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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借鉴农业、林业、水利工程等土地整理相近或相关行业的项目后评价 , 在理论层面上建立起由统计分析方法、对比法、逻辑框
架法、成功度法和综合评判法共同构成的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方法体系。介绍各方法的含义、操作步骤及关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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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 Post-evaluation Methodology for Land Arrangemen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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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post-eval uationfor the projects inthe close or relevant industries of land arrangement such as agriculture , forestry and hy-
draulic engineering , the post-evaluation method systemfor land arrangement project composed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 contrast method , logical
framework method , success degree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was set up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 And the meaning , operati ng steps and
key points of each method were introduc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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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我国土地整理投资项目后评价理论研究和实践工

作尚未开展 , 但农业、林业、水利工程、土地开发和治理等土

地整理相近或相关行业的项目后评价,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

展和完善。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是对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立项决策、设计的技术经济要求及其项目的目标, 通过对土

地开发整理投资活动实践的检查总结, 找出项目实施实际和

项目规划设计目标的差异, 客观分析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在营

运管理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评价项目的效果、

效益、作用和影响 , 判断项目目标是否完成, 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规划、设计是否合理, 项目的主要效益指标是否实现, 并通

过建立有效的后评价反馈机制, 指导拟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改进和完善, 从而提高土地开发整理投资效益。

1  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基本内容[ 1]

1 .1  目标评价 评定项目立项时原来预定的目的和目标的

实现程度, 是项目后评价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 项

目后评价要对照原定目标设定的主要指标, 检查项目实际实

现变化的情况和变化, 分析实际发生改变的原因, 以判断目

标的实现程度。

1 .2  实施过程评价 应对照立项评估或可行性报告时所预

计的情况和实际执行的过程进行比较和分析, 找出差别, 分

析原因。一般要分析以下几个方面: 项目的施工准备、项目

的变更和调整、工程进度和实施情况、工程质量控制情况、财

务执行情况、项目的管理和机制, 以及配套设施和服务条件

评价。

1 .3  效益评价 土地整理项目的效益评价也分财务评价和

国民经济评价。财务评价立足于业主 , 属于微观经济评价 ,

国民经济评价属于宏观经济评价。目前方法比较成熟 , 主要

还是通过一些基本指标的计算, 对比与可研阶段的差距来衡

量来判定效益具体情况。主要指标有内部收益率、净现值、

净现值率、投资回收期等。

1 .4 影响评价  土地整理项目的影响评价包括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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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经济影响评价主要分析评价项目对

所在地区、所属行业和国家所产生的经济方面的影响。评价

内容主要包括分配、就业、技术进步等 , 由于部分因素难以量

化, 一般只能做定性分析。也有学者借鉴国外经验, 把这部

分内容并入社会影响评价的范畴 ; 环境影响评价是对农地环

境要素评价的过程, 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环境影响、农作物和

周边植被生长的环境影响、农民生活环境影响 ; 项目的社会

影响评价是对项目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方面有形的和无形的

效益和结果的一种分析 , 重点评价项目对所在地区的影响 ,

一般包括贫困、平等、公众参与和可持续性等内容。

2  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主要方法

2 .1 统计预测方法[ 2]  

2 .1 .1  统计方法( Statistic Analyzing Approach) 。后评价的大

量基础资料是以统计数据为依据的, 后评价的调查在许多方

面与统计调查相同, 其数据的处理方法也与统计分析类似。

因此, 统计原理和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在后评价实践中, 也是

后评价方法论原则之一。统计是一种从数量方面认识事物

的科学方法。统计工作包括统计资料的搜集, 整理和分析3

个紧密联系的阶段。统计资料的搜集、一般称为统计调查 ,

是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的前提。统计调查的方法常用的有

直接观察法、报告法、采访法和被调查者自填法等。统计报

表是统计调查的一种基本方式, 报表包括的范围比较全面 ,

指标体系比较系统, 分组比较齐全, 指标内容和调查周期相

对稳定。统计调查的另一种主要方式是专门调查。专门调

查又可分为普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4 种。统

计资料整理是根据研究的任务, 对统计调查阶段获得的大量

原始资料进行加工汇总, 使其系统化、条理化、科学化, 以得

出反映事物总体综合特征资料的工作过程。统计资料的整

理分科学的统计分组、科学的汇总、编制科学的统计表, 统计

资料的汇总方式可分为逐级汇总、集中汇总、综合汇总; 汇总

技术包括对资料的检查、资料的分组分类和专门的汇总手

段; 检查资料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逻辑检查和计算检查。统计

分组是根据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按照一定的标志, 将所研究

的社会经济现象划分为若干性质相同的部分或组。分组之

后, 组内各单位性质相同, 组与组之间性质相异。统计资料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8 ,36(4) :1644 - 1646                     责任编辑 庆瑢  责任校对 马君叶



的汇总手段主要是计算机汇总。统计分析是根据研究的目

的和要求, 采用各种分析方法, 对研究的对象进行解剖, 对

比、分析和综合研究, 以提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

规律性。统计分析的方法有分组法、综合指标法、动态数列

法、指数法、抽样和回归分析法、投入产出法等。

2 .1 .2 预测原理和方法。预测是对尚未发生或目前还不明

确的事物进行预先的估计和推测 , 是在现时对事物将要发生

的结果进行探讨和研究。项目后评价主要采用的预测技术

包括趋势外推法、参照对比法、专家调查预测法等。预测技

术应用于项目后评价中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在有无对比法

中, 对项目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效果进行假定的估测。二是对

项目今后效益的预测, 这种预测以后评价时点为基准, 参考

时点前的发展趋势, 一般采用项目前评估的方法进行测算。

其预测步骤有: ①预测因素分析。根据预测目的, 明确需要

研究的变量, 而后分析影响这些主要变量的因素。②搜集和

审核资料。广泛搜集有关的历史和现实资料, 包括问题和各

种不同意见等。认真审核资料, 保证其完整性和可比性。③

绘制散点图。在进行回归分析和趋势预测时, 可先将审核后

的资料绘制散点图, 观察其结构形式, 作为选择数学模型的

依据。④选择数学模型和预测方法。⑤检验预测技术和适

用性。⑥预测并选定预测值。

2 .2  对比法  对比法( Antithesis) 是后评价方法的一条基本

原则, 包括前后对比和有无对比[ 3 - 4] 。“前后对比”是将项目

可行性研究和评估时所预测的效益和项目竣工投产运行后

的实际结果相比较, 找出差异和原因。这种对比用于提示项

目的计划、决策和实施的质量, 是项目过程评价应遵循的原

则。“有无对比”是将项目投产后实际发生的情况与没有运

行投资项目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对比, 以度量项目的真实效

益、影响和作用。对比的重点主要是分清项目自身的作用和

项目以外的作用, 这种对比用于项目的效益评价和影响评

价。从项目管理角度看 , 土地整理投资项目都是改建或扩建

项目, 在项目投资效果的计算时仍应采用“有无对比法”, 有

无对比法能真实地度量项目的投资效益、影响和作用, 是土

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一个重要方法。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

中效益或效果的计量, 就是要剔除那些非项目因素, 对归功

于项目投资的效益或效果加以正确的定义和度量。由于无

项目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往往无法确切地描述, 项目后评价中

只能用一些方法去近似度量项目投资的增量。比较理想的

方法是在土地整理项目区以外, 找一个基础设施、经济基础、

经营规模等方面类似于项目区的地区作为“对照区”, 将后评

价时的已整理项目区效益与同时期经过相应调整的“对照

区”的效益进行对比, 能比较科学、准确地计算出因土地整理

项目投资引起的效益或效果增量。有无项目对比法常和定

量分析、定性结合在一起 , 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 可以得到满意

的效果。

2 .3 逻辑框架法 逻辑框架法( Logical Framework Approach ,

LFA) 是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 1970) 开发并使用的一种设

计、计划和评价的工具。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和世行等金融

组织广泛采用该法进行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 5] 。逻辑框架

法( 简称LFA) 是一种概念化论述项目的方法, 即用一张简单

的框图来清晰地分析一个复杂项目的内涵关系, 使之更容易

理解。其基本模式如表1 所示。

表1 逻辑框架模式

Table 1 Logical framework mode

层次描述

Description

level

客观验证指标

Objective verifiable

indicators

验证方法

Verification

method

重要假定条件

Important

assumptions
目标/ 影响

Goals/ i mpact
目标指标 监测和监督手段及方法 实现目标的主要条件

目的/ 作用
Objective/role

目的指标 监测和监督手段及方法 实现目标的主要条件

产出/ 结果
Output/ results

产出物定量指标 监测和监督手段及方法 实现产出的主要条件

投入/ 措施
Input/ measures

投入物定量指标 监测和监督手段及方法 实现投入的主要条件

  目标通常是指高层次的目标, 即宏观计划、规划、政策和

方针等 , 其层次目标的确定和指标的选择一般由国家或行业

部门负责。目的是指项目直接的效果和作用。一般应考虑

项目为受益目标群带来什么, 主要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成果

和作用。其评价指标应根据具体项目来确定。产出是指项

目的建设内容或投入的产出物, 一般要提供项目可计量的直

接结果。投入是指项目的实施过程及内容, 主要包括资源的

投入量和时间等。

重要的假定条件主要是指可能对项目的进展或成果产

生影响, 而项目管理者又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 , 即风险或限

制条件。这种失控的发生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是项目所在地

的特定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其次, 政府在政策、计划、发展战

略等方面的失误或变化给项目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第三, 管

理部门体制所造成的问题, 使项目的投入产出与其目的目标

分离。项目的假定条件很多, 一般应选定其中几个最主要的

因素作为假定的前提条件。

逻辑框架法可以帮助后评价人员理清建设项目中的因

果关系、目标关系与手段关系、外部条件制约关系。当框架

矩阵的各项内容都填满后, 可使后评价人员对项目的全貌有

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

2 .4 成功度法[ 6]  成功度评价( Success Degree Evaluation Ap-

proach) 是依靠评价专家组的经验, 综合测评各项指标的评价

结构结果, 对项目的成功程度做出决定性的结论, 也就是俗

称的打分的方法。成功度评价是以逻辑框架法分析的项目

目标的实现程度和经济效益分析的评价结论为基础, 以项目

的目标和效益为核心 , 所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评价。进行成功

度分析时, 首先确立项目绩效衡量指标 , 然后根据如表2 的

评价体系将每个绩效衡量指标进行专家打分。

在评定具体项目的成功度时, 并不一定要测定表中的所

有指标。评价人员首先要根据具体项目的类型和特点 , 确定

表中指标与项目的相关程度, 把它们分为重要、次重要和不

重要3 类。对不重要的指标不用测定, 只需要测定重要和次

重要的项目内容。对于土地整理的项目而言, 实际需测定的

指标在15 ～20 项左右。在测定各项指标时 , 采取打分制, 即

按上述成功度等级分别用A 、B、C、D、E 表示。通过指标重要

性分析和单项成功度结论的综合 , 可得到整个项目的成功度

指标, 也用A 、B、C、D、E 表示。在具体操作时, 项目评价组成

员每人填好一张表时 , 对各项指标的取舍和等级进行内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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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或经必要的数据处理 , 形成后评价的成功度表, 同时将评

价结果写入评价报告。

表2 项目评价成功度等级

Table 2 Rating of success degreeon project evaluation

成功度

Success degree

级别

Grade

项目目标实现

Achievement

项目的效益和影响

Bencfit and effect
完全成功
Entire success

A 已全面实现或通过 巨大

成功
Success

B 大部分已经实现 达到了预期

部分成功
Partial success

C 部分实现 一定

不成功  D 非常有限 几乎没有产生

失败
Failure

E 无法实现 项目不得不终止

  成功度评价法的缺憾在于成功度评价方法主要是定性

分析。在定性分析中, 有些指标( 如社会影响) 的表述, 带有

模糊性, 即没有明确的外延, 其内涵也是相对的, 具有模糊和

非定量化的特点, 对其进行评价, 只能采用单一的定性语。

受文化水平、知识结构、社会经历和能力大小的影响 , 人们对

各项影响因素的褒贬程度也不相同, 以致很难确定这些因素

的具体评判值, 很难对这些模糊信息资料进行量化处理和综

合评价 , 即使做出了评价 , 也是片面和静止的。模糊综合评

价法则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2 .5 综合评判法

2 .5 .1 模糊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是一种多层次、

多因素场合对事物进行综合评定的方法。具体评价步骤如

下: ①建立模糊综合评价集合。设评判对象的影响因素为 :

U{ u1 , u2 , ⋯, um} , 评价集合为 :{ v1 , v2 , ⋯, vn} ; ②确定被评

价事物相关各因素的隶属度。首先对 U 集合中的单因素 ui

( i = 1 ,2 , ⋯m) 作单因素评判 , 从因素 u i 着眼确定该事物对

评价等级 vj( j = 1 ,2 , ⋯n) 的隶属度 Rij 则得出第 i 个因素 ui

的单因素评判集 r i = ( r i1 ,r i2 , ⋯r i m) , 它是评价集 V 上的模糊

子集。则 m 个着眼因素的评价集就构造出一个总的评价矩

阵 R , 反映了两集合 U、V 间所存在的某种相关关系:

R =

R11 R12 ⋯ R1 n

R21 R22 ⋯ R2 n

⋯ ⋯ ⋯ ⋯

Rm1 Rm2 ⋯ Rmn

其中, Rij 表示因素 ui 对抉

择等级 vj 的隶属程度。它构成模糊综合评判的基础。③确

定各评价因素对评价对象的权重。对于被评判事物, 由于从

不同的着眼因素可以得到绝然不同的结论, 而且在诸多着眼

因素 ui( i = 1 ,2 , ⋯m) 中 , 对总评价的影响程度不一, 存在着

模糊择优因素。故评价的着眼点可看成着眼因素论域 U 上

的模糊子集 A, 记作: A( a1 , a2 , ⋯, am) ; 式中 , ai( 0 ≤a i ≤1) 为

u i 对 A 的隶属度, 它是单因素 ui 在总评价中影响程度的一

种度量。A 称为因素 ui 的重要程度系数, 或称权重。④综

合评价。在确定了模糊矩阵 R 和模糊向量 A 时, 则可作模

糊变换来进行综合评判 : B = A * R = ( b1 , b2 , ⋯, bn) 。土地

整理项目后评价指标具有层次性, 且指标种类较多, 需要进

行多层次综合评判。只要把低层次诸因素看作子问题 , 先对

诸子问题分别进行综合评判, 然后对总体进行综合评判即

可, 即先对低层次的因素进行综合, 再对一层次的因素进行

综合。

2 .5 .2 层次分析法。多目标决策问题中的指标权重反映各

个指标的重要程度, 其指标或因素的权重反映项目实施对社

会、资源、生态、环境等不同方面的影响程度。确定土地整理

项目指标的权重, 可采用层次分析方法 , 具体过程如下: ①建

立多层次的指标体系结构, 将项目实施总影响通过多层指标

层次化; ②确定层次指标间的隶属关系 , 从低层次到高层次 ,

对同一层次指标进行两两比较, 将比较值按顺序排列, 构造

各层次的判断矩阵; ③计算各评价指标的相对权重; ④一致

性检验; ⑤层次总排序, 将相同指标在各层次中的权重加总 ,

得出该指标最终的总权重。

3  讨论

(1) 开展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研究, 有利于找出土地整

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促使项目最大程度地实现预期

目标, 提高土地整理决策水平, 实现对项目实施的监督和考

核, 并最终保证土地整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 2) 尽管目前土地整理投资项目后评价理论研究和实践

工作处于初级阶段, 但针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具有农业项

目、林业项目和水利设施项目的综合性质这个特点, 通过借

鉴农业、林业、水利工程等土地整理相近或相关行业的项目

后评价 , 建立起了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方法体系。其中 , 统

计分析方法一般应用于基础资料和指标的确定过程中 , 为后

评价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是贯穿后评价过程的基本数

据采集方法和数据获取基础, 但对于项目成功与否这样结论

性的意见难于直接明了地予以显化。而对比法、逻辑框架

法、成功度法和综合评判法可以直接地给出结论, 由于每种

方法评价角度不同, 有时一个项目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得

出结论 , 其中综合评判法由于因素考虑周全已在相关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

(3) 由于目前土地整理项目实际的效益还没有发挥出

来, 土地整理后评价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 因此没有对项目

的后评价指标做一个实证研究, 仅在理论层面上讨论土地整

理后评价方法论体系 , 希望对我国的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建

立完善的方法论体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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