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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土地整理项目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宜在传统“有无对比法”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特点, 将项目的间接效益以增量的形

式引入到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中, 通过对有项目和无项目情况下各项费用和效益的分析, 计算项目实施情况下增量投资产

生的增量经济净现值、增量经济内部收益率等指标, 以判断项目在经济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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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土地整理是以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前提, 以提

高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及服务能力为目标而展开

的。中国土地整理事业起步较晚, 目前, 土地整理项目经

济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的概念及指标研究[ 1 ] 以及费用结构的分析

上[ 2 ] , 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土地整理项目经济评价方法。

而传统的农业项目评价方法, 主要采用“有无对比

法”[ 3 ]。本文在传统的“有无对比法”的基础上结合土地

整理项目的特点, 将项目的间接效益通过计算增量的形

式引入到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中, 为土地整理项目决策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评价方法。

1　土地整理项目的特点及其国民经济评价方

法的选择

1. 1　土地整理项目的特点

土地整理项目作为与农业生产相关项目的一种, 不

仅具有农业项目的一般特点, 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 资金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

由于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户, 而农户对开展农业生

产所需的各种服务无法自我提供, 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

接收有偿服务的支付能力, 这就需要政府为农民提供这

些服务, 作为旨在提高耕地质量和农业生产力, 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增加农民收入的土地整理项目

在中国属于非盈利的公益性项目, 土地整理项目的资金

主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

2) 土地整理项目的综合性

土地整理项目以提高规划区的综合生产能力为目

的之一, 不仅需要从农业生产入手, 还需要根据当地的

实际情况, 协调农、林、牧、副、渔和加工各业之间的关

系, 综合开发所在区域的土地资源[ 4 ] , 例如将农业和旅

游业结合在一起, 发展观光农业; 通过土地整理发展农

产品加工业, 绿色农产品出口等等。对土地整理项目进

行评价不仅需要考虑农业生产因素, 还应考虑项目实施

对其它相关产业的影响, 分析项目的间接收益。

3) 土地整理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

一般来说, 土地整理是在原有农业资源的基础上进

行的, 土地整理行为属于“改扩建”行为, 对土地整理项

目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宜采用“有无对比法”, 根据增量指

标, 评价项目的可行性。

1. 2　土地整理项目国民经济评价含义与方法选择

国民经济评价指的是按照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 从

国家整体的角度, 用影子价格等经济参数分析项目的效

益和费用, 计算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 从而评价项

目的经济合理性[ 5 ]。土地整理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指的

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计算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给国家带

来的净贡献, 从而评价土地整理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土

地整理项目的以上特点, 决定了在对土地整理项目进行

国民经济评价时, 除了需要考虑项目的直接效益外, 还

需分析项目实施对当地带来的间接效益, 运用“有无对

比法”跟踪项目的增量现金流来计算项目增量投资的各

项盈利指标, 评价土地整理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2　直接增量效益的组成和计算

项目实施带来的增量效益分为直接增量效益和间

接增量效益。直接增量效益是有项目时的直接效益与无

项目时的直接效益之差, 直接效益的计算是在财务估算

基础上进行的, 由于土地整理项目财务估算与农业项目

财务估算方法大同小异, 本文不再赘述。

2. 1　直接增量效益的组成

土地整理项目直接增量效益指项目实施后给当地

农业带来的增量效益。与一般农业项目比较, 土地整理

项目具有系统性、新增性、预防性的特点, 其直接增量效

益至少应包括新增耕地带来的收益、农业生产条件改善

带来的总收益的增加、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带来的损

失减少等3 项收益。

2. 2　直接增量效益的计算

从项目运营的角度, 项目的直接收益最终体现在项

目的现金流入上, 包括农产品的销售收入 (包括农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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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消耗的农产品)、项目最后一年的固定资产回收等。其

中固定资产回收在项目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年实现, 其它

年此项现金流入均为零值。直接增量效益可以用以下公

式计算。

V 1j = I 1j + I 2j - (L 1j + L 2j ) (1)

式中　V 1j—— 第 j 年的直接增量效益; I 1j ,L 1j—— 分

别为有无项目时第 j 年的产品销售收入; I 2j ,L 2j—— 分

别为有无项目时第 j 年的固定资产回收额。

3　 直接增量费用的计算

与项目的直接增量效益相对应的是项目的直接增

量费用, 它指的是有项目时的直接增量费用和无项目时

的直接增量费用之差, 当项目的实施使得项目的经营成

本下降时, 直接增量费用可以为负数, 直接增量费用计

算如下。

F 1j = O 1j + O 2j + O 3j - (P 1j + P 1j + P 1j ) (2)

式中　F 1j—— 第 j 年的直接增量费用; O 1j , P 1j—— 分

别为有无项目时第 j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 O 2j , P 2j——

分别为有无项目时第 j 年的经营成本; O 3j , P 3j—— 分

别为有无项目时第 j 年的其他费用项目的直接增量费

用包括, 项目建设期的各种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生产的

经营成本和其他费用。

4　间接增量效益的组成和估算

土地整理项目的间接效益是土地整理项目除直接

效益以外给社会带来的其它收益。项目的间接增量效益

是指有项目和无项目情况下的间接收益之差, 表示项目

实施间接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新增收益。土地整理项目的

间接增量效益主要包括项目实施后, 水资源集约利用带

来的节水效益; 农业结构调整给当地农产品加工业、出

口业、运输业带来的收益; 改善生态环境带来的生态效

益。事实上项目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除了以上几项主

要内容外, 还应包括带动当地的就业、建材加工业 (工程

施工中需要材料)、旅游业等所带来的效益。

计算项目的间接效益应在充分分析项目实施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基础上, 确定各项具体指标。本文

选取了节水增量效益、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业、运输业增

量效益等4 个指标来衡量项目的间接效益。

4. 1　节水增量效益

通过土地整理改善项目区内原有的农田灌排设施,

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 从而节约了部分水资源, 其效益

的估算可以按照以下的公式进行

W 1 = (a1s1 - a2s2) × p (3)

式中　W 1—— 节水效益; a1—— 整理前每公顷耕地年

均用水量; a2—— 整理后每公顷耕地年均用水量;

s1—— 整理前耕地的数量; s2—— 整理后耕地的数量;

p —— 单位水量的价格, p 值根据当地的实际物价水平

来确定。

4. 2　给农产品加工业带来的增量效益

项目的完成使得整理区农业生产规模扩大, 部分农

产品产量随之增加, 相应农产品加工业规模扩大、收益

增加; 同时, 部分农产品在农业结构调整以后产量可能

下降, 致使相应农产品加工业萎缩, 收益减少, 引起项目

的间接损失。综合项目间接效益和间接损失可以估算项

目给当地农产品加工业带来的新增净效益。

W 2 = ∑
n

i= 1
M i × bi1 × ci1 - ∑

m

j = 1
N j × bj 2 × cj2 (4)

式中 　W 2—— 项目给农产品加工业带来的效益;

M i—— 整理后农产品 i 增加的年产量; N j—— 整理后

农产品 j 减少的年产量; bi1—— 农产品 i 增加的产量用

于加工业的比例; bj 2—— 农产品 j 减少的产量中原来

用于加工业的比例; ci1——单位农产品 i给农产品加工

业带来的收益; cj2—— 单位农产品 j 给农产品加工业

带来的收益。

农产品 i 表示项目实施后产量得以提高的农产品,

农产品 j 表示项目实施后产量下降的农产品, 一般可以

用农产品年产值代替农产品年产量来计算这部分效益。

4. 3　给农产品出口企业带来的效益

项目的实施给农产品加工业带来效益外, 同时促进

了农产品出口业的发展, 增加了当地农产品出口企业的

收益, 这部分效益的计算如下。

W 3 = ∑
n

i= 1
M i × d i1 × ei1 - ∑

m

j = 1
N j × d j2 × ej2 (5)

式中 　W 3—— 项目给农产品出口业带来的效益;

d i1—— 农产品 i 增加的产量用于出口业的比例;

d j 2——农产品 j 减少的产量中原来用于出口业的比例;

ei1—— 单位农产品 i 给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业带来的收

益; ej2—— 单位农产品 j 给农产品加工业出口业带来

的收益; 农产品 i 和 j 分别表示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后产

量上升和下降的农产品。

4. 4　项目给交通运输业带来的收益

农业产量的增加和农产品品种的增多必然带动了

当地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特种农产品所需要的特殊运输

条件还会刺激运输业向多样化方向发展, 项目实施给当

地运输业带来的效益的计算如下。

W 4 = ∑
n

i= 1
M i × g i1 - ∑

m

j = 1
N j × g j2 (6)

式中 　W 4—— 项目给运输业带来的效益; g i1—— 单

位农产品 i 的运费; g j2—— 单位农产品 j 的运费; 农产

品 i 和 j 的含义同上。

4. 5　间接增量效益

项目的间接增量效益是以上各项增量效益的总和。

V 2j = W 1j + W 2j + W 3j + W 4j (7)

式中　V 2j—— 项目在第 j 年给社会带来的总间接增量

效益。

5　 国民经济盈利能力分析

土地整理项目的盈利能力主要体现在项目生命周

期内增量经济净现值和增量经济内部收益率 2 个指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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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增量经济净现值

项目的国民经济效益指项目实施后给项目区带来

的直接增量效益和间接增量效益的总和扣除各项费用

后的收益, 用现金流量指标表示。

N V j = V 1j + V 2j - F 1j (8)

式中　N V j —— 项目在第 j 年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项目在生命周期内的总效益用项目增量经济净现

值表示, 其反映了由于项目实施对国民经济所做贡献的

增量绝对指标, 用社会折现率将项目生命周期内各年的

净效益增量折算到建设初期的现值之和。

EN PV = ∑
n

j = 1

N V j

(1 + i) n (9)

式中 　EN PV —— 项目的增量经济净现值; n—— 项

目的生命周期; i—— 社会折现率。

当增量经济净现值大于零时, 表示国家为拟建项目

付出代价后, 除得到符合社会折现率的社会盈余外, 还

可以得到以现值计算的超额社会盈余。

5. 2　增量经济内部收益率

除了项目的增量经济净现值以外, 项目的增量经济

内部收益率也是评价项目的重要指标, 项目的增量经济

内部收益率指的是, 使项目计算期内的增量经济净现值

等于零时的折现率, 表示项目占用的投资对国民经济的

净贡献能力, 是一个相对指标, 用 E IR R 表示。

∑
n

j = 1

N P j

(1 + E IR R ) n = 0 (10)

增量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社会折现率, 说明

项目占用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净贡献能力达到或者超过

社会折现率的要求, 因而项目是可以接受的。

除了对土地整理项目进行国民经济盈利能力分析

以外, 如果农产品是出口创汇的或者能够替代进口从而

节省外汇的, 还需进行项目外汇效果分析。

6　国民经济评价案例

项目区位于晋江市九十九溪两岸, 包括池店镇、陈

埭镇、青阳镇和磁灶镇 4 个乡镇。4 个乡镇土地总面积

162. 50 km 2, 项目区整理面积为347. 6 hm 2, 土地整理项

目实施后, 耕地由原来的199. 5 hm 2 增加到253. 8 hm 2,

灌溉区稻田灌溉保证率达90% , 渠系水利用系数由原来

的0. 5 增加到0. 77 以上。

6. 1　财务估算

项目生命期预计为 22 年, 其中建设期 2 年, 本项目

总投资 1656. 14 万元,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1317. 8 万元。

项目运营的流动资金由农户承担, 非流动资金部分80%

由国家拨款, 其余部分地方自筹。若不实施项目, 为维持

原有生产规模对原有设施进行维护和改造, 这部分费用

为40. 8 万元, 项目区原有固定资产约150 万元。

项目建设过程中, 由于工程施工的影响, 生产能力

大约只有设计能力的40%。项目完成后受有些经济作物

非当年种当年收及整理后土壤还未恢复肥力等因素的

影响, 第一年生产能力约为正常生产能力的 60% , 第二

年达到80% , 第三年开始才能正常生产。项目完成后, 项

目区将主要种植水稻、大豆、甘薯、玉米、香蕉、蔬菜、台

湾金苹枣、台湾蕃石榴、台湾杨桃、台湾脆桃等。

正常生产年份有项目时总产值预计为 1340. 1 万

元, 无项目时目前总产值为952. 6 万元。施工完成后项

目运营费用主要包括水利费、维护费、折旧费和摊销费、

种植成本费、管理费、营销费等, 各项费用按当地物价水

平确定。

6. 2　国民经济评价

本土地整理项目直接在财务估算的基础上进行国

民经济评价, 影子价格按换算系数 0. 9 折算, 各成本费

用换算后的数据具体见表1 国民经济效益费用流量表。

表 1　国民经济增量效益费用流量表

T ab le 1　Fee flow of national econ lm y benefit 万元

序号 项目
建设期

1 2

生　产　期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增量

效益

流量

产品销售
收入

- 375 - 375 - 134 108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349

回收固定
资产余额

62

项目间接
收益

149 19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247 247 247 247 247 247 247 247 247 247

增量

费用

流量

项目投资 727 727

经营费用 - 286 - 286 152 152 152 152 152 160 165 170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178

项目间接
费用

18 2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其他费用 111 111

净现金流量 - 927 - 927 - 155 129 414 414 414 407 402 397 389 389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社会折现率取 12% , 经计算经济内部回收率为

13. 12% , 大于12% 的社会折现率; 经济净增值为149. 29

万元, 大于零; 投资回收期18. 9 年, 可见, 本土地整理项

目的实施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有效益, 是可行的。

本文从土地整理项目的特点出发, 提出在“有无对

比法”基础上, 结合项目间接效益计算, 对土地整理项目

进行国民经济评价的方法, 并结合福建晋江九十九溪土

地整理项目做了国民经济评价的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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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 l econom y eva luation m ethod of land con sol idation project
G ua n Ta o 1, S he n Yongya ng 1, Yu W a njun1, Zong Xia o jie 2, L i Xuem in3

(1. Colleg e of S ou theast L and M anag em en t, Z hej iang U niversity , H ang z hou 310029, Ch ina;

2. Colleg e of Com p u ter and Inf orm a tion, Z hej iang Ind ustry and Comm erce U niversity , H ang z hou 310025, Ch ina;

3. M aiz e R esearch Institu te, S hanx i A cad em y of A g ricu ltu ra l S ciences, X inz hou 034000, Ch ina)

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land con so lida t ion p ro ject, based on "W ith and W ithou t m ethods" ,

the indrect benefit w as in troduced to the na t iona l econom y evalua t ion. A ll k inds of charges and benefits w ere ana2
lyzed. EN PV and E IRR of increased investm en t w ere ca lcu la ted and econom ic resonab ility of p ro ject w as deter2
m ined.

Key words: land con so lida t ion; econom ic evalua t ion; W ith and W ithou t m ethods; ind irect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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