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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我国“五化协同”的发展情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因子分析法对

我国“五化”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和分析,然后构建 VAR模型对“五化协同”进行实证分析,检

验结果表明各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并存在协整关系,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五化”之

间存在融合不够、互动不足等问题,进一步通过 VAR(１)模型、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表明“五

化”之间互相作用,不可或缺.提出须加大协同发展力度,从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加

深五化融合和倡导创新绿色发展方式多方面促进“五化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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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协

调发展”,即“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思路;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绿色化”并将

“四化”充实为“五化”,即“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的“五化协同”
重要战略思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再次强调了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

化同步发展的同时要坚持绿色发展.

２０１２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出现新的转折点,中国工业化已开始走向后期阶段,２０１４年我国人均

GDP达４６６２３元,第二产业比重为４２．７％低于第三产业比重４８．１％,说明我国工业化水平已正式进

入后期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这３７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１７．９％提升到５４．８％,增长了近３７个百分

点,即年均增长率接近１％,表明我国城镇化发展很稳定① .我国高度重视信息化的发展,在“十三五”
规划提出实施“互联网＋”政策,扶持各类和互联网有关的创新活动,我国当前的信息化发展速度快、
效果显著,已经迈进以物联网和与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生产力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

稳步提高,但发展速度还远远落后于其他“三化”的发展[１].绿色化于２０１５年提出,虽然有些基础,但
总的来说绿色化发展只能算刚刚起步,任重道远.当前,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
绿色化建设中仍然存在着难题,具体表现为同步发展程度较差,相互间协调不力、融合不足.首先,我
国是工业大国,但因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深度不够,致使我国工业只能一直陷在低端产品的产业

链中无法向更高层次发展;其次,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不能相互融合,出现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不一致的问题;再次,由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城镇化和工业化成长的发展,致使农业基础

薄弱,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而反倒限制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此外,因为信息化未能积极

融入其他“三化”之中,导致其对另外“三化”发展的支撑和拉动作用不显著,进而造成其他“三化”未能

有效促进信息化的发展;最后,绿色化的发展与其他“四化”之间同样存在融合不足的问题,致使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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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对生态系统产生消极影响.这些难题的解决可以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央政治局会议

提出“五化协同”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早日完成带来一缕希望之光.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把“绿色化”定为“政治任务”并将之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四化同步”加

上“绿色化”组成的“五化协同”是一种新的创新理论;该理论的出现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有了理

论基础,也有了实践的路径,同时也为现代化建设的完成添加了助力;对我国“五化协同”发展情况进

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五化协同”提出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五化”的指标体

系构建与研究方法,“五化协同”发展的 VAR模型实证分析三个方面研究我国“五化”之间的关联,得
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五化协同”的内涵、本质特征与评价指标

　　１．“五化协同”的内涵

第一,关于“五化”方面.目前“五化”的单个概念已经有了定义.党的十六大对新型工业化这一

概念的描述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城镇化即人口向城镇集中转移的过程.我

国新型城镇化注重城镇质量、内涵的提升,强调城乡统筹、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其核心是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平等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农业现代化是指农业由传统

落后向现代先进发展的过程.信息化是通过使用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资源,进行信息上的交流和知识

全共享,进而产生可以推动社会转型发展的进程.“绿色化”一词于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首次提出,其具有三重含义:其一,它是一种高科技、低能耗、少污染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其二,它是一种绿色低碳、文化健全、力戒奢靡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后,它还

是一种重视生态文明、致力于树立社会新风的价值取向,简而言之,绿色化就是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
第二,关于协同发展方面.“协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或事物在变化过程中保

持一定的相对关系;“发展”是指事物的一个运动变化过程,即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旧物质到新

物质.“协同发展”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或事物保持一定比例发展,由低级到高级、
由小到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一个运动变化过程.“五化协同”即“协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是“五化”的动态形成组合关系,并保持一定的相对速度,个体和整体都分别

由初级到高级、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运动变化进程.其主要内涵是指为了使可持续发展早日得到实现,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绿色发展质量为条件而取得提升,应主动促成

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融合创新,争取尽快达到绿色工业化、绿色城镇化、绿
色农业现代化、绿色信息化的发展目标.

２．“五化协同”的本质特征

“五化协同”发展的本质可归纳为两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国家现代化路径.“五化协同”发展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伟大事业中经济建设的前进道路,可以说,“五化协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五化协同”发展的道路是历史的、具体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

的首要目标是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这一段时间的前进目标就是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和工业

化在加速发展的同时,自发地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但是农业现代化进度仍然滞后;进入２１世纪,信息

化高歌猛进,渗透其他“三化”,进而走上“四化同步”发展的道路;绿色化是我国经济实现新常态发展

的客观要求,是落实创新、绿色、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
第二,它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五化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全面,即“五化”基本上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重要领域协调;同步,
即要求“五化”必须保持一定的相对关系,互为条件、互为动力,相互促进、整体最优;可持续,即同步发

展,是系统发力、相互推动、进程协调、动力持久.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还停留在

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但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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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迅速推动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发展新方式,由过去以物质产

品生产和获取为中心转变为以信息产品生产和共享为中心,以物质产品生产和获取为基础[２].在十

八大五中全会,党中央将绿色化提高到政治的高度,会议上提出深化绿色化与其他“四化”的融合度,
体现了党和国家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与决心,更是当代经济发展与人民追求

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迫切要求.绿色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创新发展模式是我

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潮流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从“三化”到“四化”
再到目前的“五化”,都是对一定时期客观现实的把握.

３．“五化协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现有文献来看,尚未见有对“五化协同”发展进行研究的文献,对“五化”中某一化进行单独研究

或侧重“两化”或者“三化”同步发展之间的研究较多,对“四化”同步进行研究的数量仍相对较少,其中

较有代表性的“四化”同步研究文献,如徐维祥等对我国“四化”同步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同步合作区架

构进行研究[１],董梅生等应用 VAR模型对“四化”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３],王新利等以黑龙江农垦为

研究对象进行“四化”协调发展评价研究[４].黄安胜等[５],张培刚等[６],许凡等[７]以及刘文耀等[２]对

“四化同步”的本质特征和指标构建进行阐述并对我国“四化”发展与协调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四化

同步”与“五化协同”是党中央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发展思路和理念,其评价指标未见有官

方权威发布.以下通过考察每一化的内涵并借鉴以前学者对相应指标的选取,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提供依据.
工业化是工业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张培刚指出工业化的内涵:它是一系列基本的生产函数在国

民经济中不间断地发生由低向高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６].工业化能够促进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发展,大大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在查阅工业化与其他几化之间协调关系的研究文

献中,不同学者所选取和构建评价指标有所差异,常见的有工业化率[１,３],人均 GDP[３,８],工业增加值

占 GDP比重[９],第二产业就业比重[４]等指标.
城镇化一般定义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人口聚拢的过程.对于城镇化概念的论述,德国农业经

济学家冯杜能曾通过著名的“杜能环”理论解释农村与城镇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关系:先从农业

和城市工业分布演变为综合的城市工业,而后再以城市为中心,按照农业生产收益,形成不同分工的

环状产业带.国内学者冯献等认为城镇化体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区转移的过程,农业劳动力逐渐成为

非农产业劳动力,融合城乡差异,最终非农经济产业聚集并主导城镇经济结构[１０].城镇化是伴随着

工业化的发展而产生的,随着第二和三产业的发展,人口也不断流向城市,导致城市各种功能趋于完

善;我国的城镇化不仅仅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应更加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为居

民提供更为优质的社会服务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６].在城镇化与其他几化之间协调关系的文献

中,主要评价指标有城镇失业率[８],恩格尔系数[４],城镇化率[５],人均道路面积[１,６]等.
农业现代化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运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高新的农业技术以及科学的管理方

式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有效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农业现代化的表现为农民的自身素质

提高与生产的优质化,管理的科学化以及绿色化[４];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包括农业

在管理、技术和结构三方面的现代化[１１].冯献等认为农业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农业现代化管理水平的

提升、农业生产设备的更新完善、高度发达的农产业机械化以及较高的土地产出比率等[１０].常见有,
土地生产率[４],单位耕地农机动力[１,３],有效灌溉面积[６],土地生产率[７],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８]等指

标见于农业现代化与其他几化之间协调关系的研究文献中.
信息化是指发展智能化工具(以计算机为主)作为新的组织工具,运用到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各个

领域中去,使人类生活更加方便快捷,造福于人.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在１９６３年最早提出了信息化概

念,随着信息技术的出现及应用,一些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展开对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遐想,“信息化”
一词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一般认为信息化是将现代信息技术的先进工具运用于社会经济的不同领

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群体的文化素质以及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普遍提升,以达到现代化水平

的人类社会高级阶段.日本衡量信息化水平高低主要有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体水平和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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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等四个方面[６].国内文献对信息化评价指标有,电话普及率[３],互联网普及率[４],邮电业务总量[４],
科技人员比重[１],国家铁路电气化里程[３]等.

绿色化不仅是强调生态环境的“绿色”,而且要求将绿色低碳环保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促进资

源的有效利用.“绿色化”一词起源于苏联,直译为绿化,９０年代后逐渐演变为有机、无公害,再到后

来的生态、环保逐步融入制造业、建造业、化工等领域.绿色化是一个以高效节约的方式实现经济增

长,本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生态、环保、节俭贯彻于生产、消费等经济过程[１２].我国第一次明确

将绿色化作为“五化”之一,将绿色化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体现了党和国家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保护

生态环境的理念与决心,发展绿色化更是当代经济发展与人民追求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迫切要求,说明

党对人民的关心负责,认真办实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目前对于绿色化的定量研究还较少,其评

价指标有:单位GDP 能耗[１３],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１４],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１３,１５],燃气普及

率[１６],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１３,１７],森林覆盖率[４,１３]等指标.
结合每一“化”的内涵并借鉴以往学者专家对于各“化”指标的设置,本着系统性、典型性、动态性、

可量化等原则,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操作性,各“化”分别选取４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五
化”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五化”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评价指标 单位 计算公式

工业化
(Mind)

工业化率 ％ 工业增加值/GDP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 ％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工业增加值指数 １９７８年＝１００

人均GDP 元/人

城镇化
(Mcou)

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总人口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 ％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总就业人数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农业现代化
(Magr)

农业产值比重与
农业就业比重之比 ％

(农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每公顷用电量 千瓦/公顷 农村用电量/农业总播种面积

有效灌溉率 ％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单位耕地农机动力 千瓦/公顷 农用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信息化
(Minf)

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 ％ 信息产业增加值/GDP
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元/人 邮电业务总量/总人口数

局用交换机容量 万门

绿色化
(Mgre)

单位GDP 能耗 万吨标准煤/亿元 能源消费总量/GDP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

森林覆盖率 ％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 万吨

　注:以上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及«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二、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我国“五化”发展综合评价

　　１．研究方法

关于“五化协同”的评价方法,对比张琳等的复杂系统理论[１８]、许凡等的熵值法[７]、董梅生等的因

子分析法[３]及刘文耀等的层次分析法(AHP方法)[２]等的评价方法,因子分析法能够有效处理多变量

的信息重叠问题,相比其他主观赋权法,因子分析方法确定综合评价模型的权重更具有客观性.
因子分析是一种常用的统计方法,其根据所研究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应用简化数据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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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用少数几个“抽象”的变量来表示所观测数据的基本数据结构,进而达到指标降维的目的.因子分

析一般的数学模型如下:

Xi＝li１F１＋li２F２＋＋limFm＋ξi (４)
其中,F１,F２,,Fm 为随机变量,称为公共因子,每一个随机变量 Xi线性依赖于这些公共因

子;lij是第i个变量在第j个因子上的载荷(其中j＝１,２,,m),称为因子负载.ξi为特殊因子,表
示在原始变量中,公共因子无法解释的部分.一般而言,因子分析方法有以下几个基本步骤,即:对原

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变量之间不同量纲的影响;建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按照一定

的准则,根据矩阵的特征值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小确定公共因子的个数;建立初始的因子载荷矩阵;
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最后计算各因子得分和综合

得分,并根据研究目的做出相关分析.

２．我国“五化”发展综合评价

根据上表１中的指标体系,查阅年鉴资料采集或计算得到相关数据,时间跨度为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
采用SPSS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评价.以工业化发展的因子分析为例,按照因子分析实证研

究的基本步骤,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 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取样足够

度的KaiserＧMeyerＧOlkin度量值等于０．７５８,Bartlett球形度检验值＝１２９．９６,显著性概率P＝０．０００＜
０．０５,反映出研究中所选取的变量指标间具有较强关系,说明研究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法.其次,经因

子分析处理得到初始和旋转后解释总方差,旋转后系数矩阵中有２个大于１的特征值,分别是２．６９９
和１．０９２;方差贡献率分别为６７．４７５％和２７．２９７％,累积贡献率达到９４．７７３％,大于８５％,说明这２个

主成分变量能够反映出指标体系中所有指标的主要信息,可以选择作为公共因子.再次,为了进一步

加强公共因子的分析解释能力,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varimax)方法对成分矩阵进行因子旋转,
旋转在３次迭代后收敛,得出方差旋转成分矩阵表.从方差旋转成分矩阵表可以观察出,公共因子

F１１在工业化第２、３和４个指标变量上的载荷比较大,分别为０．９３９、０．９４１和０．９４３,公共因子F１２在

第１ 个 指 标 变 量 上 的 载 荷 比 较 大,为 ０．９７８.建 立 因 子 得 分 函 数:F ＝A′R－１X,其 中,F ＝
F１１,F１２( )′,F１１,F１２为２个公共因子得分向量;A 为因子载荷矩阵;R 为相关系数矩阵,因子得分用

于反映所解释变量的发展变化情况,从统计意义上看,因子得分是通过降维手段得到的一组无量纲化

评价值,其值可正可负,正值一般表明高于研究范围内的平均水平,负值一般表明低于平均水平.由

SPSS软件可以得到成分系数矩阵,进一步由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求得两个公因子得分,

F１１＝０．２３４×ZMind１＋０．３４８×ZMind２＋０．３７９×ZMind３＋０．３８８×ZMind４

F１２＝１．０６５×ZMind１＋０．０００×ZMind２＋０．１０３×ZMind３＋０．１３３×ZMind４

其中,０．２３４、０．３４８、０．３７９、０．３８８为公因子F１１的得分系数值,１．０６５、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０．１３３为公因子

F１２的得分系数值,ZMind１、ZMind２、ZMind３和ZMind４分别为工业化４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各“化”的主成分因子方差贡献率见表２,在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

率大于８５％的基础上,选取２个公因子,解释总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如下表２所示.
表２　“五化”的因子分析方差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

主成分

工业化(Mind)

方差
贡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城镇化(Mcou)

方差
贡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农业现代化(Magr)

方差
贡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信息化(Minf)

方差
贡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绿色化(Mgre)

方差
贡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１ ６７．４７５ ６７．４７５ ５９．８２３ ５９．８２３ ５６．７３８ ５６．７３８ ５６．３１４ ５６．３１４ ５９．８９７ ５９．８９７

２ ２７．２９７ ９４．７７３ ３６．１６０ ９５．９８３ ３０．０２３ ８６．７６１ ３９．４４６ ９５．７６０ ３９．３５３ ９９．２５０

　　参照以上同样步骤,可以得到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我国城镇化的２个公因子得分F２１和F２２、农业现代

化的２个公因子得分F３１和F３２、信息化的２个公因子得分F４１和F４２和绿色化的２个公因子得分F５１

和F５２.“五化”的各公因子得分如下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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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五化”的公因子得分

年份

工业化(Mind)
因子得分

F１１ F１２

城镇化(Mcou)
因子得分

F２１ F２２

农业现代化(Magr)
因子得分

F３１ F３２

信息化(Minf)
因子得分

F４１ F４２

绿色化(Mgre)
因子得分

F５１ F５２

１９７８ －１．０７６ １．６３５ －１．６５２ １．０５３ －１．０５３ －０．６８２ －０．０５６ －１．５１８ －０．０４６ －２．７４０
１９７９ －１．０５２ １．３９７ －１．３６７ ０．３２８ －１．０２２ －０．６０４ ０．１９０ －１．９３６ －０．２３４ －２．３２０
１９８０ －０．９０９ １．５８８ －１．１９２ －０．０８７ －０．９９６ －０．５２８ ０．１９５ －１．９４２ －０．４２２ －１．９１２
１９８１ －１．１０７ ０．５７２ －１．０９０ －０．６８１ －０．９７５ －０．５６９ ０．１５１ －１．８６６ －０．４９１ －１．７２７
１９８２ －１．１９３ －０．０４８ －１．０４３ －１．１６５ －０．９７５ －０．５１６ ０．１６４ －１．８８８ －０．３４５ －１．６６５
１９８３ －１．２１３ －０．４３１ －０．８７９ －１．７６３ －０．８７７ －０．２７１ ０．１００ －１．７７７ －０．４４９ －１．４０３
１９８４ －１．２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６８ －１．５７７ －０．８３６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２ －１．３４６ －０．６７２ －０．９６７
１９８５ －１．１５０ －１．２２１ －０．９４３ －０．７６６ －０．７４８ ０．４８５ －０．５６３ －０．６４０ －０．９２５ －０．４８７
１９８６ －０．９６６ －１．０４１ －０．７２６ －０．７０２ －０．６４４ ０．８００ －０．６１５ －０．５４８ －０．９９１ －０．２８２
１９８７ －０．９８０ －１．３２５ －０．４９５ －１．１３１ －０．５３２ １．１６６ －０．６６７ －０．４５４ －１．０８０ －０．０６７
１９８８ －０．８７９ －１．１３１ －０．４８１ －１．０５０ －０．４４７ ２．０２３ －０．７５６ －０．２９４ －１．２３０ ０．２６８
１９８９ －０．９３４ －１．２７２ －０．２５１ －１．５７９ －０．３２８ ２．６９５ －０．９２９ ０．００９ －１．０６４ ０．２９５
１９９０ －０．２２４ １．７８９ －０．６２２ －０．５８９ －０．０８０ １．７５７ －０．８６６ －０．０８７ －１．０６９ ０．４２４
１９９１ －０．２２０ １．５５４ －０．４５９ －０．６３１ －０．０４２ １．３８７ －１．０８２ ０．２９７ －１．１０６ ０．５９５
１９９２ －０．１１０ １．７４３ －０．３９６ －０．３２３ ０．０８３ １．１５８ －１．１８０ ０．４９０ －１．１９２ ０．８２３
１９９３ －０．１９２ ０．７４５ －０．４７９ ０．５８７ ０．１６１ １．０１３ －１．０２６ ０．２８７ －１．２４２ １．０５５
１９９４ －０．２３３ ０．１３１ －０．４３１ ０．８３１ ０．２６４ １．１６８ －０．９４９ ０．２４７ －０．７７２ ０．９２０
１９９５ －０．１９４ －０．２３３ －０．３４０ ０．５８８ ０．３６５ １．３５７ －０．７９２ ０．０９９ －０．７１０ １．００５
１９９６ －０．１９２ －０．７８３ －０．２１４ ０．２１３ －１．１２９ －０．３８２ －０．６９８ ０．０６０ －０．７１９ １．１０６
１９９７ －０．１６８ －０．９９２ －０．２４３ ０．４５４ －０．９９６ －０．４８４ －０．７６０ ０．２９４ －０．５７７ １．０７４
１９９８ －０．１１５ －０．８１５ －０．２０６ ０．５８４ －０．８６９ －０．４６６ －０．８５７ ０．６２７ －０．４２３ １．０１０
１９９９ －０．２０７ －１．０９９ －０．２９０ １．２０２ －０．７３７ －０．６５４ －０．８７２ ０．８３６ ０．０８３ ０．６８３
２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 －０．１６９ １．２５３ －０．６２５ －０．８６２ －０．７４９ ０．９３８ ０．１０３ ０．６９２
２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２６５ －０．０８０ １．３３６ －０．５１６ －１．０１７ －０．７３６ １．２３６ ０．１２６ ０．７０７
２０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４１３ ０．１２３ １．２５０ －０．２５７ －０．９４２ －０．６０５ １．３２８ ０．１３３ ０．７１９
２００３ ０．０８１ ０．１１８ ０．２４９ １．３３７ －０．０６１ －１．１７０ －０．２６１ １．１９１ ０．３１９ ０．５９７
２００４ ０．３１２ ０．３２２ ０．３１５ １．４８０ ０．１５４ －０．９４７ ０．２９０ ０．８４３ ０．８４３ ０．２８４
２００５ ０．６２９ ０．８３３ ０．４９６ １．３１８ ０．３２９ －０．９０２ ０．６５２ ０．７００ ０．８８４ ０．２８２
２００６ ０．９１７ １．０７０ ０．７９１ ０．９２８ ０．５５６ －０．９５０ １．０３７ ０．５４０ １．１００ ０．１８３
２００７ １．１４４ ０．７５９ ０．９９５ ０．７７１ ０．７７７ －０．９１８ １．４４２ ０．３８７ １．２４５ ０．１４９
２００８ １．３０３ ０．７３８ １．２０７ ０．３５４ １．０４８ －０．８１２ １．８７０ ０．０８５ １．３６５ ０．１２１
２００９ １．２７０ －０．０９４ １．４４４ －０．０１０ １．２２３ －０．６６５ ２．０８７ ０．０８５ １．８０２ －０．１３８
２０１０ １．５７２ ０．１６０ １．４３５ ０．１７８ １．４７２ －０．４２３ ２．６１１ －０．３４２ １．７９１ －０．０８５
２０１１ １．８２４ ０．１４５ １．６８３ －０．３８４ １．７３２ －０．３２１ ０．８５０ ０．９９２ １．３９６ ０．２２４
２０１２ １．８９４ －０．４５８ １．８８８ －０．７７５ １．９２４ －０．１８３ ０．９８７ １．０５９ １．４７４ ０．２０５
２０１３ １．８５２ －１．０９４ １．９７１ －１．１５５ ２．１７７ ０．０２８ １．２０４ １．０３７ １．５４９ ０．１７５
２０１４ １．８２７ －１．６０７ ２．２１８ －１．６７６ ２．４７８ ０．３３２ １．３４１ ０．９７２ １．５４９ ０．１９８

　　以各“化”的每一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利用以下公式(１)~(５)可以得到各“化”发
展的综合得分,分别用Mind、Mcou、Magr、Minf和Mgre表示.

Mind＝(０．６７４７５F１１＋０．２７２９７F１２)/０．９４７７３ (１)

Mcou＝(０．５９８２３F２１＋０．３６１６０F２２)/０．９５９８３ (２)

Magr＝(０．５６７３８F３１＋０．３００２３F３２)/０．８６７６１ (３)

Minf＝(０．５６３１４F４１＋０．３９４４６F４２)/０．９５７６０ (４)

Mgre＝(０．５９８９７F５１＋０．３９３５３F５２)/０．９９２５０ (５)
与因子得分类似,从统计意义上来看,应用因子分析方法评价所得的综合得分是评价指标经过数

据标准化,通过降维处理得到的一组无量纲化评价值,可以用于评价所评价对象的综合发展情况,其
值的大小一般用于不同研究样本间发展情况或者发展趋势比较,综合得分值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

值,得分为正值一般表明发展情况高于所研究样本范围内的平均发展水平,得分为负值一般表明发展

情况处于平均水平之下.以时间为横坐标,综合得分为纵坐标,可以得到如图１所示我国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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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各“化”的发展趋势和情况折线图.从图１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年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信息化、绿色化在大部分研究样本范围内均呈现出上涨的发展趋势,但涨速不一,信息化上涨最

快,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绿色化的上涨紧随其后,工业化的上涨较为缓慢,虽然上涨过程曲折,曾多

次出现下降趋势来,最近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又一次出现下降趋势,但总体涨幅仍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

内.从研究样本３７年期间跨度内各“化”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初步判断我国“五化”之间可能存

在长期均衡关系.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我国 “五化”综合评价折线图

　　三、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研究“五化”之间是否存在确切的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建立 VAR模型进行分析;向量自回归

模型简称 VAR模型,是一种常用的计量经济模型;其原理在于把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

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对系统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

变量滞后值的建模问题;向量自回归具有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间的关系以及分析随机扰动项对

变量系统动态影响的作用.

１．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处理结果出现“伪回归”问题,需要保证序列的平稳性,使用软件

Eviews８．０利用 ADF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其检验结果如下表４.由检验结果可知工业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５个综合得分的水平序列 ADF 检验值分别为－０．９７９,－１．０１９,

－０．４１８,０．６３８,－０．６８２,均大于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而且P 值均较大,由此可

知５个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五化”综合得分水平序列取一阶差分,仍然使用 ADF方法进行

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４个一阶差分序列的 ADF检验值,
均大于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而且 P 值均接近于０,城镇化一阶差分序列

的ADF检验值,虽然小于１％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但是都大于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
表４　ADF检验结果

序列 检验形式 ADF检验
临界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０
P 值 结论

Mind (C,０,０) －０．９７９ －３．６２７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１ ０．７５０ 不平稳

Mcou (C,０,０) －１．０１９ －３．６２７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１ ０．７３６ 不平稳

Magr (C,０,０) －０．４１８ －３．６２７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１ ０．８９５ 不平稳

Minf (C,０,０) ０．６３８ －３．６２７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１ ０．９８９ 不平稳

Mgre (C,０,０) －０．６８２ －３．６２７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１ ０．８３９ 不平稳

d(Mind) (C,０,０) －５．８０５ －３．６３３ －２．９４８ －２．６１３ ０．０００ 平稳

d(Mcou) (C,０,０) －３．１８４ －３．６３３ －２．９４８ －１．６１３ ０．０２９ 平稳

d(Magr) (C,０,０) －５．３１５ －３．６３３ －２．９４８ －２．６１３ ０．０００ 平稳

d(Minf) (C,０,０) －５．２２５ －３．６３３ －２．９４８ －２．６１３ ０．０００ 平稳

d(Mgre) (C,０,０) －５．４８１ －３．６３３ －２．９４８ －２．６１３ ０．０００ 平稳

　注:变量序列d()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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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且P 值也较低,可以认为城镇化综合得分水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为平稳序列.综上,由检

验结果可知“五化”综合得分水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为平稳序列.

２．协整检验

从表４平稳性检验可知“五化”都是I(１)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可以进一步做

协整分析.在做协整检验前,首先需要确定最优滞后长度,然后按检验显著量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选
择最优滞后长度.本文选择从滞后３期中选取最佳滞后期,从表５可以看出最优滞后期为１期,“迹”
检验结果也显示选择滞后１期,如表６所示.

表５　滞后３期的各种检验统计量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０ －５３．８１３ NA ０．０００ ３．４６０ ３．６８４ ３．５３６
１ １１８．３６４ ２８３．５８５∗ ０．０００∗ －５．１９８ －３．８５１∗ －４．７３９∗

２ １４０．１３６ ２９．４５７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８ －２．５３９ －４．１６６
３ １７０．０４２ ３１．６６５ ０．０００ －５．２９７∗ －１．７０５ －４．０７２

　注:∗表示检查结果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６同.
表６　Johansen迹检验结果

原假设协整方程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５％ 临界值 P
None∗ ０．４６４ ６９．８１９ ６６．４９９ ０．０３９

Atmost１ ０．４２５ ４５．３２５ ４７．８５６ ０．０８５
Atmost２ ０．３６９ ２６．５２５ ２９．７９７ ０．１１４
Atmost３ ０．２３５ １０．８９３ １５．４９５ ０．２１８
Atmost４ ０．０５１ １．７８９ ３．８４１ ０．１８１

　　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迹检验结果表明“五化”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以农业现代化为被解释变

量,经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为:

Magr＝１．８２８Mind－２．９０９Mcou＋１．１６６Minf＋０．５３４Mgre (６)
由式(６)可以看出,工业化、信息化和绿色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工业

化、信息化和绿色化每变动１％,将分别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１．８２８％、１．１６６％和０．５３４％;工业化促进

带动作用最大,信息化次之,绿色化最小,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发展却存在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伴

随先进工业的出现并在实际中得到有效运用,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农用机械的运用使生产效率提

升,工业在发展同时还能有效改善产业构成,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变相地使农业生产更加专业,增强农

业现代化水平;信息化能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最新的产销信息,及时调整相关的生产活动,指引农业

现代化转型升级.绿色化在农业现代化中起着督促作用,敦促其要农业环保并且懂得充分利用土地

资源进行农业生产,坚决禁止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发展农业.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我国城

镇化发展在很多地方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加上城乡差距的不断加剧,城镇的虹吸

效应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流失,尤其是青年劳动力弃农厌农现象普遍存在,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土地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农业用地资源,城镇化进程中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大

量投入也挤占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使得投资高且见效慢风险较高的农业现代化在资金使用上更

显得捉襟见肘,这些造成了发展现实与预定目标的一定背离,在协整方程中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表明

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３．格兰杰因果检验

只有稳定的模型才能深入分析“五化”之间的关系,对“五化”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根检验,检验结

果显示 AR根都在单位圆内,表明 VAR模型是稳定的,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

分解.表７显示,在９０％的置信水平下,只存在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以及工业化是农

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这两种关系.城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可以直接带动提升农业现代

化水平.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稳定增长,虽然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走进城市,使得农业产业

结构得到优化,农业生产活动将更加专业、集中、高效.工业化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

快速进步,科学技术陆续研发并投入使用,为农用机械的广泛使用提供了基础,使得农业生产效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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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工业在发展同时有进一步改善产业构成,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使农业生产更加专业,增强农业

现代化水平.由于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等原因使得信息的传播在农村地区仍相对落后,再加上需要经

过教育引导培训以提高农民的信息使用素质,这些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信息化对农业现代

化作用有限,造成了信息化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绿色化对生态环境发展的要求很严格,虽
然农业现代化有利于实现绿色化目标,但由于目前有关绿色化的相关标准、制度法规尚未形成有统一

的意见,这使得绿色化尚不能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
表７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变量 原假设 统计量 P 值 结论

d(Magr)

d(Mcou)不是d(Magr)原因 ３．２６５ ０．０２８ 拒绝

d(Mind)不是d(Magr)原因 ３．０４５ ０．０３６ 拒绝

d(Minf)不是d(Magr)原因 ０．９２８ ０．５１５ 不拒绝

d(Mgre)不是d(Magr)原因 １．１８３ ０．３７２ 不拒绝

d(Mcou)

d(Magr)不是d(Mcou)原因 ０．６０８ ０．７４０ 不拒绝

d(Magr)不是d(Mcou)原因 ２．０６２ ０．１１８ 不拒绝

d(Minf)不是d(Mcou)原因 １．１５３ ０．３８７ 不拒绝

d(Mgre)不是d(Mcou)原因 ０．３６４ ０．９０８ 不拒绝

d(Mind)

d(Magr)不是d(Mind)原因 ０．４２７ ０．８７０ 不拒绝

d(Mcou)不是d(Mind)原因 ０．６５３ ０．７０４ 不拒绝

d(Minf)不是d(Mind)原因 ０．８４９ ０．５６７ 不拒绝

d(Mgre)不是d(Mind)原因 ０．５４７ ０．７８５ 不拒绝

d(Minf)

d(Magr)不是d(Minf)原因 ０．２１５ ０．９７６ 不拒绝

d(Mcou)不是d(Minf)原因 １．０９３ ０．４１８ 不拒绝

d(Mind)不是d(Minf)原因 ０．６６３ ０．７００ 不拒绝

d(Mgre)不是d(Minf)原因 ０．４２９ ０．８６８ 不拒绝

d(Mgre)

d(Magr)不是d(Mgre)原因 ０．８８７ ０．５４２ 不拒绝

d(Mcou)不是d(Mgre)原因 １．２５８ ０．３３８ 不拒绝

d(Mind)不是d(Mgre)原因 ０．５７２ ０．７６７ 不拒绝

d(Minf)不是d(Mgre)原因 １．０５５ ０．４３９ 不拒绝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五化”当前发展还存在融合不够、互动不足等问题,如何

加快和促进“五化协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虽然d(Mcou)与d(Mind)是d(Magr)的格兰杰原因,但是

除此之外的其他两“化”与“化”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各“化”的自身发展对其他几化的影

响和促进作用仍然较为有限,各“化”之间的协同发展仍有待加强.

　　四、VAR(１)模型、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１．VAR(１)模型

“五化”相互关系的强弱需要通过 VAR模型分析获取.下面构建 VAR(１)模型对“五化”之间相

互影响程度进行具体分析.

d(Magr)＝０．０６６×d(Magr)(－１)＋０．４２３×d(Mcou)(－１)－０．８８８×
d(Mgre)(－１)－０．１０３×d(Mind)(－１)＋０．３３４×d(Minf)(－１)＋０．０９４ (７)

d(Mcou)＝－０．０５３×d(Magr)(－１)＋０．５８４×d(Mcou)(－１)－０．２０９×
d(Mgre)(－１)－０．０２２×d(Mind)(－１)＋０．０４９×d(Minf)(－１)＋０．０３３ (８)

d(Mind)＝－０．１４１×d(Magr)(－１)－０．０４０×d(Mcou)(－１)＋１．６４１×
d(Mgre)(－１)＋０．０４３×d(Mind)(－１)＋０．０７７×d(Minf)(－１)－０．０７９ (９)

d(Minf)＝－０．０２３×d(Magr)(－１)＋０．０３５×d(Mcou)(－１)－０．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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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re)(－１)＋０．２２４×d(Mind)(－１)＋０．０３９×d(Minf)(－１)＋０．０３８ (１０)

d(Mgre)＝－０．０２１×d(Magr)(－１)＋０．１３５×d(Mcou)(－１)－
０．００７×d(Mgre)(－１)－０．０３０×d(Mind)(－１)－０．０２０×d(Minf)(－１)＋０．０５８ (１１)

从式(７)可见,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滞后项的系数为正值,是正冲击,对当期的农业现代化

水平的发展有显著提升效果,但“五化”系数和为－０．１６８,说明滞后一期的“五化”协同发展效果差,需
要重点关注.式(８)表明,滞后一期的城镇化、信息化系数为正,能提高当期城镇化水平,系数和为

０．４５５,说明滞后一期的“五化”协同发展效果一般.式(９)表明,滞后一期的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系

数为正,对工业化发展是正冲击,能提高当期工业化水平,但农业现代化、城镇化滞后项与工业化负相

关,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工业化水平的发展,而系数和为１．８６２,说明滞后一期的“五化”协同发展的效果

较好.式(１０)表明,滞后一期的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的系数为负,拖累了当期信息化的发展,但滞后一

期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自身系数为正,能有效提升当期信息化水平,而“五化”影响系数和为

０．１７６,说明滞后一期的“五化”协同发展整体效果仍比较弱,有待加强.式(１１)表明只有滞后一期的

城镇化才对当前绿色化产生正影响,能有效提升当期绿色化水平,其余“四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

当期绿色化发展,但系数和为０．０５７,说明滞后一期的“五化”协同发展效果很弱,急需加强.总的来

说,滞后一期的“五化”协同发展在整体上能对当期任何“一化”水平有着一定的提升效果,所以必须强

调“五化协同”发展,而不是单一发展,这也印证了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以及十八大五中全会进一

步扩充为“五化协同”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是对一定时期客观现实的准确把握.

２．脉冲响应

在 VAR模型中,当某一变量t期的扰动项变动时,会通过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对t期以后各变

量产生一连串的连锁作用,脉冲相应函数将描述系统对冲击(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并从动态反应中

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结果见图２~６.
图２表明只有城镇化滞后项一直对工业化有正冲击,但在１－２期快速减退第３期逐渐减退为

零,工业化滞后项影响快速消失并在第３期转为负,农业现代化滞后项在第２期达到最大正冲击,在
第３期转负后逐渐加强,信息化滞后项在第３期达到最强,于第４期影响转负,绿色化滞后项第１期

为负影响,在第２期影响由负转正且达到最强,“五化”最终影响也稳定于零.图３表明城镇化和信息

化滞后项对城镇化的影响都为正,但是城镇化滞后项影响快速减弱,信息化滞后项在第２期影响达到

最强,工业化滞后项在第２期达到最弱,第３期后影响逐渐趋向于零,绿色化滞后项在第２期达到最

弱,第４期后影响逐渐趋向于零,农业现代化滞后项在第２期达到最弱,第７期后影响逐渐趋向于零,
“五化”最终影响也消失为零.图４表明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滞后项对农业现代化产生正影

响,工业化和绿色化滞后项是负影响,农业现代化滞后项对自身影响度最强,城镇化和信息化滞后项

影响稍弱,农业现代化滞后项影响随期数增加而快速减弱,工业化滞后项在第２期达到最小,第３期

后影响逐渐趋向于零,城镇化和信息化滞后项都在第２期达到最强,绿色化滞后项在第２期达到最

弱,第４期后影响逐渐趋向于零,“五化”最终冲击都消失为零.图５表明信息化、城镇化和绿色化滞

后项对信息化有促进作用,信息化和城镇化滞后项的影响在前２期都快速减弱,绿色化滞后项在前３
期影响快速消失随后缓慢消失,农业现代化滞后项第１期为正,第２期转负,工业化滞后项的影响一

开始就接近于零,“五化”影响最终也稳定于零.图６表明绿色化和城镇化滞后项对绿色化影响为正,
绿色化滞后项影响快速衰减,在第３期影响转为负并达到最弱,第５期后影响随期数增加而加强最终

冲击也消失为零,城镇化滞后项于第２期影响达到最强,农业现代化滞后项第１期为正,第２期转为

负,第４期后影响逐渐消失,信息化和工业化滞后项都为负影响,都在第２期达到最弱,第３期后逐渐

趋向于零,“五化”最终影响也稳定于零.

３．方差分解

平稳数据做方差分解是有效的,在 VAR(１)模型的基础上对“五化”５个变量进行方差分解,１０期

的方差分解结果如下表８所示.
表８显示,最能解释自己的是“五化”自身滞后项,即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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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滞后项对自身有７１．９７８％,９４．６４３％,９６．１６８％,７２．４００％和９３．３８９％的解释力度,所以“五化”协
同发展还是要依靠自身内力推动;这也说明“五化”之中,无论哪个落后于其他几个,都会影响“五化”
协同发展的进程.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仍然相对落后,是“五化协同”发展中应该

着重突破的问题,必须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力度,切实贯彻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方针,让
农业现代化积与其他“四化”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态势.另外,城镇化、绿色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滞

后项依次解释了农业现代化的０．９４７％,０．９９４％,０．８２２％,１．０６９％;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工业化和信

息化的滞后项依次解释了城镇化的３．８６６％,０．９２２％,０．３４２％和０．２２８％;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

化和信息化的滞后项依次解释了绿色化的１．６９４％,３．１４３％,１．６７８％和０．０９５％;农业现代化、城镇

化、绿色化和信息化的滞后项依次解释了工业化的２．１６３％,１２．４７５％,１３．３２８％和０．０５６％;农业现代

化、城镇化、绿色化和工业化的滞后项依次解释了信息化的０．５４６％,４．４０２％,２２．６２０％,０．０３３％.从

表中纵向数据来看,除去自身影响最大,总的来说绿色化对其他“四化”的影响力度均比其他的影响

大,这也从另一种视角表明我国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有了较

大破坏,强调经济发展绿色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时代需要.同

时从表中横向数据来看,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依次解释了绿色化的 １．６９４％,

３．１４３％,１．６７８％和０．０９５％,从这可知,对绿色化影响最大的是城镇化,需要注重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总体而言,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能促进城乡结构优化,而农业现代化则要依靠信息化的引

导,工业化为信息化发展提供相应动力支撑,“五化”之间互相作用,不可或缺.

图２　工业化脉冲响应

图３　城镇化脉冲响应

图４　农业现代化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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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信息化脉冲响应

图６　绿色化脉冲响应

　　 表８　１０期方差分解结果

变量 d(Magr) d(Mcou) d(Mind) d(Minf) d(Mgre)

d(Magr) ７１．９７８ １２．４７５ ２．１６３ ０．０５６ １３．３２８
d(Mcou) ０．３４２ ９４．６４３ ３．８６５ ０．２２８ ０．９２２
d(Mind) ０．８２２ ０．９４７ ９６．１６８ １．０６９ ０．９９４
d(Minf) ０．０３３ ４．４０２ ０．５４６ ７２．４００ ２２．６２０
d(Mgre) １．６９４ ３．１４３ １．６７８ ０．０９５ ９３．３８９

　　五、政策建议

　　通过对综合评价模型的分析发现“五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构建 VAR模型进行进一步分

析;协整检验分析表明,“五化”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在短期内工业化和城镇化是

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VAR(１)模型显示,滞后一期的“五化”协同发展在整体上能对当期任何

“一化”水平起显著提升效果;脉冲函数表明“五化”之间虽然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的力度以及作用的方

向各自有所差距,但最终冲击会随着期数的增加逐渐变为零;方差分解表明“五化”之间互相作用,相
互依靠,必不可少,但是任何“一化”对其自身的影响最大,因而“五化”建设最主要的还是依靠自身发

展实现“五化协同”.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五化协同”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１．强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作用机制

首先,要积极发挥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努力实现农用机械的升级换代从而提高农业

科学技术应用水平,进而使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其次,通过对城镇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善

就业结构,增加就业渠道,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第三,切实改变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抢占社会资源的

状况,合理配置城乡、工农间的资源.第四,政府应加强对农村教育扶持力度,向农民免费提供农用机

械技术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和实力,为其成为新型农民提供基础.

２．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制约因素,加快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首先,应该加大

农村财税政策的减免力度,通过建立“三农”稳定投资机制等办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逐渐缩小城

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其次,大力发展与农业息息相关的非农产业,在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的同时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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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最后,切实保证公共资源能够在城乡之间得到均衡配置,要逐步改掉

公共资源向城市过度集中的趋势,努力实现城乡间社会各类资源配置平均,积极贯彻落实普惠、均配、
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３．加深信息化与其他四化的融合

首先,认真贯彻新型工业化要求.要敢于运用信息手段促进我国老工业的转型升级,降低生产成

本,提升生产效益;政府应扶助发展新兴信息技术业,企业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属于企业自身内

部信息系统,学会利用信息技术来管理企业,使管理计划能得到有效实施,利用信息技术随时了解行

业的最新动态,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其次,努力使信息化与城镇化进一步协调,
加强医疗信息化、社保信息化,政务信息化建设,加快向新型城镇化的转变.然后,重视信息化与农业

现代化相协调,积极响应“互联网＋农业”的国家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实现农业生产

向高效化方向发展.最后,坚持走绿色信息化发展道路,实现绿色信息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通过

绿色信息化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同时降低信息技术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量,减少环

境污染程度,这是贯彻落实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体现.

４．创新发展,形成实现绿色化政策的“突破口”
对于绿色化要敢于进行创新,不管是从技术创新还是政策创新都必须引起足够重视.要创新发

展生态科技,对于中坚技术,要尽可能突破限制;加大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力度并敢于和善于再创新,
同时积极运用于生产领域中;要加强对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积极进行产业创新,重点发展以清洁能

源为主、节能减排的新兴产业;要创新绿色政策,积极完善与绿色产业相关的制度规划,构建节约型社

会、促进资源利用合理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走向绿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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