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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从总体上分析评价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客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对农业强国的理论认识和前人相关评价

研究基础,重点体现农业强国国际共性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初步提出了农业强国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

包括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产业竞争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绿色发展能力、农村现代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农业政策支持力度7个维度35个指标。通过国别数据收集与整理分析,评价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实现度。对

标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农业强国实现度达到的67.20%,表明中国建设农业强国已经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攻坚阶段。具体来看,在全部35个指标中,中国已有11个指标达到世界农业强国平

均水平;在农业绿色发展能力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方面基本达到了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但在农业产业竞争力、

农村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产品供给能力方面均存在明显短板。在此基础上,本

研究提出要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化农业产业竞争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提

升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制定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规划的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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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analyzethefoundationofChina'seffortstobuildupagriculturalstrength,apreliminaryevaluationindex
systemwasproposedforstrengthinagri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basedonthetheoreticalunderstandingand
relevantpreviousassessmentsofstrengthinagriculture.Sevendimensionsandthirty-fiveindiceswerecomprised.This
systemencompassedtheagriculturalproductsupplycapacity,agriculturalindustrycompetitiveness,agricultural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pability,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capacity,modernizationlevelofrural
areas,socio-economicdevelopmentlevel,andagriculturalpolicysupportintensity.Theindicatorsfrom11countries
withleadingstrengthinagricultureoftheworldwereanalyzedandcompared.Theresultsshowedthat:Overall,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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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rateofthestrengthinagricultur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hasreached67.20%,whichindicatedthat
Chinahaslaidagoodfoundationforbuildingupagriculturalstrengthandisinacriticalstageofmovingfastertobuildup
China'sstrengthinagriculturecurrently.Specifically,Chinahadreachedtheaveragecriteriaoftheworldwide-leading
strengthinagricultureinonlyelevenoutofthethirty-fiveindicators.Currently,Chinaapproachestheaverageof
worldwideleadingstrengthinagricultureintermsofagriculturalgreendevelopmentcapacityandagriculturalpolicy
supportintensity,whereas there are remarkable weaknessesin agriculturalindustry competitiveness,rural
modernization,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level,aswellasagricultural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
capabilityandagriculturalproductsupplycapacity.Therefore,aimingtoprovideprecisedecision-makingreferencesfor
formulatingChinesestrengthinagriculturedevelopmentplan,thisstudyproposesstrategiestofurtherenhance
comprehensivefood production capacity,strengthen agriculturalindustry competitiveness,improve agricultural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efficiency,elevateruralmodernizationlevel,andboostagriculturalinfrastructure
level.
Keywords strongagriculturalcountry;agriculturalmodernization;ruralmodernization;evaluationindicator;comparative
analysis;developmentproposal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已

成为各界研究讨论的重大热点问题。学者们从建设

农业强国的重大意义[1]、内涵特征[2]、主要标志[3]以

及实现路径[4]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与论述。科学、
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结果,是我国对

标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水平,量化识别建设“短板”,指
导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路径的重要依据。目前,
关于“强国”的评价主要有制造强国[5-6]、科技强

国[7-8]、交通强国[9-10]、航天强国[11-12]、能源强国[13-14]

和文化强国[15-16]等,主要围绕产业发展(包括规模、
质量、结构、效益等)、科技创新、服务国家和社会经

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设计评价指标。例如,刘
丹[5]围绕制造强国从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

化、持续发展等方面设置了17个指标;沈艳波[7]围

绕科技强国从基础支撑能力、原始创新能力、占领制

高点能力、话语权与引领能力、贡献能力5个方面提

出了24个指标;围绕交通强国,李连成[9]从快速、经
济、安全、绿色、自主提出了7个指标;马雪梅等[11]

围绕航天强国从自身发展、服务国家安全以及服务

社会经济发展3个方面提出了14个关键指标;于倩

倩等[13]围绕能源强国从自主安全、技术创新、绿色

低碳、国际化、体制机制5个方面提出了21个指标;
赖华东[15]围绕文化强国从凝聚力、服务力、竞争力、
创新力、传播力5个方面提出了26个指标。围绕农

业强国评价,目前也有少量相关研究报道。姜长云

等[17-18]从人均名义GDP、城市化率、农业劳动生产

率、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

额、农产品净出口额、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从业人数

占比等指标量化比较了全球农业强国的特征。魏后

凯[19]以2020年人均名义GDP(美元)排名前30位

的国家为筛选对象,根据劳均农业增加值、农业固定

资本形成额占比、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城镇化率等关

键指标,筛选得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
国、意大利、荷兰、丹麦、以色列和日本这10个国家

为世界农业强国。刘同山等[20]借鉴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提出的工业竞争力绩效评价思路,提出了由

生产和出口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对全球生产和贸易

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4个维度的6个指标构成

的农业竞争力绩效(CAP)测度指标。本课题组前

期也研究设计了农业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

了中国实现度分析[21]。
总体来看,目前比较引流地针对农业强国评价

的研究报道较少,已有研究也主要以“探讨型”定性

论述为主,尚未形成共识性的系统性量化评价指标

体系,特别是缺少更加突出中国特殊国情、农情特色

的指标设计,也缺少与世界主要农业强国之间的对

比性分析。因此,本研究基于前期对农业强国的理

论认识[22]和前人研究基础[1-20],初步提出了中国特

色农业强国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对标世界农业强

国进行了初步的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判断农业强

国建设的现实基础以及为我国农业强国建设实施路

径提供决策参考。

1 农业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1.1 指标体系设计内涵与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

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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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

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

代化农业强国模式。因此,本研究评价指标设计的

理论基础主要考量依据:一是,农业强国评价指标要

遵循国际共性;二是,农业强国评价指标要体现中国

特色[22]。
为了开展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综合量化对

比,本研究基于前期对农业强国建设内涵的理论认

识[22]按照科学性(指标符合强国内涵的特征)、系统

性(综合考虑农业强国的各方面)、简洁性(指标设计

尽量简单,数量不宜多、不宜重复)、可获得性(指标

数据能够方便获得)、可比性(指标结果能够进行国

别比较)五大原则,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强国的

重要论述精神为根本遵循,以世界农业强国的共性

特征为参照,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具体来看,中国特色农业强国评价指标,需要从

以下7个维度综合评价:

1)农产品供给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纵观

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强国,均具有强大的农产

品供给能力,能够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居民营养健

康需要。牢牢把握粮食安全自主可控,稳定保障农

产品安全供给,是国家发展强盛的根基。农产品供

给,要考虑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并重,重点可以从人

均谷物占有量、人均肉类占有量这两个反映主要动

植物供给水平,谷物自给率反映国家粮食安全的自

主可控能力以及人均蛋白供应量反映食物的营养

质量。

2)农业产业竞争力。世界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

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达,产业链完备,产业服务组

织完善,尤其是农业国际竞争实力强。根据相关研

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农业产业竞争力重点可以

从土地产出率(体现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劳动生

产率(体现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产值)、农业劳均固定

资产总额(体现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以及国际农

产品市场占有率、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农产品显

示比较优势指数这3个反映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指

标来反映。

3)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世界农业强国的共同特

征是农业科技水平发达,农业从业人员素质高,农业

生产效率高。根据相关研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重点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评价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①谷物单产水平,世界各国研发投入最多、科技人员

最多的领域就是粮食作物的生产科技,谷物单产水

平整体上是一个国家农业科技水平的表征;②农业

科研的投入,包括科技经费和人员投入,这方面可以

从各国农业研发投入强度、农业科研人员与农业从

业人员的占比、高水平农业科学家比例等指标反映;

③农业科技教育水平,可以从世界百强农林高校占

有率、农业学科竞争力等指标反映;④农业科技获得

代表性产出,主要可以从国际论文竞争力指数、国际

专利竞争力指数等指标反映。

4)农业绿色发展能力。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建设,发展生态循环农业,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与生

物多样性,也是世界农业强国共同的特征之一。减

少农业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及其带来的环境影响是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根据相关研究以及数

据的可获得性,重点可以从化肥投入强度、农业能耗

强度和农药投入强度这3个指标来反映农业生产对

环境的压力,以及可以用粮食产量可持续性指数综

合反映农业的防灾减灾能力。

5)农村现代化水平。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

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

代生活条件”的目标,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

活。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

特色。根据相关研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重点可

以从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体现农村人口的文化素

质)、城乡收入差距(体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农
民人均收入(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农业就业人数

比重(反映农村居民就业情况)以及农村清洁饮水

率、农村卫生设施普及率、农村清洁能源和技术使用

率这3个反映农村生活质量等指标。

6)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世界农业强国的共同特

征之一是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程度高,为建成为农

业强国提供强大经济支撑。农业强可以成为国家强

或者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性基础支撑之一,也可

理解为“农业立国”,但不能理解为只要农业强就能

使国家强起来。没有发达工业化基础难以实现农业

强国。根据相关研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重点可

以从城镇化率、人均GDP、预期寿命、农业产值占比

等指标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7)农业政策支持力度。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世界农业强国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实施农业高

保护政策。根据相关研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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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可以从政府农业开支比例和农业投入支持强度等

指标反映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根据以上论述,本研究从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

产业竞争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绿色发展能

力、农村现代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政

策支持力度7个维度,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农业强

国评价指标体系,共35个指标(表1)。

1.2 农业强国实现度综合指数

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研究设定了“中国

农业强国建设实现度”(式1),以中国与世界农业强

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为标准,来反映中国农业强国建

设过程中各个指标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差距:

Ri =Ci/Wi (1)
式中:i表示各评价指标;Ri 表示中国农业强国建设

实现度(%);Ci 表示中国第i个指标的当前评估结

果;Wi 表示第i个指标当前世界农业强国评估结果

的平均值。负向指标(化肥投入强度、农业能耗强度

和农药投入强度)则按照反比计算。
最后,本研究采用专家打分法初步设计了指标

体系中各一级、二级指标的权重因子(表1),以中国

农业强国建设实现度为依据,按照式(2)计算农业强

国实现度综合指数:

A =Ri×ϕi (2)
式中:i表示各评价指标;A 表示农业强国实现度综

合指数;Ri表示中国农业强国建设实现度,%;ϕi表

示第i个指标的权重因子。

2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对标分析

2.1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关键指标对比

基于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基于

姜长云等[17-18]和魏后凯[19]的研究结果,选择11个

世界农业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
意大利、荷兰、丹麦、以色列、日本和新西兰)开展关

键数据指标的收集与对比分析。相关指标数据来源

如表2所示。
以11个农业强国的相关指标的平均值为评价

标准,如果中国的指标达到或超过各国平均值,默认

中国的该指标实现度达到100%。初步结果显示,
对标世界农业强国,35个指标中,中国仅有11个指

标达到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表3)。
具体从7个维度来看(图1),对标世界11个农

业强国的平均水平,经设置权重初步测算结果如下:

1)在农产品供给能力方面,中国是世界农业强

国平 均 水 平 的 69.7%。中 国 人 均 谷 物 占 用 量

448.8kg/人,仅为世界11个农业强国的平均水平

(747kg/人)的60%;人均肉类占有量,中国仅为

63.53kg/人,仅为世界11个农业强国的平均水平

(148kg/人)的43%;从国家谷物自给率来看,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丹麦的自给率均

超过100%,中国的谷物自给率目前91%;从人均蛋

白供应量来看,中国目前是104g/人/d,是世界11
个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98%。

2)在农业产业竞争力方面,中国是世界农业强

国平均水平的40.3%。2021年中国的农业土地产

出率为1.32万美元/hm2,整体高于11个农业强国

的平均水平(8300美元/hm2);中国农业劳动生产

率为2939美元/人,仅为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8
742美元/人)的33.6%。从农业劳均固定资产总额

来看,中国仅为0.10万美元/人,低于全球所有其它

农业强国,且差距明显。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除了低于美国、荷兰之外,均好于其他国家;但
是从农产品贸易竞争指数、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

数来看,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偏低,尤其是农产品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仅为0.2753,仅为11个农业强

国的平均水平的15%。

3)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中国是世界农业

强国平均水平的67.4%。在最能体现农业生产科

技水平的粮食单产指标上,中国目前的水平约为

6320kg/hm2,高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和以

色列等国,但仅为美国的76%、法国的88%、德国的

90%、荷兰的80%、日本的93%、新西兰的72%。
中国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为0.71%,远不如其他国家

(11个农业强国的平均水平为1.9%)。从农业科技

人才来看,每万人农业从业人员拥有的农业科技人

员数,中国仅为32.4人,美国为78.2人。高水平农

业科学家比例(农业领域高被引科学家/本国农业科

技人员数)来看,中国是0.049‰,美国是0.738‰,
差距巨大。从农业高等教育水平来看,根据国际高

等教育研究机构 QS最新发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

名,农业 &林业学科中国有8所学校进入前100,
美国则有26所高校,差距明显。全球农业科学领域

共有1089个机构进入全球前ESI的前1%,中国有

173个机构,排名第一,美国第二(有155个机构)。
从科技论文和专利产出来看,中国农业领域的科技

竞争力论文指数(排名第一)和国家专利竞争力指数

(排名第二)目前都处于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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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期 高旺盛等:世界农业强国评价指标构建与中国对标分析

表1 农业强国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Indicessystemofevaluatingthestrengthinagriculture

一级指标* 
Primaryindex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ex

单位

Unit

计算方法

Quantitativeapproach

指标方向

Indicator
direction

人均谷物占有量(0.25) kg 各国谷物总产量/总人数 +

人均肉类占有量(0.25) kg 各国肉类总产量/总人数 +农产品供给能力

(0.20)

Agricultural

productssupply
ability

国家谷物自给率(0.30) % 本国生产量/(本国生产量+进口量-出

口量)
+

人均蛋白供应量(0.20) g/d 无需计算,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中公

开指标

+

土地产出率(0.10) 万美元/hm2 农业生产总值/耕地面积 +

劳动生产率(0.10) 万美元 农业生产总值/农业从业人员 +

农业劳均固定资产总额(0.20) 万美元 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农业从业人数 +

国际农产品市场占有率(0.20) 一国农业出口总值与世界农产品贸易总

值的比例

+
农业产业竞争力

(0.15)

Agricultural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0.20) (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 +

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0.20) 一国农业出口值占该国所有出口商品的

份额/世界农业占世界所有商品出口总

值的份额

+

谷物单产(0.15) kg/hm2 无需计算,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中公

开指标

+

农业研发投入强度(0.20) % 农业R&D/农业GDP +

农业科技人员占比(0.10) % 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农业从业人员数量 +

高水平农业科学家比例(0.15) ‰ 农业高被引科学家/农业科研人员 +
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0.15)

Agriculturalscience
andtechnology
innovationability

世界百强农林高校占有率(0.10) % 各国QS农林高校前100的大学数 +

农业学科竞争力(0.10) % 各国进入ESI前1%的农林机构数占全

世界总数的比例

+

国际论文竞争力指数(0.10) 分值 根据农业领域发文量、CNCI指数和高被

引论文量指数综合计算

+

国际专利竞争力指数(0.10) 分值 利用农业领域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率、

专利平均被引频次、专利家族规模和有

效专利占比等指标计算

+

化肥投入强度(0.20) g/美元 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积 -

农业能耗强度(0.20) 105J/美元 农业总能耗量/耕地面积 -农业绿色发展

能力(0.15)

Agriculturalgreen
developmentability

农药投入强度(0.20) g/美元 农药使用量/耕地面积 -

粮食产量可持续性(0.40) % (近十年单产平均值-单产标准差)/单

产最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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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一级指标* 
Primaryindex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ex

单位

Unit

计算方法

Quantitativeapproach

指标方向

Indicator
direction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0.15) 年 各国统计数据,无需计算 +

城乡收入差距(0.20) 比值 城市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 -

农村现代化水平

(0.15)

Ruralmodernization
level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0) 美元 设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X,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Y,则可列方程

组: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农

村人口比重+Y×城镇人口比重;②城乡

居民收入比值=Y/X。求解上述二元一

次方程组可得X。

+

农业就业人数比重(0.15) % 农业就业人数/总人数 -

农村清洁饮水率(0.10) % 农村人口能使用基本饮用水服务设施的

人数比例

+

农村卫生设施普及率(0.10) % 农村人口能使用基本卫生服务设施的人

数比例

+

农村清洁能源和技术使用率

(0.10)
% 农村人口使用清洁燃料和技术用于烹饪

的人数比例

+

城镇化率(0.40) % 各国统计数据,无需计算 +
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0.10)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level

人均GDP(0.30) 万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GDP)/常住人口数 +

预期寿命(0.15) 岁 各国统计数据,无需计算 +

农业产值占比(0.15) % 农业生产总值/国家GDP -

农业政策支持

力度(0.10)

Agriculturalpolicy
support

政府农业开支比例(0.50) % 农业行业开支占中央政府总开支的比例 +

农业投入支持强度(0.50) % 农业支持总量占GDP的比例 +

  注:各指标括号中为该指标权重因子。

Note:Thenumberinparenthesesofeachindicatoristheweightfactor.

  4)在农业绿色发展能力,中国是世界农业强国

平均水平的97.7%。2020年,中国化肥投入强度为

50.22g/美元产值,高于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
以色列和日本等国家,但低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法国和新西兰等规模化农业国家;中国农药投入

强度和农业能耗强度目前低于全球其他农业强国。
这说明,当前全球农业强国的农业生产过程普遍表

现出高投入、高消耗的工厂化农业生产特征,中国目

前表现较好。从粮食产量稳定性来看,近十年中国

粮食产量可持续指数为93.3%,也高于全球其他农

业强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较高。

5)在农村现代水平方面,中国是世界农业强国

平均水平的49.1%。根据教育部网站信息,中国

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

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但相比于世界其他农业

强国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为

2.64,远高于世界其它农业强国(其平均值为1.12)。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约为2323.05美元/人·年,
远低于美国、德国、荷兰及丹麦等国家,仅为其他农

业强国平均水平(3.56万美元)的6.53%。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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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指标原始数据来源

Table2 SourceofrawdatafromChinaandworldstrengthinagriculture

一级指标 
Primaryindex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ex

相关数据来源

Datasource

人均谷物占有量 产量数据来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人口数据来自世

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penData)农产品供给能力

Agricultural

productssupply
ability

人均肉类占有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国家谷物自给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人均蛋白供应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土地产出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劳动生产率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农业产业竞争力

Agricultural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农业劳均固定资产总额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国际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国际贸易统计(WTO)数据库

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国际贸易统计(WTO)数据库

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数据库

谷物单产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农业研发投入强度 农业生产总值数据来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除中国

外,其他世 界 农 业 强 国 农 业 R&D 数 据 来 自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数据库,其中,美国、德国、荷兰、丹麦、日本为2022年数据,澳
大利亚、法国、意大利、以色列为2021年数据,新西兰为2017年数据,

加拿大为2016年数据。中国由于相关数据缺失,采用全国政协委员王

静在《中国科学报》报道中提供的数据(https:∥news.sciencenet.cn/

htmlnews/2021/3/454086.shtm)

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

Agricultural
science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ability

农业科技人员占比 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参考高旺盛等[21],各国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来源于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高水平农业科学家比例 科睿唯安ESI数据库

世界百强农林高校占有率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农业 &林业

农业学科竞争力 科睿唯安ESI数据库

国际论文竞争力指数 《2022年中国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全球竞争力分析》

国际专利竞争力指数 《2022年中国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全球竞争力分析》

化肥投入强度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农业能耗强度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农业绿色发展能力

Agriculturalgreen
development
ability

农药投入强度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粮食产量可持续性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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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一级指标 
Primaryindex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ex

相关数据来源

Datasource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国外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库,中国数据为教育

部官网报道。

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源于201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美国、法国、德
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日本、新西兰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数据库;加拿大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来源于郭燕[23]

农村现代化水平

Rural
modernization
level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世界各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数据库,其中,日本为2018年数据,其他国家为2019年数据。农村人

口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农
村人口数量”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总人口数量”计算获得;城乡居民收入

比值数据来源于郭燕[23];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直接来源于国

家统计局数据库2019年数据,并根据2019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0.145
进行换算。

农业就业人数比重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农村清洁饮水率 世界发展指标相关数据集(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

农村卫生设施普及率 世界发展指标相关数据集(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

农村清洁能源和技术使用率 世界发展指标相关数据集(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

城镇化率 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penData)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level

人均 GDP 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penData)

预期寿命 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penData)

农业产值占比 农业生产总值来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国家GDP数

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penData)

农业政策支持力度

Agriculturalpolicy
support

政府农业开支比例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库

农业投入支持强度 农业支持总量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国家GDP数

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penData)

就业人数比重比看,中国比世界11个农业强国平均

值高出近10倍。从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来看,当前中

国农村能使用基本饮用水服务设施的人数仅占乡村

人口 的 89.66%,其 他 农 业 强 国 几 乎 都 达 到 了

100%;中国农村能使用基本卫生服务设施的人数占

比仅为87.87%,其他农业强国均在98.8%以上;所
有农业强国使用清洁燃料和技术用于烹饪的人数占

比均达到了100%,而中国这一指标在2020年仅为

65.2%。可见,目前中国农村生活水平与世界农业

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6)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中国是世界农业

强国平均水平的54.6%。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仅

为62.51%,低于全球其它农业强国(其平均值为

84.82%),人均 GDP为1.26万美元,比其它农业

强国平均值低76.2%;国民预期寿命仅比美国高

1岁,全球其它农业强国皆在80岁以上;农业生产

总值在国家GDP的占比中国为8.87%,远高于其

它农业强国。综合来看,支撑中国成为农业强国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普遍低于世界其它农业

强国。

7)在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方面,中国是世界农业

强国平均水平的96.4%。中国政府在农业领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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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指标综合对比

Table3 ComprehensivecomparisonofindicesbetweenChinaandworldstrengthinagriculture

一级指标 
Primaryindex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ex

单位

Unit

世界农业强国

Topcountrieswithgreat
agriculturalstrengthinworld

中国

China

最大值

Maximum
value

最小值

Minimum
value

平均值

Mean

当前值*

Current
value

指标实现

度/%*

Index
realization
degree

人均谷物占有量 kg 1988.39 28.65 747.27 448.79 60农产品供给能力

Agricultural

productssupply
ability

人均肉类占有量 kg 343.63 34.01 148.01 63.53 43

国家谷物自给率 % 344.50 7.00 112.04 90.99 81

人均蛋白供应量 g/d 126.30 87.00 106.69 104.30 98

土地产出率 万美元/hm2 2.34 0.09 0.83 1.32 100

劳动生产率 万美元 1.92 0.25 0.87 0.29 33农业产业竞争力

Agricultural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农业劳均固定资产总额 万美元 3.37 0.51 2.23 0.10 4

国际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 0.09 0.00 0.03 0.04 100

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 0.80 -0.72 0.04 -0.51 0

农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 7.96 0.19 1.83 0.28 15

谷物单产 kg/hm2 8728.40 2548.00 6079.81 6319.50 100

农业研发投入强度 % 4.98 0.62 1.95 0.71 36

农业科技人员占比 % 0.78 0.78 0.32 41
农业科技创新

能力

Agricultural
science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ability

高水平农业科学家比例 % 73.84 73.84 4.92 7

世界百强农林高校占有率 % 26.00 0.00 5.20 8.00 100

农业学科竞争力 % 14.23 0.37 3.46 15.89 100

国际论文竞争力指数 分值 8.77 2.98 4.61 10.00 100

国际专利竞争力指数 分值 10.00 7.19 7.86 8.75 100

化肥投入强度 g/美元 97.72 12.27 44.42 50.22 88农业绿色发展

能力

Agricultural

greendevelopment
ability

农业能耗强度 105J/美元 120.02 20.02 41.80 11.51 100

农药投入强度 g/美元 1.95 0.30 1.16 0.29 100

粮食产量可持续性 % 91.93 63.57 82.24 93.26 100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14.26 10.74 12.79 10.75 84

城乡收入差距 比值 1.46 1.08 1.25 2.64 47
农村现代化水平

Rural
modernization
level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美元 42753.00 27050.54 35552.46 2323.05 7

农业就业人数比重 % 3.12 0.36 1.21 13.32 9

农村清洁饮水率 % 100.00 99.06 99.86 89.66 90

农村卫生设施普及率 % 100.00 98.85 99.37 87.87 88

农村清洁能源和技术使用率 % 100.00 100.00 100.00 65.2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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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一级指标 
Primaryindex 

二级指标

Secondaryindex

单位

Unit

世界农业强国

Topcountrieswithgreat
agriculturalstrengthinworld

中国

China

最大值

Maximum
value

最小值

Minimum
value

平均值

Mean

当前值*

Current
value

指标实现

度/%*

Index
realization
degree

城镇化率 % 0.93 0.71 0.85 62.51 74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level

人均 GDP 万美元 7.02 3.57 5.27 1.26 24

预期寿命 岁 85.00 77.00 81.82 78.00 95

农业产值占比 % 4.94 1.19 2.14 8.87 24

农业政策支持力度

Agricultural

policysupport

政府农业开支比例 % 1.42 0.35 0.67 1.43 100

农业投入支持强度 % 3.82 0.21 1.98 1.84 93

  注:当前值是指中国在2021年各个指标的结果,即本研究当前国别比较的年份基准;100%表示中国目前相关指标的数据已经达到或超过

11个农业强国的平均水平。

Note:ThecurrentvaluereferstoChina'sresultsforeachindicatorin2021,whichistheyearbaseforthecurrentcountrycomparisonin

thisstudy.The100%indicatesthatthecurrentdataofindicatorsforChinahavereachedorexceededtheaveragelevelof11

agriculturalpowersintheworld.

图1 中国与世界农业强国实现度对比

Fig.1 Comparisonoflevel1indicesbetweenChinaandworldstrengthinagriculture

力度总体上较高。中央政府的农业开支强度为

1.43%,略高于美国,远高于其它欧美农业强国。中

国的农业支持强度为1.84%,低于欧盟,但高于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国。
综合测算,对标世界11个农业强国的平均水

平,总体上中国农业强国实现度达到的67.20%,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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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国建设农业强国已经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正
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攻坚阶段。具体来看,中
国目前在农业绿色发展能力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方

面,基本达到了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但在农业产

业竞争力、农村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

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产品供给能力方面均存在明显

短板。

3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的建议

根据本研究对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实现度综合指

数的评价结果来看,中国农业强国建设总体上还存

在诸多短板,需要全面系统发力。
第一,要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统筹推

进科学调整粮食产能结构、坚持良种良法并举策略、
大力提升粮田耕地质量、积极推进耕作制度改革、着
力健全生态低碳粮食生产体系、加快构建现代智慧

粮食生产体系、不断完善粮食综合减损体系、稳步实

施粮食适度替代战略“八大关键路径”,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

给体系。
第二,要着力强化农业产业竞争力。要加快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升农

业劳动生产率;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

功夫,做强做大有机农产品生产、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等乡村特色产业;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要做好“土特产”文章,开发农业多种功能、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第三,要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聚焦科

技创新自立自强,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一体推进,着力优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构建政

府、科研机构、企业、金融资本、社会力量等主体多方

参与、利益共享、协同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
以产业急需为导向,聚焦底盘技术、核心种源、关键

农机装备、合成药物、耕地质量、农业节水等领域,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依托国家级科研院校和重大

创新平台,整合各级各类优势科研资源,强化农业科

技原始创新和核心关键技术攻关突破;要加强具有

世界引领力的高水平战略科技人才培育,加强国际

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建设农业领域世界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

第四,要着力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要坚持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强

化城乡一体化建设,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为乡村振兴

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要不断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

到乡村产业链、产业利益链延伸到农民利益链、产业

价值链延伸到农村价值链,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要大力加强乡村养老、教育、医疗等

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

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

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第五,要着力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目前,中

国农业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整体偏弱,要在高标准

农田建设、土壤地力提升、农田水利与生产道路建

设、农产品加工、储藏、烘干、冷链物流等农业全产业

链的基础建设上增加更多投入,夯实农业现代物质

装备和高标准生产条件。

4 结语

本研究初步提出了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评价指

标体系及农业强国实现度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
基于国内外权威数据来源,对标分析了中国与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个世界农业强国相关指标间

的差距。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强国实现度综合指数

目前达到67.20%,未来还需要在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农业产业竞争力、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农村现

代化水平和农业基础设施水平5部分重点发力。
研究结果可为科学判断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

基础以及为我国农业强国建设实施路径提供决策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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