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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世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采用科学的标准尺度来描述和衡量农业发展的状况是必须的,在参考现

阶段国内外众多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湖南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湖南省农业总体上

已处在现代农业的初步发展阶段，其中农业投入水平较高，处于现代农业的基本实现阶段；农业产业化尚处于起点

阶段；农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农业支持保障水平尚处于起点阶段，农业经济结构处于农业现代化的起点

阶段；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已具备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湖南提前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

有利条件，但也存在制约因素，有许多难点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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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推进现代农

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 

关于现代农业的内涵与特征，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传统

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即实现农业现代化[1]。张晓山认为，现代农业是指处于

一个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具有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2]。具体就是指用现代工业力量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

理理论和方法经营的、生产效率达到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刘燕华认为，与农业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原始农业、传统农业、近

代农业）相比，现代农业具有产业结构体系、发展目标、产业功能、生产方式、发展驱动力、农业政策的制定、经营队伍等方

面转变的7 个特点[3]。 

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定量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岳文韬等人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

根据《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鉴》统计资料，建立了由13 个有代表性的指标组成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

标体系，对1986 年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中确定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4]。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情

报所“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在《评估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探讨》一文中，提出了由三层共19 项指标构成的农

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计算出各指标的标准值。与上一个指标体系相比，该指标体系将整个农业现代化进程划分为初步现代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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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现代化两个阶段，分别用同质不同量的指标来反映，体现了农业现代化从低级向高级逐渐演进的过程特性[5]。杨万江、徐星

明著的《农业现代化测评》一书中建立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将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解析为2个一级目标系统和5 个二级子

目标系统[6]。赵美玲依据现代农业的内涵和特征，并遵循现代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又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

我国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三级指标构成，分别为：①一级指标（生产水平，要素投入水平，支持保障水平和

可持续发展水平），②二级指标（10 个），③三级指标（30 个具体指标构成），但没有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

评[7]。 

总体而言，对现代农业的内涵，专家们有着不同的见解，有的从发展现代农业的物质基础角度阐述；或从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阶段来理解；或从现代技术运用角度来定义；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视角出发，但其对现代农业的定义有着独到

的看法与理解，极大的丰富了现代农业的研究，同时对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意义、问题以及对策做了大量的研究，对本

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现阶段多数现代农业评价指标研究，未给出准确的标准值，其原因有：①需要大规模的基层调

研，而一般性调查做不了；②各地差异很大，较难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值。但如果没有准确的标准值，我们就难以确定农业发

展到底处于何种发展水平。 

本文认为：现代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生产力角度主要体现为生产方式集约化、生产手段工业化、

生产技术现代化、生产布局集聚化；从产业发展角度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组织现代化；从外部政策角度主要体现

为支持体系社会化、投入机制公共化；从资源环境角度主要体现为资源利用高效化、产品生产绿色化。本文对湖南现代农业的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正是基于笔者对现代农业的理解，构建了包括农业投入水平、农业科技水平、农业支持保障水平、农业产

出水平、农业商品化水平、农业经济结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态水平等八个方面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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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整个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辅助指标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级指标，包括农业投入水平等8 个指标；第二

层次是二级指标，它们是对一级指标的细化，包括单位耕地农机总动力等28个评价指标；第三层次是辅助指标（表1）。 

2.2 评价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运用标准值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确定一个较为合适的标准值后，如果该指标达到这一标准值，可以被视为该指标值达

到了现代化水平（基本现代化），然后对该指标相对于标准化值在不同时点作标准化处理，计算出各指标在不同时点的标准化

值。假设个体指标为 Xj，标准值为 Xj0，那么不同指标（j）在不同时点上（i）的 Zji 则按以下公式得出标准化处理结果：Zji 

= Xji /Xj0，如果指标值 Xji＞Xj0，那么给定 Xji＝Xj0，使 Z 标准化结果不超过 1；如果 Xji＜0，则定义为 Xji＝0，使 Zji 为

非负结果。通过各个体指标的发展趋势和这些指标所反映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所处的水平，与国外比较后确定不同指标的标准值。 

2.3 标准值的确定 

笔者查阅国内大量己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湖南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

《中国金融年鉴2006》等的具体数据计算2005 年湖南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8- 10]。 

根据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和通过的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国情，并比照国外（主要是美国与欧盟）经验，

确定参照标准值（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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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及测评 

3.1 AHP 法的基本原理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相应的权重。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法）是由美国著名运筹

学家托马斯·莎迪（T.L.Saaty）教授于七十年代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11,12]。 

在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时，将采用“1 一9”标度表。即构成一个判断矩阵B，矩阵B 中各元素Cij 表示横向指标Ci 对各

列指标Cj 的相对重要程度的两两比较值。bij 表示甲指标与乙指标相比的重要性，见如下标度（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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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判断矩阵，可以计算出各级指标的权重，其计算步骤如下： 

①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②计算 Mi 的 n 次方根 

 

③对向量 

 

进行归一化运算，得： 

 

iw 即为所求的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在上述过程中，为了检验判别思维的一致性，还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通常，

当该指标小于0 时，我们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都是可以接受的。 

3.2 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构造判断矩阵，对指标间重要性进行比较判断，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限于篇幅，适当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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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湖南农业生产粮、猪构成比例较大，故把肉类生产与粮食生产并重，同等赋值。 

3.4 湖南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评 

前面已建立了湖南现代农业的评价指标体系，下面建立湖南现代农业的测评模型。 

 

由（5）式代入（6）式得： 

 

（7）式即湖南现代农业综合评价指标模型，其中Y 为综合评价指标指数，Yk 为第k 个一级指标数值，n 为一级指标的总

数量，fk 为第k 个一级指标权重，Wki 为第k 个一级指标中第i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Aki 为第k 个一级指标中第i 个二级指标

的数值，mk 为第k 个一级指标中二级指标的数量[13]。 

 

根据表 1，8个一级指标分别用 Y1、Y2、Y3、Y4、Y5、Y6、Y7、Y8 表示，再根据前面计算的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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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61.84）即湖南现代农业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湖南省现代农业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4 湖南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测评结果分析 

4.1 湖南农业投入水平指标 

该指标的得分为：72.58×0.1＋22.27×0.1＋86.66×0.4＋78.33×0.4＝75.48，即湖南农业投入水平较高，目前处于现代

农业的基本实现阶段。可以看到湖南的生产条件已有较大的改善，农业机械的使用较为普遍。农村用电量是伴随着现代农业和

农村分工分业发展而快速提高的，与农机动力有着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其运行方向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一致。 

化肥施用水平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化肥用量是这一水平的重要标志。湖南农业的施肥量已达到了现代农业的基本

实现阶段。虽然过多的化学肥料对土地和水体环境有不利影响，但现阶段仍不失为现代农业水平的一种重要表现。湖南农业的

有效灌溉率得分78.33，达到了现代农业的基本实现阶段，但这是以大量的水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的。 

4.2 湖南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强农业竞争力，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反映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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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程度。该指标的得分为：25×0.1＋5.56×0.4＋50×0.4＋10.4×0.1＝45.76，尚处于起点阶段。直

接融资比例得分25，尚处于准备阶段。农产品综合商品率得分55.56，达到现代农业初步发展阶段。农副产品加工率为35％，得

分为50，达到现代农业初步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数量一般占农产品总量的80%。湖南农副产品创汇能力仅为5.2%，

其分值为10.4，非常低。这说明湖南农业的国际参与度很小，农业对经济发展的外汇贡献己趋于负值、传统的粮猪型农业结构，

不具有比较优势。 

4.3 湖南农业科技水平 

湖南的农业科技水平得分为65.3，这反映了湖南农业生产已经具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距离。首

先，湖南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为52%，发达国家是70—80%。其次，反映湖南农业科研强度的具体指标：科研人员相对数值仅为2，

不到发达国家的1/10。再次，湖南农业劳动力素质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65.3％，得分为72.56，达到基本实现阶段。 

4.4 农业支持保障水平指标 

该指标得分为34.3，尚处于起点阶段。农业保险深度为0.0383，得分为0.48，几乎可以忽略，是所有二级指标中最低的，

处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准备阶段。农民组织化程度52.8％，得分58.67，达到现代农业初步发展阶段。财政支农力度2.95％，得

分为18.44 分，处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准备阶段。 

4.5 农业经济结构指标总体评价 

农业经济结构指标总体评价：14.29×0.33＋67.67×0.33＋10.37×0.33＝30.77，处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起点阶段。湖南

2005 年的农业总产值占GDP 比重仍为14%，具备下中等收入阶段的特征。湖南的养殖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40.6%，得分为67.66，

这可以说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初步成果，也预示着湖南农业内部的经济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农业就业比重为48.2，得分10.37，

处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准备阶段。 

4.6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湖南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起点阶段，其得分值为48.5。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389.6 元，得分26 分，处

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准备阶段。农民人均消费3 013.32 元，得分50.22 分，处于现代农业初步发展阶段。农村户均拥有生产性

固定资产3 718.29 元，得分值为37.18，处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起点阶段。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 年到2005年，湖南省恩格尔系

数从62.19 降到了48.56，可以看到人们生活水平是在逐步提高的，但发展速度较慢。 

4.7 湖南农业产出水平 

该指标得分值为70.07，达到基本实现水平，说明湖南农业的产出水平处于快速成长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湖南单位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土地生产率）得分为满分，已经达到了当今世界的先进水平；劳均产肉量指标得分61.6，处于现代农业初步发展阶

段；劳均农业增加值达到6 430 元，得分54.61，也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4.8 湖南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湖南省的生态环境较好，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综合得分71.66 分。绿色农产品商品率达到30％，达到现代农业初步

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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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及建议 

通过建立湖南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湖南现代农业综合评价指标模型计算表明：我省农业总体上已处在现代农业的

初步发展阶段。其中，农业投入水平、农业科技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分较高，具备有利条件；但农业

产业化水平、农业支持保障水平、农业经济结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分较低，存在制约因素。只有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

不利因素，才能加快湖南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当前，需要重点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①大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②大力加强农业保险、

农民组织化、财政支农工作，提高农业保障支持力度；②加大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城市化力度，优化一二三产业结

构，调整农业内部经济结构；③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改善农村恩格尔系数，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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