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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定 

及发展策略研究 

向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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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2020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年。产业扶贫成为农村地区农业现

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一股重要推动力。基于此背景，根据相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湖北

省各市州 2018 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测算，分析湖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最后对本省的农村产业融合提出

发展策略。 

【关键词】：产业融合 熵值法 指标体系 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1 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 

1.1农村产业融合的概念界定 

赵霞等（2017）从理论研究的视角，认为农村三产融合指的是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依托，将资金、技术、人力及其他资

源进行跨产业集约化配置，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农村三产融合是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的利用，立足农村，打破产业边

界、延伸产业链、优化产业分工，使产业间的分工变为一个大的产业内部分工，形成农业生产、产品加工、商品销售、休闲旅

游等行业的有效融合，最终实现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提升，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面貌。 

1.2农村产业融合模式的概括 

熊爱华等（2019）以农业经营主体为切入点，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存在沿产业链前后延伸、拓展农业新功能和推进应

用先进技术三种模式。 

1.3农村产业融合驱动力的思考 

郑琼娥等（2019）总结出茶产业“三产融合”得以实现的驱动力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创新和运用、商业模式的变革以及

政府管制的放松和政策的推动。另外学者从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过程、农业产业化、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互联网技术方面分析

了农村三产融合的动力。以人为本的理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等都推动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村产业融合既然有了不同的模式和驱动力，关于融合之后的水平效果测度，也应该有相关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冯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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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构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已有关于农村产业融合概念界定、融合模式、驱动力等定性研究方面，有很多突出成果与结论。但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定量

研究方面缺少统一的标准，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评价指标研究，指标体系差异大。为此，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采

用恰当的方法对湖北省农村产业融合进行分析。湖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深入研究湖北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湖北省现代农业

的发展、融合水平的提升以及融合思路的拓展都具有正面的意义。 

2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湖北省的农村发展实际以及农村产业的内涵，通过对相关研究结果的分析借鉴，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湖北省农村产业

融合水平进行分析。 

2.1农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互动 

农业产业链延伸主要是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值、增加农民就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

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产品加工业年主营收入等指标作为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测度标准。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主要考虑农业发展

以及与相关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旅游业的开发、基层组织的建设等方面的作用，结合湖北省各市州的发展

实际，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强度、农民合作社数量等指标作为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测度标准。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主要是指农业发展与农业相关的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本文选取了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来

体现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2.2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 

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是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指标，本文主要选择了农村非农就业比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来度量。融

合发展带来农民增收效应，同时还应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主要选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农业支出占财

政支出比例、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等具体指标来测度。 

3 湖北省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定 

3.1研究方法 

对于某一地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的评价，要结合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可持续性等原则，

同时兼顾不同资料的数据情况，从多个层面建立评价体系，根据所选指标选择不同的方法。本文采用熵值法求得权重、算出综

合得分，根据各地的发展差异以及资源特色，提出针对性建议。 

3.2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8 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数据，采用的数据主要取自于 2018 年《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以及湖北省 17个市州的统计年鉴。 

3.3实证分析 

熵是不确定性的度量，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熵值越小，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也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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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由于选取的 12个指标单位不尽相同，数据之间差异性较大，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3.3.1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除量纲影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负向指标标准化公式如下：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3.3.2权重的计算。 

(1)求出第 j类指标下第 i个方案占该指标的比重，公式为： 

 

(2)求出熵值 Ej，公式为： 

 

(3)算出各指标权重，公式为： 

 

4 结果分析及发展策略建议 

4.1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 4 的综合得分可以看出，武汉市作为湖北的省会城市，在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这两个指标上都位居

第一名，但是在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上排名分别位于第 9和第 10名。表明武汉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良好，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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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渔总产值相对较高，但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化肥的施用缺少环境保护意识，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需要更多的措施。

除武汉外，襄阳、宜昌、荆州在农业产业链延伸方面排名也位于前列，在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方面排名靠前的分别为荆门、天

门、黄石，可见对于这两项指标，地区之间各有优势，但优势不集中、不明显。 

对于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两个指标，荆州、襄阳、黄冈三个地区分别位于 1、2、3 名，其他地区这两

项指标综合得分与前几名差别明显，可知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方面，地区发展不平衡明显。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指标上，潜江、天门、咸宁、神农架四个地区分别位于 1、2、3、4名。但是潜江、天门、神农架三个地

区在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三个方面综合得分都靠后，特别是神农架地区，除了城乡一体

化发展指标外，其他方面指标都位于最后一位和倒数第二位，由于神农架区地势高、气候复杂，不适于农业的发展，但是森林

覆盖率高，是著名的森林生态旅游区，适合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 

4.2发展策略建议 

武汉、襄阳、荆州三个地区在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综合指数中排名位于前三，总体而言，湖北省农村产业融合地区发展差异

大、融合程度不高。结合地区发展不均衡、资源优势不同的状况，给出以下建议： 

4.2.1根据不同地区实况，加强政策引导与利用。 

抓住乡村振兴机会，推广普及国家关于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优惠，引导符合条件的地区建立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旅游景

点等，充分利用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大其对湖北农村产业融合的贡献，扩宽农民收入渠道。同时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在产业融合典型案例中进行经验分享、技术指导等。 

4.2.2规范土地流转。 

由于湖北省很多地区是山地，再加上农村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农村劳动力外流，土地耕种率变低。各户分散经营的产量

与效率不高，规范土地流转，让外出农民将土地承包给专门的人经营，扩大土地经营面积，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为外出务

工农民增加一份额外收入，在土地面积大、地势平坦的地区，也便于机械化种植，提高效率。 

4.2.3强化产业支撑、延伸产业链。 

加强不同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产业规模，引导专业人才向不同地区的分配。根据已有的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建立

原材料供应链接；根据已有的原材料产业，建立深加工企业，拓宽、延伸产业链，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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