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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同时要求实现乡村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协调发展，其中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战

略总方针的关键，对于乡村振兴、贫困县摘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农民生活水平反映我国农村人口

的现实生活状况，是检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最直接的指标。本文以重庆市乡村振兴为例，理论分析

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通过文献综述梳理现有学者的观点，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兴旺与农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最终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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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general go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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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lso 
requir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prosperity, ecological livability, rural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prosperous life. As the key to the general policy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dustrial prosperity has a very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reflect the real living condi-
tions of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which is the most direct indicator to test the implementation ef-
fec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aking Chongqing’s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oretical analysis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summarizes the views of existing scho-
lar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duct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using econometric 
models. Finally, it draws a conclus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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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成为党和国家更加关注与重视的问题，中国自

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基础建设，农民的生活水平一直都是各个朝代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

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居民的数量近些年来虽然在减少，但总量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一大部

分，农村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是全社会值得关注的问题。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兴则国

家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的特征很大

程度表现在乡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最大的

潜力和后劲也在乡村。产业兴旺，农民收入才能稳定增长，生活水平才能有所提高，乡村振兴的关键是

产业要振兴，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政府与个人配合，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

宜林则林，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 

2. 相关文献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就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经过我国十

几年的不断努力，乡村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无论是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

得到了巨大的突破与进步，农村农业朝着更加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在学术研究中，乡村

振兴成为热点研究领域，学者们从乡村振兴的内涵出发，以不同角度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一系列衍生热

点话题，芦风英(2021)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的耦合协调性的研究中提出，甘肃省产业兴

旺子系统与生活富裕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在 2005 年至 2019 年期间总体呈上升趋势，两个之系统之

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并指出 2014 年以前，得益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甘肃省产业兴旺对生活富裕

的贡献较大[1]；马太超、邓宏图(2022)认为农户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形成现代农业商业模式，有利于提高

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规模经济、促使大型机械设备替代成本日益高昂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总成本；

有利于掌握市场议价权、通过产品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提高农产品价格，从不同方面提高农户家庭的收

入，最终得出“产业兴旺”会促进“生活富裕”的结论[2]；阳芳、周科(2021)提出农村居民收入状况是

检验乡村振兴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认为国家应该促进农民就业、增加农业投入科技含量，加大对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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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事务的财政支出等多方面来促进农村居民征收，同时给出要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做好农产品基地建设，

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发展带动农户收入增加的建议[3]；孔德议、陈佑成(2019)在研究乡

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时，根据农村产业的不断融合，农村收益

分享模式的逐渐合理化，以及“订单收购 + 分红”、“农民入股 + 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

联结方式出现等现象，提出农村产业融合对于农村居民增收有着积极正向影响的假设，并通过实证分析，

证实了该假设[4]；郭俊华、卢京宇(2021)在研究推动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与路径时认为，发展产业是乡

村振兴的根本之策，是促进城乡要素融合、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农户收入、变“输血”为“造血”的重

要途经[5]；曹菲、聂颖(2021)在研究产业融合、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时认为产业

融合能有效推动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计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长期促进农民收入的增

长。同时，产业融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差异，产业融合最大的受益者

是中低收入阶层，有利于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摘帽，对于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起到推动作用[6]；张运梅、

王晓辉(2021)在研究沧州市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民就近就业的影响时认为随着今年来农业新业态的不断涌

现，传统产业与农业新业态有效融合，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调整，促使农村经济不断发展，不少新

的就业岗位开始涌现，强有力的支撑着农民就近就业、留乡发展[7]；马俊(2021)认为产业的兴旺，体现

在农业生产能力，具体由乡村生产效益、机械化、信息化等现代化水平以及农产品加工程度等各类指标

反映[8]；毛志香、都一(2020)等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评价指标，关于产业兴旺

共计 101 个评价指标，其中农业机械化比重、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乡村旅游接待人次、特色产业产值占私营企业部产值、农户参加合作经济组织率在

相关文献中出现的频数较高；关于生活富裕共计 108 个评价指标，其中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人均住房面积、生活信息化覆盖率、拥有私

家车量在相关文献中出现的频数较高[9]。 
通过文献梳理现有学者观点，可以发现，农村产业的兴旺可以为从农村产业融合、农村产业现代化、

农村产业投入三个方面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数量，带来更多乡村就业岗位，从而促

进农民增收。基于此，本文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以论证乡村振兴背景下产

业兴旺对与农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3. 理论概述与指标选取 

3.1. 理论概述 

产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农村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可

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坚实保障和建设美丽乡村的经济基础。乡村振兴战略以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方针，

总方针中产业兴旺被置为首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和关键，产业振兴是产业从发展迈向振兴的重要

载体，同时也是推动城乡要素融合、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驱动力。 
产业兴旺是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通过挖掘区位优势，立足资源禀赋，整合市场资源，

联合政府、农户、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主体，调整乡村传统产业结构，在农村地区形成一批

现代化的集聚、共生协同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进而带动群众增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

过程。 
农村产业兴旺与农民生活富裕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度。首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产业振兴为抓手，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乡村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加入无疑会是解决乡村

劳动力水平偏低有效途径。有了充足劳动力的加持，乡村产业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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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及加大农业产业投入等方式来促进乡村从产业兴旺，从而提高农业增加值，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解决

就业问题，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其次、农村产业的农业收入和其他产业收入相比的优势在于，农业收入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农村产业兴旺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存在的收入水平不稳定问

题。乡村产业的这种比较优势的突显以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青壮

年劳动力返回或加入乡村产业振兴的队伍，同时，部分反相创业青壮年人才拥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可以

促进农业产业的投入，进而提高农业增加值和农民生活水平，从而形成正反馈。可见，从理论分析角度

可以发现，农业产业兴旺通过提高农业增加值、解决就业问题，可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收入。 

3.2. 指标选取 

为了更加科学的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兴旺对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文献阅读，

整理出了不同学者对于该领域所构建起来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重庆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际情况，

以及相关数据的统计情况，本文研究重庆市产业兴旺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构建的指标体系以及指

标含义见表 1。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y prosperity and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表 1.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与农民生活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变量符号 

农民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I 

产业兴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乡村生产效益 PV 

乡村非农业产业的农村劳动力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 L 

有效灌溉面积 农村现代化水平 S 

农业生产用电量 农村产业投入水平 E 

农业化肥施用量 农村产业投入水平 C 

农业机械总动力 农村产业投入水平、机械化综合水平 MP 

 
本文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兴旺对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构建指标体系来进行实证分析，

农民生活水平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农民的人均收入，也是检验乡村振兴战略成效的显著指标，本文以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农民生活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产业兴旺的衡量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农村

产业融合水平、农村现代化水平、农村产业投入水平，以乡村非农业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和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代表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乡村非农业产业的劳动力人数体现了其他非农业产业的就业情况，同时也

是城乡要素融合程度的衡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直接是农村产业融合最终成效的直接体现；以有效灌溉

面积代表农村现代化水平，现代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农村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力的提高，以

农业生产用电量、农业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农村产业投入水平，这些生产要素属性指标是

衡量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体现，农业产出受到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以上衡量产业兴旺的六个指标作为

本文的解释变量，来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进而解释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 

4. 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经济学分析 

4.1. 数据收集 

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西南部，截至 2020 年底，全市下辖 26 个区、8 个县、4 个自治县，总面积 8.24
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为 3208.93 万人，其中城市常住人口为 2229.08 万人，农村常住人口为 979.8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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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乡村从业人员为 1216.47 万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361 元。本文选取的指标的数

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选取了 2005 年至 2020 年的数据作为分析的数据基础。 

4.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与模型建立 

为了缓解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再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ata 
表 2. 数据描述性统计 

 LNPV LNL LNS LNE LNC LNMP LNI 

均值 16.36324 6.576105 4.211556 13.41696 4.514422 7.032473 8.894072 

中位数 16.4344 6.59688 4.228656 13.52717 4.527128 7.073521 8.986558 

最大值 17.12935 6.657279 4.252772 13.62322 4.582209 7.311879 9.702656 

最小值 15.56513 6.381867 4.124065 12.96908 4.371976 6.654101 7.952263 

标准差 0.472183 0.073187 0.042183 0.221226 0.066027 0.213936 0.589179 

 
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他各个影响因素的

差异明显，其变动方向基本相同，相互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设立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

形式为： 

1 2 3 4 5 6ln ln ln ln ln ln lnI c PV L S E C MPβ β β β β β µ= + + + + + + +  

其中 c 为截距项，I 代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V 代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L 代表乡村非农业产业

的农村劳动力、S 代表有效灌溉面积、E 代表农业生产用电量、C 代表农业化肥施用量、MP 代表农业机

械总动力，μ代表随机误差项。 

4.3.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因为本文选取的是 2005 年至 2020 年的时间序列，而时间序列大多数是不平稳的，为了避免回归方

程中的伪回归现象，在进行分析前先做单位根检验，以选择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本文采取 ADF 检

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 3。 
 

Table 3. ADF test of time series data 
表 3. 时间序列数据 ADF 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检验值 5%显著性水平上

的检验值 P 值 检验结果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C, T, 3) −1.968838 −3.875302 0.5592 不平稳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对数 (C, T, 3) −0.548440 −3.119910 0.8510 不平稳 

乡村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对数 (C, T, 3) −3.066077 −3.828975 0.1538 不平稳 

有效灌溉面积的对数 (C, T, 3) −2.318329 −3.081002 0.1790 不平稳 

农业生产用电量的对数 (C, T, 3) −6.166402 −3.875302 0.0021 平稳*** 

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对数 (C, T, 3) −0.902126 −3.875302 0.9199 不平稳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 (C, T, 3) −2.724145 −3.119910 0.0963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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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DF 检验发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非农业产业的劳动力人数、

有效灌溉面积、农业化肥施用量这些变量的对数时间序列都是不平稳的，农业生产用电量对数时间序列

在 1%显著水平下平稳，农业机械总动力对数在 10%显著水平下平稳，因此对变量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

再进行 ADF 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 
 

Table 4. ADF test after first-order difference of time series 
表 4. 时间序列–阶差分后的 ADF 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检验值 5%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值 P 值 检验结果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一阶差分 (C, T, 3) −3.631041 −3.933364 0.0757 平稳*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对数一阶差分 (C, T, 3) −4.664756 −3.119910 0.0036 平稳*** 

乡村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对数一阶差分 (C, T, 3) −3.097731 −1.968430 0.0046 平稳*** 

有效灌溉面积对数一阶差分 (C, T, 3) −2.437033 −1.968430 0.0191 平稳*** 

农业生产用电量对数一阶差分 (C, T, 3) −5.271220 −1.977738 0.0001 平稳*** 

农业化肥施用量对数一阶差分 (C, T, 3) −6.024385 −3.875302 0.0025 平稳***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一阶差分 (C, T, 3) −3.591993 −3.828975 0.0715 平稳* 

 
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的 ADF 检验，可以发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对数、乡村非农产业对数、有效灌溉面积对数、农村化肥施用量对数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

为了分析同阶差分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下面进行协整检验。 

4.4. 协整检验 

为了分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变量的对数进行回归

分析，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也就是进行无截距项、无趋势项的 ADF 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 5。 
 

Table 5. ADF test of regression residual sequence 
表 5. 回归残差序列 ADF 检验 

 t 统计量 伴随概率 

ADF 检验值 −3.497571 0.0018 

显著性水平检验值 

1%显著性水平检验值 −2.728252  

5%显著性水平检验值 −1.96627  

10%显著性水平检验值 −1.605026  

 
由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t 检验统计量值为−3.497571，小于相应临界值，从

而拒绝原假设 H0，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一个平稳序列，说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乡村非农业产业的劳动力人数、有效灌溉面积、农业生产用电量、农业化肥施用量、农

业机械总动力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4.5. 构建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研究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有着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

这种均衡关系可能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差分形成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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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然后以 ln I∆ 作为被解释变量， ln lnPV MP∆ −∆ 以及 1te − 作为解释变量，构建误差修正模型。 

1 2 3 4 5 6 7 1ln ln ln ln ln ln ln tI c PV L S E C MP e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 ∆ + ∆ + ∆ +  

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见表 6。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error correction model 
表 6. 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截距项 0.046838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对数一阶差分 0.417801 

乡村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对数一阶差分 −0.23489 

有效灌溉面积对数一阶差分 −0.41004 

农业生产用电量对数一阶差分 −0.28898 

农业化肥施用量对数一阶差分 1.16911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一阶差分 0.914476 

ECM (−1) −0.57703 

可决系数 0.912198 

 
最终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1

ln 0.046838 0.417801 ln 0.23489 ln 0.41004 ln 0.28898 ln 1.16911 ln
           0.914476 ln 0.57703 t

I PV L S E C
MP e −

∆ = + ∆ − ∆ − ∆ − ∆ + ∆
+ ∆ −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会受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变化、乡村非农业产

业的劳动力变化、有效灌溉面积变化、农业生产用电量变化、农业化肥施用量变化、农业机械总动力变

化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上一期这些解释变量对均衡水平偏离的影响。误差项 e 估计的系数−0.57703 体

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上一期偏离越远，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即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重庆市为例，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兴旺与农民生活

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文献综述法，结合现有学者的观点进行研究，实证分析方面，

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采用 2005 年至 2020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

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产业兴旺对与农民生活水平存在影响，乡村振兴背景下，

乡村产业兴旺从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产业投入水平三个维度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村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影响更

为显著，乡村非农业产业劳动力人数、农业生产用电量的影响次之。因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5.1.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加强农村产业融合政策支持力度。保障土地要素，土地要素的使用是农村产业融合必不可少的先决

问题，充分利用闲置宅基地、荒地，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充足的建设场地；提供资本要素支持，合理引

导乡村外资本资金进入乡村，适当增大金融机构贷款额度，向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提供相应补贴，增加

农村产业的产值，降低其生产经营的成本；吸引人力资源加入，落实优惠政策，鼓励优秀人才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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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专业人才走向乡村农业并提供技术指导。 
推进农业产业向外部产业链延伸。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运输业等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推

动农村产业融合，首先就可以从农业外部直接相关的产业链开始，加强农产品的加工深度，延长农产品

的保质期、鲜活度，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不同地区有着自身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底蕴和传统优良风俗，不难发现，

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的农村开始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打造地方文化特色景点，完

善旅游业设施建设，吸引游客观光消费，增加服务型就业岗位，拉动传统农业发展，实现当地经济增值，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加快构建互联网电商模式。农业农产品自身具有储存周期短，体积总量大的特点，乡村传统产业应

注重现代互联网的使用，电子商务无疑是当今最便利的销售模式，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应促进互联网与农

业的结合，加快农村公共网络设施建设，增加农村物流运输网点，提升运输效率与质量，实现“多产多

销”、及时发现需求“现摘现卖”，最终通过扩大生产实现规模经济。 

5.2. 提高农村农业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效生产经营模式 

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存在着短板，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是解决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重点。提高农业

现代化水平，首先、要提高机械化生产规模和水平。通过技术创新，研发适用于当地地理生产条件的机

械化种植工具替代传统低产费力的耕作方式，对农田进行宜机化改造，实现农用机械的最大效益。其次、

完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于配备基础水电、乡村道路修补与新覆盖、建设农田灌溉排水管道。

再次、推动城乡融合。提升乡村与城市关系的质量，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

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强农业组织机制创新，积极发展规模经营，在城

乡融合过程中，摸索出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加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力

度，推动土地更加集中，更加规模化经营，实现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型。最后，提高农民素质，

培养现代化农业人才。发展农业现代化，需要具有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先进生产经营器械的使

用，科学管理制度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需整合城乡教育资源，加强农民现代化技能

培训，提高农民适应现代科技的能力。 

5.3. 加强农业产业投入力度，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增加农业产业投入水平，可以拉动对前端与后端产业的需求，实现更加高效的产业关联，延伸农业

产业链。同时，为了响应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所涉及到的污染严重性强、碳排放程

度高的能源与农业资源的使用会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新型清洁能源与资源的使用，而现阶段这些清

洁生产要素所带来的生产不具备成本优势，这就需要除农业产业的其他力量的支持，农业产业的投入类

型应该更具多元性、高效性，农业产业的投入需要更加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需

要加大对大型粮食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龙头企业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消费者的需求更大，农业产业

投入的主力军是这些龙头企业，通过地区培养支持地方规模大、效率高的龙头企业能够促进农产品更快

的进入市场，增加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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