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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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 Odum)创立的生态经济系统能值 ( emer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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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4年 ,该县红岩

月柿生态“农业 2旅游 ”经济系统经济投入为 12. 74 ×105 ＄,经济产出为 35. 47 ×105 ＄,实现经济净收益 22. 73 ×105 ＄。与原生

态农业系统相比 ,复合系统在经济投入增加 17. 2%的情况下 ,经济产出增加 126%以上 ,经济净收益约为原生态农业系统的

4175倍 ,经济产投比由原系统的 1. 44变为复合系统的 2.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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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4 ×1017 sej,使能值产出增加 9. 79 ×1018 sej,新系统净效益是原生态农业系统的 4. 74

倍 ,净能值产出率为原生态农业系统的 1. 94倍 ,能值投资率比原生态农业系统提高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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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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y analysis of ecological econom ic system theory and app roach established by H. T. Odum was app li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op tim ization and logistics of the Hongyan persimmon based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tourism

economy in Gongcheng Yao Autonomous Country of Guangxi, with the purpose of p 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and othe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Our research data indicate that in 2004 the

econom ic input into the county′s Hongyan persimmon based“agri2tourism”econom ic system was 12. 74 ×10
5 ＄, 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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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was 35. 47 ×10
5 ＄, with a net p rofit of 22. 73 ×10

5 ＄. Compared to p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ystem, the

composite system had an increase of 17. 2% in econom ic input and 126% in econom ic output, the net p rofit was 4. 75 times

compared to the p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the ratio of output over input in the composite system was 2. 78, as

opposed to 1. 44 in the pure system.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ourism, the environmental input of the region′s

ecological agri2tourism system remained unchanged, while the econom ic feedback to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was 9. 24 ×

10
17

sej, with an emergy output increase of 9. 79 ×10
18

sej. The net p rofit of the new system 4. 74 times of the p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ystem, the ratio of net emergy output was 1. 94 times of the p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the emergy investment ratio increased 17% compared to the pure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system. The research data further

indicates that the Hongyan persimmon based ecological agri2tourism econom ic system in Gongcheng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Key W ords: emergy analysi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gri2tourism economy

能值理论由著名生态学家 H. T. Odum于 20世纪 70年代创立。能值理论常用太阳能值 ( solar emerg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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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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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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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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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背景及研究对象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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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9km2。该县从 1983年开始生态农业建设 ,经

过 20余年的发展 ,探索出了“养殖 2沼气 2种植 ”(也叫“猪 2沼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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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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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沼气 2种植 2加工 2旅游 ”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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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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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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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1′50″～111°52′20″,北纬 24°44′00″～24°44′50″,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19. 7℃,全年降雨

量 1678. 2mm,平均相对湿度 75% ,年均风速 1. 9m / s,年无霜期 319d,全年日照 1590. 6h,年日照百分比 36% ;

年均降水量 1678. 2mm,年均太阳总辐射量为 421. 95kJ / c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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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4年 ,红岩村共有 95户人家 , 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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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

以前 ,这里主要种植水稻 ,人均年收入不足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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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的 266

元增长为 2003年的 2150元。红岩村从 2003年才开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 ,以现有的 2. 4k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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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万人次 ,村民非农业旅游收入人均达 7000多元 [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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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究方法及系统设计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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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11～15 ] :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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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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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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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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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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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物质能量投入和产出数据 ,能值计算方法参照蓝盛芳、Odum、李金平等人 [ 16～19 ]的研究 ,利用

各类能量之间的特定转换关系即能值转换率 ( emergy transform ity)把不同类型的能量转化为同一量纲的能

值 ———太阳能值 ( se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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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系统设计

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设计思路如图 1所示 :每年在月柿成熟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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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果与讨论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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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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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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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恭城县志 , 1992年 ,广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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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设计示意图

Fig. 1　Econom ic system of the ecological“Agricultural tourism”for the Hongyan persimmon

图 2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流简图

　Fig. 2　Energy flow of the ecological“Agricultural tourism”for the

Hongyan persimmon in Gongcheng County

值耗散到环境当中 ,而产出能值从右侧输出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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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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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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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所示 :投入方面 , 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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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2 ×105 ＄,劳动及培训投入资金 4. 35 ×105 ＄,两项共计 10. 87 ×105 ＄;当年 ,该系

统为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投入资金 1. 87 ×10
5 ＄,其中 1. 21 ×10

5 ＄用于设备支出 , 0. 66 ×10
5 ＄用于服务支出。

产出方面 , 2004年 ,该系统共生产月柿 1. 08 ×10
7

kg,月柿销售收入 15. 66 ×10
5 ＄;接待游客 24. 3万人次 ,旅

游收入 1. 87 ×105 ＄。由以上数据可知 : 2004年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 2旅游 ”经济系统经济投入为 12. 74 ×105

＄,经济产出为 35. 47 ×10
5 ＄,实现经济净收益 22. 73 ×10

5 ＄。与原生态农业系统相比 ,复合系统在经济投

入增加 17. 2%的情况下 ,经济产出增加 126%以上 ,经济净收益约为原生态农业系统的 4. 75倍 ,经济产投比

9501　3期 　　　谢雨萍 　等 :广西恭城月柿生态农业旅游能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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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值综合图

Fig. 3　Emergy analysis of econom ic system of the ecological“Agricultural tourism”for the Hongyan persimmon

R1:太阳能 sunlight; R2:雨水势能 Rain geopotential energy; R3:雨水化学能 Rain chem ical energy; F1:月柿生产的设备投入 Equipment

input on persimmon p roduction; T1:月柿生产的服务投入 Services input on persimmon p roduction; F2:生态农业旅游的设备投入 Equipment

input on ecological agri2tourism; T2:生态农业旅游的服务投入 Services input on ecological agri2tourism

由原系统的 1. 44变为复合系统的 2.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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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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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主要经济指标

Table 1　M a in econom ic ind ices of econom ic system of the ecolog ica l“Agr icultura l tour ism”for the Hongyan persimm on

项目
Item

经济投入 (＄) ①

Econom ic input
经济产出 (＄) ①

Econom ic output
经济净收益 (＄) ①

Econom ic net p rofit

经济产投比
Ratio of econom ic
output over input

生态农业 Ecological agriculture 10. 87 ×105 15. 66 ×105 4. 79 ×105 1. 44

生态旅游业 Eco2tourism 1. 87 ×105 19. 81 ×105 17. 94 ×105 10. 59

生态农业旅游系统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ourism system

12. 74 ×105 35. 47 ×105 22. 73 ×105 2. 78

　　①2004年人民币 2美元汇率 = 8. 2765∶1　 In 2004 RMB2US ＄ change rate 8. 2765∶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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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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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示。

能值投资率 ( emergy investment ratio, E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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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以上 ,意大利的向日葵种植业 (1993年 )能值投资率高达 26. 3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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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4 ×10
17

sej,导致能值产出增加 9. 79 ×10
18

sej;新系统净效益是原系统的 4. 74

倍 ,净能值产出率为原系统的 1. 94倍 ,能值投资率比原系统的提高 17%。

表 2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能值流分析

Table 2　Solar energy flow ana lysis of econom ic system of the ecolog ica l“Agr icultura l tour ism”for the Hongyan persimm on

项目
Item

原始数据
Raw unite (J or US ＄)

能值转换率
Transformity

太阳能值
Solar em joule ( sej)

可更新资源投入 Renewable

　1太阳光 Sunlight(J) 1. 01 ×1017 1 1. 01 ×1017

　2雨水势能 Rain geopotential energy(J) 2. 76 ×1013 10488 2. 89 ×1018

　3雨水化学能 Rain chem ical energy(J) 1. 99 ×1013 18199 3. 62 ×1018

　小计 Subtotal 6. 61 ×1018

不可更新资源投入 Nonrenewable

　4表土流失 Top soil loss(J) 6. 31 ×1013 7. 4 ×104 4. 67 ×1018

　小计 Subtotal 4. 67 ×1018

　R +N 11. 28 ×1018

经济反馈 (U ) Econom ic feedback

　生态农业 (U1 ) Eco2agriculture

　5设备投入 (不可更新 ) ( F1 ) Equipment input(Nonrenewable) US ＄ 6. 52 ×105 1 1. 01 ×1017

　6服务投入 (可更新 ) ( T1 ) Services input(Renewable) US ＄ 4. 35 ×105 4. 94 ×1012 2015 ×1018

小计 Subtotal US ＄ 10. 87 ×105 5. 37 ×1018

　生态旅游业 (U2 ) Eco2tourism

　7设备投入 (不可更新 ) ( F2 ) Equipment input(Nonrenewable) US ＄ 1. 21 ×105 4. 94 ×1012 5. 98 ×1017

　8服务投入 (可更新 ) ( T2 ) Services input(Renewable) US ＄ 0. 66 ×105 4. 94 ×1012 3. 26 ×1017

　小计 Sutotal US ＄ 1. 87 ×105 9. 24 ×1017

　9复合系统设备投入 ( F) Equipment input of composite system US ＄ 7. 73 ×105 3. 82 ×1017

　10复合系统服务投入 ( T) Services input of composite system US ＄ 5. 01 ×105 2. 48 ×1017

　11生态农业 2旅游复合系统 Ecological“agri2tourism”composite econom ic
system US ＄

12. 74 ×105 6. 29 ×1018

合计 ( I) Total 17. 57 ×1018

输出 ( Y) Flows output

　12生态农业经济收益 ( Y1 ) Econom ic benefit of eco2agriculture US ＄ 15. 66 ×105 4. 94 ×1012 7. 74 ×1018

　13生态旅游经济收益 ( Y2 ) Econom ic benefit of eco2tourism US ＄ 19. 81 ×105 4. 94 ×1012 9. 79 ×1018

　14生态农业 2旅游复合系统经济收益
Econom ic benefit of ecological“agri2tourism”composite econom ic system US ＄

35. 47 ×105 17. 53 ×10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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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4～21 ] ;资料

来自 S. U lgiati和 H. T. Odum, 1993 [ 22, 23 ] ;数据通过恭城 2004年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 sej为太阳能值焦耳 　Renewable resource input comes from the

energy contribution of rainfall and global recycling; It includes other renewable resources; For real conversion energy ratio and energy conversion rate, see

reference[ 1, 14～21 ] ; Data is from S. U lgiati and H. T. Odum, 1993 [ 22, 23 ] ; Data comp iled from 2004 Statistics Yearbook of Gongcheng

如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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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t emergy yield ratio, EYR )为系统产出能值 ( Y)与经济反馈 (输入 )能值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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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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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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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vironment load ratio, ELR )为系统不可更新能源投入能值总量 (N + F )与环境能源投入总

量 (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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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t emergy)是指系统产出的能值 ( Y)减去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能值 ( F + T)。复合

系统的净效益为原始系统的 4.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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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 I ( emergy sustainable indices)是美国生态学家 B rown M. T. 和意大利生态学家

U lgiati. S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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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YR )与环境负荷率 ( E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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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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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红岩月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主要能值指标

Table 3　ma in em ergy ind ices of econom ic system of the ecolog ica l“Agr icultura l tour ism”for the Hongyan persimm on

项目
Item

计算方法
Method

生态农业系统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ystem

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
Ecological agriculture

tourism system

1可更新资源能值投入 Renewable emergy input sej R 6. 61 ×1018 6. 61 ×1018

2不可更新资源能值投入 Nonrenewable
emergy input sej

N 4. 67 ×1018 4. 67 ×1018

3经济反馈能值投入 Econom ic feedback
emergy input sej

U 5. 37 ×1018 6. 29 ×1018

4能值产出 Emergy yield sej Y 7. 74 ×1018 17. 53 ×1018

5净效益 Net emergy sej Y2U 2. 37 ×1018 11. 24 ×1018

6能值投资率 E IR U / ( R +N ) 0. 48 0. 56

7净能值产出率 EYR Y / ( F + T) 1. 44 2. 79

8环境负荷率 ELR (N + F) / ( R +N ) 0. 70 0. 75

9能值持续性指标 ES I EYR + ELR 2. 06 3. 72

10能值自给率 Emergy self2sufficiency ratio ( R +N ) / I 0. 68 0. 64

11反馈能值投入率 R ( F + T) / I 0. 32 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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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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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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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