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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湖北十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测评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其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度进行测评，得出了十堰市农业与其他 17个细分产业 12年平均的灰色关联度以及排序，从完善各参

与主体准入制度、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和连篇产业融合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堰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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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能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截止 2019年，十堰市农产品加工企业 215家，规模以上农

产品加工业完成产值 297.4亿元，比上年增长 5.3%。全年全市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增加值 175.03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1378元，上年增长 10.5%。但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入，农业多功能挖掘不够、休闲产业特色化不足、农村

三产融合层次较浅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因此，在测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质量的基础上，分析其实践困境，并提出对策建议，

有助于推动十堰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入发展、对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1 十堰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测评 

灰色关联分析主要被用来在具有众多因素的综合系统中，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进行因素分析，以此判断不同因素对系统的

影响程度。灰色关联分析法是针对样本量少、数据不明确的情况，利用既有数据潜在的信息对其进行处理，同时提供预测和决

策的数学方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一种复杂系统关系和动态关系，有很多因素影响该关系。因此，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属

于灰色系统，很难用其他统计方法全面分析，而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更能得出较为客观与科学的评价结果。文章采用

2010—2019 年的行业数据，利用 EXCEL2010 软件计算分析农业与工业、服务业中的细分行业的融合度，进而分析十堰市农村一

二三产业的融合度。 

1.1测评产业体系构建及数据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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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选择与农业相关的第二、第三产业中的细分产业构建融合度测评产业体系。 

在数据的选择上，从十堰市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的情况出发，要对产业融合程度进行评价，在具体指标选取时，

既要满足适用性，又要考虑可量化性。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对于产业发展水平的衡量，主要从产业增加值方面来综合

衡量，而对旅游业的发展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则主要从旅游人数方面来衡量。这两个指标中的数据大部分都可以从历年的《十

堰市统计年鉴》或政府相关报告中获取。 

1.2融合度测量 

采用均值化变换对各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达到量纲一致；求各个时刻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绝对差，并计算差序列的

最小值与最大值∆max与∆min；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0iξ，将数据带入公式 ，得到关联系数并且最后得出的农村三产

融合程度的灰色关联系数。 

根据公式，计算关联度及关联序列，并进行融合度排序，排序结果见图 1。 

 

图 1十堰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排序 

十堰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排序如下：牧业>渔业>医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林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纺织业>农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旅游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皮

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 

2 测评结果分析 

从图 1可以看到 2010—2019年间十堰市农业与其他 17个细分产业 12年平均的灰色关联度以及排序，根据融合度测评结果

显示： 

与农业融合度超过 0.8 的细分产业主要有：牧业、渔业、医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林业。

说明十堰市农业与该部分细分产业融合水平较高。特别是农业与牧业的融合度达到 0.910，表明十堰市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中，牧业起着重要作用。牧业已成为十堰市农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和农民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在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进程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是重要的支撑和保障。通过测量，十堰市农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融合度



 

 3 

为 0.814，表明十堰市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乡村道路、产业道路建设力度较大，对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日渐明显。 

与农业融合度介于 0.7-0.8 的细分产业主要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纺织业、农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旅游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该部分融合处于中等水平。这些细分产业大多属于第三产业，

表明十堰市农业与服务业联系紧密。农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的融合度为 0.792，可能的原因是在十堰市农业种植中，较大程度上

存在农业生产设备及器械的租赁，以及近年来专门针对农村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农村电子商务、对外劳务输出等多种措施促进了

农村与商务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住宿和餐饮业融合度为 0.784，表明农业与住宿和餐饮业联系紧密，可以融合发展农业旅游、农

业民俗和休闲农业等。农业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关联度为 0.726，说明当前十堰市的农业科技服务对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农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度为 0.701，电子商务技术、农村联网等

有助于推动农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发展为信息化农业。 

与农业融合度介于 0.5-0.7 的细分产业主要有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

制造业。其中，农业与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饮料制造业融合度分别为 0.658和 0.617，融合水平一般。可能的

原因在于十堰市各县域发展的制鞋扶贫车间及饮品产业促进了农业与二者的融合发展，但融合水平还有待提高。农副食品加工

业属于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工业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表现为利用工业生产经营理念、组织形式、工作标准和方法经营农业，

同时，农业也为制造业提供生产资料。近年来，十堰全力实施的“61”产业强农计划，较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十堰农业正处于转型跨越发展关键期。 

3 对策建议 

在十堰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应当建立“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等参与主体的准入制度。可以通

过兼并、重组、租赁、股份合作、私营独资等多种形式，培育壮大十堰新型经营主体。在合理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适当放宽对

“龙头”企业的贷款条件，重点支持省级以上“龙头”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适当支持正处于成长期、具有带动

农民致富的能力而规模较小的“龙头”企业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推动建成一批效果显著的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农户在基地创业就业。在符合国家建设用地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发展各种“扶贫车间”，帮助农户就

近就地就业，实现企业发展和农户就业双赢。对于没有能力承担扶贫责任的“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主体，要及时淘汰。 

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因此，十堰市应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大力发展片区的航空、铁路、

公路和水路等全方位的交通设施，建立一张立体的交通网络，让贫困片区可以与其它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进行有效的联系，便

于信息的传播和物资的运输。其次，应当加强十堰市的水利设施建设，改善水利设施条件，加强雨水集蓄利用工程、人畜饮水

安全工程的建设，重视病险水库治理。最后，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应当由村委会提出申请，由各县市区扶贫办审核立项并筹

集资金，办事处及财政局负责监管，村委会通过议标方式选定施工方具体实施。在项目申报前，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并通过党

员群众代表大会评议通过，在村委会进行公示。 

十堰市所处的秦巴山片区内蕴藏着丰富的农业产业资源，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为该片区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对此，县、乡级政府必须对片区内同一类型的农业产业项目进行关联性分析，突破村庄边界，实施跨乡镇、跨村组

连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开发建设，实现协同发展。以十堰市为整体融合发展区域，以各村为基本单元，积极开展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规划的研究与制定，增强各县市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规划更加科学，更具有实际

可操作性。在制定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规划时，可以利用产业测度基本手段，对十堰市产业现状进行摸底，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提升其融合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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