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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产业融合对产业升级、增加农村就业岗位、实现农民收入多元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九江市各区

县为例，建了2个层次10个三级指标的产业融合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出2014~2021年九江市各区

县产业融合的综合得分，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程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九江市

各区县产业融合呈现上升趋势；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鉴于此，针对九江市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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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increasing ru-
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achieving diversified income for farmers. This article takes 
variou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Jiujiang City as an example, establishes an industr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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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 system with 2 levels and 10 three-level indicators.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of Jiujiang City from 2014 to 2021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is used to test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n farmers’ dis-
posable in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es in various districts and coun-
ties of Jiujiang City is on the ris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the in-
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In view of thi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of Jiuji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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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党中央首次提出“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理念，多年来，党和国家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

实施乡村振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这是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 20 个指导

“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要求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出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九江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农业多功

能的发展，对推动九江市农业升级，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新

型城镇化建设就需要将产业融合和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为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向乡镇、县城等集中

做出指引，同时也需要发展特色农业，延长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创收，稳步推动公共服务的

全覆盖，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达到农村生活富裕，是全体居民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2. 文献综述 

农村产业融合是目前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创新性重大举措，学者在“六次产业”的基础上进行广泛

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选取面板数据，从融合行为、融合绩效构建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

农业服务融合度、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经济繁荣等二级指标[1] [2]，利用熵权法[3] [4]、灰色关联

法[5]、TOPSIS 法[6]、赫芬达尔指数分析法[7]、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法[8]、层次分析法[9]等测算产业融

合水平。研究表明，农村三产融合可以拉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中，产业融合促进了陕西农民财产性增

加[10]；也促进了安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11]；财政支农在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的过程中起正向调

节作用[12]；数字金融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提升了农民收入[13]。农村三产融合既可以通过土地、资金和

农产品等直接实现农民增收，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实现农民增收[14]；信贷支持促进了农民

收入的增长，且受限于农村三产融合的“双门槛效应”[15]，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农村文体娱乐固定资产

投资、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位于不同门槛区间时，产业融合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16]。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国内学者大多聚焦于全国省级或者市级的行业数据，但鲜有从县域层面探

讨农村产业融合程度。本文从农产品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城乡一体化、农业增产 4 个维度构建了 10 个

产业融合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九江市各县农村产业融合程度。实证分析了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

影响，为县域经济的增长提供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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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江市各区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 

3.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 

农村产业融合是一项关键的发展策略，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九江市各区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指标，具体如表 1 所

示。为统一各指标量纲，采用熵值法计算产业融合水平。 
农业产业链延伸：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充分整合先进农业科技推广、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农产品

加工与物流网络等多方面要素，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及销售做成一体化产业，延伸前后产

业链条，实现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效率，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同时实现农业产业的

增值收益在农村和农民间的内部流动。可采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收益、第三产业比重来衡量农业产

业的发展成果。 
农业多功能性：在实现农业的粮食功能和经济功能外，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融合，农业

资源和其他产业资源重组，涌现出生态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等新业态。目前农业与第

三产业积极融合，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点，因此选用餐饮旅游收入、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人均主要

农产品量来衡量农业多功能性。 
社会效益：着力推动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旨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资源

要素自由交互流动，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市化率等指标

衡量。 
 

Table 1. Indicators for the integration system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of variou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Jiujiang City 
表 1. 九江市各区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计算公式 属性 

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情况 
0.689 

农产品延伸 
0.277 

农业劳动生产率(元) 
0.104 第一产业总产值/农村人口数 + 

工业收益(万元) 
0.076 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 + 

第三产业比重(%) 
0.097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 + 

农业多功能性 
0.412 

餐饮旅游收入(万元)+ 
0.244 ——— + 

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元) 
0.077 

(农林牧渔总产值 − 第一产业产值)/
农村人口数 

+ 

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吨) 
0.091 

(粮食 + 棉花 + 油料 + 肉类)总产

量/农村人口 
+ 

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绩效 
0.311 

社会效益 
0.131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0.031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 

城市化率(%) 
0.1 城镇人口/总人口 + 

经济效益 
0.180 

农民可支配收入(元) 
0.064 —— + 

农林牧渔总产值(万元) 
0.1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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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农村产业的融合促进了农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的发展，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本文选取农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林牧渔总产值来衡量。 

3.2. 九江市各区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表 2 是九江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算结果，从整体上来看。在“以工业化谋划

乡村产业”理念下，九江市各县的产业融合水平逐年提升，融合效益明显。九江市各县在 2014~2021 年

这八年时间内，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在 0.2~0.6 的水平区间，庐山市、永修县在 2021 年融合水

平分别达到了 0.655、0.621，都昌县融合水平相对较低。永修县积极招商引资，建成 140 多公里的四好

农村公路，永修香米、永修蜜桔种植面积超过 10 万亩，创建 5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旅游收入超过 113
亿。庐山市不断推动山江湖城联动，加快向全域旅游的转变。九江市产业攻坚克难，电子信息产业收入

突破千亿元；第三产业迎难而上，全市旅游收入达到 880 多多亿元，庐山、永修、武宁荣获旅游百强县，

现代农业稳步发展。其中都昌县徐埠镇、永修县九合乡荣获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瑞昌列入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创建名单。 
 

Table 2. Integration data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of variou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Ji-
ujiang City from 2014 to 2021 
表 2. 九江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数据 

地级市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濂溪区 0.257 0.340 0.383 0.414 0.422 0.455 0.475 0.482 

柴桑区 0.212 0.309 0.277 0.319 0.342 0.395 0.423 0.458 

武宁县 0.252 0.250 0.316 0.391 0.406 0.453 0.487 0.536 

修水县 0.180 0.252 0.243 0.288 0.319 0.374 0.402 0.474 

永修县 0.266 0.344 0.339 0.408 0.426 0.521 0.550 0.621 

德安县 0.203 0.284 0.256 0.297 0.324 0.352 0.382 0.400 

都昌县 0.146 0.211 0.192 0.227 0.243 0.286 0.303 0.391 

湖口县 0.192 0.208 0.293 0.301 0.306 0.307 0.331 0.403 

彭泽县 0.215 0.298 0.271 0.355 0.370 0.429 0.462 0.519 

瑞昌市 0.211 0.282 0.321 0.318 0.336 0.409 0.436 0.485 

共青城市 0.250 0.245 0.460 0.368 0.415 0.465 0.521 0.505 

庐山市 0.323 0.374 0.383 0.535 0.556 0.559 0.564 0.655 

4. 九江市各区县 2014~2021 年农民收入情况分析 

表 3 是九江各区县 2014~2021 年农民可支配收入情况，从整体上看，九江市各区县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稳步提高，截止到 2021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2 万元的区县占大多数，2021 年九江市人均可

支配收高达 43658 元，相较于 2012 年增长接近 400%。九江市农民人均支配收入结构整体稳定，首先工

资性收入仍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其次转

移净收入比例逐渐提高，九江市政府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截止 2021 年，26.1 万贫困人口和 347 个贫

困村全部脱贫，财政民生支出占总支出的 79.4%；最后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基本稳定，随着政

府推动一产“接二连三”，不断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积极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将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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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sposable income of farmers in variou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Jiujiang from 2014 to 2021 
表 3. 九江各区县 2014~2021 年农民可支配收入情况 

地级市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濂溪区 14,058 15,422 15,407 16,794 18,171 19,661 21,161 23,425 

柴桑区 10,956 12,030 13,118 14,351 15,682 17,102 18,531 20,544 

武宁县 10,707 11,810 12,897 14,147 15,412 16,784 18,086 20,022 

修水县 6,689 7,599 8,465 9,415 10,437 11,564 12,684 14,320 

永修县 11,521 12,662 13,814 15,127 16,497 17,949 19,051 21,011 

德安县 11,526 12,713 13,851 15,167 16,567 18,025 19,476 21,443 

都昌县 5,461 6,253 7,066 7,843 8,722 9,664 10,515 11,803 

湖口县 11,166 12,271 13,363 14,619 15,920 17,353 18,659 20,362 

彭泽县 10,745 11,830 12,907 14,133 15,390 16,745 18,113 20,065 

瑞昌市 11,050 12,144 13,237 14,468 15,741 17,095 18,454 20,207 

共青城市 13,193 14,460 13,843 15,139 16,418 17,830 19,048 21,072 

庐山市 9,738 10,712 12,988 14,196 15,393 16,702 17,792 19,482 

5. 对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分析 

5.1. 数据来源 

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九江市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城乡居民可配收入不断增长，九江

市的发展不仅是产业融合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演变历程。为此本文基于 2014~2021 的各区县数据探索产

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九江市共包含濂溪区、柴桑区、武宁县等 14 个区县，剔除数据缺失较多

的浔阳区和开发区，其余区县数据主要来源(2014~2021)《九江市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政府

统计公报等。 

5.2. 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作为被解释变量，可以很好地反映农村居民的经济状

况。 
核心解释变量：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农民可以通过参与第二三产业

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从而增加收入来源。本文采用农村产业融合水平(AC)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 
控制变量：结合现有的文献研究，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会受到除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以外的其他因

素影响，本文采用地区经济发展(GDP)、产业结构(RIS)和农村科技发展水平(IDL)作为控制变量。地区经

济发展(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通常伴随着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就业市场，农村劳动力

可能会找到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意味着多元化的经济活动，农村居民可以从农业、

畜牧业、渔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获得收入，减少了经济风险，提高了收入的稳定性。采

用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与第一产业产值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RIS)；农村机械水平的提高调整和优化现代

部门结构，帮助农村地区逐渐实现农村产业多元化，采用农村机械化总动力来衡量农村科技发展水平

(IDL)。 
借鉴张林等[17]相关学者研究，构建九江市产业融合度对农民收入作用机制的基准模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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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0 1 it 2 it 3 it 4 it itInY AC GDP RIS IDLβ β β β β ε+= + + + +  

其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ACit 代表农村产业融合；RISit 表示产业结构；GDPit 表示地区生产总值；

IDLit 表示地区生产总值；β0 为常数项；εit 代表残差项。 

5.3. 样本检验 

表 4 是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本文利用 Stata16.0 软件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农村科技水

平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消除了存在的异方差。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4.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观测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Y 96 9.552 0.296 8.605 10.062 

自变量 AC 96 0.362 0.109 0.146 0.655 

控制变量 

GDP 96 14.216 0.403 13.341 15.052 

IND 96 2.323 0.641 1.274 4.028 

IDL 96 11.841 0.834 10.573 13.454 

 
运用 Stata16.0 软件进行 F 检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样本进行检验。分析结果

如表 5 示，P 值为 0.0000，表明所有的自变量在统计上具有联合显著性。通过 Hausman 检验进行最终的

模型选择，Prob > F = 0.00，表示拒绝了两种模型无差异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Table 5. Model checking 
表 5. 模型检验 

 检验值 P 值 

F 检验 F = 1.79 P = 0.000 

Hausman 检验 χ2 = 12.18 P = 0.000 

 
根据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影响九江市各区县农民人均支配收入

的因素，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Fixed effect model 
表 6. 固定效应模型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估计系数 t 统计量 

农村三产融合程度 1.831** 3.20 

地区生产总值 0.918** 2.51 

产业结构 0.774** 1.88 

农村科技发展水平 0.103* 3.14 

常量 10.17***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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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观测值 96 

R2 0.436 

地区数量 12 

注：上述结果由 stata 软件得出，***、**、*代表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根据九江市各区县数据构建模型如下： 

it it it it itInY 10.71 1.831AC 0.918GDP 0.774RIS 0.103IDL= + + + +  

由表 6 可知，所有变量皆呈现正相关，其中农村三产融合弹性系数为 1.831，即农村三产融合程度每

增加一个点，农民收入就会提供 1.831 个百分比。九江市各区县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充

分考虑了地区的特点和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出多元产业融合模式，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农

民生活水平。一方面，九江市各区县在农业的基础上，延伸农业价值链，拓展农业产业的全过程一体化

发展。以永修县为例，永修县聚焦了优质水稻、蜜桔、小龙虾、甲鱼等特色农业的发展，通过新技术示

范、创建农业产业园，形成“集优质稻种植、生态甲鱼养殖、年糕和大米加工为一体”等特色农产品产

业。其次，在夯实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发挥农村资源，将传统农业与现代理念相结合，进一

步扩展农业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功能，实现多方面的价值和效益。以庐山市为例，在利用当地特

色柑、脐橙等特色农产品，不断推进“一乡一园”建设，形成了柘林镇万亩柑橘产业园、巾口乡万亩脐

橙产业园的格局，庐山西海积极推动旅游产业的结构性改革，积极推动文旅产业的融合，如今庐山西海

建成了像舰队球类运动中心、西海温泉飞碟射击靶场等高品质体育旅游项目，持续举办了多次全国性体

育赛事活动，景区群众实现了就近就业，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 
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因素还有地区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弹性系数分别为 0.774 和 0.918。农村产业结

构的改善，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推动了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同时地区生产

总值的提高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加，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经济发展会带动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

增加，进而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促进农民的农产品销售和收入增加。再者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有效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间接提高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农村科技发展水平的显著水平大

于 10%，即九江农村科技发展水平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不明显，原因可能是九江市农民收入以

外出务工为主，农业种植占比较少。因此，相比农村科技发展水平而言，地区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对农

村三产融合水平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更大。 

6. 研究建议 

6.1. 夯实交通基础 

积极响应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昌九高铁、环庐山公路、武

宁至通山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形成立体交通网；完善“港城联动”的疏运平台，推动赣江、信

江等河流交通能力的建设，形成“九江同南昌、上海、鄱阳等”的内河水运体系，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 

6.2. 加强政策支持 

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完成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需要结合产业，打造专业特色，搭建

农业科技服务平台，促进一二三产业的快速融合。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金融

服务，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农业机械化的生产手段的提高，帮助农村产业发展。解决一二三产业融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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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遇到的资金、土地、政策等的约束问题，完善纠偏机制。要灵活应对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时调整

相应的对策。不断使产业融合精确化，合理化，人性化。同时政府要进行人才的引进政策，农村发展需

要大量的人才支持，但目前我国农村地区人才储备不足，缺乏优秀管理者因此人才引进政策至关重要。

提倡农村大学生回乡工作，让他们成为农村三产融合的强有力推动者、生力军，为建设美丽乡村做出更

大的贡献。 

6.3. 强化农业高新技术水平 

科技作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源泉，能够激发出乡村资源前所未有的活力。农业科

技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最终提高农民收入。利用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加速研发

新品种、新装备以及提高农产品的加工、保鲜、运输和综合利用等技术，建立综合的数据采集系统，发

挥互联网和市场结合，为农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因此，找准产业方向夯实产业基础，大力推

进科技兴农，为农业发展注入动力活力。 

6.4. 助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相关部门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形势开展动

态检测，切实关注他们的就业诉求；畅通就业信息渠道，如组织召开农民工专场招聘洽谈会、深化乡镇

与村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全市就业岗位信息的搜集与传播机制等，加强就业信息化服务手段。

开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积极为农村劳动者搭建实现就业创业梦想的桥梁。此外，

积极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确保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与劳动保障。 

6.5. 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功能性 

九江市充分发挥地区特有的农业资源，以工业化理念谋划乡村产业，借助工业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

开发出更多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产品，如农产品精细加工、加工食品、健康保健品等。发展多种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强化农村产业品牌建设，扶持

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通过品牌塑造和营销推广，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农村农产品的竞争

力和附加值，提升市场认可度和溢价能力，同时，加强农产品的宣传推广，扩大市场占有率，促进产业

链的延伸和协同发展。发展农村旅游、农产品电商、农业科技服务等，将农产品与休闲观光、线上销售、

技术咨询等服务相结合，推进现代科学技术在农村服务业的运用，加快农村服务产业升级新形态，拓展

农业产业的附加服务领域，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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