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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蔬菜瓜果产业为例 

陈卓  吴伟光  吴维聪  曹先磊  续竞秦 

( 1．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临安 311300; 2． 浙江省农民发展研究中心，

临安 311300;3． 浙江农业厅计财处 杭州 310020) 

【摘 要】现代农业园区对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加快区域农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

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调查数据，以蔬菜瓜果产业为例，采用 Critic 赋权法，从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科技示范效益及综合效益等方面评估了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瓜果蔬菜产业的建设绩效水平，同时构建计

量经济学模型定量分析了资金投入与来源、经营主体特征、园区特征及园区所在县( 区) 经济社会特征对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绩效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水平有待提高; 资金投入量、“公司 + 合

作社”经营主体及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园区建设绩效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种植规模与所在地人口密度等因素的影

响显著为负。并提出合理增加资金投入，进一步向现代农业园区倾斜; 加大现代农业主体培育力度，尤其注重对 “公

司 + 合作社”型主体的培育; 构建现代农业园区的长效运行与管护机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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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农业园区是以科技示范、辐射及推广为主要内容，以规模化生产为基础，由一元或多元主体投资建设，以农业企业、

专业合作社及种养大户等为运作主体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
①
。近年来，现代农业园区在全国迅速兴起，各地通过探索区域特色的

园区经营模式，促进了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为加快区域农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 2012 

年底，全国已建成农业园区 3 万家以上
②
，其中，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产粮 1 251. 5 亿 kg，用全国 13% 的耕地生产出全

国 21. 2% 的粮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58. 5%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 081 5 万元
③
。 

2010 年，浙江省启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按照政府引导、地方为主、省级扶持的思路，多元参与，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园

区取得积极成效。截止 2012 年底，已确定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创建点 138个，经认定基本建成现代农业综合区 11个，包括 56

个产业示范区与 199 个特色农业精品园，面积达 2. 47 万 hm2，累计投入资金 114. 39 亿元。通过突出基础设施与重点农业

项目建设，园区内产业发展规模与产业层次得以提升，生产经营规模化、设施化、标准化、产业化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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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效果如何、哪些因素影响着园区建设绩效，是决策者与学界十分关注的现实问题。纵观学者对现代农

业园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分支: 其一是对现代农业园区的概念内涵、分类及其功能特征、运行管理与发展模式的研究
④~⑦

; 其

二是从评价指标体系的视角对现代农业园区绩效进行分析，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指数法

等
⑧~○11

。已有研究主要以个案调查与定性分析为主，选取的指标体系差异较大并存在争议，尚未对园区建设绩效开展较为科学的

定量评估，同时没有考虑到外生环境因素对园区绩效的可能影响，对哪些因素决定了园区建设绩效水平缺乏深入探讨。 

为此，该文旨在客观评价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建立计量模型定量考察影响园区绩效水平的可能因素，提出完善

与促进园区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健康发展提供经验借鉴。鉴于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整体发展历史

较短，加之不同园区产业类别差异较大，该文以蔬菜瓜果产业为例进行研究。 

1 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 评价方法 

该文依据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目标与实际建设情况，选取相关指标，采用 Critic 赋权法对园区建设绩效进行评价。

Critic ( 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r criteria correlation) 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基本思想是综合运用指标内对比

强度与指标间冲突性来体现该指标的重要程度
○12○13

。相较于其它客观赋权法仅单独考虑指标的信息量或独立性，Critic 法具有

明显的优越性，它用标准差表示指标的信息量 ( 即对比强度) ，用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衡量指标的独立性 ( 即冲突性) 。采用

极差变化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后，设 Cj为第 j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则 

 

其中，σj 是指标 j 的标准差，rij为指标 i 与指标 j 的相关系数，∑ni = 1(1-rij )则度量了指标 j 相对于其它所有指

标的独立性。σj越大，rij越小，则 Cj越大，表明指标 j 的相对重要性越大。因此，指标 j 的权重为 wj= Cj/ ∑nj = 1Cj。 

1. 2 数据来源 

该文数据来自 2012 年底浙江省农业厅针对全省现代农业园区的调研数据，内容涉及园区资金投入、基本建设、科技应用、

品牌建设、主体参与及经济效益等情况。共获得 124个现代农业综合园区，涉及 826个示范区与精品园，其中，种植类占 68% ，

蔬菜瓜果产业园区共有 137个，剔除数值缺省的，最后得到 104个有效园区数据。 

2 绩效评价与结果 

2. 1 指标选取与权重处理 

基于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规划目标，即 “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单位面积产出显著高于周

边同类地区，示范带动效应明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结合园区实际发展状况，参考已有研究［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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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该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科技示范效益来评估园区的建设绩效①。其中，经济效益用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值、

单位面积纯收入及较周边同类单位增收来表示，社会效益用辐射面积与培训农民数量来衡量，科技示范效益以标准化生产面积

比例、良种化率及农产品品牌来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科技示范效益三者得分的加权平均即为园区综合绩效水平，简称

为综合效益。具体指标及权重见表 1。 

从表 1 可看出，经济效益对综合效益的贡献最大，权重为 0. 408 9，其次是科技示范效益与社会效益，权重分别为 0. 386 

5 与 0. 204 6。在经济效益中，劳动生产率最为重要，其次是单位面积产值、较周边同类单位增收及单位面积纯收入; 在社会

效益中，辐射面积的贡献超过培训农民数量; 在科技示范效益上，标准化生产面积比例的贡献最高。 

 

2. 2 绩效评价结果 

为表现不同特征园区绩效水平差异，该文从不同区块①、种植品种及建设主体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理论上，绩效

得分应在 0 到 100 之间，而实际综合效益得分为 13. 7 ～ 63. 8，平均得分仅为 38. 95，表明目前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

水平不高，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不同园区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差别较大，科技示范效益

与综合效益差异较小。 

从区块类别上看，示范区的社会效益明显高于精品园，而其它效益没有显著差别。这是因为精品园的种植规模较小，辐射

带动效应不如示范区明显。 

根据种植品种将园区划分为瓜果、瓜果 + 蔬菜、蔬菜等 3个类别，瓜果类的经济效益略高于其它品种，而三者在其它效益

上没有明显区别。瓜果园区主要种植西瓜、西甜瓜等经济作物，其经济价值较高。根据建设主体形式，将园区划分为公司主体

型、“公司 + 合作社”主体型、合作社主体型。从表 2 可看出，“公司 + 合作社”主体型园区的各类绩效得分均高于公司与合

作社主体型，其中，社会效益得分是公司或合作社主体型园区的两倍多。这表明，较其它主体而言，“公司 + 合作社”模式能

更好地带动园区周边农户，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农民增收。 



 

 4 

 

3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科技示范效益等方面评估了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绩效，为了分析影响园区绩效水平的

因素，还将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以确定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其程度。 

3. 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将上述计算得出的各类效益得分作为因变量，用资金特征、经营主体特征、园区特征及园区所在

地经济社会特征作为自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其中，α 与 βi为待估参数，ε 为随机扰动项。 

 

资金特征用资金投入量 ( inv) 与财政资金投入占比 (pgover) 表示。资金的投入直接影响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先进农业

设施及机械装备的应用，进而影响园区绩效水平。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资金筹措实行政府财政拨款、补贴及建设主体

自筹相结合的方式。在资金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建设主体可能会更珍惜自筹资金的使用，来自省补或地方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

会低于自筹。因此预期资金投入越多，财政资金投入比例越低，那么园区建设绩效水平越高。 

建设主体特征包括建设主体类型 ( build) 与建设主体个数 (n build)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经营主体的园区运行模式不

同，其绩效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
○16 ~○18

。该文将建设主体分为 3 类，即公司主体型、“公司 + 合作社”主体型、合作社主体型，

用虚拟变量表示，并设定合作社主体型为基准组。理论上建设主体个数对园区绩效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建设主体

越多，技术扩散越广泛、示范带动效应越明显; 另一方面，如果建设主体过多，可能造成园区管理混乱，主体之间推脱责任，

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 

园区特征用种植规模 ( scale) 、种植品种 ( species) 、区块类别 ( area) 来表示。种植品种分为瓜果、瓜果 + 蔬菜

及蔬菜，用虚拟变量表示，设定蔬菜为基准组; 区块类别为 ( 0，1) 变量，0 为精品园，1 为示范区。园区所在县 ( 区) 经

济社会特征①包括人均 GDP 的对数 ( lnpgdp) 、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structure) 及人口密度 ( density)
○19
。

lnpgdp 代表园区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将 lnpgdp 的平方项放入模型中，用以考察园区绩效与人均 GDP 是否存在倒 U 型关系; 

structure 与 density 分别表示产业结构与自然地理因素。 

3. 2 计量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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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TATA 11. 2 进行稳健性回归，计量模型结果见表 3。模型估计的整体拟合优度 ( Ｒ2) 为 0. 15 ～0. 40，关于拟

合度的 F 检验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建立较为理想。回归结果表明: 资金投入量、建设主体类型、建设主体个数、种植

面积、所在县 ( 区) 的经济发展状况及自然地理条件对园区绩效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 

资金投入量对园区综合效益、经济效益及科技示范效益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对社会效益影响不明显。投入的资金越多，园

区内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越高，道路、排渠、用电更畅通便捷，先进农业设施与机械装备应用也更为广泛，从而提高了园区的经

济与科技示范效益，促进了园区发展。而资金来源对园区绩效水平没有显著性影响，表明来自省补、地方财政与经营主体的自

筹资金发挥着同样的效果。自农业园区建设以来，浙江省各市地针对园区发展设立专项资金，对财政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考核，

资金使用较为透明; 另一方面，资金投入采用 “以奖代补”，进一步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不同建设主体的园区建设绩效明显不同。公司主体型的社会效益显著高于合作社主体型园区，而其它效益没有明显差别; 除

经济效益外，“公司 + 合作社”主体型建设绩效明显高于公司、合作社主体型园区。一般而言，公司具有较为雄厚的资金支持，

能够更好的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同时公司可将先进的机械设备、种植技术及成熟的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农业生产中，具有较

强的示范带动辐射作用。然而，较大的契约签订成本、执行成本、监督成本及农民权益难以保障，制约着公司主体型园区绩效

的进一步提高
○17○20

，而 “公司 + 合作社”的经营模式综合了合作社与公司各自的优势，使得上述成本大为降低，形成产、加、

销紧密相连的产业链，其绩效表现最好。 

建设主体个数对园区社会效益与综合效益有显著性影响，尽管对经济与科技示范效益的影响并不明显，从方向上来看，是

正向的，表明目前园区内建设主体之间相互扶持，互相促进，存在技术扩散效应。 

在园区特征方面，种植面积越大，园区经济、科技示范及综合效益越差，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浙江现代农业园区处于建设初

期，配套设施、制度不够完善，规模效应还未显现。这与示范区的经济、科技与综合绩效水平低于精品园的结果相一致，尽管

该变量并不显著。在社会效益上，示范区显著高于精品园，这是因为示范区种植规模较高，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在种植品种上，

瓜果、瓜果 + 蔬菜、蔬菜园区之间的绩效并无显著差异。 

在所在县 ( 区) 经济社会特征方面，当地经济水平越发达，园区建设绩效越好，但当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的增长

反而会制约园区绩效的提高; 园区所在地的一产比重的增加将显著降低园区科技示范效益，这可能是因为一产比重越高的地区，

其农业生产越偏向于传统农业; 人口密度的增加将降低园区科技示范与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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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该文基于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调查数据，以蔬菜瓜果产业为例，结合园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建设目标，从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及科技示范效益等方面定量评估了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

明: 

( 1) 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水平有待提高。园区的综合效益平均得分仅为 38. 95，科技示范效应得分最高，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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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不同特征园区得分差异较为明显。 

( 2) 资金投入量对园区综合效益、经济效益及科技示范效应效益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对社会效益影响不明显。由于财政资

金使用较为规范、透明，资金来源渠道不影响园区的绩效水平，财政资金与经营主体的自筹资金发挥着同样的效果。 

( 3) 不同建设主体的园区绩效水平明显不同。“公司 + 合作社”主体型园区建设绩效最好，公司主体型园区的社会效益显

著高于合作社主体型。同时，园区内建设主体之间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主体个数越多，园区社会效益与综合效益越好。 

( 4) 园区种植规模、区块特征以及园区所在县 ( 区) 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自然地理条件对园区绩效水平有显著性影响。目

前浙江现代农业园区处于建设初期，规模效应尚未显现。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该文提出如下建议: 

( 1) 合理增加资金投入，进一步向现代农业园区倾斜。在投入机制上，注重资金整合使用，积极引导业主投入，形成多渠

道投入机制。部分地区虽对面向现代农业园区的财政资金投入做出较为明确规定，但县级层面统筹力度依旧不足，一些地方还

存在 “等、靠、要”的思想。尽管，用于农业园区建设发展资金每年已有所增加，但下达到每个综合区 ( 建设面积达 1 333. 

3hm2以上) 年资金总量平均仅为 200 ～300 万元，这与上海、苏南地区 4. 5 万 ～ 6. 0 万元 / hm2相比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 2) 加大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尤其注重对 “公司 + 合作社”型的培育。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的核心，高

素质的经营主体会带来资金、技术及先进的经营管理。同时，加强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业园区

从事现代农业。 

( 3) 构建现代农业园区的长效运行与管护机制。目前，农业园区属于建设阶段，除了创新投入建设机制，还要注重园区的

长效运营管护，明确园区管护内容与主体，实行专人专管，落实管护单位与责任人，确保农业园区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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