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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产业振兴评价对于评估乡村振兴成效、研判乡村振兴发展态势和综合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与原则，利用系统分析法、熵权法的研究方

法，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从纵向和横向与两个角度，对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实现程度与

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评价，提出了下一步的优化对策建议，以期为乡村产业振兴年度评价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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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乡村“五

大振兴”发展目标和任务。评估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状况是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

础。加快构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有利于提

高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还有利于为解构新时代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提供科学依据。就目前而言，中国农业

产业化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仍相对薄弱，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尤

其在农产品生产结构、农业多功能融合发展水平、农业社会化

服务支撑体系等方面仍然较弱。因此，准确把握乡村产业振兴，

对于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和原则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党和国家及山东省地方的相关

政策文件为指导和依据，进一步挖掘和充实评价要素，将乡村

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总要求与农业农村优先、城乡融合发展结合，在静态结果评价

基础上兼顾动态过程评价，在客观定量评价基础上兼顾主观定

性评价，创新性地构建更为系统全面的山东省乡村振兴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 

2.1  综合性原则 

乡村振兴并不是某一方面的建设，它涉及很多方面，因此

建立的指标体系要体现出综合性，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全面地体现乡村

振兴的概貌。 

2.2  代表性原则 

在指标的选取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指标非常多，但是对于

整个指标体系而言，不可能把每一个指标都包括在内，因此应

选取覆盖面广、代表性和独立性强的指标。 

2.3  可获得原则 

指标体系的构建在于应用，因此指标对应的数据要真实，

可获得性强，计算和处理方法也要易于操作。有些指标从理论

意义上来讲，说明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当中却很难

获得数据，对于此类指标应找类似的易于替代的指标。 

2.4  可比性原则 

统计口径不一致往往会造成指标之间不能够比较，由于单

位不同指标之间的比较也会显得毫无意义，因此要注意使用相

对数，而不能使用绝对数，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才能进

一步计算。 

2 乡村振兴指标筛选与完善 

2.1 一级指标的选择 

乡村振兴一级指标的选择可以有两个方案。方案一是划分

为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发展三个一级指标。乡村建设包

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乡村治理包括制度建

设、治理机制、乡风文明等方面，乡村发展包括乡村社会事业、

公共服务等方面。方案二是按照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的五

个方面来构建，这一方向也是《战略规划》一级指标设定的方

法。 

2.2 优化现有乡村振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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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是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载体，不仅是农业产业多功

能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科技支撑体系的有

效应用场所。一方面，在保证人、地、钱要素资源有效配置的

基础上，大力发展包括粮食、畜牧、水产等在内的农业产业，

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农业多功能拓展提供有效物

质载体，进一步促使农业产业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另一方面，

农业的多功能发展使得农业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集约化程度

不断加强，客观上刺激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随着人们

对农产品品质需求的不断增加，对配套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推动农业支撑产业体系的完

善。 

拓展农业多功能性是农产品产业体系的延伸，也有利于助

推农业支撑产业体系的建设农业多功能产业体系不仅是农产

品本身价值的延伸，也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方

面，三产融合能够保护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加农民的收入，因

此通过发展农业在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的多功能性，

能够不断拓展农业发展边界，为产业融合提供新的方向。另一

方面，三次产业融合并不是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实现农业、加

工、游、服务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强化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提

高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化、组织化程度。另外，社会化服务职能

的需求相应增加，促使农业支撑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和提档升

级。 

2.3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农产品产业体系主要

下设３个二级指标和８个三级指标（表１）。二级指标主要包

括农产品供给结构、农产品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竞争能力。其

中，农产品供给结构主要包括种植养殖业占农业总产值比例、

农产品加工业占农业总产值比例、农产品消费价格指数波动幅

度。农产品生产能力是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衡量指标，主要通

过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人均粮油产量、每万人农业机械总

动力来体现。其中，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人均粮油产量都

能够直观反映出生产能力水平的高低，而每万人农业机械总动

力是反映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有益

于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经营。农产品竞争能力体现

了一个地区农产品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主要通过 “三

品一标”每万人拥有个数和农产品销售总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

来体现。其中，“三品一标”是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

共品牌，是优质农产品和较强竞争力的体现，而农产品销售总

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则是以具体的销售额反映农产品的实际

竞争力。 

农业产业支撑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打造

高效安全的农产品，也要不断加快产业融合发展，而二者的协

同都需要不断强化农业支撑产业体系的构建，为助推乡村产业

振兴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农业支撑产业体系主要包括农业科

技、商贸物流服务以及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成为打造农业产

业链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农业支撑产业体系主要通过农业

科技体系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两个 

 

表 1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来反映，农业科技体系以涉农研发费用投入占地

区研发费用投入的比例和农业科技人员占第一产业人员的比

例来反映当地农村对农业科技的重视和利用程度；而农业信息

服务体系主要以宽带接入率来反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水平。 

3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 

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原始指标数据量纲不一致，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标准化处理有多种方法，文献中常用归一法，但由于

本文使用了政策称号类数据，部分市可能在某些称号的评选上

落选，导致指标值为 0，因此，本文采用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

数来对数据进行处理。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步：M = (M1, 

M2, · · · , Mm) P = (P1, P2, · · · , Pn1）形成决策矩

阵。设参与评价的对象集为 ，指标集为)，评价对象 Mi 对指

标 Pj 的值记为 xij，则形成的决策矩阵 X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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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化决策矩阵。对 的每一列进行标准化，公式为 ，

使其服从 N（0,1）标准正态分布，设得到的结果为  。

然后，计算的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值 ，这种变换可以拉大

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使结果更加明显。 

3）将结果乘以 100，使 zij 分布在（0，100）之间。 

4）对于 4 个负向指标，先计算其倒数，然后重复上述的

无量纲处理步骤。 

3.2 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相关文献采用多种方法来确定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权重，

如主成分分析法、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等[1,3]。 

本文将使用熵权法来确定山东省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中的指标权重。熵权法是根据同一指标不同观测值之间的差异

程度，客观地确定指标权重的赋权方法。使用熵权法可以避免

人为因素的干扰，使评价结果更加贴合实际，同时，通过观察

指标权重可以分析指标信息量的大小。 

原始熵权法权重列为模型计算的直接结果，该列数字和为 

1，三级指标相对权重为同一个二级指标下各个三级指标所占

比重，经过层层计算可以得到一级指标相对权重。假定乡村产

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模型中存在ｎ个评价对象和ｍ 个具体指

标，构建初始矩阵。 

 

然后，将标准化的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初始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正向和逆向指标： 

 

对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确定最终标准值。第一，确定乡

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权重。第二，通过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规范

化的评价矩阵，将标准值与权重进行相乘后得到乡村产业振兴

规范化的矩阵。第三，确定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数的正负理想

解及测算二者之间的欧式距离 Ｄ＋ｉ、Ｄ－ｉ，并最终测算 

出 评 价 对 象 与 理 想 解 之 间 的 接 近 程 度 Ｃｉ

＝Ｄ－ｉＤ＋ｉ＋Ｄ－ｉ。Ｃｉ取值０～１，越接近１代表乡

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值越高，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离现代农业目

标之间越接近，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越高，反之则乡村产业振兴

发展水平越低。因此，可以根据该指数来针对全国３０个省份

进行排序评价。 

3.3 乡村产业振兴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 

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这种

差异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省份往往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上得分较高，如浙江、江

苏、上海、北京等，而经济水平发展较低的省份对应的乡村产

业振兴发展指数也相对较低，如云南、甘肃、贵州等。通过对

比２０１８年３０个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与乡村产业振兴发展

指数得分间的关系可知，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得分与人均 

ＧＤＰ间的拟合度较高，总体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趋势，具有

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人均 ＧＤＰ越高的省份，乡村产

业振兴发展指数的得分就会越高。这说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

省份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越突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

平会越好，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建设的过程中，要充

分重视各地区的经济，依托其经济优势激发农业产业发展的内

生动力。 

4 政策建议 

出台《关于抓好全面小康决胜年“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的

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农业“百千万”工程促进产业兴旺的意

见》等重要文件，明确将“三农”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

域，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稳定投入增长机制，加大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力度，从品牌、特色、质量、产业融合、科技、开放六

大强农行动入手，通过加大财政投入、优化财政资金供给结构，

促进财政支持力度与支持效 果的提升。 

一是拓宽财政资金的筹集渠道，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

围，所得收益全部用于支持乡村振兴。《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将设置涉农资金专项，

并在整体统筹的基础上拓展资金来源、优化投入结构。 

二是加大对“三农”增信服务，加快向县域拓宽涉农担保

业务。多部门可通过综合信息评定贷款主体的信用等级，运用

财政资金开发为小农户、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济主体提供贷

款担保的功能，为乡村从业者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三是优化财政投入方式，以财政补贴为主，采取多种辅助

手段，重点支持乡村产业规模经营、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

提高投资效益。财政优先保障的原则应予以坚持，重点为新型

农业主体提供贷款利息补贴，为农产品质量检测及认证费用提

供补贴等。政府的投资性资金应以资本金的新方式注入符合条

件的乡村项目，并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设立产业投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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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多种方法提高财政资金的投资效益。 

总结：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代表着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进程和发展水平，有助于乡村各要素的协调发

展，高效高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此，需各地政府应当构建

乡村产业发展评价指标，根据地方产业发展情况，从拓宽财政

资金、加大“三农增信服务”、优化财政投入方式这几方面出

发，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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