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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ightening restriction on agricultural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low productivity of labor force,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agging of farmers’ 
income behi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sued document 
No. 1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 in China. Grain production has been bumper for 15 consecutive years.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grain production has been the first in the country. In 2018, the total grain output of Hei-
longjiang Province reached 75 billion kg, accounting for 10% of the national grain output, and 51% 
of the grain output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es the level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entered the growth stage from the initial 
stage and improved year by year. By calculating the barrier factors of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pri-
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t is found that Heilongjiang Province sh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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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中国农业耕地资源约束趋紧、劳动力生产率低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和农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

水平等问题，我国连续5年下发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黑龙江省一直是我国粮食主

产区，粮食产量连续15年大丰收，8年来粮食产量稳居全国首位。2018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到750
亿公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10%，东北三省粮食产量的51%。本文构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标

体系，并以黑龙江省为例评价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该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已经从起步阶段进入成长阶段，并逐年提高。通过计算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障碍因子发现，黑龙

江省应该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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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的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持续

增长。但是我国农业长期粗放式发展导致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耕地资源约束趋紧、劳动

力生产率低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和农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等方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国家为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和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总体目标提出的重要举措[1] [2]。 
2014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互动[3]。此后，连续四年的中央 1 号文件均强调了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2015 年

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4]；2016 年中央 1 号文件强调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5]；
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产业，建设一批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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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村镇[6]；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部署了构建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7]。 
为实施中央提出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战略，2016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

路的必然要求[8]。2016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把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列为农业现代化的八大工程之一，提出推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建立多形式利益联结

机制，培育融合主体、创新融合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更多分享增值收益[9]。2016 年 10 月《全国

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对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农产品市场流通体

系、发展农业新兴业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和创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10]。 
相比我国刚刚起步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和实践，欧美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方

面已经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模式，如荷兰的“农业全产业链”、韩国的“农

业第六产业化”、日本的“六次产业化”、法国的“乡村旅游”等。农业发达国家根据各自农业产业化

的不同需求，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配套扶持政策，通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之间相互交叉、相

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实现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1]。然而考虑到经济、政治、制度、资源禀赋等方

面的差异性，国外研究成果很难解释并指导中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12] [13] [14] [15]。所以，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从不同侧面研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应用。 
关浩杰认为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评价体系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效果进行量化，并提

出了 5 个一级评价指标，16 个二级评价指标[16]。冯伟等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采

用综合评价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 2 个一级指标，5 个二

级指标，20 个三级指标[17]。王玲基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和产业政策评价的一般方法，构建了 2 个一级

指标，5 个二级指标，18 个三级指标，并运用熵值法实证测算了江苏省 13 个省辖市农村产业融合综合发展

水平[18]。蒋一卉基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和产业政策评价的一般方法，构建了 2 个一级指标，5 个二级指

标，19 个三级指标，以此作为北京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北京 2005~2014
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19]。李芸等从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出发，结合评价目的，遵循

评价指标设置原则，建立了“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2 个一级指标，6 个二级指标，18
个三级指标，分析了北京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阶段[20]。王晓建设置了 1 个一级评价指标，3 个二级指标，10
个三级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上海市金山区实行产业融合政策前后产业融合发展水平[21]。 

综合分析目前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发现，一是现有指标体系没有体现相关国家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政策；二是现有指标体系没有考虑与国家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指标相契合；三是现有评价

体系指标选择过于主观化，缺乏客观筛选定性定量；四是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均没有考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可持续性。鉴于此，笔者重新构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和多因

素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2018 年，黑

龙江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750 亿公斤，连续八年居全国首位，实现“十五连丰”，黑龙江省在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客观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建立融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2.1.1. 评价层次构建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体系设立三个评价层次，分别是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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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评价指标构建 
1) 主观选择指标 
从国家关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农产品加工和农村信息化规划等文件中选取与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相关的指标，侧重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 
2) 初步筛选指标 
采用德尔菲法对初步确定的指标进行筛选，保留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关联性较强的指标，剔

除关联性较弱的指标。 
3) 客观筛选指标 
对初步筛选后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如下： 

min

max min

ij
ij

X X
X

X X′

−

−
=                                     (1) 

1ijX X ′=                                        (2) 

式中 ijX ′ 为无量纲处理的数据，Xij为正向化指标原始数据， X ′为逆向化指标原始数据，Xmax为原始数据

最大值，Xmin 为原始数据最小值。 
应用 SPSS20 对无量纲标准化数据 ijX ′ 进行 R 型聚类分析，根据 R 型指标聚类结论，最终确定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C)。 

2.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2.2.1. 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层次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是萨迪(A. L. Saaty)于在 1970 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层

次化的多目标决策排序方法[22]。该方法把多层次、多目标复杂的决策系统要素依次按重要性进行量化，

然后进行层次排序，最终确定决策因子的重要性次序。 
1) 建立判断矩阵 
采用 A. L. Saaty 教授提出的 1~9 比例标度法对评价指标重要程度进行量化[23]，见表 1。 

 
Table 1. Judgment matrix scale and its meaning 
表 1. 判断矩阵标度及其含义 

序号 指标 i，j 重要性比较 Cij量化值 

1 i，j 重要性相同 1 

2 i 指标比 j 指标稍微重要 3 

3 i 指标比 j 指标明显重要 5 

4 i 指标比 j 指标强烈重要 7 

5 i 指标比 j 指标极端重要 9 

6 i 指标比 j 指标稍不重要 1/3 

7 i 指标比 j 指标明显不重要 1/5 

8 i 指标比 j 指标强烈不重要 1/7 

9 i 指标比 j 指标极端不重要 1/9 

注：Cij = {2, 4, 6, 8, 1/2, 1/4, 1/6, 1/8}表示指标 i，j 重要性比较，介于 Cij = {1, 3, 5, 7, 9, 1/3, 1/5, 1/7, 1/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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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 个元素来说，两两判断矩阵为 ( )ij n n
C C

×
= ，Cij表示指标 i 和指标 j 相对重要值。 

判断矩阵形式如下： 
 

Bk C1 C2 ︙ Cn 

C1 C11 C12 ︙ C1n 

C2 C21 C22 ︙ C2n 

︙ ︙ ︙ ︙ ︙ 

Cn Cn1 Cn2 91 Cnn 

 
Cij有如下性质： 
a) 0ijC >  
b) ( )1ij jiC C i j= ≠  
c) ( )1 , 1,2, ,iiC i j n= =   
2) 判断矩阵一次性检验 
采用 CR 值指标进行检验，判断矩阵的内在逻辑性。 

max

1n
CI

nλ −
−

=                                        (3) 

CR CI
RI

=                                          (4) 

λmax为判读矩阵最大特征根。不同阶的判断矩阵，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特征值不同[23]，见表 2。 
 
Table 2. RI Value of first to ninth order judgment matrix 
表 2. 1~9 阶判断矩阵 RI 值 

1 2 3 4 5 6 7 8 9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如果 CR < 0.10，表明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否则，需要重新调整判断矩阵。 
3) 层次单排序 
从理论层面讲，层次单排序的计算问题可以看作是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跟及其特征向量的问题。

根据判断矩阵来计算指标层指标(Cn)对于各自归属的准则层(Bn)、准则层各因素对于各自归属的目标层

(An)、目标层各因素对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指数(A)的相对重要性，最后归结为本层次有联系的指标

之间的重要性次序的权值，简言之，就是底层元素的权重排序。 
4) 层次总排序 
层次总排序就是最低层次因素相对于最高层次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即指标层各指标(Cn)相对于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水平指数(A)的权重排序。 

2.2.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数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为标准化后的各个指标原始数据数值与相应权重乘积之和，公式如下： 

1 100m
ij ijjF X W′=

= ×∑                                   (5) 

式中，F 代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数， ijW 为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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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阶段评价 
参照李芸等关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阶段划分方法[24]，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划分为起步阶段、成

长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深度融合发展阶段，见表 3。 
 
Table 3. Development stage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tegration 
表 3.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阶段 

融合发展阶段 综合发展指数 

起步阶段 10 ≤ F < 60 

成长阶段 60 ≤ F < 80 

基本实现阶段 80 ≤ F < 100 

深度融合发展阶段 F = 100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起步阶段主要特征表现在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农

业产业结构开始扭转单纯以种植业为主的局面，开始进行农副产品加工，初步形成了生产规模。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长阶段主要特征是农村出现了一批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量大幅上升，产业化组织类型多样。产业融合重点向区域品牌塑造、农业

功能拓展、循环农业、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发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基本实现阶段主要特征是实现了农业产业内部有机融合、全产业链发展融

合、农业功能拓展融合、科技渗透发展融合、产业集聚型发展融合、知名品牌拉动、农业与互联网融合，

龙头企业产业链延伸带动、合作社产业延伸带动农民增收。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度融合阶段主要特征是把农产品种植、收割、加工、运输和销售形成完

整的供应链，将农户、生产商、分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全部连接到一起，形成农业产业的完全融合。

实现点对点交易，将产品、服务商、供应商、消费者联系在一起，实现了更加高效、透明、安全的农产

品市场交易。专业化的农业产业链覆盖了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形成品牌化、

标准化、有机绿色的农产品，从根本上确保农产品质量，增加了农民收入。 

3.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3.1. 预选指标体系 

根据国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政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农业现代化规划、农业信

息化规划等文件和规范，为更全面反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初步设定如下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4)。目标层 3 个指标，准则层 10 个指标，指标层 30 个指标。 

3.2. 主观筛选指标 

通过德尔菲法，根据专家意见删除准则层 4 个指标，合并保留 6 个指标，即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

多功能性拓展、农业产业融合经济效应、农业产业融合社会效应、科技金融贡献程度和农业生产资料利

用程度。删除指标层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年增速(C12)、农产品网上零售额与农业总产值比值(C13)、“信

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覆盖率年增速(C14)、农业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比例(C16)、万元农业 GDP
耗水(C21)、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C23)、R & D 投入强度年均增长(%) (C24)、秸秆综合利用率(C29)
等 8 项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紧密型不高或者相似度较高的指标，剩余 22 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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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Evaluation system of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r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tegration 
表 4.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农村一二三业融合发展行为(A1)   

 农业产业链延伸(B1)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年均增长(C1) 

  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C2) 

  农产品加工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C3) 

  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户程度(C4) 

 农业多功能性拓展(B2)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C5) 

  休闲农业收入年均增长(C6)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C7) 

  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年均增长(C8)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B3)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值(C9) 

  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信贷投入(C10) 

  农业保险深度(C11) 

 农业信息化(B4) 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年增速(C12) 

  农产品网上零售额与农业总产值比值(C13) 

  “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覆盖率年增速(C14)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C15) 

  农业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比例(C16) 

 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B5)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C17) 

  乡村非农就业比例(C18) 

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经济社会效应(A2) 

  

 农业增效(B6) 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C19) 

  土地综合产出率(C20) 

  万元农业 GDP 耗水(C21) 

 城乡一体化发展(B7) 城乡居民收入比(C22) 

  城乡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比(C23) 

 科技贡献程度(B8) R & D 投入强度年均增长(%)(C24)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C25) 

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持续性(A3) 

  

 生产资料利用(B9)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C26) 

  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C27) 

  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C28) 

 绿色融合发展(B10) 秸秆综合利用率(C29) 

  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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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R 型聚类筛选指标 

根据保留的 22 个指标层评价指标，采用我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 2013~2017 年的数据(数据来

源：2014~2018 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8 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省农业委员会；黑龙江省水利厅；黑

龙江省畜牧局；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黑龙江省工信委中小企业局；黑龙江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银监会黑龙江银监局)，对 22 个指标进行 R 聚类，删除休闲农业年接待旅游人次年均增长(C8)和养殖废

弃物综合利用率(C30) 2 个与其他指标高度重叠的指标，最终评价体系剩余 20 个指标。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C7)、城乡居民收入比(C22)两个指标为逆指标。 

3.4. 各层次指标权重 

采用 1~9 比例标度法构建判断矩阵，经过 CR 一致性检验，计算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

得到各层次指标相对权重和指标层绝对权重见表 5。 
 
Table 5. Weight table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tegra-
tion 
表 5.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权重表 

目标层 
(相对权重) 

准则层 
(相对权重) 指标层 指标层 

相对权重 
指标层 

绝对权重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行为 
(0.63699) 

农业产业链 
延伸 
(0.75)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年均增长 
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农产品加工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 

0.10473 
0.25828 
0.63699 

0.05003 
0.12339 
0.30431 

农业多功能 
拓展 
(0.25)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 
休闲农业收入年均增长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0.25828 
0.10473 
0.63699 

0.04113 
0.01668 
0.10144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经济社会效应 

(0.25828) 

农业产业融合 
经济效应 

(0.75)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土地综合产出率 

0.09633 
0.24948 
0.55786 
0.09633 

0.01866 
0.04833 
0.10807 
0.01866 

农业产业融合 
社会效应 

(0.25) 

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户程度 
乡村非农就业比例 

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比 

0.20096 
0.07759 
0.52049 
0.20096 

0.01298 
0.00501 
0.03360 
0.01298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可持续性 
(0.10473) 

科技金融 
贡献程度 

(0.5) 

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信贷投入 
农业保险深度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0.25828 
0.10473 
0.63699 

0.01353 
0.00548 
0.03336 

农业生产资料 
利用程度 

(0.5)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 
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 

0.10473 
0.25828 
0.63699 

0.00548 
0.01353 
0.03336 

4. 我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 

黑龙江省一直是我国粮食主产区，2017 年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 9.7%，占东三省粮食产量的

51%。黑龙江省粮食连续 15 年大丰收，年产粮食超过 750 亿公斤，8 年来产量稳居全国第一。客观评价

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阶段分析 

2013 年的五年来，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指数分别为 63.2、63.5、65.1、65.3 和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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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6)，表明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从起步阶段进入成长阶段，并逐年提高，尤其是 2016
年以来融合发展速度加快(见图 1)。 
 

 
Figure 1. Complex development index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
tries integr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 
图 1.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指数 

 
Table 6. Complex development index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tegr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
ince from 2013 to 2017 
表 6.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指数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标 
融合指数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年均增长 0.0399 0.0381 0.0364 0.0349 0.0335 

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0.0842 0.0992 0.1017 0.0913 0.1061 

农产品加工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 0.0770 0.0916 0.1001 0.0997 0.0931 

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户程度 0.0094 0.0104 0.0114 0.0121 0.0123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年增长率 0.0411 0.0411 0.0411 0.0411 0.0332 

休闲农业收入年均增长 0.0134 −0.0166 0.0167 0.0167 0.0167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0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值 0.0137 0.0146 0.0163 0.0180 0.0181 

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信贷投入 0.0135 0.0135 0.0135 0.0135 0.0135 

农业保险深度 0.0055 0.0055 0.0055 0.0055 0.0055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 0.0957 0.1014 0.1014 0.1014 0.1014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0.1081 0.1081 0.1021 0.1081 0.1081 

乡村非农就业比例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0.0336 0.0312 0.0068 0.0116 0.0336 

土地综合产出率 0.0031 0.0033 0.0032 0.0033 0.0036 

城乡居民收入比 0.0115 0.0108 0.0107 0.0107 0.0108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0.0334 0.0334 0.0334 0.0334 0.0334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0055 0.0055 0.0055 0.0055 0.0055 

主要农作物化肥利用率 0.0113 0.0115 0.0119 0.0124 0.0130 

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 0.0292 0.0292 0.0300 0.0309 0.0334 

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指数(F) 63.2 63.5 65.1 65.3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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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分析 

4.2.1. 目标层指数分析评价 
2013~2014 年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标层指数总体上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见表 7。 

 
Table 7. Development target layer index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tegr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 
表 7.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标层指数 

目标层指标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行为 55.2 55.7 62.4 60.5 60.3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经济社会效应 70.7 70.3 59.5 64.7 73.4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可持续性 93.9 94.1 95.3 96.6 99.5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标层指数中，可持续性发展指数最高，为 94~100，

进入基本实现产业融合阶段。这与近年来黑龙江省对农业金融、保险、科技进步、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等

方面的大力扶持密切相关。说明黑龙江省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自始至终以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为导

向，农业产业融合一直坚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13~2017 年经济社会效应指数在 60~73 之间，进入融合发展成长阶段。近几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

融合发展围绕农业增收农民致富和发展绿色有机食品，推进农业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生产转型升级，

农业发展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产业融合已经从起步阶段步入融合发展成长阶段。 
2013~2017 年融合发展行为指数在 55~62 之间，刚刚进入融合发展起步阶段。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

由农业资源优势向农产品加工优势转变尚需一个过程，目前精深加工企业不多，作坊式加工型企业居多，

高起点、高技术含量的龙头企业少，带动作用有限。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平均只有 58.8%，相反，沿

海发达地区农产品早就达到 90%的加工率[25]。黑龙江省要继续延长加工业产业链条，促使农产品由初

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向高营养和高附加值转变，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突破。 

4.2.2. 准则层指数分析评价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 6 个准则层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介于 42~100 之间，分别处于起步阶段、成

长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深度融合发展阶段，见表 8。 
 
Table 8. Development criteria layer index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tegr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 
表 8.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准则层指数 

准则层指标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农业产业链延伸 42.1 47.9 49.9 47.3 48.7 

农业多功能拓展 94.3 79.1 100 100 95 

产业融合经济效应 65 65.6 63.3 67.3 67.5 

产业融合社会效应 87.6 84.6 48.1 56.6 91 

科技金融贡献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农业生产资料利用程度 87.8 88.2 90.6 93.2 98.9 

 
1) 农业产业链延伸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链延伸指数平均值为 47.2，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按《全国农产品加

https://doi.org/10.12677/sd.2019.94066


柴青宇，孙正林 
 

 

DOI: 10.12677/sd.2019.94066 569 可持续发展 
 

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规定，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年均增长值

为 6%，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68%，农产品加工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为 2.4:1，黑龙江省分别达到

4.4%、58.8%和 0.71:1，只有全国平均值的 73.3%、86.5%和 29.2%。 
2) 农业多功能拓展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业多功能拓展指数平均值为 93.7，已经进入基本实现阶段阶段。在农业多

功能拓展方面，黑龙江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农民收入新业态，重点推进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把挖掘黑土地绿色生态和环境文化价值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在黑龙江农村形成产业

新形态。截止 2017 年末，全省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到 5703 家，经营收入达到 82.5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10.2%和 10.6%。吸纳 14.3 万农民就业，带动 13.9 万户农民在产业发展中受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

新亮点之一[26]。 
3) 产业融合经济效应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合经济效应指数平均值为 65.7，已经进入成长阶段。黑龙江省通

过深挖农业区域资源优势，优化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在实现粮食产量连续 15 年

大丰收的同时确保了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全省人均农民收入由2013年的9634元上升到2017年的12,655
元，提高了 31.4% [27]。 

4) 产业融合社会效应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业多功能拓展指数平均值为 73.58，平均进入成长阶段。黑龙江省通过龙头

企业、农民合作社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以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民增收。以“龙头企业 + 基地 + 农
户”、“保底收益 + 分红”、“土地流转”、“合作社 + 订单”等合作方式让农民分享农业经营主体

收益。同时通过劳务推介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乡镇和村办企业转移。 
2015 年和 2016 年农业多功能拓展指数分别为 48.1 和 56.6，倒退为起步阶段，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黑

龙江省人口净流出造成的。据 2016 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黑龙江省全年人口出生率为 6.12‰，死亡率为

6.6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9‰。年末常住总人口为 3799.2 万人，比上年减少 12.8 万人[28]。 
5) 科技金融贡献程度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合科技金融贡献程度指数为 100，进入深度融合发展阶段。黑龙江

省在科技和金融对农业的支撑方面效果十分显著。在农业科技进步方面，积极开展农业应用基础和前沿

高技术领域自主创新，构筑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技术高地；在农业保险方面，加强农业保险与财政支农

奖补资金、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方面的政策融合，建立“多方参与、风险共担、多层分散”的农业保

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在农业信贷方面，各级财政部门积极研究制定支持农业担保机构发展的财政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执行现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增值税政策。 
6) 农业生产资料利用程度 
2013~2017 年黑龙江省农业产业融合生产资料利用程度指数为 88~98，已经进入基本实现融合发展的

阶段。近年来黑龙江省在农业水资源方面，加强旱田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和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大力

发展大型喷灌工程，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膜下滴灌；在农业生态方面，全面实施化肥减量增效、农

药减量、秸秆综合利用、农膜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绿色有机食品发展等

“六大行动”，通过三年努力，实现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目标，基本实现畜禽粪污、

农膜、秸秆资源化利用目标。 

5. 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重点不再是强调总量和速度增长，而是转变为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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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新常态下的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评价指标体系也需要

不断补充完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体系既要反映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行为和经济效应，还要与

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智慧农业相结合，更重要的是遵循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保证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

可持续性。遵循上述原则，本文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行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经济社会效应和农业产业

融合发展可持续性三方面构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我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连续 15 年大丰收，8 年来粮食产量稳居全国第一位，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过程十分具有代表性。通过本评价体系计算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

从起步阶段进入成长阶段，并逐年提高。黑龙江省在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

金融服务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但在农业新业态培育、农业增效和农业服务型产业方面还存在差距。

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主要障碍因子是农产品加工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第一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值。提升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整体水平，还需要大力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综合产出率，尤其要提升休闲

农业发展水平，将休闲农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还要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流通信息、农

产品质量保障、农产品运输加工等方面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在新业态方面要通过智慧农业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现代农业产、供、销精准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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