’(’+,- )*.)/’0 12 ’/1*1()/ 0-03’( 12 34’ ’/1&1,)/$& “5,+)/6&36+$& 316+)0(”21+ 34’ 71*,-$* 8’+0)((1*

项目

@.’-
计算方法

;’.A,1

生态农业系统

B8,/,3*80/ 03+*86/.6+’
545.’-

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

B8,/,3*80/ 03+*86/.6+’
.,6+*5- 545.’-

! 可更新资源能值投入 C’(’:07/’ ’-’+34 *(D6. 5’E # F" F! G !H!? F" F! G !H!?

$ 不可更新资源能值投入 I,(+’(’:07/’
’-’+34 *(D6. 5’E

$ #" F% G !H!? #" F% G !H!?

J 经济反馈能值投入 B8,(,-*8 K’’1708L
’-’+34 *(D6. 5’E

* M" J% G !H!? F" $& G !H!?

# 能值产出 B-’+34 4*’/1 5’E & %" %# G !H!? !%" MJ G !H!?

M 净效益 I’. ’-’+34 5’E &+* $" J% G !H!? !!" $# G !H!?

F 能值投资率 !)# * , （# 2 $） H" #? H" MF

% 净能值产出率 !&# & , （% 2 ’） !" ## $" %&

? 环境负荷率 !"# （$ 2 %）, （# 2 $） H" %H H" %M

& 能值持续性指标 !() !&# 2 !"# $" HF J" %$

!H 能值自给率 B-’+34 5’/KN56KK*8*’(84 +0.*, （# 2 $）, ) H" F? H" F#

!! 反馈能值投入率 # （% 2 ’）, ) H" J$ H" JF

除了上述指标外，新的复合系统能值自给率有所下降，反馈能值投入率有所上升则补充说明了以上结论。

本文是运用能值分析理论在生态旅游经济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次大胆尝试。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对恭城

原生态农业系统和现在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作出科学和准确的比较研究，难以避免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本研究采用能值分析的方法，把经济投入和环境投入都纳入到对生态旅游经济的研究中，进行同值比较研究，

更加符合当地农业农村现在发展的客观事实，有效地避免了前述偏差的出现，相对而言所获得的结论科学性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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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恭城县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是在世界生态旅游大发展的背景下，是当地生态

农业系统的一种延伸和拓展，虽然对当地农业农村经济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效益，但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

段。因为，该系统的发展仍然大量依赖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免费资源的支持，系统之外的经济反馈投入不足，导

致系统不能获得向更高层次发展所必需的高能质能量，科技附加值含量较低，市场化程度较弱，当地尚未明显

感受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压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系统的发展可以忽视这方面的压力，因为系统的环

境压力正在随系统发展而加大，若不能及早引起参与各方的重视，加大系统之外的经济反馈投入，最终将影响

当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健康发展。如果新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更多的增加投入，包括经济的投入、管理

水平的提升、加强村民中旅游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开发、增加信息渠道、拓展市场等，将更有利于新系统健康持

续的发展。

#$%$&$’($)：

［! ］" #$% & ’( )*+,-. $%$/.010 23 +425+42%2*14 0.06+*( 7+181%-：9:+*14$/ ;%<=06,. >,+00，?@@?( ! A?B(

［? ］" #1= C )，D1% >，E:2= F G( )*+,-. $%$/.010 2% $% $<<+< /22H 1% &H$,61%$ $/6+,%13/2,$ +42/2-14$/ +%-1%++,1%-( 9:1%+0+ C2=,%$/ 23 IHH/1+< )42/2-.，

?@@A，!J（A）：KLB K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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