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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综合评价及预测 *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王 瑜,范建荣

(北方民族大学 商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摘 要 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以及林业和农村生态设施4个

方面,尝试构建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999—2008年有关统计数据对宁夏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分析发现宁夏川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74%,而南部山区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仅相当于全国和川区平均值的62%和83.8%。利用灰色系

统预测模型,对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并提出加快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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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

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29号,以下简

称《意见》),以及实现《意见》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到

2012年基本解决城乡饮水安全问题,人均基本公共

服务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到2020年人均基本公共服

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鉴于此,
通过评价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分析揭

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预测其趋势进程,对于

实现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以及为政府

相关决策调控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概念的内涵
及评价原则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
农村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类基础设施,是支撑农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衡量农村发展

水平的重要方面。基础设施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

范畴,是公共财政应大力支持的重要领域之一,政府

在提供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负有重要职责。行

政管理部门根据基础设施的不同性质和功能,把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分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

基础设施、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4大类[1]。由此,将对这4类基础设施进行综合评

价分析。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建

立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理论基础上的指标

集合,应重点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全面性与代表性

相结合。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多种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指标体系应反映影响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发展系统的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反映出

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和状况。第二,科学性与实

用性相结合。具体指标的选取应建立在充分认识、
系统研究的科学基础上,指标体系应体现农业循环

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和目标的实现程度。第

三,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合。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

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不同层次、不同要素组

成。指标体系应能全面反映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的各

个方面,能客观地反映系统发展的状态。第四,可比

性与可靠性相结合。有比较,才有鉴别。指标体系

的设计应注重时间、地点和范围的可对比性,以便于

纵横向比较,体现其特点。同时一定要注意资料来

源的可靠性,纵横向比较与统计指标口径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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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关系很大,这是进行指标体系

构建时应关注的问题。

  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指
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是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状况

进行综合评价与研究的依据和标准,应综合反映资

源、环境、经济、社会以及人口系统的隶属关系和层

次关系等复杂内容。在参考国内外同类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将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指

标体系分为目标层(A)、系统层(B)和指标层(C)。

1.反映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水平的评价指标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是指为农业生产过程提供基

础性服务、从事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所必须的、对农

业生产发展有重大作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是
在农业生产完成的各个环节所使用的劳动材料、劳
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总和。具体通过农村生产性

固定资产投入和农田水利设施等指标来反映[2]。

2.反映农村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评价指标

农村生活基础设施水平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

容,与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主要通过

农村自来水改水农民受益率、农民人均用电量、农民

人均等级公路里程等指标来反映。

3.反映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的评价指标

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是加快农村社会

事业发展,努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主要通过农村教育、医疗

卫生、文化体育设施等方面的指标来反映。

4.反映林业与农村生态环境设施水平的评价

指标

该评价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

治理、节水灌溉应用设施的水平。主要包括人均造

林面积、农民人均沼气使用量、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农民人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和农

民人均设施农业设备(温室)拥有量。
综上,反映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

4大类系统可以用以上综合指标来反映基础设施的

发展状况。

  三、定量评价与进程预测

1.权重的确定

(1)层次分析。根据德尔菲法,以及参考同类研

究和专家咨询后筛选出23个参评因子构成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本研究

共咨询了宁夏区内10位具有代表性的相关专家,并
经过3轮因子打分后筛选出了构成宁夏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专家咨询法

和层次分析法是确定指标权重的2个常用的方法,
根据专家对各指标重要程度的判断,实现定性到定

量的转化,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其中,层次分析法是

根据评估目的,将指标层层细化,由专家对各指标进

行两两比较,判断低层各指标对其上层指标的相对

重要性,并将其相对重要性赋予一定数值,构造两两

比较判断矩阵,然后通过若干步骤,计算求得各指标

权重的数值。专家咨询法则是多轮征求专家意见,
具有匿名、反复和结果收敛的特点)。并采取层次分

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对评价指

标赋以权重。这是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标综合

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假设

评价目标为A,评价指标集F={f1,f2,…fn},构造

判断矩阵P(A-F)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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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判断矩阵,利用和积法求得最大特征值及其对应

的特征向量,对该向量作归一化处理后作为各指标的

权重(见表1)。
(2)建立综合评价模型。为使评价结果比较准

确和简化,在单因子评价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宁夏

和全国1999—2008年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各项指标

的数据,并采用标准指数加权综合模型方法对宁夏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模型公

式为:

Z=∑
n

i=1
QiWi (1)

Qi=Xi/Yi(i=1,2,…,n) (2)

  式中:Z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系统和某系统层

的发展综合指数;Qi 为下一级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Xi 是某二级指标的现状值;Yi 是某二级指标的标

准值;Wi 是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0<W<1,且∑
Wi=1)。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计算

得出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系统的发展水平综合指

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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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
层A

控制层
权重B

操作层C
操作指标
类内权重

操作指标
最终权重

农
业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水
平
综
合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水平评价指标(0.30)

X1 农民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0.15 0.05
X2 农民人均农业机械拥有总动力(W/人) 0.15 0.05
X3 人均耕地面积(667m2/人) 0.15 0.05
X4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0.20 0.07
X5 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 0.20 0.07
X6 农民人均批发零售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0.15 0.05

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水平评价指标(0.25)

X7 农村自来水改水农民受益率/% 0.15 0.05
X8 自来水受益村所占比重/% 0.20 0.06
X9 农民人均用电量(kw·h/人) 0.20 0.06
X10农民人均等级公路里程(km/千人) 0.20 0.04
X11农民人均交通运输及邮政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0.10 0.02
X12农民人均钢木结构住房使用面积(m2/人) 0.15 0.04

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
水平评价指标(0.25)

X13农村普通中小学生均专任教师数量比重/% 0.20 0.05
X14农村普通中小学危房面积占校舍总面积比重/% 0.10 0.05
X15每千人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0.20 0.03
X16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0.20 0.04
X17农民人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0.15 0.02
X18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平均拥有床位数 0.15 0.03

林业与生态环境设施
水平评价指标(0.20)

X19人均造林面积(hm2/人) 0.25 0.02
X20农民人均沼气使用量(m3/万人) 0.15 0.02
X21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0.15 0.03
X22农民人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元/人) 0.2 0.05
X23农民人均设施农业设备(温室)拥有量(667m2/人) 0.25 0.05

合计 1.00 1.00
 注:操作指标类内权重和操作指标最终权重分别代表该指标在不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类型中的权重和整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中的权重,均经过专家打分得出,为进行后面的预测模型分析提供参考。

表2 1999-2008年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年份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全区 川区 山区

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全区 川区 山区

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

全区 川区 山区

林业与生态环境设施

全区 川区 山区

综合评价指数

全区 川区 山区

1999 0.71 0.51 0.60 0.43 0.86 0.55 0.62 0.88 0.31 0.18 0.18 0.14 0.60 0.62 0.43

2000 0.53 0.53 0.61 0.45 0.84 0.58 0.56 0.80 0.35 0.18 0.18 0.15 0.60 0.61 0.49

2001 0.66 0.65 0.65 0.47 0.80 0.63 0.57 0.80 0.33 0.27 0.27 0.16 0.58 0.65 0.48

2002 0.54 0.54 0.67 0.48 0.80 0.66 0.75 0.85 0.36 0.25 0.25 0.23 0.63 0.62 0.54

2003 0.66 0.66 0.68 0.52 0.90 0.67 0.61 0.84 0.41 0.21 0.21 0.25 0.55 0.68 0.53

2004 0.51 0.51 0.69 0.53 0.90 0.69 0.56 0.77 0.45 0.21 0.21 0.37 0.55 0.61 0.60

2005 0.56 0.55 0.69 0.50 0.91 0.70 0.59 0.84 0.46 0.23 0.23 0.42 0.59 0.65 0.55

2006 0.86 0.86 0.69 0.53 0.92 0.71 0.70 0.86 0.52 0.28 0.28 0.43 0.62 0.76 0.65

2007 0.69 0.69 0.70 0.63 0.91 0.74 0.55 0.85 0.51 0.23 0.23 0.46 0.61 0.69 0.65

2008 0.81 0.81 0.75 0.64 0.92 0.83 0.74 0.86 0.52 0.26 0.26 0.50 0.66 0.74 0.62

 注:本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部门、宁夏统计局等官方出版物,其中有《宁夏统计年鉴》(2000-2009)、《宁夏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年

鉴》(2000-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2009)、《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0-2008)、《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2000-2009)、《中国林业统计年鉴》(2000-2004)、《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0-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000-2009)、《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0-2008)、《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0-2008)以及《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2000-2008)。下同。

  (3)评价结果与分析。从表2中可看出,宁夏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由1999

年的0.60上升到2008年的0.66,呈现出逐年平稳

增长的态势。到2008年底,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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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已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4,但距离基本

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尚有一段距离。全区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系统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也得到了

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和农村社

会发展基础设施方面发展速度最快,其指数分别从

1999年的0.43和0.62上升到2008年底的0.64
和0.74,并大致经历了2个阶段:1999—2005年为

缓慢增长阶段,2005—2008年为快速发展阶段。林

业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虽然起步较低,但1999年以

来自治区政府加强了“退耕还林”等一系列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力度,指数从1999年的0.18上

升到2008年的0.26,增长了44.4%,发展速度位居

第二,说明宁夏近年来在整治生态环境方面功效

显著。
(4)存在的问题。几年来,尽管宁夏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整体水平显著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仍存在着较大差距。从区域比较来看,由于自然、社
会、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宁夏北部川区、中部干

旱带和南部山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明

显差异。可以看出,川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

平明显要高于其他2个区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74.0%,综合评价结果较好。南部山区评价指数相

差较大,仅相当于全国和川区平均值的62.0%和

83.8%,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水平较为薄弱。
具体到分项评价指数,川区在资源条件方面具

有明显的优势,远远高出其他区域,且接近全国平均

水平。就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

施和农村生活基础设施评价指数看,川区的评价指

数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81.0%、86.0%和92.0%,
但林业和农村生态环境设施指数只及全国平均值的

26.0%。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的农业生产基础设

施、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和农村生活基础设施评

价指数相当于川区的92.6%、60.5%和90.2%,相
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5.0%、52.0%和83.0%。在

具体评价指标中,山区人均耕地面积虽是川区的

3.82倍,是全国平均值的3.97倍,但有效灌溉面积

比例只及川区的17.0%和全国平均值的36.0%。
从农村生活基础设施水平来看,山区自来水受益村

所占比重只及川区的73.0%,农民人均等级公路里

程只及川区的74.1%,农民人均钢木结构住房使用

面积只及川区的23.3%。山区的其它指数也均低于

川区平均值。林业和农村生态环境设施方面的指标

仍属较低水平,差距同样较大。这反映了宁夏中部

和南部受自然、生态环境的约束,以及经济、科技、教
育等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

基础脆弱,农村社会事业设施建设滞后。

2.进程预测

(1)预测模型的选择。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与全国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发展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建立

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预测模型,客观地

评价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可以为有关部门的决策

调控提供定量的依据[3-4]。对宁夏以及山、川区的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指标的预测和比较,对多

种预测方法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后,选用灰色系统

预测模型[5]。
(2)GM(1,1)模型的建立和检验标准。对于单

一变量的一阶线性动态模型GM(1,1),其相应的微

分方程是:

dx(1)

dt +ax=u (3)

  式中:x(1)为原始数列x(0)的一次累加值,即

x(1)(t)=∑x(0)(t)(t=1,2,…,n);a,b为待估参数,
分别称为发展灰数和内生控制灰数。设A 为a 的

待估参数向量。则A= aé
ë
êê

ù

û
úúb =(BTB)-1BTYn,式中

B 和Yn 分别为如下矩阵:

B=

-1/2x(1)(1[ ])+ x(1)(2[ ])

-1/2x(1)(2[ ])+ x(1)(3[ ])

︙

1
1

-1/2x(1)(n-1[ ])+ x(1)(n[ ])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1

Yn =

x0(2)

x0(3)
︙

x0(n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灰微分方程(3)的解为:

x̂(1)(t+1)= x0(1)-b/[ ]a e-at+b/a (4)

  该式称为预测模型,亦称时间响应函数。对预

测模型的检验一般有残差检验、后验差检验和关联

度检验等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

验,合格则可以计算预测值。预测公式为:x(0)(t+
1)=x(1)(t+1)-x(1)(t),否则,需要通过分析残差

模型进行修正,用修正模型进行预测 (具体参照表3
的要求)。

表3 灰色预测精度检验等级标准

精度等级
检验指标

P C
好 >0.95 <0.35
合格 >0.80 <0.50
勉强 >0.70 <0.65
不合格 ≤0.7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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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预测结果与分析。根据前面建立的预测模

型,选取1999—2008年各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指标

数据预测了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趋势

(具体样本容量由预测精度来确定),对中期和远期

发展水平趋势进行预测(见表4)。

表4 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水平中长期发展趋势预测

指标名称
预测结果

2008年 2015年 2020年 预测模型

检验

P C

X1 农民人均生产性

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292.00 698.001214.00 x(t+1)=5952.30exp(0.0053t)-5920.70 1.00 0.30

X2 农民人均农业机械

拥有总动力(W/人)
1.94 3.76 6.11 x(t+1)=-0.905exp(-0.1773t)+0.99 1.00 0.13

X3 人均耕地面积

(667m2/人)
2.80 2.68 2.77 x(t+1)=6.6727exp(0.0672t)-6.11 0.78 0.65

X4 有效灌溉面积

占耕地面积比重/%
38.50 54.70 78.10 x(t+1)=-22.77exp(-0.1528t)+24.83 1.00 0.29

X5 节水灌溉面积

占有效灌溉面积/%
26.60 74.10 100.00 x(t+1)=-988.74exp(-0.0028t)+991.90 1.00 0.28

X6 农民人均批发零售

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27.40 26.70 21.90 x(t+1)=-1444886.65exp(-0.000016t)1444910.22 0.67 1.01

X7 农村自来水改水

农民受益率/%
59.00 97.20 100.00 x(t+1)=41.692exp(0.0498t)-39.43 1.00 0.23

X8 自来水受益村所占比重/% 48.10 93.10 100.00 x(t+1)=-17.98exp(-0.194167t)+19.38 1.00 0.10
X9 农民人均用电量(kw·h/人) 322.00 475.00 648.00 x(t+1)=-143.77exp(-0.1103t)+154.84 1.00 0.12
x10农民人均等级

公路里程(km/千人)
5.71 12.50 22.20 x(t+1)=-6.301exp(-0.100490t)+6.72 1.00 0.19

x11农民人均交通运输及

邮政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508.00 3713.0018090.00x(t+1)=86.144exp(0.31672t)+63.36 1.00 0.26

x12农民人均钢木结构

住房使用面积(m2/人)
14.32 24.14 34.91 x(t+1)=-8.30838exp(-0.06652t)+8.74 1.00 0.11

x13农村普通中小学生

均专任教师数量比重/%
5.80 4.41 4.10 x(t+1)=-22.267exp(-0.0176t)+22.62 0.44 0.77

x14农村普通中小学危房

面积占校舍总面积比重/%
4.15 3.97 3.39 x(t+1)=-204.667exp(-0.032t)+206.07 0.56 0.92

x15每千人农业人口乡村

医生和卫生员数
0.81 1.09 1.35 x(t+1)=1.2887exp(0.04085t)-1.22 1.00 0.34

x16每千农业人口

乡镇卫生院床位数
0.53 0.68 0.86 x(t+1)=-0.4837exp(-0.1032t)+0.52 1.00 0.43

x17农民人均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35.30 85.11 181.80 x(t+1)=-108.647exp(-0.188t)+117.46 0.78 0.52

x18农村五保供养服务

机构平均拥有床位数
21.95 58.34 106.60 x(t+1)=-27.98exp-0.028566t)+28.77 1.00 0.11

x19人均造林面积(667m2/人) 0.22 0.18 0.14 x(t+1)=-7.8441exp(-0.054503t)+7.98 0.67 0.97
x20农民人均沼气

使用量(m3/万人)
14.42 166.00 791.60 x(t+1)=-39.3027exp-0.1611t)+42.06 1.00 0.36

x21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37.92 69.65 100.00 x(t+1)=-35.717exp(-0.1191t)+37.99 1.00 0.20
x22农民人均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元/人)
18.65 23.30 31.21 x(t+1)=161.429exp(0.0584t)-155.73 0.56 0.73

x23农民人均设施农业设备

(温室)拥有量(667m2/人)
0.02 0.05 0.08 x(t+1)=-0.0537exp(-0.1072t)+0.06 1.00 0.35

综合评价指数 0.66 0.97 1.23 x(t+1)=-0.284exp-0.223316t)+0.31 1.00 0.26

  注: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农村自来水改水农民受益率、自来水受益村所占比重以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根据预测模型所

计算的数量,若大于100%,则将其修正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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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结果表明,到2015年,宁夏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发展水平大部分评价指标将基本达到全国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平均水平的97%。同时我们应该看

到,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和林业与农村生态环境设施

水平2个指标仍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分

别只达到82%和44%,成为严重制约宁夏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因素。宁夏山、

川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将分别达到全国平

均水平的121%和92%。

同时,山区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农村社会发展

基础设施和林业与农村生态环境设施平均发展水平

评价指标将分别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5%、91%和

63%;到2020年,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

平将 达 到 全 国 农 业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平 均 水 平 的

123%。但林业和农村生态环境设施水平仍有很大

差距。因此,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

艰巨。

  四、对策建议

根据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现状实际和预测结

果,为全面缩小宁夏与全国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平均

水平的差距,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科学规划,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

高标准编制《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

期规划》,与新农村建设、交通、水利、农业、村庄建

设、国土整治、环保、林业、农业综合开发、移民、旅
游等部门一起进行乡镇系统规划,形成一个完整的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体系,推进农村与城市

基础设施互联共通,搭建起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网

络,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建设文明、小康、秀美的

新农村。

2.分阶段抓重点,进行全面综合整治

按照《意见》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目标要

求,近期着重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础设施供

应能力,并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

中期重点围绕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统筹优化水资

源配置。加快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围绕粮食安全和

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大力实施生态移民,推进现代

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生物质能源,

全面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产、生

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3.推进农民适度集中居住,加快农业生产和生

活方式的转变

鼓励农民适度集中居住,有利于大大降低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促进国土整治,扩大耕地面

积;有利于推动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

集约化管理和经济结构优化;有利于封山禁牧,保护

和治理生态环境[6]。

按照“靠城、沿路、近水”的原则规划布局,推进

农村民居向城郊镇区、河谷川道、公路沿线集中。优

先实施中心村学校、卫生室、文化室、商贸网点等公

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加快集中居住区水、电、路、气、

信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集中居住区的吸引

力,促进附近农民向规划的中心村集中居住。

4.加强山区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推进区域间协

调发展

从研究结果来看,尽管“九五”“十五”时期以来

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指数持续增

长,但整体水平相对滞后。由于农业资源禀赋及经

济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宁夏川区和南部山区两大区

域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些

差异已经成为提升宁夏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整体

水平的“瓶颈”,这样的发展格局不利于农业和农村

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势必影响到建设现代农业和

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新农村

建设的核心是农村基础设施,农民和基层干部迫切

需要的也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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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EvaluationandPredictiononDevelopmentof
AgriculturalandRuralInfrastructuresinWesternRegions

———ACaseStudyinNingxiaAutonomousRegion

WANGYu,FANJiang-rong
(SchoolofBusiness,North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Yinchuan,Ningxia,750021)

Abstract Thispapertriestoestablishanindexsystemtoevaluateagriculturalandruralinfrastruc-
turesinNingXiafromthefollowingfouraspects:infrastructuresofagriculturalproduction,infrastruc-
turesofrurallife,infrastructuresofsocialdevelopmentinruralareasandforestryandruralecologicalfa-
cilities.Onthatbasis,thispaperselectsthedataobtainedduringtheperiodfrom1999to2008tomake
quantitativeevaluationonthecurrentagriculturalandruralinfrastructuresofNingXia.Theresultsshow
thattheagriculturalandruralinfrastructureofnorthernNingXiais74%ofthenationalaverageandthat
ofsouthernNingxiais62%ofthenationalaverageand83.8%ofNorthernNingxia’saveragerespec-
tively.Usinggraysystematicpredictionmodel,thispaperfinallypredicts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
andruralinfrastructuresandputsforward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onhowtoquickenthecon-
structionofagriculturalandruralinfrastructuresinNingxia.

Keywords agriculturalandruralinfrastructures;rurallifebasis;ruralsocialdevelopment;rural
ecological;evaluation;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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