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社会评价初探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常东坡 　赵国杰

[摘要 ] 农业地质调查项目是耗资巨大的公益性项目 ,国内对其可行性研究和后评价均重视不足 ,理应重视
加强其技术评价、经济评价、社会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尝试性地建构了浙江省农业地质调查项目社会评价
指标体系 ,应用专家调查法和模糊层次分析法予以评价并提出三条建议。
[关键词 ] 社会评价 　前期研究 　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 　社会学家介入 　数据积累机制

一、引言 :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社会评价初探
公益性项目的社会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1 ] ,对实施中的项目实践予以社会评价

鲜有先例 ,故难度极大。社会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而且 ,国外社会学家对项目的参与已经不限于后评价 ,
而是更多的参与到项目的前期研究、分析与评价中。鉴于项目实际情况和国内社会评价发展的现状 ,我们无
法按照社会评价的完整架构对该项目进行分析 ,只能尝试性地分析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的社会、经
济方面的主要影响 ,初步建立一套社会评价的指标体系 ,并运用模糊层次综合分析法对该项目进行社会影响
评价。旨在抛砖引玉 :构建一套有关农业地质调查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另一方面 ,希望能够引起项目评价
工作者对公益性项目社会评价的关注和探索。

　　①分析指标 :净现值 NPV ; ②变化因素 :总投资 I(1 + X) 、年利润 R(1 + Y) (指正常年份的销售收入) ; 则 :
NPV = - 500 (1 + X) - 1000 (1 + X) / (P/ F ,10 % ,1) + 100/ (P/ F ,10 % ,2) + 1000 (1 + Y) (P/ A ,10 % ,4) / 1. 12 = 0

图 2

上式经整理后为 : Y= 0. 54X - 0. 49
C. 三因素敏感性分析
①分析指标 :净现值 NPV ; ②变化因素 :总投资 I

(1 + X) 、年利润 R(1 + Y) 、寿命期 n。
则 :NPV = - 500 (1 + X) - 1000 (1 + X) / (P/ F ,10 % ,

1) + 100/ (P/ F ,10 % ,2) + 1000 (1 + Y) (P/ A ,10 % ,n) /
1. 12 = 0

上式经整理后为 :当 n = 5 年时 : Y = 0. 686X - 0.
354 ; n = 6 年时 : Y= 0. 54X - 0. 49 ; n = 7 年时 : Y = 0.
45X - 0. 576

绘制双因素和三因素敏感性分析图 : 在图 3 中 ,Y
= 0. 54X - 0. 49 (n = 6 年) 这条曲线是临界线 ,在此线
的左上方区域 ,项目盈利 ,在此线的右下方区域 ,项目
亏损。在图 4 中可以看出 ,既使项目寿命期减少一年 ,项目依然具有盈利空间。

图 3 　　　　　　　　　　　　图 4

(二)社会效益评价。①山西电力开关厂是
山西省唯一的较有规模的电气制造企业 ,但近几
年来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 ,其经济效益和生产规
模一直不太好 ,如果同许继的合作能按预期目标
发展 ,则在一年内就能成为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
龙头企业 ,这无疑对打破外省企业垄断山西电气
市场的格局 ,填补山西省电气仪表 ,继电保护及自
动化装置的生产空白 ,推动山西电器制造业发展 ,
对调整山西经济结构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②作
为山西电力系统内部企业 ,将能生产发供电系统
全系列户内电器设备 ,可大大提高系统内自配套
能力 ,对发供电系统稳定运行 ,规范使用设备 ,降低配件成本和维护成本 ,提高售后服务水平 ,都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③通过合作可以将“许继经验”引入山西电力系统 ,对深化电力系统国有企业三项改革 ,加快企业改
制工作 ,作用明显。④实行跨行业 ,跨所有制和跨地区 ,联合重组 ,使省份之间 ,所有制之间优势互补 ,不但可
迅速扩大企业规模 ,实现超常规发展 ,同时将创造许多就业岗位 ,对社会稳定效益明显。
[参考文献 ]
[1 ]《工业技术经济学》,朱直平 ,中国物资出版社
[2 ]《中小投资项目技术经济分析》,李丽 ,中国商业出版
[3 ]《技术经济与管理》,杨国良 ,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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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项目对社会的贡献与影响 ,并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在调查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实施之前 ,进行了初步的可行性分析。该分析

指出项目将带来如下经济社会效益 : (1)省、部合作实施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试点工作 ,将进一步强化地
质工作社会服务功能 ,扩大服务领域 ,促进国家地质工作更加紧密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更加紧密
的为水浙江省国土资源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服务 ,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真正实现
地址工作根本转变创立典范 ; (2)调查成果可以直接为浙江省农业科学区划和规划、推进农业经济战略结构
调整、发展效益农业等提供科学依据 ,为浙江省贯彻《浙江省农业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条例》提供全新的基础资
料 ; (3)提高浙江农业地质环境信息管理的现代化程度 ; (4) 总结形成一套农业地质环境工作的技术方法 ,为
全国进一步推广农业地质工作提供经验。但是 ,可行性分析报告中的分析是站在政府角度进行的 ,结论是定
性的 ,并没有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的分析社会与项目的双向影响。通过对项目的进一步了解 ,可以认为 ,农业
地质环境调查成果的实施能够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 : [2 ]

1.对就业方面的影响。农业地质环境调查成果的实施将重新划分农业区域 ,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
从而带来农民就业结构的转变 ,从事农、林、牧、渔工作的人口比例以及农业内部从事不同农产品种植的人口
比例都将发生改变 ;从事农业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也将有较大调整 ;同时 ,新的农业区划的完成也
将带来就业精于勤人口总数变化。

2. 对收入分配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就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人口的变动 ,必然带来收入的重新分配 ,大部
分项目区农民的收入将得到提高。

3. 对人民卫生保健的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带来更加丰富的市场供应 ,农产品更加多样化 ,使得人
们的营养结构更加均衡 ;另一方面 ,农业地质环境调查成果实施将带来农产品安全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提高
人民卫生保健水平。

4. 当地人民获得项目成果的机会。该项目的组织机构非常健全 ,可以保证项目成果的可靠性和可执行
性 ,虽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是可以预见 ,当地人民基本可以得到公平获得项目成果指导的机会 ,提高当
地人民生产积极性。

5. 对自然生态的影响。生态环境影响可以单独构成一项环境影响评价 ,但是 ,本文参考一般社会评价体
系将项目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列为社会评价的一部分。项目的预期自然生态影响包括 :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对
野生动植物种群的影响和对耕作层土壤的影响。

6. 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农业地质环境调查成果的实施将对国土资源产生较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以分
成两部分 ,包括对土地利用价值的重新认识、规划和综合利用以及对其它国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7.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效果是显而易见 ,包括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从而提高生产
率、影响农业劳动力带来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提高产品安全水平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单位投资带来农
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等等。

据此可设计表 1 所示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
表 1 　农业地质环境调查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表

效果层 指标层 效果层 指标层

社会环境
影响方面

A

对自然与
生态环境
影响方面 B

就业效果 A1

公平分配效益 A2

对人民卫生保健的影响 A3

对社区人民收入的影响 A4

对社区人民获得项目成果、指导生产的机会 (是
否平等获得机会) A5

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B1

对野生动植物种群的影响 B2

对耕作层土壤的影响 B3

对自然资
源的影响
方面 C

对社会经
济影响方

面 D

耕地综合利用的影响 C1

国土开发利用效益 C2

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及生产率提高 D1

影响农业劳动力带来的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
D2

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产品安全) D3

百元提资带来农产品销售收入增加 D4

三、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的社会评价
1. 社会评价各因素权重值的确定 (3) 。项目小组以表 1 为专家征询意见表 ,通过对专家打分情况的一致性

检验 ,并对未通过一致性检验的打分进行调整后 ,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值 ,如表 2。
表 2 　专家给出的社会评价指标权重值统计表

效果层 指标层 权重 1 权重 2 权重 3 权重 4 权重 5 平均权重

A
(0. 23)

A1 0. 3214 0. 2332 0. 2718 0. 2728 0. 1449 0. 25

A2 0. 1205 0. 2332 0. 2718 0. 1133 0. 3490 0. 22

A3 0. 2580 0. 2332 0. 1406 0. 2190 0. 1805 0. 20

A4 0. 1501 0. 1503 0. 1406 0. 2190 0. 1805 0. 17

A5 0. 1501 0. 1503 0. 1752 0. 1758 0. 1449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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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 31)

B1 0. 3713 0. 3333 0. 2211 0. 3713 0. 3713 0. 33

B2 0. 3713 0. 3333 0. 4600 0. 3713 0. 3713 0. 38

B3 0. 2574 0. 3333 0. 3189 0. 2574 0. 2574 0. 29

C
(0. 22)

C1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C2 0. 5 0. 5 0. 5 0. 5 0. 5 0. 5

D

(0. 23)

D1 0. 3602 0. 2660 0. 4074 0. 4633 0. 4141 0. 38

D2 0. 1580 0. 2660 0. 1787 0. 1789 0. 1238 0. 18

D3 0. 2737 0. 2660 0. 1787 0. 1789 0. 2769 0. 24

D4 0. 2080 0. 2021 0. 2352 0. 1789 0. 1852 0. 20

　　2. 各单因素隶属度的确定。社会评价指标隶属度依据指标专家打分表 (表 3) ,计算出社会评价指标隶属
度表 (表 4) 。

表 3 　农业地质环境调查社会评价指标专家打分表
效果层 指标层 专家 1 专家 2 专家 3 专家 4 专家 5 专家 6 专家 7 专家 8 专家 9 专家 10

A

A1 8 7 9 8 8 6 9 7 8 8

A2 7 6 8 7 7 8 8 9 8 8

A3 8 7 8 9 9 8 8 7 6 7

A4 8 9 9 7 8 8 9 8 9 10

A5 8 9 9 9 10 8 7 9 7 8

B

B1 8 7 8 9 9 7 8 6 7 8

B2 10 9 8 9 10 10 9 8 8 7

B3 9 10 9 8 10 9 9 8 7 8

C
C1 10 9 10 10 9 8 7 9 9 10

C2 9 9 8 7 9 8 9 9 10 8

D

D1 9 9 9 10 10 8 8 9 9 10

D2 10 9 8 8 9 7 10 10 9 9

D3 8 7 7 8 6 7 7 9 7 6

D4 9 9 9 8 8 9 9 7 10 10

表 4 　农业地质环境调查社会评价指标隶属度表
效果层 指标层 好 较好 一般 差

A

A1 0. 3 0. 6 0. 1 0

A2 0. 1 0. 8 0. 1 0

A3 0. 2 0. 7 0. 1 0

A4 0. 5 0. 5 0 0

A5 0. 5 0. 5 0 0

B

B1 0. 2 0. 7 0. 1 0

B2 0. 6 0. 4 0 0

B3 0. 6 0. 4 0 0

C
C1 0. 8 0. 2 0 0

C2 0. 6 0. 4 0 0

D

D1 0. 8 0. 2 0 0

D2 0. 7 0. 3 0 0

D3 0. 1 0. 7 0. 2 0

D4 0. 7 0. 3 0 0

　　3. 社会评价的结果。按照模糊层次综合分析原理 ,用 EXCEL 处理数据 (原始数据及处理过程略) ,可以得
到 :

A社会评价 = (0. 23 , 0. 31 , 0. 22 , 0. 23) 　　V社会评价 =

0. 30 ,0. 63 ,0. 07 ,0
0. 47 ,0. 50 ,0. 03 ,0
0. 7 ,0. 3 ,0 ,0
0. 59 ,0. 36 ,0. 05 ,0

B社会评价 = A社会评价 　　 3 V社会评价 = (0. 51 , 0. 45 , 0. 04 , 0)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 ,与评价因素集 (好 ,较好 ,一般 ,差) 对应的评价值为 (0. 51 , 0. 45 , 0. 04 , 0) 。评价为
“好”的值为 0. 51 ,评价为较好的值为 0. 45 ,两者累积值为 0. 96。

四、结论及建议
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到 2004 年底已经基本结束。对该项目的评价结果显示 ,社会效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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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定制条件下敏捷供应链系统的构建与优化
杭州市下城区发展计划局 　姚建农

[摘要 ] 在大规模定制生产时代 ,供应链管理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 ,强调响应能力、敏捷性和动态性。本文从
敏捷供应链系统的内涵、特点及竞争优势出发 ,指出在大规模定制条件下 ,敏捷供应链优化应从降低零部件
和原材料的多样性、优化对供应商的选择和管理、实施简单化策略、优化产品设计、延迟化、转载直拨和供应
商管理库存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 定制 　敏捷供应链 　构建 　优化

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 ,制造业面临着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订货批量越来越
小、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且 ,这种市场环境是动态的、突变的、非平稳的 ,是一个更
为激烈的竞争和生存环境。在这种环境下 ,为增强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和促进经济增长 ,人们提出了大规模定
制 (Mass Customization ,MC)的理念。以大规模方式进行定制产品的生产既可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又可以保
持较低的成本 ,这一理念一经提出 ,就引起了广大学者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 ? 1 ?。在大规模定制时代 ,产品
多样性增加、批量减小 ,顾客对产品的交货周期、价格和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 ,必须有完善
敏捷的物流系统的支持 ,这就对传统供应链提出了多种挑战。

一、大规模定制条件下敏捷供应链的提出
1、因为供应链最终的输出是面向消费者的 ,消费者的需求也就决定了供应链究竟该以何种方式进行组

织。在当前形势下 ,由于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 ,消费者需求得到了相对充分的满足。因此 ,消费者对于产品
和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他们要求企业能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价格和质量提
供适当的产品。有些消费者甚至要求企业能面向他们的需求进行度身定制。这一现状要求企业的供应链管
理应当是消费者中心型的。

2、由于处于同一供应链体系中的企业往往将绝大多数的注意力放在与之最为贴近的上下游企业的供应
和需求信息之上 ,再加上供应链中客户需求信息的传递往往具有一个时滞 ,这样通过供应链传递的消费者信
息常常被严重扭曲 ,也就是产生“牛鞭效应”。其直接的后果是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适销对路 ,引起供应
链成员企业存货水平的增长 ,抬升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 ,如何理顺供应链各个环节的信息流动成为企业实
施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大课题。

3、企业为了抢占科技制高点 ,实现超额利润就必须不断推陈出新 ,这势必缩短产品寿命周期。而基于互
联网的电子商务的发展所具有的实时交易特点也使企业运营的节奏大大加快。所以今后供应链的发展趋势
将变得更具敏捷性和动态性 ,对于市场的响应能力更为迅速。

为了能按大批量的效益进行定制产品的生产 ,我们应该提升对供应链的管理 ,构建面向大规模定制的敏
捷供应链系统。通过利用整个敏捷供应链的系统资源优势 ,依靠供应链成员企业群的整体优势和外部企业

“好”和“较好”达到了 0. 96 ,这一结果表明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的社会效果非常明显。
但在项目评价过程中也发现 ,目前我国的农业地质环境调查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 项目进行过程中没有社会学家的介入。虽然本文已经对项目的社会影响进行一些调查和评价工作 ,

但是 ,整个项目的社会学分析仍然存在很多缺憾。这个项目是一个公益项目 ,其目的完成似乎成了一种任
务。到底如何为社会带来福利 ? 能够带来多少福利 ? 这两个问题事先没有很好的论证或预测。建议今后类
似大型项目进行之前和进行中能够有社会学家的参与。

2. 缺乏对前期研究的重视。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形成了一份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但是该项
目可行性分析主要站在政府角度 ,大部分引用政府和相关领导的支持政策来说明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没
有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 ,缺乏数据支持。建议今后其他地区在开展类似的项目之前 ,应该进行更加详细而科
学的项目前期分析。

3. 缺乏数据积累机制。由于浙江省在全国的农业地质环境调查工作中属于探索性的 ,故肩负验证该类
项目可行性、提供技术方法、积累经验等多方面的任务。该项目进行过程中 ,的确探索了一套技术方法 ,为今
后农业地质环境调查工作的推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 ,在整个过程中对数据积累工作的重视程度还远
远不够 ,如 :项目实施前后社会经济情况的对比、用到的所有技术设备的总结以及对项目存在问题的分析等
等。建议今后的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能够对全过程数据信息进行更为全面的积累和总结 ,为今后农业地
质环境调查工作的全面展开提供更加充分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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