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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
三大能力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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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探究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三大能力间的耦合关系及其对

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研究方法：从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支撑制度能力的视角

构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耦合协

调度模型对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
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全国农业经济数据分析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林牧渔

总产值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三大能力间的耦合程度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逐年

递增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初始发展程度较低，但也呈逐年递增趋势。在排除由于通

货膨胀引起经济增长后的回归结果表明，现阶段影响农林牧渔总产值的主要是技术

能力，而且只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等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林牧渔总产值提

高。研究创新：从能力成长的视角研究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价值：为 “十
四五”时期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深层次转变提供经验依据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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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关于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外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角度进行研究。马克思在地租理论中明确指出，由于农产品生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

要，要求农业由粗放型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营方式，并在 《资本论》中强调，科技进步

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Ｍｅｌｌｏｒ（１９７６）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指 出，传 统 农 业 转 变 为 现 代 农

业，技术进步是关键；加尔布雷思 （１９６７）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成为 “组织的时代”，社会

的主宰已经依次完成了由支配土地到支配资本再到支配人力资源的变化；舒尔茨 （２００６）在

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中提出，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因为教育投资对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具有重要作用；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８）强调，人 力 资 本 是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源 泉，人 力 资

本的核心价值是其潜在的、内生的创造力；Ｈａｙａｍｉ和Ｒｕｔｔａｎ （１９８５）在资源禀赋诱导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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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变迁理论中提出，无论在何种经济中，农业发展都要依靠资源禀 赋、文 化 禀 赋、技

术、组织以及 制 度 等 要 素 的 相 互 作 用。斯 蒂 格 勒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Ｓｔｉｇｌｅｒ）、贝 克 尔 （Ｇａｒｙ　Ｂｅｃ－
ｋｅｒ）、布坎南 （Ｊａｍｅｓ　Ｍ．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Ｊｒ．）、科 斯 （Ｒｏｎａｌｄ　Ｈ．Ｃｏａｓｅ）和 诺 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Ｎｏｒｔｈ），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先后于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获诺

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共同印证了制度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

决定性因素之一。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解

决市场失败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源泉不是传统上认为的技术进步、资本积

累等因素，而是来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的表现。上述理

论的发展脉络表明，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技术、资本等要素至关重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在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发展的阶段里，制度、组织等生产要素的作

用总体大幅提升，同时借助科技生产力在农业等各产业领域得以更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技

术、组织、制度等方面能力成长成为大趋势。
在国内，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十八大和十九大分别提出和强调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明确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向，这是我国经济思想上的大提升。农业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黄季焜 （２００４）较早指出，未来中国 人 口 增

长、城镇化发展、市场化水平提高，都将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新形势

下，我国须按照 “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 （马晓河

等，２００８）。目 前 相 关 研 究 主 要 集 于 以 下 四 个 视 角：一 是 技 术 进 步 与 创 新 视 角。洪 银 兴

（２００８）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技术发展可概括为 “农业剩余”范式，旨在增产并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现今农业技术现代化已转变为 “农产品品质”范式，旨在发展绿色生态农

业。杨传喜等 （２０１１）运用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发现农业科技资源与农

业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科技进步有利于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产业结构﹑投

资方式和组织形式转变 （郭珍和曾福生，２０１１）；刘红峰和乌东峰 （２０１２）认为科技创新是

支撑 “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 型”农 业 发 展 的 关 键，并 构 建 了 链 条 螺 旋 性 协 同 运 行 的

“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系统；马红坤等 （２０２０）分析了小农生产条件下日本智慧农业发展的

内在机理，指出强化科技人才支撑等举措是中国发展智慧农业的关键。二是资源禀赋视角。
薛任君等 （２００９）揭示了传统农业模式的弊端，提出农业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发展

等构想；潘盛洲 （２０１０）提出农业发展要由资源高消耗向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转变；郭素芳

和刘琳琳 （２０１７）指出，有效配置农业生产要素与资源、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我国

农业经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的决定性因素；牛志伟等 （２０１９）针对农业

生态补偿的两类标准，即 “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补偿”及 “对农业生态价值的补偿”的研究相

互割裂的现状，构建了一个 “生态系统与生态价值一致性补偿标准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

对于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三是文化禀赋与创意视角。厉无畏和

王慧敏 （２００９）提出运用创意产业思维方式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以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

相结合的思路推进创意农业发展，挖掘并释放农村文化生产力；章继刚 （２００９）主张将文化

创意与农产品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发展创意农业；李玉榕 （２０１６）基于钻石模型对

影响北京创意农业竞争力的若干指标进行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成果应用数量对创意

农业竞争力的贡献率最大。四是结构组织和制度安排视角。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专业合

作社亟待完善 （杨承训，２０１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姜长云，２０１０），农村经济体

制不完善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韩俊，２０１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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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使得农户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构成单元，且迸发出比其他形式更高的制度效率，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深入，该制度效率日益递减并严重制约新时期现代农

业发展。为突破困境，有研究提出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等方面，助

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模式创新 （闵继胜和孔祥智，２０１６），并积极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体系，发展多种形 式 的 适 度 规 模 经 营，从 而 实 现 农 村 社 会 福 利 最 大 化 的 目 标 （李 如 潇，

２０１９）。可以看出，有关创新驱动的组织研究及制度研究明显不足。
综上可见，国内研究兴起于近年，晚于国际，且未形成系统理论。国内主要研究了农业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条件、制约因素及转变路径等；注重技术进步与创新的 功 能 研

究，缺乏对其源泉、性质、转化及提升过程的研究，即缺乏技术能力研究；注重物质资本、
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等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决定因素研究，缺少对组织与制度等

非直接因素的深层次研究，即缺乏组织能力及支撑制度能力研究。而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及

支撑制度能力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的主要方面。为此，本文主要研究这三方面能力

的发展状况及其耦合关系。本文创新点有三：一是从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支撑制度能力的

角度构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

模型对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进行评价；二是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全

国农业经济数据，分析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三是提出以创

新促进三大能力成长的策略选择。

一、模型构建

１．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主要关注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技术能力、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根

据指标体系构建基本原则，借鉴钱丽和肖仁桥 （２０１２）、黄惠英等 （２０１８）、罗 小 锋 和 袁 青

（２０１７）等学者构建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指标体系。本文构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１）。

表１ 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发展方式转变能力 维度 测算指标

技术能力

技术投入因素

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

耕地面积

化肥施用量

耕地灌溉面积

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

农村用电量

技术产出因素

农林牧渔类专利申请数

农林牧渔类专利授权数

人均ＧＤＰ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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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展方式转变能力 维度 测算指标

组织能力

农业经营主体

乡村人口比重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数

产业结构发展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粮经比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

农产品对外贸易依存度 （农产品进出口额／农业总产值）

支撑制度能力

补贴、保障水平

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受益人次

制度、政策公开程度
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政府文件中涉农文件比例

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发布 “三农”咨询数

２．数据来源及测度方法

（１）数据来源。国家层面原始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商务部

对外贸易司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官方

网站。对于个别指标在某些年份的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２）测度方法。在测度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项能力发展情况及其相互间的耦合

度、耦合协调度之前需先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比较多种方法后，本文选用熵值法来确定农

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的各指标权重，该方法主要通过求得各指标的信息熵来确定权重。

本文利用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指 标 的 变 化 来 确 定 其 权 重，其 结 果 具 有 真 实 性、客 观 性 和 科

学性。

首先，使用以上数据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其次，计算三种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能力得分 （功效）；然后，计算这三种能力之间的耦合度；最后，计算这三种能力之间的耦

合协调度。具体步骤为：

①对各年份的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本部分采用 Ｍｉｎ－ｍａｘ标准化法，公式为：

标准化数据 ＝ （原始数据－极小值）／（极大值－极小值）

②已知共有１８年的标准化数据，技术能力共有１２个测度指标、组织能力共有７个测度

指标、支撑制度能力共有６个测度指标，因此可形成三个原始矩阵。设有ｎ个待评价对象，

ｍ个评价指标，其中ｘｉｊ为第ｉ个样本第ｊ个指标的数值。本文中的ｎ取１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共１８年数据），构建技术能力原始矩阵时ｍ＝１２，构建组织能力原始矩阵时ｍ＝７，构建支

撑制度能力原始矩阵时ｍ＝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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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指标比重变换 （表示这个指标第ｉ年所占比重）：Ｐｉｊ＝
ｘｉｊ
∑１８ｉ＝１ｘｉｊ

（其中ｉ＝１，…，ｎ；ｊ＝

１，…，ｍ）。

④计算指标熵值：ｅｊ＝－ｋ∑１８ｉ＝１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其中ｉ＝１，…，ｎ；ｊ＝１，…，ｍ；ｋ＝ １（ ）ｌｎ１８
。

⑤计算指标权重：ｗｊ＝
（１－ｅｊ）

∑ｍ
ｊ＝１ （１－ｅｊ）

。

⑥计算功效：Ｕｉ＝∑ｍ
ｊ＝１ｘｉｊｗｊ。

⑦耦合度函数。耦合度函数主要用于分析两个系统间耦合关系的强弱，耦合度计算公式

参照高山 （２０１８）的研究。技术能力、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

力的综合考量，本文认为技术能力Ｕ１、组织能力Ｕ２、支撑制度能力Ｕ３ 同等重要，构建农

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间的耦合度函数如以下形式：

Ｃ１，２ ＝２× Ｕ１×Ｕ槡 ２

Ｕ１＋Ｕ２

Ｃ２，３ ＝２× Ｕ２×Ｕ槡 ３

Ｕ２＋Ｕ３

Ｃ１，３ ＝２× Ｕ１×Ｕ槡 ３

Ｕ１＋Ｕ３

耦合度值介于０到１。当Ｃ＝０时，说明两个系统间的关联性极小；当Ｃ＝１时，说明两

个系统间的耦合度达到最大。借鉴相关研究，可将耦合度值划分为以下四个区间段：当０＜
Ｃ≤０．３时，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当０．３＜Ｃ≤０．５时，处于颉颃阶段 （指两者之间相互抗

衡，不相上下）；当０．５＜Ｃ≤０．８时，两者处于磨合期；当０．８＜Ｃ≤１时，处于高水平耦合

阶段。

⑧耦合协调度函数。当多个区域间进行比较分析时，各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

力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两者的耦合度却可能相同，单纯地依靠耦合度模型无法全面有效地反

映此种差异，使得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为了更好地比较区域间两者交互耦合

的协调程度，在利用耦合度函数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研究，构建了耦合协调度函数，函数形

式如下：

Ｄ１，２ ＝ Ｃ１，２×Ｔ１，槡 ２　　Ｔ１，２ ＝αＵ１＋βＵ２

Ｄ２，３ ＝ Ｃ２，３×Ｔ２，槡 ３　　Ｔ２，３ ＝αＵ２＋βＵ３

Ｄ１，３ ＝ Ｃ１，３×Ｔ１，槡 ３　　Ｔ１，３ ＝αＵ１＋βＵ３

其中，Ｄ为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Ｃ为耦合度，Ｔ则表示两者的综合协调指数，它

体现了两者在何种耦合水平上的协调。α、β为待定系数，二者的取值通常取决于各自在系

统中的重要程度。技术能力、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的综合

考量，本文认为技 术 能 力Ｕ１、组 织 能 力Ｕ２、支 撑 制 度 能 力Ｕ３ 同 等 重 要，所 以α、β均 为

０．５。与耦合度相似，也可将耦合协调度值划分为四个连续的区间：当０＜Ｄ≤０．３时，处于

低度耦合协调；当０．３＜Ｄ≤０．５时，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当０．５＜Ｄ≤０．８时，处于高度耦

合协调；当０．８＜Ｄ≤１时，处于极度耦合协调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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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判别标准

耦合度值 耦合程度 耦合协调度值 耦合协调类型

０＜Ｃ≤０．３ 低水平耦合阶段 ０＜Ｄ≤０．３ 低度耦合协调

０．３＜Ｃ≤０．５ 颉颃阶段 ０．３＜Ｄ≤０．５ 中度耦合协调

０．５＜Ｃ≤０．８ 磨合期 ０．５＜Ｄ≤０．８ 高度耦合协调

０．８＜Ｃ≤１ 高水平耦合阶段 ０．８＜Ｄ≤１ 极度耦合协调

二、样本描述性分析及指标权重确定

１．样本描述性分析

在研究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关系时使用的原始数据描述

性分析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测度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指标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 （人） １８　 ７０４１７２．２０　１９８８３．４６　６６６９９８．００　７３３４７４．００
耕地面积 （千公顷） １８　 １２８２００．９０　５２１１．４５　１２１７１５．９０　１３５１６３．００
化肥施用量 （万吨） １８　 ５２２８．４４　 ６７０．５９　 ４１４６．００　 ６０２３．００
耕地灌溉面积 （千公顷） １８　 ５９４０．８５　 ４９１．１０　 ５３８２．００　 ６７８５．１０
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 （万台） １８　 １９３３．３３　 ３７１．００　 １３６１．８２　 ２３１６．９６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１８　 ８２７９５．５６　１９７４７．４１　５２５７４．００　１１１７２８．００
农村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１８　 ６０２７．４６　 ２４１６．０９　 ２４２１．３０　 ９５２４．４０
农林牧渔类专利申请数 （件） １８　 ２８２３９．３９　３１０１９．９５　 ３４２０．００　 ９７７０７．００
农林牧渔类专利授权数 （件） １８　 １３５８３．８３　１４４８２．６７　 １９８９．００　 ４５９６０．００
人均ＧＤＰ （元） １８　 ２８５２５．５０　１７２３９．７６　 ７９４２．００　 ５９６６０．００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８　 ６２８７２．５０　３０３７８．１３　２４９１５．８０　１０９３３１．７０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８　 ６３３２．６９　 ３７３８．０１　 ２２８２．１０　 １３４３２．４０
乡村人口比重 （％） １８　 ５２．３３　 ７．０３　 ４１．４８　 ６３．７８
农民专业合作社 （户） １８　 ５１２１３４．６０　６７８６８７．２０　 ４６９．００　 ２０５０２０６．００
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数 （个） １８　 ４４１５１７．４０　５５９１５８．３０　２０２３．００　１９２６７７１．００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１８　 １０．４８　 ２．１６　 ７．５１　 １４．６８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 １８　 ４４．５０　 ３．６５　 ３９．７９　 ５１．５６
粮经比 （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 １８　 ２．３０　 ０．２０　 １．８８　 ２．５０
农产品进出口额 （万美元） １８　 ７１１．２３　 ２８５．３２　 ２６８．５０　 １１０９．６０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８　 ３２７４０．８３　１６１０４．７２　１３８７３．６０　 ５８０５９．８０
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 （亿元） １８　 ７８４３．７６　 ６４１３．２１　 １２３４．５０　 １９０８８．９９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亿元） １８　 ４１１．７４　 ４１１．９２　 ５．５３　 １０８２．６１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 （亿人） １８　 ４．６２　 ３．４８　 ０．００　 ８．３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受益人次 （亿人次） １８　 ７．１２　 ６．８４　 ０．００　 １９．４２
政府 官 方 网 站 发 布 政 府 文 件 中 涉 农 文 件 比

例 （％）
１８　 ２４．０４　 ２３．３０　 ０．００　 ６１．０４

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发布 “三农”咨询数 （条） １８　 １０９４５．８３　 ５４２０．３０　 ２５５０．００　 ２０４２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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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可以看出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最小值为６６６９９８人，最大值为

７３３４７４人，样 本 均 值 为７０４１７２．２人；耕 地 面 积 最 小 值 为１２１７１５．９千 公 顷，最 大 值 为

１３５１６３千公顷，样本均值为１２８２００．９千公顷等，其他三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

测度指标的基本特征也在表３中列出。

２．指标权重确定

使用前文介绍的熵值法分别计算三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测度指标权重。
（１）技术能力指标权重。技术能力指标权重如表４所示。

表４ 技术能力指标权重

维度 权重 测算指标 指标权重

技术能力

技术投入因素 ０．３６３３

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农业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８９４

耕地面积 ０．２１６０

化肥施用量 ０．１１２８

耕地灌溉面积 ０．２０５４

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 ０．１２７６

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１２２２

农村用电量 ０．１２６６

技术产出因素 ０．６３６７

农林牧渔类专利申请数 ０．２６７８

农林牧渔类专利授权数 ０．２７２４

人均ＧＤＰ　 ０．１４８４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０．１３９８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１７１６

　　技术能力测度的 “技术投入因素”权重为０．３６３３、“技术产出因素”权重为０．６３６７，即

在衡量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能力时，相比于技术投入因素，技术产出因素更

加重要。在技术投入因素中，耕地面积和耕地灌溉面积两项指标所占权重较大，说明在目前

发展条件下，土地要素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技术产出因素中，农林牧渔类专利申请数和

农林牧渔类专利授权数两项指标所占权重较大。
（２）组织能力指标权重。组织能力指标权重如表５所示。

表５ 组织能力指标权重

维度 权重 测算指标 指标权重

组织能力

农业经营主体 ０．７９７１

乡村人口比重 ０．１４２６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０．４９１０

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数 ０．３６６４

产业结构发展 ０．２０２９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０．２５５７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０．２７３４

粮经比 ０．１４３４

农产品对外贸易依存度 ０．３２７５

　　组织能力测度的 “农业经营主体”权重为０．７９７１、“产业结构发展”权重为０．２０２９，即

在衡量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组织能力时，相比于产业结构发展因素，农业经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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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更加重要。在农业经营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指标所占权重较大，说明在目前发展条件

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衡量产业结构发展时，
农产品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所占权重较大，说明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程度在产业结构发展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３）支撑制度能力指标权重。支撑制度能力指标权重如表６所示。

表６ 支撑制度能力指标权重

维度 权重 测算指标 指标权重

支撑制度

能力

补贴、

保障水平
０．４９６４

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 ０．２５３０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０．３０３６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 ０．１８４２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受益人次 ０．２５９２

制度、

政策公开程度
０．５０３６

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政府文件中涉农文件比例 ０．７１３７

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发布 “三农”咨询数 ０．２８６３

　　支撑制度能力测度的 “补贴、保障水平”权重为０．４９６４、“制度、政策公开程度”权重

为０．５０３６，即在衡量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制度能力时，相比于补贴、保障

水平因素，制度、政策公开程度更加重要。在制度、政策公开程度中，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

政府文件中涉农文件比例指标所占权重较大，说明在目前发展条件下，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

政府文件中涉农文件比例在制度、政策公开程度扩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衡量补贴、
保障水平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指标所占权重较大，说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发展程度在

补贴、保障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实证分析

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测度与分析

使用第二部分测算出的指标权重及原始数据运用 Ｍｉｎ－ｍａｘ标准化方法所得的标准化数

据，分别计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我 国 三 项 农 业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能 力 得 分，具 体 数 值 如 表７
所示。

表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测度

年份 技术能力 组织能力 支撑制度能力

２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０４

２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２０　 ０．０６

２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０９

２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１４

２００７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２１

２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２１　 ０．５１

２００９　 ０．３０　 ０．２０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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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技术能力 组织能力 支撑制度能力

２０１０　 ０．３５　 ０．２１　 ０．５３

２０１１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６３

２０１２　 ０．５３　 ０．２９　 ０．６４

２０１３　 ０．６１　 ０．３１　 ０．７６

２０１４　 ０．７４　 ０．４８　 ０．８３

２０１５　 ０．８５　 ０．５７　 ０．８８

２０１６　 ０．９２　 ０．６６　 ０．７２

２０１７　 ０．９８　 ０．７７　 ０．８１

　　由表７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三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测度值均呈现逐

年递增趋势。其中技术能力增长速度较为均匀，组织能力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变化不大，２０１３
年以后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支撑制度能力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增长速度缓慢且发展水平较低。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三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发展状况，绘制

变化趋势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看出，技术能力呈现逐年稳步递增的发展趋势，发展状况较好

且无较大波动。组织能力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稳定在低水平处未得到有效发展，２０１３年以后发展

迅速。主要原因是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大力

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主体，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

人才培养计划。因此，２０１３年以后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组织能力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测度

支撑制度能 力 总 体 上 呈 现 逐 年 递 增 趋 势，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增 长 最 为 迅 速。主 要 原 因 是

２００８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２００８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从 “公共财政支

出中农 林 水 事 务 支 出”角 度 来 看，２００７年 的 投 入 是３４０４．７亿 元，而２００８年 的 投 入 是

４４５４．０１亿元，增长率达到３０％。因此，支撑制度能力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度测度与分析

使用上文中的耦合度函数，分别计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三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

力耦合度得分，具体数值如表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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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度测度

年份 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 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

２０００　 ０．７９　 ０．２１　 ０．４１

２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１７　 ０．３５

２００２　 ０．９０　 ０．４３　 ０．６４

２００３　 ０．９４　 ０．７３　 ０．８９

２００４　 ０．９９　 ０．８４　 ０．９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２００６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９８

２００７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９９

２００８　 ０．９９　 ０．９１　 ０．９５

２００９　 ０．９８　 ０．８９　 ０．９６

２０１０　 ０．９７　 ０．９１　 ０．９８

２０１１　 ０．９５　 ０．８９　 ０．９８

２０１２　 ０．９６　 ０．９３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０．９５　 ０．９１　 ０．９９

２０１４　 ０．９８　 ０．９６　 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０．９８　 ０．９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６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９９

２０１７　 ０．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０

　　由表８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度的测度值呈逐

年递增趋势。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之间的耦合程度较高，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处于磨合期向高水

平耦合阶段的过渡 阶 段，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 技 术 能 力 与 组 织 能 力 之 间 处 于 高 水 平 耦 合 阶 段。
组织能力与支撑 制 度 能 力 之 间 的 耦 合 程 度，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的 低 水 平 耦 合 阶 段 发 展 到

２００２年的颉颃阶段，２００３年发展到磨合期阶段，到２００４年后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之

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技 术 能 力 与 支 撑 制 度 能 力 之 间 的 耦 合 程 度 处 于 颉

颃阶段，２００２年发展到磨合期阶段，到２００３年 以 后 技 术 能 力 与 支 撑 制 度 能 力 之 间 处 于 高

水平耦合阶段。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三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度发展状

况，绘制变化趋势如图２所示。
由图２可以看出，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耦合度发展状况较好且无较大波动。组织能力与

支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程度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发展水平较低，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调整迅速，到

２００３年以后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程度稳定在高水平耦合阶段。技术能力与

支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程度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发展水平较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调整迅速，到

２００４年以后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程度稳定在高水平耦合阶段。

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当对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共计１８年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 耦 合 度 进 行 比 较 分 析

时，各年份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两者的耦合度却可能相同，单

纯地依靠耦合度模型无法全面有效地反映此种差异，使得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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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度测度

此，为了更好地比较不同年份两者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在利用耦合度函数计算耦合度的基

础上，借鉴相关研究，构建了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耦合协调度。使用前文的耦合协 调 度 函

数，分别计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三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度得分，具体数

值如表９所示。由表９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

度测度值，均 呈 逐 年 递 增 趋 势。技 术 能 力 与 组 织 能 力 之 间 的 耦 合 协 调 程 度 较 高，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技 术 能 力 与 组 织 能 力 之 间 处 于 高 度 耦 合 协

调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技术 能 力 与 组 织 能 力 之 间 处 于 极 度 耦 合 协 调 阶 段。组 织 能 力 与 支

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协 调 程 度，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 处 于 低 度 耦 合 协 调 阶 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调整为中度耦合协调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发 展 到 高 度 耦 合 协 调 阶 段，２０１５年 以 后 组 织

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之间处于极度耦合协调阶段。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协

调程度，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处于低度耦 合 协 调 阶 段，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调 整 为 中 度 耦 合 协 调 阶

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发展到高度耦合 协 调 阶 段，２０１３年 以 后 技 术 能 力 与 支 撑 制 度 能 力 之 间

处于极度耦合协调阶段。

表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度测度

年份 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 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

２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１５　 ０．１０

２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１３　 ０．０９

２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２１　 ０．１７

２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２９　 ０．２５

２００４　 ０．４１　 ０．３３　 ０．３１

２００５　 ０．４２　 ０．３６　 ０．３６

２００６　 ０．４４　 ０．４０　 ０．４１

２００７　 ０．４７　 ０．４５　 ０．４８

２００８　 ０．４８　 ０．５７　 ０．６１

２００９　 ０．４９　 ０．５７　 ０．６３

·３１·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三大能力及其影响





（续）

年份 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 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

２０１０　 ０．５２　 ０．５８　 ０．６６

２０１１　 ０．５７　 ０．６２　 ０．７３

２０１２　 ０．６３　 ０．６６　 ０．７６

２０１３　 ０．６６　 ０．７０　 ０．８３

２０１４　 ０．７７　 ０．７９　 ０．８９

２０１５　 ０．８３　 ０．８４　 ０．９３

２０１６　 ０．８８　 ０．８３　 ０．９０

２０１７　 ０．９３　 ０．８９　 ０．９４

　　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三项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度发

展状况，绘制变化趋势图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以看出，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耦合协调度较

高且发展状况比较稳定。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发

展水平较低，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总体上呈现逐年

递增趋势。技术能力 与 支 撑 制 度 能 力 之 间 的 耦 合 协 调 程 度，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发 展 水 平 较 低，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技术能力与 支 撑 制 度 能 力 之 间 的 耦 合 协 调 程 度 在 总 体 上 呈 现 逐 年 递 增 趋 势，
且发展较快，２００７年以后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最高。

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度测度

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回归分析

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本 文 使 用 全 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农 业 经 济 数 据 分 析 农 业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参考已有文献选取全国农林牧渔总产值对

数为被解释变量，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支撑制度能力以及三项能力的耦合协调度为解释

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乡 村 总 人 口 对 数 （汪 紫 云 和 李 援 亚，２０１８）、化 肥 施 用 量 对 数

（王鑫鑫，２０１８）、农 业 机 械 总 投 入 （大 中 型 拖 拉 机＋小 型 拖 拉 机）对 数 （黄 少 安 等，

２００５）、耕地面积对数、公共财 政 支 出 中 农 林 水 事 务 支 出 对 数 （洪 名 勇 和 施 国 庆，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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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总动力对数 （迪娜·帕 夏 尔 汗，２０１５）、农 林 牧 渔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额 对 数 （汪 紫

云和李援亚，２０１８）。
为排除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增长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全国数据选取２０００年为基期，使

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农林牧渔总产值、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

支出、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减到２０００年消费水平下的实际值。
（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各变量描述性分析。在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时，使用的原始数据描述性分析如表１０所示。

表１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各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 （亿元） １８　 ４８０８７．２０　 １６７９２．８３　 ２４９１５．８０　 ７１６５８．１６

技术能力 １８　 ０．３９　 ０．３１　 ０．０５　 ０．９８

组织能力 １８　 ０．３１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７７

支撑制度能力 １８　 ０．４１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８８

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耦合协调度 １８　 ０．５５　 ０．１９　 ０．３２　 ０．９３

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合协调度 １８　 ０．５２　 ０．２４　 ０．１３　 ０．８９

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合协调度 １８　 ０．５６　 ０．２９　 ０．０９　 ０．９４

乡村总人口 （万人） １８　 ６９３６３．０５　 ７３８２．４７　 ５７６６０．５２　 ８０８３６．６９

化肥施用量 （万吨） １８　 ５２２８．４４　 ６７０．５９　 ４１４６．００　 ６０２３．００

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 （万台） １８　 １９３３．３３　 ３７１．００　 １３６１．８２　 ２３１６．９６

耕地面积 （千公顷） １８　 １２８２００．９０　 ５２１１．４５　 １２１７１５．９０　１３５１６３．００

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 （亿元） １８　 ５７２３．７４　 ４０８２．１０　 １２３４．５０　 １２５１１．３０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１８　 ８２７９５．５６　 １９７４７．４１　 ５２５７４．００　 １１１７２８．００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１８　 ６１８９．０２　 ５５５１．８３　 ３６０．９３　 １７５０４．９５

　　注：农林牧渔总产值、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减到２０００年消

费水平下的实际值。

由表１０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取值在２４９１５．８０亿～７１６５８．１６亿元，
样本均值为４８０８７．２０亿元；技术能力的取值在０．０５～０．９８，样本均值为０．３９；组织能力的

取值在０．１８～０．７７，样本均值为０．３１；支撑制度能力的取值在０～０．８８，样本均值为０．４１；
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耦合协调度的取值在０．３２～０．９３，样本均值为０．５５；组织能力与支撑

制度能力耦合协调度的取值在０．１３～０．８９，样本均值为０．５２；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

合协调度的取值在０．０９～０．９４，样本均值为０．５６。其他控制变量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也在

表１０中列出。
（２）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林牧渔总产值影响的回归分析。使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农业经济相关数据，运用ＯＬＳ估计方法估计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林

牧渔总产值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１１所示。表１１汇报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

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支撑制度能力这三项农业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能力中，只有技术能力对我国农林牧渔总产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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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现阶段影响我国农林牧渔总产值的主要是技术能力，技术能力得分每提高０．１分，可使农

林牧渔总产值提升３．８５％。

表１１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

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数

（１） （２） （３） （４）

技术能力
０．３８５＊＊

（２．２９）
０．５３１
（１．３２）

组织能力
０．２６７
（０．８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２）

支撑制度能力
０．０７３
（０．７２）

－０．０９７
（－０．６２）

乡村总人口
－０．４４２
（－０．４５）

－０．９６９
（－０．６５）

－１．７７０＊＊

（－２．４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７）

化肥施用量
１．９１８＊＊

（２．９８）
２．４９５＊

（２．１１）
２．１６０＊＊

（２．８０）
１．６５２
（０．９４）

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
０．１００
（０．３３）

－０．１９３
（－０．４１）

－０．１３１
（－０．３３）

０．２６０
（０．３４）

耕地面积
－０．６６０＊＊

（－２．６５）
－０．６６４
（－１．２９）

－０．３４２
（－１．６６）

－０．８３７
（－１．４４）

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
－０．１１３
（－１．４４）

－０．１１０
（－１．３８）

－０．１０４
（－１．２３）

－０．１１４
（－１．４３）

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３２
（０．１８）

－０．１２４
（－０．４２）

０．１６５
（０．４９）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０．０３２
（１．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６１）

０．０１７
（０．４７）

０．０３３
（０．８２）

常数项
８．９２５
（０．５４）

１４．１８６
（０．５８）

２７．２３３＊

（２．１０）
１．３４１
（０．０５）

样本量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Ｒ２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调整Ｒ２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６

　　注：农林牧渔总产值、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减到２０００年消

费水平下的实际值；所用控制变量均取对数后加入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ｔ值。

（３）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度对农林牧渔总产值影响的回归分析。使

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农业经济相关数据，运用ＯＬＳ估计方法估计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

力耦合协调度对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１２所示。由表１２可以看出我国农业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度对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在技术能力与

组织能力耦合协调度、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合协调度、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合

协调度中，只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耦合协调度对我国农林牧渔总产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６１·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８期





效应。这说明现阶段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是影响我国农业农林牧渔产值的

重要因素。技 术 能 力 与 组 织 能 力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每 提 高０．１，可 使 农 林 牧 渔 总 产 值 提 升

８．５６％。结合表１１的回归结果，在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大能力中，技术能力是现阶段

影响我国农林牧渔总产值的主要能力，并且只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等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

促进农林牧渔总产值提高。

表１２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耦合协调度对农林牧渔总产值的影响

农林牧渔总产值对数

（１） （２） （３） （４）

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耦合协调度
０．８５６＊

（１．８７）
１．６０７＊＊

（２．７９）

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合协

调度

０．２５２
（０．６６）

－０．９４５
（－１．３８）

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合协

调度

０．３１５
（１．０６）

０．３６９
（０．６１）

乡村总人口
０．１１６
（０．０９）

－１．５３２
（－１．４７）

－１．４６０
（－１．５７）

０．９４７
（０．６６）

化肥施用量
２．１９４＊＊＊

（３．６０）
２．２２４＊＊

（２．３５）
２．０７２＊＊

（３．０１）
１．３０１
（１．１５）

农业机械年末拥有量
－０．０５０
（－０．１８）

－０．２５３
（－０．４６）

－０．２５０
（－０．５７）

０．５３５
（１．１３）

耕地面积
－０．９６６＊＊

（－２．３９）
－０．４７９
（－１．４６）

－０．４２３
（－１．８３）

－１．０６０
（－１．８２）

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
－０．０９２
（－１．２２）

－０．０７６
（－０．６８）

－０．０７４
（－０．７２）

－０．１４３
（－１．６６）

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１００
（－０．３４）

－０．１４８
（－０．５２）

０．２３２
（０．８３）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０．０２２
（０．８７）

－０．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７１＊＊

（２．５２）

常数项
１．９００
（０．１０）

２５．０１８
（１．５７）

２４．９５０
（１．７２）

－９．４８２
（－０．４２）

样本量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Ｒ２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９

调整Ｒ２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７

　　注：同表１１。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能力成长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变量。本文从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支撑制度

能力的角度构建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耦合

协调度模型对我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农 业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转 变 能 力 进 行 评 价。研 究 结 论 有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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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
第一，截至２０１７年，全国的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技术能

力与支撑制度能力均发展到高水平耦合阶段，且均达到了极度耦合协调水平。技术能力与组

织能力耦合度发展状况较好，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处于磨合期向高水平耦合阶段过渡时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合度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发展迅速，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的低水平耦合阶段，到２００２年调整为颉颃阶段，２００３年发展

到磨合期，２００４年以后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技术能力与支

撑制度能力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处于颉颃阶段，２００２年发展到磨合期，２００３年以后技术能力与

支撑制度能力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
第二，通过计算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大能力之间的耦合 协 调 度 指 标 发 现，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三大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耦合协调发展

的基础较好，但发展较为缓慢；组织能力与支撑制度能力耦合协调发展的基础较差，但发展

比较迅速，从２０００年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到２０１７年的极度耦合协调；技术能力与支撑制度

能力耦合协调发展的基础最差，但发展最为迅速，从２０００年的低度耦合协调发展到２０１７年

的极度耦合协调程度。
第三，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全国农业经济数据，分析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力对农业

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排除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增长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将农林牧渔总产值、公共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

减到基期消费水平下的实际值。回归结果表明，在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大能力之中，现

阶段影响农林牧渔总产值的主要是技术能力，并且只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等协调发展才能

更好地促进农林牧渔总产值提高。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全方位提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技术能力成长。一方面，强化农业基础

研究及核心技术研究。遵循农业科研规律，使基础科研回归公益性定位。着力加强转基因生

物新品种培育、智慧农业、设施农业、空间农业、海洋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功能农

业等方面的研发，提高农业科技战略储备能力及对农业自然风险的防范和应对能力。另一方

面，完善体制机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多渠道投入机制，保障农业新技

术研发资金投入，强化农业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对农业科技人才的激励力度；强化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分类指导，构建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及各方利益合理分配的制度保障；
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创新管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构建创新平台、强化科技服务，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推广和应用。
第二，大力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组织能力成长。首先，大力扶持农民

专业合作社。促进专业合作社规范化、规模化发展；通过专业合作社引领生产，优化产业结

构，提高农产品的国内外竞争力。其次，积极发展现代内涵型家庭农场。鼓励家庭农场运用

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农场发展乡村旅游业，培

育新型家庭农场主，提高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再次，全方位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拓

宽企业融资渠道，发展特色产业基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施品牌战略，增强辐射带动能

力。最后，组建高水平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对外开展行业维权，对内开展行业自律。为会员

提供技术培训、经营管理、国际合作、法律援助、信息咨询等服务；开 展 行 业 重 大 问 题 研

究，发布研究报告和市场资讯；密切政府与农民群众的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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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立有利于农业绿色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政策 体 系，促 进 制 度 能 力 成

长。深化涉农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土地等要素市场；促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业补贴政

策的绿色转型；加大公共财政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保障支农惠农政策信息公开

透明；创新农村金融与保险制度，提升金融与保险服务水平；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

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机制，提升农业从业者素质；创新农村

环境保护制度，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第四，在分别强调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支撑制度能力成长的同时，更要注重这三大能

力的协调发展及共同成长。这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深层次转变的关键。

参 考 文 献

［１］Ｃｏａｓｅ　Ｒ．Ｈ．，１９９３，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Ｏｒｉｇｉｎ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Ｈａｙａｍｉ　Ｙ．，Ｖｅｒｎｏｎ　Ｗ．Ｒ．，１９７１，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３］Ｍｅｌｌｏｒ　Ｊ．，１９７６，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ｔｈａｃａ，Ｎ．Ｙ．：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４］Ｓｃｈｕｌｔｚ　Ｔ．Ｗ．，１９６８，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０（５），１１１３～１１２２．
［５］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Ｍ］，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
［６］迪娜·帕夏尔汗：《影响新疆农林牧渔产值增长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法———基于１９７９年～２０１３年

时间序列数据》［Ｊ］，《新疆农业科技》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７］高山：《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我国区域知识有效 供 给 能 力 评 价 研 究》［Ｊ］，《图 书 馆 学 研 究》２０１８

年第２１期。
［８］郭素芳、刘琳琳：《要素整合与农业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Ｊ］，《天

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９］郭珍、曾福生：《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以湖南省为例》［Ｊ］，《农村

经济与科技》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１０］韩俊：《“十二五”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框架与基本思路》［Ｊ］，《改革》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１１］姜长云：《着力发展面向农业的生产性服务业》［Ｊ］，《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１２］洪名勇、施国庆： 《农 地 产 权 制 度 与 农 业 经 济 增 长———基 于１９４９～２００４年 贵 州 省 的 实 证 分 析》

［Ｊ］，《制度经济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１３］洪银兴：《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１４］黄惠英、张连春、虞洪：《科技创新、农 业 现 代 化 与 城 镇 化 的 动 态 关 联 分 析》 ［Ｊ］，《农 村 经 济》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１５］黄季焜：《中国农业的过去与未来》［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１６］黄少安、孙圣民、宫明波：《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

大陆农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１７］Ｋ．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家》［Ｍ］，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１８］李敏、王礼力、郭海丽：《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及其评价》［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１９］厉无畏、王慧敏：《创意农业的发展理念与模式研究》［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２０］李玉榕、谢向英、郑小清、杨珊：《基于钻石模型的北京创意农业竞争力分析》［Ｊ］，《台湾农业

探索》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２１］刘红峰、乌东峰：《两型农业科技创新测度与评价研究》［Ｊ］，《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５期。

·９１·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三大能力及其影响





［２２］罗小锋、袁青：《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时空耦合关系》［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２３］马红坤、毛世平、陈雪：《小农生产条件下智慧农业发展的路径选 择———基 于 中 日 两 国 的 比 较 分

析》［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２４］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 ［Ｍ］，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
［２５］马晓河、黄汉权、蓝海涛：《我国农村改革３０年的成就、问题与今后改革思路》［Ｊ］，《宏观经济

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
［２６］闵继胜、孔祥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模式创新 的 制 约 因 素 及 制 度 突 破》［Ｊ］，《经 济 纵 横》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２７］牛志伟：《农业生态补偿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生态系统与生 态 价 值 一 致 性 补 偿 标 准 模 型》［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２８］潘盛洲：《“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十大任务》［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２９］齐平、李如潇：《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对我国农业资源整合的研究》［Ｊ］，《商业经济》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
［３０］钱丽、肖仁桥：《考虑生态环境效应的农业创新系统效率研究———以安徽省为例》［Ｊ］，《财贸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３１］王鑫鑫：《财 政 支 农 支 出 对 贵 州 农 业 经 济 增 长 的 实 证 分 析》 ［Ｊ］， 《中 国 集 体 经 济》２０１８年 第

３０期。
［３２］汪紫云、李援亚：《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法的湖北省农林牧渔产值增长因素分析》［Ｊ］，《粮食科技

与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３３］武甲斐、张红丽： 《转 变 农 业 发 展 方 式 的 指 标 评 价 及 路 径 选 择》 ［Ｊ］， 《经 济 问 题》２０１７年 第

７期。
［３４］西奥多·Ｗ．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Ｍ］，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
［３５］薛任君、熊楚才、丁新正：《新 农 业 经 济 发 展 构 想》 ［Ｊ］，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３６］杨承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若干关系论析》［Ｊ］，《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３７］杨传喜、张俊彪、赵可：《农业科技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实证》［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３８］章继刚：《中国创意农产品发展战略思考》［Ｊ］，《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 第

１期。
［３９］章继刚：《建 设 创 意 乡 村 发 展 创 意 农 业》 ［Ｊ］，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９年 第

４期。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Ｌｉｗｅｉ　１　Ｇａｏ　Ｚｈｏｎｇｌｉ　２　Ｚｈｏｕ　Ｍｉ　３

（１．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ｎｑｉ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０２·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８期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ｎ－
ｔｒｏｐｙ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　２０１７．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ｔｏ　２０１７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ｔ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ｎ－
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１３；Ｐ３２

（责任编辑：焦云霞）

·１２·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三大能力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