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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以四川省为例
1
 

曾令秋 王芳 

【摘 要】关于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即使有部分定量分析文献也大多失于偏

窄，对于四川农业产业化综合水平的实证分析不够。本文作者在综合分析学术界关于农业产业化指标体系相关研究

的基础上，结合四川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状况，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确定相关指标

权重，通过线性加权平均法综合测评四川农业产业化水平，对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乏力的原因进行剖析，最终提出

了增强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后劲的若干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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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围绕区域性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

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通过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联结机制，将农

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相关环节有机联合的一种经营方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针对的是农产品的供给侧，目的

是调整产品结构，提髙产品供给质量，促进农业供需关系在更髙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产供销、种加养一体化的农业经营方式

无疑是促成农业供求达到新平衡的重要路径。因此，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力，研究四川省农

业产业化经营现状、问题，分析其原因以找出解决办法，成为了四川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文献梳理 

自 1993年山东潍坊市对农业农村发展经验给予总结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化问题便成为学术界一大研究热点。国内学者关于

农业产业化的研究脉络大致为：在论证阐述农业产业化产生和发展条件及其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对其内涵、本质、运行机制

等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然后通过一般描述统计、构建指标体系等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邵秉任指出，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和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双重要求，因此，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和政府的必然选择。
[1]
牛若峰认为“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以

加工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以广大农户为基础，以科技服务为手段，通过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

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质上是种加养、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
[2]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政府和市场对其发

展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还应该大力发展髙新技术产业来实现农业资源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3]
组织形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对农

业产业化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各省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因此，多样化的产业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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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益联结机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目前不存在最优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只有最适合的经营模式。所以，

在较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存在多种组织形式和利益联结机制。
[4]
在定量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探索衡量农业产业化程度

髙低的评价方法，其中，指标体系构建处于主导地位，主要从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特征、经营目的、生产要素、影响因素
[5]
等角度

来探索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除指标名称、归类等方面有所不同，各项指标所表达的含义、指标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大体是一致

的。为了能够更加精准地测算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学者们基于可操作性原则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完善改进，并逐渐引入三角

白化权函数、因子分析、
[6]
主成份分析

[7]
等计量方法，农业产业化定量分析深度日渐加深。 

关于四川农业产业化的研究则绝大部分停留在定性分析和简单的统计分析上，学者们主要是通过省际间相关数据的横向对

比来剖析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不足，
[8]
或是相关指标的纵向对比来分析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成效、缺陷，并在此基础上给出

相应的发展思路
[9][10]

目前，关于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定量分析还比较缺失，以至于无法清楚直接地认识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水

平及其具体走势，且已有的研究成果时间比较早，无法及时地反应当前四川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情况。基于这一状况，我们将对

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进行尝试性研究。 

三、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它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使得人们在认识评价其发展情况时，往往停

留在定性分析或者片面的统计分析的层面上。为了较为全面、准确地摸清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在综合分析学术界关于

农业产业化经营指标体系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结合四川具体发展情况构建了一套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 

1. 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至少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 综合性原则。农业产业化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概念，它既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也涉及到农产品处理、加工等

产业链的延伸以及农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因此，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综合性这一特征。 

(2) 层次性原则。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需要分层次设计，

即需要分别设计能够综合反映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一级指标、能够表达综合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以及能够使其细化的三级指

标。 

(3) 实用性原则。构建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能够较为准确地测量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而产业化又是一个内涵较为丰

富的范畴，若是一昧地追求理论层面的完善而脱离了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可能会导致实证研究偏离方向，因此，

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可操作性与实用性，尽可能地利用到四川现有的统计数据。 

2. 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原则，我们将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发展质量和发展目的定为二级指标，并由农业机械总动力、产业化组织带

动面以及科技进步等相关三级指标组成指标体系(见表 1)，具体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指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首先应该体现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加强，因此，我们选择农业机械总动

力、有效灌溉面积以及农村总用电量三个指标来反映四川农业基础条件变化情况，相关原始数据均来源于 2011年〜2017年《四

川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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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农业 

产业化 

经营 

水平 

农业产业化 

的基础指标 X1 

农业机械总动力 X11 

有效灌溉面积 X12 

农村总用电量 X13 

农业产业化 

的目的指标 

X2 

农业生产总值 X21 

农民收入 X22 

产业化组织带动面， X23 

农业产业化 

的质量指标 

X3 

产业链变化率 X31 

农产品商品率 X32 

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X33 

龙头企业的产销率 X34 

科技进步率 X35 

机耕作业率 X36 

品牌认证数 X37 

 

(2) 农业产业化的目的指标。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目的就在于以科技投入和制度创新为手段，将分散经营的农户带动起来发

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持续稳定地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因此，我们选择农业生产总值、农民收入以及产业化组织带动

面三个指标来衡量农业产业化最终成果，其中，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民收入分别根据四川农林牧渔总产值指数和四川农村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折算后的可比值。这部分农业生产总值和农民收入相关数据来源于 2011 年〜2017 年《四川统计年鉴》，产业化组织

带动面来源于 2011年〜2017年《四川农村年鉴》。 

(3) 农业产业化的质量指标。农业产业化的质量指标是衡量产业链是否优化、利益关系是否协调、技术是否先进、经营规

模是否经济，并据以评价农业产业化水平髙低、竞争力强弱的一类指标，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

也是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充分重视且不断完善的重要内容。 

产业链变化率是衡量农业产业化深度与宽度的指标，产业链越长，产品的附加值将会越大；产业链越宽，能够挖掘附加值

的产品就越多。产业链的形成主要源于农业内部生产各部门、工业部门以及商业部门对农副产品的消耗这三个路径，因此，农

产品产业链越长，农副产品的消耗就越大，因此我们选择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对农副产品的中间消耗量的大小来衡

量农产品产业链的长度与宽度。当然，中间消耗量的大小除了与产业链的长度和广度有关，还很大程度上与生产效率有关。因

此，产业链变化率指标公式为：产业链变化率=中间消耗率+生产效率的变化率，其中，生产效率的变化率由我们通过生产函数

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计算获得；农产品商品率=农产品交易额/农业生产总值，四川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四川省农产品交易额

/全国农产品交易额，机耕作业率=机耕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龙头企业产销率=龙头企业生产总值/龙头企业营业收入，科技进

步率由我们通过生产函数计算获得。四川层面相关原始数据除龙头企业产销率来源于 2011 年〜2017年《四川农村年鉴》外，其

他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四川统计年鉴》，全国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 

四、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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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表 1 的指标体系，我们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下同)来确定各项指标权重。AHP 是对定性

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按照特定关系将其划分

为相互作用的层次结构，使其简单化，基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判断对复杂问题中各种因素进行排序，然后利用线性代数法

计算各种因素的层次权重并在此基础上计算相应的组合权重。AHP的关键在于层次排序，即对相同层次的各种因素进行两两比较。

AHP 的评价尺度与文字评价“同等重要”、“稍微重要”、“相当重要”、“明显重要”、“绝对重要”相对应，其值分别为 1、3、5、

7、9它们之间的折中值为 2、4、6、8(见表 2)。 

表 2  判断矩阵特征根和一致性检验结果 

               矩阵 

指标 
A B1 B2 B3 

λmax 3. 039 3.136 3. 004 8.2 

C.I. 0. 019 0. 068 0. 002 0.2 

R.I. 0. 58 0.58 0. 58 1.32 

C.R. 0. 033 0.117 0. 003 0.152 

注：R.I.查表得到，该表给出了 1-15阶正反矩阵计算 1000次得到的平均 R. I. 

 

 

(1) 构造判断矩阵 

我们设计了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评价的 AHP 社会调査表，由相关专家、教授对上述指标进行重要程度排序，然后通

过德尔菲法，
2
在获得相关专家的排序情况后，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再匿名反馈给专家，然后进行新一轮的排序，经过 3 轮的

匿名反馈交流，得到了一致的重要程度排序。最后，依据相关专家给出的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排序构造判断矩阵，通过和积法

计算各层次的指标权重。 

根据调査表结果构造了如下四个判断矩阵：矩阵 A为二级指标 X1、X2、X3的判断矩阵，B1分别为 Xi(i=l，2，3)项下指标

所构成的判断矩阵，其中 Xi：Xj⇒aij，Xir:Xiy⇒bi 
ry,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2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塞蒂(T.L.Saaty)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

具有分层交错评价指标的目标系统，而且目标值又难于定量描述的决策问題。 

又称为专家调查法，通过匿名函件，使每位专家独立作出判断，然后经过几轮的专家判断一分析整理一反婧，最后使专家的结

论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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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矩阵满足上述三个特征时，就说明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 

矩阵 A、Bi中的 aij、b
i 

ry是根据专家意见反复研究后确定的，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和人们判断的主观片面之间的对立，使得专

家们在对上述指标体系进行比较判断时不可能都遵循完全相同的逻辑思维标准。所以，在对多个指标分别进行两两比较时就可

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是主观判断与客观事物之间不可避免的失误，但这个失误只要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因此，

AHP 中引入了一致性指标用于识别构造的判断矩阵是否可以被接受。即一致性比例指标：C.R=C.I./R.I.其中，C.I.=（λmax-n）

（n-1）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评价指标（n 为阶数），R.I.为随机一致性指标。对于一致性比例指标，一般 C.R.<0.1 时，认为判

断矩阵具有可以接受的一致性；当 C.R.〉0.1时，就需要调整和修正判断矩阵使其满足 C.R.<0.1，从而具有满意一致性。 

（2）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 

层次单排序就是在某一层次指标项下计算次级层次全部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排序权重。一致性矩阵的性质表明非零特征根所

对应的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可作为权向量；对于不一致的矩阵，T.L.Saaty教授建议用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归一化后的特征向量作

为权向量。层次单排序需要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和积法和方根法，我们选择和积法，计算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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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由表 2 可知，矩阵 A、B2的 C.R.小于 0.1，表明矩阵 A、B2均具有可接受的一致性，而 B1、B3则不具备。由于专家在对多个

指标进行评判时通常很难在同一思维标准下对相关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作出非常精准的判断，从而出现判断的不一致性，导致权

重结果不合理。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修正，我们采用诱导矩阵修正法，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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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业产业化基础指标和目的指标权重 

指标 

基础指标 X1 (0.106) 目的指标 X2 (0.26) 

X11 X12 X13 X21 X22 X23 

单排序权重 0. 724 0. 083 0.193 0. 309 0.11 0.581 

总排序权重 0. 077 0. 009 0. 021 0. 081 0. 029 0.151 

 

表 4 农业产业化质量指标权重 

指标 

质量指标 X3(0. 633) 

X31 X32 X33 X34 X35 X36 X37 

单排序权重 0. 216 0. 048 0. 035 0.177 0.32 0.115 0.09 

总排序权重 0.137 0.03 0. 022 0.112 0. 203 0. 073 0. 057 

 

2.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测算 

(1)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在上述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数据的统计数量和统计单位差异较大，为消除量纲不同带来的影

响，我们采用离差标准化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获得标准评价值。具体标准化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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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综合值的计算。我们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即：Ft=
~ 

X

t 

ij
×ηij，

其中，Ft为第 t 年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值，
~ 

X

t 

ij
为各项指标第 t 年的标准评价值，ηij为各项指标的组合权重。

根据上述指标权重、标准评价值，计算出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值如表 5所示。 

表 5  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 

年份 基础指标 目的指标 质量指标 综合得分 

2011 0. 019 0. 079 0. 434 0. 533 

2012 0. 039 0.165 0. 440 0. 644 

2013 0. 052 0.175 0. 256 0. 483 

2014 0. 079 0.215 0. 287 0.581 

2015 0. 090 0.236 0. 232 0. 558 

2016 0.107 0. 261 0. 321 0. 689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1.结论 

(1)从指标权重来看(见表 3、4),二级指标中产业化质量指标的权重为 0.633,远大于产业化基础指标的 0.106和目的指标的

0.26，这表明质量指标对农业产业化水平的髙低至关重要。三级指标中，总排序权重超过 0.1 分别是科技进步率、产业化组织

带动面、产业链变化率和龙头企业产销率 4个指标，其中，科技进步率的组合权重最髙为 0.203,髙于组合权重平均值 156.1%，

其他三个指标依次为 0.151、0.137 和 0.112。可以看出，专家们普遍认为现代髙新技术是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这与马

克思的农业科技理论和四川农业资源禀赋是一致的。 

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农业生产的根本，但土地数量和土地肥力的有限使得其成为农业生产的制约，农业生产要想

突破土地的自然数量和能量的限制，必须依靠外援力量的支持。马克思的农业科技理论认为农业科技是一种农业生产系统之外

的土地生产力，而这种系统外的生产力能够突破土地数量和土地肥力有限的制约。该理论指出，农业科技的应用效能总是能够

体现为土壤肥力的提髙，对农业生产力的促进总是与提髙土壤肥力联系在一起。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实行农

业产业化经营的基础，所谓优质产业基地，主要体现为较髙的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这又严重依赖于土壤肥力的高低。而纵观

我省农业土地资源情况，一是人地矛盾突出，截止到 2016 年底，全省户籍人均耕地 0.66 亩，农业户籍人口人均耕地 0.97亩，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可利用、易开发土地少，全省林地和草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70.84%,并集中与西部髙山髙原地区；丘

陵山地占 86%，而易开发的平原土地只占 7.7%。在土地数量和土地肥力如此受限的情况下，四川必须依靠农业科技来扩大农业

土地生产力的乘数，为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从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来看(见表 5),总体而言，2011 年〜2016 年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整体呈上

升趋势，年均增长 5.3%。其中，2013 年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综合评价值由 2012 年的 0.644 下降到 2013

年的 0.483，下降 25%。分指标来看，农业产业化基础指标和目的指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1.3%和 27%，而

产业化质量指标则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年均下降 5.9%,表明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追求的是量的增长，而在质的方面还有待加强。 

这与两次农业现代化理论以及四川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和发展阶段是相吻合的。两次农业现代化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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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次的特征是农业市场化、作业机械化、养管水利化、电器化、化学化，目的是为髙速城镇化、工业化提

供农业剩余和满足社会快速增长的对农产品的数量型需求。第二次农业现代化的特征是农业经营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目

的是通过提髙农业生产效益，维持农业持续髙速发展，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髙质量和种类多样性的需要。2012 年中国科学院中国

现代化研究中心通过实证分析系统研究了世界与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在中国区域农业现代化研究中指出，2010 年四川省第一

次现代化程度为 86%，根据 1990 年〜2010年现代化程度年均增速，四川省最快将在 2017 年完成第一次农业现代化。
3
 

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在统计和经济层面是显著相关的。

纵观2011年〜2016年四川农业产业化相关指标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关于四川省农业现代化程度的相关数据可以看

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提档升级，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虽有迈向第二层次的进展，但当前主要

还停留在第一层次。 

造成四川农业产业化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科技进步、产业链变化率以及龙头企业产销率这三个指标呈现出下降趋势。

而农副产品的转化升级、加工增值依赖于技术，产业链的延伸、深化与优化也依赖于技术，这表明技术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生

命与活力所在。我们通过对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科技进步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 2008年以前，技术进步率呈上升趋势，此后开

始振荡下行。其中，2012年开始了新一轮的下行小周期，科技进步率由 0.733下降至 2015 年 0.611，技术进步的下降导致产业

链增速放缓，两者合力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质量的提升，使得四川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后劲不足。 

2. 对策建议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发现，技术进步率下降是导致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后劲乏力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四川在农业科技方面

的投入不断加大，但由于投入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四川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推广体系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四川农业科技体系

的财力物力 70%左右都是集中在产前和产中环节，产后环节比重过低，导致产后农产品处理技术、废弃物利用技术、农产品深加

工等技术进步缓慢。因此，我们认为，四川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以增强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后劲。 

(1)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优化科技投入结构。从前述研究可以看出，影响四川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指标是质量指标，而

质量指标中科技进步占的权重最大，这说明要促进四川农业产业化又快又好发展，必须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找准科技投入

的“着力点”，避免为科技投入而投入，要在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更多注重科技贡献率，让每一分科技投入的效率最大化。 

(2) 注重农业产业组织的带动作用，尤其要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可以起到“四两拨

千金”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产业政策、信贷支持、税费减免全方位发力，培育一批技术领先、集约髙效、辐射力强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 

(3) 优化农业产业链。要加强农产品加工业和产后服务业建设，形成农业全产业链，既提髙农业产业化程度，又增加农产

品附加值，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只是初级产品产业的地位，让过去流入传统工业和流通环节的增加值回归农业，从根本上改变农

业的弱质产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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