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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农业产业化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①

郑志安② 傅泽 田 林启瑞
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科研处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科研处

摘 要 基于对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认识并考虑资料的来源和量化的可行性
,

建立了农业产业化评估指标体

系
,

提出了农业产业化评估方法
,

以 白银市为例进行了分析
,

得出了初步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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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

它在提高农业的 比

较效益和市场化程度
,

增加农民的收入和就业
,

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

通过文献分析
,

我国 目前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
,

农业产业化评

价研究 刚刚起步
,

定童的评价体系尚未 见到
。

笔者在深入研究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

特征及其

组织形式
,

分析其机理与运行机制以后
,

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
,

探索构建农业产业化评估指标体系
,

依据层次分析方法建立结构模型
,

借助专家给定的重

要程度排序
,

经测定计算了指标权重
,

并利用 白银市农业产业化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本

研究结果
,

可为政府在推进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发现问题
、

指导实践
、

调控进程
,

以及对农业产业

化工作进行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

指标的确定与量化

对农业产业化进行综合评估
,

需要有一套 比较全面
、

客观的数据指标体系
,

建立这一指标

体系应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的满足和外在效果的实现 个方面进行
。

通过对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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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系统的分析
,

现把农业产业化的规模
、

标准
、

效益和水平等 项指标确定为农业产业化综

合评估的一级指标
。

农业产业化规模指标

描述农业产业化规模的指标 一级指标 主要由以下 个二级指标来确定
。

主导产业规模
。

在一定区域内
,

主导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
,

其规模越大
,

主导

作用就越强
,

越能促进产业化的进程
。

它可以采用主导产业产值来表示 但在一定区域内
,

主导

产业往往有多个
,

在选择指标时既要反映主导产业的总体规模
,

又要显示出主导产业的规模优

势
,

所以选择主导产业总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指标 来反映某一区域主导产业规模
。

有
, 一 主导产业总产值 国内生产总值 只

龙头企业规模
。 “

公司 农户
”

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组织形式
,

龙头企业规模直接影响着

农业产业化的规模
。

它可以用龙头企业产值来反映
。

在一定区域内
,

一般存在许多龙头企业
,

用所有龙头企业总产值占农村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指标 反映龙头企业规模
。

有

一 所有龙头企业总产值 农村工业总产值 只

商品基地规模
。

商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的依托
,

是龙头企业得 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

件
。

它可以用商品基地面积指标来反映
,

但由于地域之间土地面积有差异
,

因此
,

用商品基地种

养业产值占本区域种养业总产值的比重指标 来反映商品基地规模
。

有

一 商品基地种养业产值 本区域种养业总产值

连接农户数
。

在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十年不变的情况下
,

农业产业化的商品

基地规模是由分散的农户经过积聚或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通过连片和专业化生产而显示 出来

的一种集合规模或群体规模
,

所以连接的农户越多
,

规模则越大 因此可以用商品基地连接农

户数占总农户的百分 比指标 来反映连接农户的多少
,

相对反映农业产业化的规模
。

有

一 商品基地连接农户数 总农户数

农业产业化标准指标 及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经营组织形式是种养加 工
、

产供销
、

农工贸
、

农科教一体化经营组织
,

一体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农业产业化的程度
。

种养加
、

产供销
、

农工贸的内涵基本相同
,

指的

是由生产者
、

加工者
、

销售者组成的风险共担
、

利益均沾的经济共同体
。

农科教一体化指农业与

科技
、

教育相结合
,

包括科技应用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内容
。

用农工贸一体化程度 和农科教

一体化程度 这 项指标反映农业产业一体化程度
。

此外
,

由于农业产业化是以农业资源有

效利用为基础的生产经营活动
,

持续发展的观点应该贯穿于农业产业化始终
,

因此
,

也可把生

态可持续发展程度 指标作为标准指标
。

当然
,

反映标准的指标还有很多
,

如产业链
、

市场等

方面的指标
,

但笔者认为上述 个指标基本能概括产业化的标准
。

指标
,

和 均属于定性指标
,

对于定性指标的量化处理一般采用特尔斐法或模糊数

学中的 数法
。

本文利用特尔斐法与打分法相结合的方法
,

并规定 极端好的情况为
,

极

端差的情况为 。
。

具体方法如下

组织既熟悉农业产业化研究
,

又熟悉拟评估对象的专家 从 人组成应答专家组
,

每个专家

给出一个定量回答
,

设为 一
, ,

⋯
, ,

则指标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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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一 一
,

’一 坦一一丽二万一一一 又 ‘

农业产业化效益指标 热

农业产业化的中心 内容是提高经济效益
,

最根本的 目的是提高农业 比较效益
、

增加农民收

入
。

农业产业化的经济效益是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劳动耗费与劳动成果之 比
,

从产值
、

收入
、

增值

能力以及 目标的考察
,

衡量农业产业化经济效益的指标有以下 个
。

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值
。

是农业产业化产值与就业人数之 比
。

它是一项综合性指标
,

在农

业产业化进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 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农业在与相关二
、

三

产业相结合过程中
,

不断应用新的科技成果所形成的农产品价值的增值 另一方面
,

劳动生产

率可以分解为人均耕地面积和土地生产率 个因素
,

由于农业产业化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

动力
,

随着农业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

以土地为谋生手段的农民人数将会越来越少
,

这样有

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
,

从而提高土地产出率
。

为简化起见
,

这里采用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值指

标 来反映效益
。

由于本指标非农业产业化专有
,

选取它的目的主要是想说明农业产业化的

经营效率
,

因此本文 规 定
,

选取 全 国各地 区 的劳动生 产率最高值为
,

经查 中国统计年鉴

获得极限值为 元
·

人 一 ‘ ,

则指标值 可以表示为

一 实际值 最高值

投入产出比的比较值
。

指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生产性和经营性投入与产值的比率
,

可以反

映资金占用及其利用情况
,

因此
,

投入产出比的比较值
。
可以作为解释效益的指标

。

本指标非

农业产业化专有
,

选取它的 目的主要是想说明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这虽然不能完整地说明问题
,

但是可以相对反映该方面的内容
。

经文献分析和查阅中国统计年

鉴 和 等统计资料
,

通过综合估算
,

规定 投入产出比为 时
,

定极限 。 投入产

出比为 时
,

定极限 实际值超出上述取值范围取临近端值
。

由此得到

实际值一 一 〕

人均年纯收入的比较值
, 。 。

农业产业化纯收入是农业产业化产值扣除生产成本和税金

后的余额
,

是劳动者收入和扩大再生产资金的重要来源
,

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益体现
。

指标
。

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效益指标
,

其值的大小直接影响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凝聚力
。

本指标是

正向
、

非量纲一指标
,

根据量纲一化方法
,

以查得的全国各地 区年平均最高值规定为极限
,

则

计算公式为
, 。一 实际值 最高值

农业产业化水平指标 从

反映水平的指标较多
,

如生产条件
、

骨干企业生产水平
、

农户经营效益
、

农业产业链各关节

自我服务能力
、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
,

本着避繁就简
、

反映实际
、

便于操作的原则
,

在综合分析

上述指标的基础上
,

认为农业产业化水平指标可以用以下 个指标来衡量
。

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
, 。

反映科技发展对农业产业化的作用
,

属于正向指标
。

本指标

在统计资料中不能直接获得
,

据相关研究
,

我国 年农业科技贡献率大约为
,

针对农

业产业化的这方面数据资料未见
,

因此
,

这里以国外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科技贡献率归整
,

即

将 规定为
,

以实测数据经计算获得指标值
。

其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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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值 铸

农户产业化经营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
。

能客观地反映农户经营中农业产业化

的贡献份额
,

属于正 向指标
,

可以通过实际调查直接获得
。

本指标值中含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到

产业化企业而获得的工资性收入
。

其计算方法为

一 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收入 农户家庭总收入 只 铸

产业化经营企业数占本区域企业总数的百分 比
。

体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的整体性
,

属于正 向指标
。

根据农村发展的现状和历史等原因
,

本指标不可能实现 肠
。

经过综合考察
,

认为龙头企业数占本 区域企业总数达到 就 已经非常理想了
,

为此
,

根据经

济学的
“

效应
”
对农业产业组织的要求

,

初步规定 为本指标的极限
,

则指标值的计算

公式为

龙头企业数
本区域企业总数

只

器卜
‘

农业产业化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上述分析
,

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如表 所示
。

表 农业产业化评估指标体 系

农业产业化评估

指标体系

尸主导产业总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

规模指标 。

丰馨夏冀霆霖羹显宾暑宝幸督毒冀鼻霏髻哭禧囊履飞

一攫 豪鳝

一盛 奢彝

一崔 蕊篡默黑囊瓣
农业产业化评估所涉及的数据资料 包括区域历史序列资料和典型调查资料 个部分 须

满足表 指标体系的需要
。

其中 历史序列资料的获取相对较为方便
,

使用常规统计 口径数据

即可以满足需要 典型调查资料是评估数据资料的主体
,

需要做专门调查
,

尤其是产业化规模
、

产业化水平
、

产业化形式等指标
,

它是整个评估工作中工作量最大的环节
。

应当说明
,

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新生事物
,

文中指标体系的提 出属 于尝试性探讨
,

由于相关

数据难以获得等原因
,

指标体系尚不完善
,

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丰富
、

调整和完善
。

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农业产业化评估指标体系
,

运用层次分析 方法
,

建立农业产业化评估的层次

结构模型
,

并依据模型和借助相关专家给定的重要程度排序
,

测定
、

计算各级指标的权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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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结构模型

综合评估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
,

就是根据各区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际运作情况
,

采集相

关的
、

能反映农业产业化发展性状的数据指标
,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

对农业产业化

水平作出客观
、

科学
、

实际的评价
。

为此
,

现结合所建立的综合评估指标
,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

如

表 所示
。

表 农业产 业化评 估的层次结构模型

总指标层

类指标层 尽 马 马 几

韶刃 十 十 十分指标层 几 几 几 。

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

结合上面给出的农业产业化评估的层次结构模型
,

通过专家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各层指

标的重要性排序
,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层次分析的计算方法
,

构造出 个判断矩阵
,

经计

算得各级指标 单 权重
,

得权值表
,

见表
。

经归一化处理进而得到分指标层各指标的组合权

重
,

如表 所示
。

表 各指标对应权值表

类指标权值
,

分指标权值
,

说明 表中数值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

结果可以接受
。

下表同
。

表 各指标对应组合权 重表

指标
,

组合权重 孚

指标

组合权重 孚

。 一

需要说明的是
,

由于农业产业化问题较新
,

在层次分析和构建结构矩阵时
,

只能基于 已有

的文献分析和笔者通过 归纳研究后的认识
,

并考虑到 目前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进行指标权

重的设计与计算
。

在进行指标优先序列的问卷调查时
,

有些专家曾提出权重的设定应该结合农

业产业化发展阶段而作相应的调整
,

笔者认同这种观点 因此
,

随着农业产业化事业的逐步发

展和组织体系的逐步完善
,

权重值也应作相应的调整
。

评估结果的综合评定与标准

按上述方法获得了各个指标的评估值
,

利用表 和表 规定的对应指标的权重
,

采取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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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的方法得到综合评估值
,

再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阶段的数值分析
,

象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性状
、

趋势和发展方向
。

综合评估结果由下面公式计算

比较
、

分析具体考察对

一习 ,

需要分析类指标时
,

类指标值计算公式为

, 一艺
, , ,

一习
、 ,

一习
, , , ‘一艺

,

根据上述计算数值可以考察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好坏
。

类指标值的计算可以通过 比较分析

的方法
,

如与好的地 区比较
,

便于寻找差距
,

分析瓶颈问题
,

以利于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

通过归纳分析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律
,

根据笔者对我国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地

区的个例分析
,

以及对上述指标体系的综合推算
,

认为可以把我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大体分为

个阶段
,

其总体阶段划分及各阶段的运行特点如表 所示
。

表 我国农业产 业化进程

阶 段 综合指标值 特 点

孕育阶段

萌芽阶段

成长阶段

发展阶段

出现专业乡
、

村
、

户
,

初步形成商品基地 某些村
、

乡形成

种养加
、

产供销一条龙
,

贸工农一体化 制定产业化规划
,

并能付

诸实施 县域范围内出现 条 比较成型的产业链 大多数

产业还处在成点
、

连线阶段 农民运用科学技术的意识增强
,

开

始专业化
、

集约化生产

点 市场
、

企业
、

基地
、

农户 连成线
、

线成网 未成面 大

多数农户从事专业化
、

集约化生产 种养加
、

产供销一条龙
、

贸工

农一体化基本形成 农民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产业化达到较高水平
,

混合经济体系基本形成
,

农业开始进入

现代化阶段

成熟阶段 农村经济全面繁荣

应 用

为了检验本指标体系
,

笔者以甘肃省白银市为对象
,

对其农业产业化发展状况进行了评

估
。

由于农业产业化刚刚兴起
,

有些直接 口径的数据很难获得
,

故以 白银市人 民政府农业区划

办公室提供的数据和 白银市统计年鉴数据为基本依据
,

在相关专家支持下
,

参考国内外各地农

业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情况
,

采用本文的量化方法
,

经计算形成能够用于产业化评估的相关指标

数值
,

如劳动生产率
、

投入产出比
、

人均年收入
、

科技贡献率等的指标值
。

计算结果经整理列于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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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白银市农业产业化评估指标数值

’’
山

认厂指标

指标值

指标
,

指标值

一

书 “

一

伪 衬 赞 份 怪 件 份 任

说明 数据来自白银市 年统计年鉴和白银市政府提供的
,

年产业化相关数据
。 ,

经测算后

的估计数据 二 ,

定性指标由专家打分经计算后的数值
, , ,

根据白银市统计数据计算
,

并经过时序比较
、

修

正后的数值
。

将表 和表 的数值带入式 得

一习从
,

一
·

铸

即获得了白银市 年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综合评估结果
。

将表 和表 的数据分别带入式
,

得到各类指标值

, 一艺
, ,

一
· ,

一艺
, ,

一

。一习
,

一
·

汤
,

一艺
、 ‘一

·

, ,

和 、 分别表示 白银市 年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规模指标
、

标准指标
、

效益指标和

水平指标
。

通过分析认为
,

白银市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正处于发展初期
,

各个类指标相对都比较低
。

笔

者将评估结果反馈给白银市有关部门
,

得到了白银市政府及当地专家的认同
,

说明本文建立的

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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