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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测研究综述

杨宏力

(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摘 要 应用阅读法、评述法和归纳法对国内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定量研究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的成果进行梳理,从主要评价方法、指标系统的构建、指标权重的确定和目标值的确定4个维度对其

进行归纳总结,探求农业现代化定量研究的规律。结果表明:目前国内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定量研究应用最为广

泛的方法是综合指标法;农业现代化评价有5个基本步骤;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一般包括农业生产条件等

版块;评价指标标准值确定要动态化、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且要反映变化趋势。农业现代化定量研究中尚存在的

问题是数据搜集和整理困难、对国外相关资料缺乏挖掘以及新的评价方法和工具亟待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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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进行定

量测算,准确判断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在国

家综合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以平稳有序地推

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亟须

解决的课题。
围绕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定量研究,国外的相关

文献资料虽然不多却被国内的研究者广为借鉴,其
中,借鉴价值最大的当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英克尔

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和1966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布莱克教授提出有关现

代化的10项标准。除此之外,世界银行在《1982年

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标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中的标准也对国内农业现代化评价研究产生了

较大影响。国外研究者的一些经验也常常被国内研

究者作为参考,具有代表性的有:Binsswanger等进

行农村现代化评价时运用的指标体系及研究方

法[1];Downing等基于明尼苏达、纽约等州的实践

研究了何种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对于区域农业

发展更有效率以及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对于农业现代

化的促进作用[2];Goderey等研究了乌干达政府的

制度安排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论证了

农业政策等作为农业技术进步的替代机制对于消除

乌干达贫困的作用[3];Lohmar等在为美国农业部

撰写的一篇报告中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

业现代化的进展情况,论证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成

就及面临的挑战,解读了中国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

策选择[4]。
围绕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估问题,国内相关机构

及理论界也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丰

富的相关文献。代表性的著作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编著的《中国特色农业现

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

著的《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和路径》、蒋和平等人合著

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研究》等;代表性的论

文有傅晨的《广东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

1999—2007》、辛岭等人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王国敏等人的《西
部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定量测评与实证分析》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农业现代化

指标体系。此外,一些学术研讨会,如:2011年举办

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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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2013年召开的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研讨会等会

议的主题或发言都针对农业现代化的定量研究问题

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
上述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农业现代化量化评价

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为今后

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

而,这些成果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并不一致,所
设置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和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并

不统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也各种各样,因而降低了

这些成果在后续研究中的参考价值。因此,对这些

成果进行细致梳理,探索农业现代化定量研究的规

律,甄选出最为科学有效的评价农业现代化水平的

方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围绕农业现代化评

价最为核心的几个步骤对研究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

的文献进行综述。

  一、主要评价方法

  1.多指标综合测度法

多指标综合测度法是目前在评价农业现代化水

平时被认为最为合理也应用最多的一种方法。该方

法主要采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灰色关联分析、
综合指标体系分析等方法,把描述对象的多项指标、
信息加以汇集,经过数学处理后,从整体上确认研究

对象的进程动态。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步骤:建立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综合指标体系;对指标值进

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用层次分析等方法确定指标

权重;利用数学模型测算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比较早期的成果有,郑兴和等拟定投入与产出两方

面11项主体指标、32项群体指标对山东省农业现

代化进程的测度[5];单玉丽选用农业生产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等6个主体指标、22个群体指标

对福建省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测度[6]。近期的成果

有,许佳贤等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福

建省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农业现代

化发展的因子,进而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进行评

价[7];林英华等选取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等10
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聊城市的农业现代化水

平进行了定量分析[8];王淑英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科
技发展水平、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生态化水平等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灰色定权聚类方法,对河南

省108个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9]。

此外,王国敏等对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与总体水平进行测算时也采用了多指标综合分析方

法[10];沈琦等对现有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修正

时也使用了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11]。

2.参数比较法

参数比较法多从比较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通
过可比性指标的比较来评价农业的发展进程,采用

统计学中的相对数、平均数来解决多变量指数问题;
并针对地域实情,参考历史数据及国外发达国家的

实例,给出具体的测度结论。如高明杰等通过农业

科技水平、机械化水平等4个方面的指标进行比较

分析,对比了中国农业在各个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农

业之间所存在的差距[12];王国升等基于农药使用

量、化肥投入等指标,采用宏观分析与农户调查相结

合的方法,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

水平差距与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13];李响等通过选

取农业产出水平等6类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指标,比
较分析了江苏与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农业现

代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14]。

3.模型法

建模者的立论基础是: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农

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而主张通过计算科技进步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来测度农业现代化进程。
这种方法以资金(x)、劳力(L)等为参数,经过微分、
线性变形、时间序列分析及多元回归来分析资金、劳
力、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从而测度地域农业现代

化水平。单胜道等在对浙江省新昌市的农业现代化

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时即采用模糊综合定级法建立了

一个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并利用该模型

做出评价[15]。

4.DEA方法

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方法应

用于农业现代化评价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
要是在多指标输入输出时,通过对生产部门物质投

入、产出相对效益比较及各自优势来测度出农业现

代化进程[16]。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具有多

输入输出且较难确定输入输出函数和输入输出指标

权重等特点,而DEA方法不仅可用来计算同一评

价对象的效率指数,并按照效率指数的大小,对评价

对象作出排序,还可以对之进行资源配置和产出的

有效性分析,因此是一种比较通用的做法。郭冰阳

等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算[17]、赵双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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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评价即主要应用了该

方法[18]。

5.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20世纪40年代,随着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

以及神经元的电生理过程等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人们对人脑的结构、组成及最基本工作单元有了越

来越充分的认识,在此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综合数

学、物理学以及信息处理等学科的方法对人脑神经

网络进行抽象,并建立简化的模型,称为人工神经网

络ANN(artificialneuralnetwork,ANN)。作为一

门活跃的边缘性交叉学科,神经网络已经提出上百

种的神经网络模型,而且已在很多领域和部门获得

了实际的应用。在经济领域,主要应用于投资决策

的分析与评估、农业发展水平评价等方面[19]。陆相

林尝试运用人工神经网络建立SOFM 网络对山东

省17个地(市)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区

划研究[20]。赵红巍等对辽宁省2007—2010年14
个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的研究也应用了人工神

经网络方法,他们通过对主成分的分析获取了能全

面衡量农业现代化进展程度的新指标,并将其应用

于BP人工神经网络,建立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综

合评价体系,对辽宁的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进行综合评价[21]。

6.其他方法

潘竟虎等认为传统的农业现代化区域差异度量

方法大都是通过统计模型对指标进行加权评判,因
其缺乏空间视角,难以真正反映区域空间差异的变

化与机制[22]。并利用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的

ESDA方法对甘肃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差异的空

间结 构 进 行 了 实 证 分 析。傅 晨 在 测 度 广 东 省

1999—2007年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时采用了简单易

行的达标率方法[23]。万忠等对广东省1999年的农

业现代化水平评测时也采用了相同的方法[24]。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水平,建立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重要的基础。我国宏观经济

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对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设计和评

价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

1.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从对现有文献的检索来看,目前国内农业现代

化水平的研究者们对于指标体系的设计遵从了相似

的几条原则:代表性、独立性、易操作性、系统性、可
比性等[25-29]。但由于采用的方法和工具的差异,原
则拟定又有一定的区别,如崔惠玲等认为构建指标

体系时应从现实出发,又要能够把现阶段农业现代

化的新的内涵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溶于其中,因而

在其他原则之上追加了现实性和趋势性原则[30]。
谭爱花等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课
题组也有类似的考量,因而追加了时代性、导向性等

原则[31-32]。在原则确定上最为全面的是徐星明等,
他们在研究中提出的建立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评价

指标体系的十大原则,基本上包括了其他人提出的

原则[33]。

2.体系设置的方法

现有的指标体系中绝大部分采取了综合指标法

设置指标体系,即将整个评估体系分为综合性指标、
主体指标和群体指标3个层次,如:辛岭等及蒋和平

等认为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反映农业现代化生产

手段方面的指标组、反映农业现代化产出水平方面

的指标组、反映农业现代化农村社会发展水平方面

的指标组和反映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水平方面的

指标组,他们借鉴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参考了世界

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美国等一些组织和国

家评价农业现代化的指标和衡量标准,参照数据的

可获得性,经过各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建立了一个

4项准则指标和10余项个体指标的指标体系,用来

评价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27,34]。刘晓越、王国

敏等、谭爱花等、杜华章在他们的研究中也采取了相

同的分层方法设置指标体系[10,31,35-36]。沈琦等认为

现有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存在指标数量偏多、权
重确定过于主观等问题,由此提出了利用SPSS软

件先将现有指标体系所有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再运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一步筛选指标,并运用因子分

析法计算综合评价指数,最终与标准值进行对比确

定农业发展具体阶段的修正方案[11]。但他们的指

标体系设计仍然使用了分层设置的方法。
也有研究没有采取分层设置指标而是采取了其

他的指标设置方法,如蒋和平等、辛岭等采用动态评

价法选取一定时段的数据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5个阶段赋值,通过对14个特征指标值的定量测算

评价了2003年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总体水

平[26-27]。傅晨对广东省1999-2007年间农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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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水平的评价采取了设置10个指标并将其与

标准值比较直接计算达标率进而计算农业现代化综

合得分的方法[23]。

3.具体指标体系设置

陈春霞在一篇综述中基于拟定主体将国内目前

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带有宏观

指导性质的指标体系,这类指标体系的研究一般是

由国家级或部级研究机构开展,目的是宏观指导各

地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代表性的是农业部农村经济

研究中心和中国农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的指标体系;
第二类是各地方政府主导制定的指标体系,目的是

指导当地农业现代化建设,代表性的是广东省农村

研究发展中心和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

等机构的指标体系;第三类是相关专家、学者在自己

的研究中提出的指标体系,目的是对区域农业现代

化水平进行评测或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37]。这种

基于拟定主体的分类概括性较强,可以将不同的指

标体系快速归置到几类主体之下,但在为其他的指

标体系研究者提供资料参考和设置依据方面则不具

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比较合理的方法是基于指标体系的内容或版块

对已有的成果进行梳理。文献分析可见,具体版块

和具体指标的设置因研究者们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

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大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

业生产条件,主要衡量指标包括耕地有效灌溉率、农
机总动力、化肥使用量等;二是农业科技水平,主要

衡量指标包括农业机械化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劳动

力文化水平等;三是农业经营管理水平,主要衡量指

标包括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产品商品化率等;四是农

民生活质量,主要衡量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农民人

均纯收入、转移农村劳动力数量等[10,23,27,34,36]。也

有研究者从技术、要素、功能等方面定义现代农

业[38]。近期的指标体系开始更多地考虑生态、资源

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相应的指标体系中设

置了农村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相关

指标,如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灌溉用水利用系

数等[32,39]。

  三、指标权重的确定

  鉴于既有的成果中绝大多数研究者采取分层设

置指标并计算综合得分的综合指标法,因此,指标权

重的确定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每一个

具体指标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程度的不同关系到以

后的具体计算和结果的科学有效性,权重确定的方

法也便成为研究者们绕不过的一个问题。
农业现代化指标权重的确定有很多方法,在早

期的研究中,AHP法、Delphi法等主观赋权法是大

家确定指标权重时惯用的方法,虽然比较简便也有

一定合理性,但却因主观性较强而饱受诟病。因而,
客观赋权法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如变异系数法

(coefficientofvariationmethod,CVM),它直接利

用各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指标的权重,
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因而客观性较强。刘海清

等人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即采用了客观赋权法中的变

异系数法[29]。近期的研究中,主客观结合的方法更

多地被采用。王国敏等综合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

的优点,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权重,他们首先根据专家

意见相对于综合指标构造出主体指标的比较判别矩

阵,然后相对于主体指标再构造出群体指标的比较

判别矩阵,并对判别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在此基础

上计算各主体指标和群体指标的权重[10]。蒋和平

等选用专家调查法与系统综合目标分层加权相结合

的方法来确定指标体系权重[34]。

  四、目标值或标准值的确定

  目标值或标准值的确定直接关乎对农业现代化

水平测度的科学有效性,因为目前几乎所有这方面

的研究都最终要通过现代化得分与目标值的对比来

反映某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水平和差距。
在现有的成果中,大家在确定目标值或标准值

时最主要的做法有如下几点:一是参考权威的国际

或国内标准,国际标准被参考最多的是联合国、世界

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标准和英克尔斯现代化标准,如
蒋和平等在研究中参考了世界银行的数据[26];国内

标准被广泛参考的是各种国家发展规划、党和国家

政策文件中提出的标准,如傅晨的研究采用了中共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标准[23]。二是参考

当地政府和规划部门制定的发展规划标准,如刘海

清等人的研究就参考了农业部和海南省政府在北京

签订的《关于共同推进海南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

建设合作备忘录》与海南省委五届四次全会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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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规划[29]。三是参考权威研究部门或权威专

家制定的标准。如胡善清等确定山东省农业现代化

进程指标标准值时参考了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

所区域与现代农业经济研究中心确定的标准[40]。
四是结合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情况。郑兴和

等评价山东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时参考了山东省“九
五”及2010年远景规划目标并依据“八五”以来15
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已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确定指标

的标准值[5]。
文献检索发现,目前目标值或标准值的设定相

对不太规范,标准也有较大差异,众多的研究者们采

取了比较模糊的做法而没有对这些值的确定做出明

确说明[31,41],其原因一方面缘于现代化进程的动态

性,要求有动态的目标值与之匹配,农业现代化发展

的区域差异要求根据现实条件有不同的目标设定;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方对农业现代化具体发展趋势

的预测差异,这种现状也对我们的农业现代化研究

提出了两个难以解决又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何让我

们的目标值设定变得更为科学? 现代化评测目标值

设定的规律是什么?

  五、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

  基于本文中所述的各种方法,研究者们在不同

的指标体系框架下对我国或某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水平做出了评价。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发

展水平,学者们一致认为近几年发展较快,但区域发

展不平衡问题也比较突出,东中西部发展水平差距

较大且呈扩大态势。按得分分类,北京、上海属于第

一梯队,江苏、天津、浙江、山东等居第二梯队,其余

省份基本位于第三梯队[26,35]。就区域农业现代化

发展水平而言,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内发展水平差异

也较大,如同为西部地区,广西、甘肃等省区发展指

数增长率要低于内蒙古和新疆等省区[28]。甚至在

同一省份内部,如广东省,据测算先进区要领先落后

区13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23]。在已有的成果

中,研究者们还论证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先行区

如北京、上海等地尽管在多数指标上居于相对较高

水平,但仍存在劳均耕地面积过低等制约因素[26]。
学者们对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判断和

分析有利于我们掌握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情况,
也为农业管理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

们在研究中提出的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关键

指标成为农业工作重要的着力点。同时,这些成果

也存在着指标体系不一致所导致的区域现代化评价

结果不尽相同、指标权重赋权不同使得关键指标存

有差异等问题,这些经验成为农业现代化定量测评

后续研究的重要借鉴。

  六、启示与问题

  通过对既有成果的梳理,本文对于农业现代化

水平的量化研究得出以下4条启示。
启示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定量研究应用最为

广泛的方法是综合指标法,其中,因子分析、聚类分

析等方法和工具及SPSS软件等得到大量应用。近

期的研究中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空间地理工具的一

些跨学科的研究开始出现。农业现代化定量评测本

身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活动,这些尝试有利于

提高评测活动的科学性,也是其重要的发展趋势。
启示二:农业现代化评价的基本步骤一般被设

定为五步:确定原则,即明确构建指标体系时应注意

的事项及应考虑的问题;构建指标体系,即建立评价

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具体衡量指标并基于一定的规律

将它们形成一个系统;确定权重和标准值,层次分析

法是比较常用的方法;数据标准化,往往用指标值与

标准值相除的做法获得;用不同方法测算得分。步

骤是与方法对应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将打破这

些形式,但同时要注重对传统做法的借鉴与吸收,在
把握规律性的基础上进行丰富和完善。

启示三:已有成果中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般包括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经营管

理、农民生活质量、农村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等版块,但在具体指标的设置上差异较大,影响了不

同计量结果之间的比较,也降低了这些成果的应用

价值。因此,对于指标体系不同版块内涵的科学解

读及对具体指标的设置做规范化处理是农业管理部

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启示四:研究者确定标准值时一般参考国家及

各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制定的标准,但由于缺乏权

威部门的指导性原则,标准值拟定仍具有相当大的

随意性,标准值确定要动态化并紧密结合当地实际

以及反映农业现代化发展变化趋势是科学拟定标准

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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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定量研究中尚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数据搜集和整理困难,除《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几种专业年鉴以外数据可获

得的渠道太少,即便已有的几类年鉴中可获得的数

据也非常有限,如反映农业经营管理、农村生态环境

的指标很难拿到数据。
第二,对国外相关资料的应用不充分,这一点在

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不但对国

外研究者的文献引用较少且数据陈旧,对世界银行、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所提供数据的应用也非

常缺乏。
第三,农业现代化评价新的方法和工具亟待引

入,虽然出现了一些尝试但数量有限,相关研究仍基

本限于统计学科,经济学、地理学、农学、测绘科学及

农经管理的方法与工具亟待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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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EvaluationoftheLevelofModernizationof
China’sAgriculturalDevelopmentResearch

YANGHong-li
(BusinessSchool,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Shangdong,252059)

Abstract Bythemethodsofreading,commentaryandinduction,thispapersortedoutthefruitsof
thelevel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developmentdomesticallyandabroadsince1990s,especiallythe
quantitativeresearchofinthepast10years.Itsummarizedfromfourperspectives,namelythemaineval-
uationmethods,indicatorssystem,theidentificationofindexweightandtargettoexplorethelawsof
quantitativeresearch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Itshowedthatthequantitativeresearchmethodmost
widelyusedisthecomprehensiveindexmethod;the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consistsoffivebasic
steps;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ingeneralincludesagriculturalproduc-
tionconditionsandothersections;evaluationcriteriashoulddeterminethevaluedynamicallyandclosely
reflectlocalrealitiesandtrends.Thearticlealsopointedoutthatproblemslikecollectingandcollating
data,thelackofdeepresearchintorelevantforeignstudymaterialsandurgefornewevaluationmethods
andtoolswerestillpopularinthequantitativeresearchof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estimates;indicatorsystem;comprehensiveindexmethod;

modernstandard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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