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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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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足 2013－2021 年全国 31 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

利用熵权法测算各省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进一步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实证分析不同地区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差异及时空演化规律，并通过地理探测器细致考察经济、生产、人力等因素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影响的时空分异。结果表明: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呈逐年缓慢递增趋势且存在区域异质

性，其中东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在

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从区域内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区域内各省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水平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差异最小;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西部－东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区域间基尼系数

最大，中部－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小。农村人均 GDP、政府扶持力度和农村产业现代化是导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产生分异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据此，提出有效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多维打造农村新型服务模式和统筹

整合农业农村资源建议，以全面驱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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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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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1，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and use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calcu-
lat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each province. Furthermore，the Dagum Gini coef-
ficient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nd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regions，and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production，human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were
carefully examined through geographical dete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and the
lowest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differen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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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ns is mainly caused by regional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the difference in the moderniza-
tion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mong provinc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largest，while the differ-
ence in the central region is the small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the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moderniza-
tion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is the highest，while the Gini
coefficient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the lowest. The per capita GDP of rural areas，government support，and
modern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re the decisive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is，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system，create new rural service models in multiple dimensions，and coordinate and integra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sources，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driv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Chinese 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Dagum Gini coefficie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Influ-
ence factor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的核心任务，是全面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步伐的

关键所在，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

然选择〔1〕。2021 年 2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并强

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

升”。由此可见，当前国家始终将农业农村建设工

作摆在重要战略位置，为多措并举推进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重要制度保障。那么，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如何? 不同地区和省份间中国

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差距处于扩大还是缩小趋

势? 其影响因素包括什么? 科学、专业揭示以上问

题，有益于精准掌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现

状，为贯彻落实三农发展新理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理论参考与有益借鉴。
随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学

术界开始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展开丰富讨论。当前

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①概念内涵。姜长云和李俊茹〔2〕将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概念内涵界定为“一锚两统三促一跨”，即瞄定国家

战略需求，统筹激发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

功能，统筹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

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跨越式提升农业农

村核心竞争力。蓝红星等〔3〕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概念

内涵进行深层次分析，认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指

农业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三化融合”的现

代化。高原〔4〕分析发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促

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现代化，是统筹农村生产效率的现

代化，是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②推进路径。伴

随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提出数字经济〔5〕、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6〕、数字普惠金融〔7〕、区域协调发展〔8〕、高等

农业教育服务〔9〕均是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重要

路径;③水平测度。张应武和欧阳子怡〔10〕立足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 层面构

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动态因子法测度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发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水平呈缓慢增长态势。谢会强等〔11〕从农业产业、农
业生产、农村设施、农村治理 4 维度构建农业农村现代

化指标体系，通过采用熵权法测算发现，中国农业农村

现代化发展水平呈持续上升态势，但不同区域间存在

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刘传明等〔12〕采用多指标测

度法对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发

现现阶段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总体差异呈逐年

缩小趋势。
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提供详实依据，

但依旧存在以下不足: ①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农业

农村现代化”形成统一定义，故在构建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主观

性和片面性; ②大部分文献主要针对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概念内涵进行研究，难以有效揭示新时期我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动态发展规律。有鉴于此，

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中国式农村现代化与中国式

农民现代化 3 维度出发，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

探究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差距来源及演化

趋势，有助于精准掌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的地区发展短板。最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深入分析

各探测因子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分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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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加快打造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系、深入贯彻落

实农业农村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2 研究方法与体系构建

2. 1 研究方法

2. 1. 1 指标权重测算 一般而言，学术界关于各项

指标权重的计算方式不一，主要包括熵值法、主成分

分析法、权重法和专家打分法〔13－15〕。相较于其他计

算方法，熵值法属于一种客观赋权法，不涉及人工参

与，在指标权重处理过程中侧重于对数据本身进行

有效测算。对此，为使研究数据更加准确，借鉴林木

西和王聪〔16〕、田时中等〔17〕研究，选择熵值法确定各

项研究指标的权重数值，即根据指标变异系数对权

重数值进行测算。若该指数数值越大，说明中国创

新治理体系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亦然。由于不同指

标在研究过程中存在量纲差异，需对各研究指标进

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Zij =
Xij－Min( Xij )

Max( Xij ) －Min( Xij )
( 1)

式中，i 表示地区，j 表示研究指标; Xij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j 个研究指标的数据，Zij 表示数据标准化

后所获取的无量纲化数值。进一步对所获取的无量

纲化数值进行熵值与权重测算，具体公式如下:

ε j = －k∑
m

i=1
Uij ln( Zij ) ( 2)

wj =
1－ε j

∑
m

j=1
( 1－ε j )

( 3)

式中，ε j 表示依据 j 研究指标测算获得的熵值，

k=
1

ln( n)
，wj 表示根据熵值获取的 j 研究指标权重

值。根据上述权重值估算出各省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值，测算公式如下:

yij =∑
m

j=1
( wj×Uij ) ( 4)

2. 1. 2 Dagum 基尼系数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

可充分考虑到系统整体子群样本在划分过程中的交

叉项问题，并将交叉重叠部分单独进行计算，以便更

好判断其对总体差异结果的影响〔18－20〕。基于此，本

文为细致考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空间差

异及差异来源，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测算

2013－2021 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

及各子系统指数的地区差异。具体公式如下:

G=
∑
k

i=1
∑
k

m=1
∑
ni

j=1
∑
nm

r=1
| yj－ymr |

2n2μ
( 5)

式中，yij、wmr分别为 i( m) 区域内 j( r) 省份的中国

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 G 为全国基尼系数;

μ 为各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均值;

k 为省份数量; ni、nm分别表示 i( m) 组内省份数量。
与此同时，将全国基尼系数 G 看作整体，细致

划分为区域内差异 Gw、区域间差异 Gnb 与超变密度

差异 Gt。其中，区域间差异 Gnb 与超变密度差异 Gt

汇总可获得区域间不均等总贡献值，且三者在研究

中需要满足 G=Gw+Gnb+Gt。
2. 1. 3 地理探测器 一般而言，地理探测器的主要

作用方式为: 若某一因素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之间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充分说明该因素对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决定性影响意义。据

此，鉴于地理探测器假设制约条件较少，参考多数学

者构建思路〔21，22〕，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的探测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PD，G = 1－
1
σ2

G

∑
m

i=1
nD，iσ

2
D，i ( 6)

式中，PD，G表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影

响因素 D 的探测力值; m 表示经过划分后的子区域

数量; n 表示全国省份数量; nD，i 表示子区域中省份

数量; σ2
G、σ

2
D，i分别表示全国及子区域的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方差数值。当 PD，G数值越大时，

表明探测影响因素 D 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

平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越大。
2. 2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

2023 年 2 月，我国农业农村部在《关于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

署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在工作布局上，重点推进

三个协同。①协同推进产能提升和结构优化; ②协

同推进成果巩固和农民增收; ③协同推进乡村建设

和乡村治理”。
可以看出，新时代背景下国家需要着手推动农

业结构优化、农村全面振兴和农民生活便利，更好助

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据此，本文通过查阅农

业农村相关资料，并参考刘璐〔23〕、钱佰慧〔24〕研究，

分别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中国式农村现代化与中

国式农民现代化 3 维度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1) 。原始指标数据主要取

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

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农

业机械工业年鉴》以及各省农村统计年鉴。此外，

运用分段插值法补全缺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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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 级 指 标
指标
属性

中国
式农
业现
代化

农业结构
现代化

人均粮菜肉蛋奶产量( 公斤 /人) +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占比( %) +
农业劳动率( %) +

农业生产
现代化

高质量农田占有率( %) +
农业生产智能化率( %) +
农业技术进步覆盖率( %) +
农作物器械化收割率( %) +

农业产出
现代化

农业土地耕种产出率( %) +
农产品安全监测合格率( %) +

农业支持
现代化

农林水田事务支出占农业增长总值比重( %) +
农业全流程保险强度( %) +
农业 Ｒ＆D 经费投入强度( %) +

农业可持续
现代化

万元农业 GDP 耗水量( m3) +
万元农业 GDP 能耗量( tce) +
农田秸秆绿色利用率( %) +
农业畜禽粪污绿色利用率( %) +

中国
式农
村现
代化

农村经济
现代化

农村人均农业增长率( %) +
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 +
农村农产品加工产值( 万元) +
农村集体经济总产值( 万元) +
农村休闲产业与旅游业总产值( 万元) +
农村农作物绿色防控投入强度( %) +
农村人均家庭收入( 元) +

农村生态
现代化

农村绿化覆盖率( %) +
农村生活废弃物绿色处理率( %) +
农村公共厕所覆盖率( %) +

农村治理
现代化

拥有集体经济治理组织的农村个数( 个) +
农村管理规划覆盖率( %) +
拥有综合服务站点的农村个数( 个) +
拥有合理化村规民约的农村个数( 个) +
设置专业化村委会组织的农村个数( 个) +
省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农村个数( 个) +

农村文化
现代化

全国文明村个数( 万个) +
农村文化站覆盖率( %) +
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总额( 万元) +

中国
式农
民现
代化

农民观念
现代化

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
农民参与农村文化教育活动强度( %) +
农民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 +

农民生活
现代化

农民家庭汽车普及率( %) +
农户自来水利用率( %) +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额( 元) +
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比( %) +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 %) +
农民恩格尔系数( %) －

3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时空分异

3. 1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
表 2 表示 2013－2021 年各省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的具体测算结果。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发展指数呈逐年缓慢递增趋
势，从 2013 年的 0. 169 增长至 2021 年的 0. 201。并
且，不同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指数也呈
现缓慢增长趋势。其中，东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细究其
因，东部地区本身具备经济发展水平高、公共服务可
及性强、科技创新水平高等优势，一定程度上能够加
快发展数字农业，以科技引领提升农业产能，夯实现
代化农业发展基础，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此，东部地区整体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远
高于其他地区。中、西部地区现代化理念推行时间
较晚，尚未进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后期发展阶
段，存在巨大追赶空间。其中，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
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转移的竞争性更强，故其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略高于西部地区。就不同
地区省份而言，东部地区浙江、广东、山东等省份处于
全国前列，而甘肃、青海、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省份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较低，与东部地区省份长期
存在较大差距。就空间差异而言，我国各省间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指数差距较为明显，其中 2021
年浙江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位列第
一，青海指数处于末尾，二者间相差 0. 304。就时间
差距而言，相较于 2013 年，2021 年各省间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差距均有所缩小，证明地区追赶
战略取得一定成效。总而言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存在显著时空非均衡特征。

表 2 各省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得分情况

地区 省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东部
地区

北京 0. 314 0. 318 0. 319 0. 325 0. 334 0. 339 0. 345 0. 341 0. 342
广东 0. 321 0. 342 0. 345 0. 349 0. 356 0. 359 0. 367 0. 370 0. 351
山东 0. 308 0. 310 0. 315 0. 319 0. 325 0. 334 0. 341 0. 345 0. 348
海南 0. 312 0. 307 0. 312 0. 315 0. 318 0. 321 0. 324 0. 326 0. 331
河北 0. 304 0. 305 0. 309 0. 306 0. 312 0. 318 0. 320 0. 320 0. 321
江苏 0. 302 0. 305 0. 324 0. 334 0. 339 0. 345 0. 350 0. 351 0. 352
上海 0. 320 0. 325 0. 329 0. 334 0. 339 0. 345 0. 351 0. 353 0. 356
浙江 0. 315 0. 324 0. 328 0. 337 0. 345 0. 351 0. 352 0. 353 0. 378
天津 0. 267 0. 269 0. 278 0. 279 0. 281 0. 286 0. 289 0. 290 0. 291
福建 0. 258 0. 259 0. 268 0. 269 0. 271 0. 278 0. 281 0. 284 0. 285
辽宁 0. 198 0. 205 0. 208 0. 215 0. 216 0. 219 0. 221 0. 225 0. 226

中部
地区

山西 0. 228 0. 239 0. 238 0. 241 0. 245 0. 249 0. 251 0. 258 0. 264
安徽 0. 049 0. 056 0. 054 0. 055 0. 058 0. 062 0. 074 0. 080 0. 085
江西 0. 086 0. 087 0. 089 0. 092 0. 095 0. 096 0. 098 0. 102 0. 104
河南 0. 052 0. 081 0. 089 0. 092 0. 098 0. 102 0. 105 0. 109 0. 114
湖北 0. 197 0. 193 0. 199 0. 205 0. 213 0. 215 0. 216 0. 220 0. 221
湖南 0. 194 0. 196 0. 199 0. 201 0. 203 0. 209 0. 214 0. 216 0. 219
吉林 0. 192 0. 198 0. 201 0. 203 0. 208 0. 210 0. 213 0. 218 0. 215

黑龙江 0. 186 0. 175 0. 172 0. 165 0. 158 0. 142 0. 130 0. 136 0. 145

西部
地区

内蒙古 0. 117 0. 119 0. 125 0. 124 0. 128 0. 129 0. 135 0. 136 0. 139
广西 0. 045 0. 049 0. 058 0. 059 0. 061 0. 068 0. 074 0. 075 0. 079
重庆 0. 110 0. 112 0. 115 0. 117 0. 126 0. 125 0. 125 0. 126 0. 129
四川 0. 102 0. 105 0. 108 0. 112 0. 115 0. 118 0. 120 0. 122 0. 123
贵州 0. 051 0. 062 0. 069 0. 074 0. 078 0. 079 0. 081 0. 085 0. 089
云南 0. 087 0. 089 0. 094 0. 098 0. 104 0. 109 0. 114 0. 115 0. 118
陕西 0. 041 0. 052 0. 056 0. 059 0. 067 0. 089 0. 105 0. 119 0. 124
甘肃 0. 064 0. 066 0. 069 0. 071 0. 073 0. 075 0. 076 0. 077 0. 079
青海 0. 054 0. 056 0. 059 0. 061 0. 065 0. 068 0. 069 0. 070 0. 074
宁夏 0. 058 0. 059 0. 064 0. 068 0. 071 0. 084 0. 092 0. 101 0. 106
新疆 0. 060 0. 065 0. 071 0. 079 0. 089 0. 092 0. 110 0. 119 0. 120
西藏 0. 054 0. 056 0. 075 0. 078 0. 074 0. 081 0. 091 0. 112 0. 115

全国均值 0. 169 0. 174 0. 179 0. 182 0. 186 0. 190 0. 195 0. 199 0.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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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时空差异分析

从上文测算结果可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水平具有明显空间非均衡性分布特征。针对这一不

平衡发展现象，有必要深入明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差异大小以及变化

趋势。本文从三大地区出发，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

分解法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总体、区域

内、区域间差异及差异来源进行系统测算，具体结果

如表 3 所示。
3. 2. 1 总体差异分析 表 3 列( 2) －( 5) 表示2013－
2021 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总体差异来源

及贡献值。通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区域间差距是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年均贡献率为 69. 38%。这说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不平衡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造成。区域内

差异的年均贡献率仅次于区域间贡献率，说明区域

内差异也是阻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原因。超变密度的年均贡献率仅为 6. 06%，说明超

变密度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差异影响较

小。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年

均值为 0. 342。细致而言，立足时间维度，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总体差距基本处于波动下降趋

势，充分表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总体差距

存在一定收敛现象。细究其因，甘肃、云南、贵州等

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但随着数字经济的

快速发展，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处于逐步上

升趋势，展现出一定后发优势。浙江、广东、山东等

省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变化幅度不

大，这可能是因为依托于优越位置与发达基础条件，

上述各省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长期处于全国

前列，但在高水平发展状态下也对其科技创新能力

和资源配置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中、西部

地区政府开始高度重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的全面提升，以期创建发达农村产业和良好治理环

境，进一步缩小全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区

域差异。
3. 2. 2 区域内差异分析 表 3 列( 6) － ( 8 ) 表示

2013－2021 年三大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区域内基尼系数。通过分析测算结果发现，考察期

内三大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基尼系数均值依

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这表明东部

地区区域内各省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差异最

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基于时间视角来

看，东部地区区域内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

基尼系数呈缓慢上升态势; 中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

村现代 化 发 展 差 异 在 2016 年 前 较 为 稳 定，但 在

2017－2021 年期间呈逐步扩大趋势; 西部地区区域

内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差异处于波动状态，

但总体呈缓慢上升态势。原因可能在于，考察期内

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地区省份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长期位于前列，逐渐与河北、海南等

省份拉开差距，因此东部地区区域内中国式农业农

村现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数大于中西部地区，且差距

仍在不断上升。西部地区区域内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数逐渐增长，原因可能在于青海、
甘肃等省份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制

约当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速度。而重庆、陕西、四
川等省份紧跟国家农业农村发展步伐，加强与东部

地区互联互通，有效借助东部地区扩散效应，提升其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不难看出，西部区域

内部各省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不平衡，导

致西部地区区域内基尼系数逐渐上升。中部地区区

域内差异逐步扩大主要是由于山西、湖南等省中国

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剧烈波动所导致。
3. 2. 3 区域间差异分析 表 3 列( 9) － ( 11) 表示

2013－2021 年三大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可以知悉，研究期内我国西－
东部区域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数

最大，年均值为 0. 459; 中－西部区域间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数最小，年均值为 0. 190。
立足时间维度，中－东部区域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数呈上下波动态势，说明研究期

内中－东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区域

间差异处于波动状态。西－东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在前期不断上升，在 2016 年

达到最高峰，之后总体呈现逐步收敛趋势。主要原

因在于，2013－2016 年浙江、广东、山东等省深入贯

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健全耕地保护

长效监管机制，促使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在

这一时期持续提高，逐步拉开与西部地区差距。但

随着各省农村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东部地区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速度逐渐放缓，而西部地区各省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上升，最终促使西－
东部区域间差异在 2016 年之后逐渐缩小。中－西部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区域间差异总体变化

幅度较小，在 2017 年之后基本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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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2021 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基尼系数分解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年份 G
贡献率 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中－东部 西－东部 中－西部

2013 0. 345 22. 48 73. 62 3. 90 0. 283 0. 124 0. 135 0. 431 0. 490 0. 158
2014 0. 374 21. 63 74. 99 3. 38 0. 285 0. 132 0. 172 0. 393 0. 556 0. 263
2015 0. 368 23. 91 70. 01 6. 08 0. 312 0. 148 0. 162 0. 468 0. 498 0. 165
2016 0. 353 23. 12 72. 36 4. 52 0. 283 0. 133 0. 182 0. 412 0. 502 0. 196
2017 0. 330 23. 51 70. 79 5. 70 0. 276 0. 082 0. 181 0. 402 0. 462 0. 169
2018 0. 345 24. 40 68. 76 6. 84 0. 298 0. 152 0. 168 0. 415 0. 452 0. 180
2019 0. 326 26. 35 65. 92 7. 73 0. 306 0. 175 0. 160 0. 447 0. 389 0. 188
2020 0. 320 27. 45 64. 15 8. 40 0. 309 0. 198 0. 154 0. 451 0. 385 0. 194
2021 0. 315 28. 15 63. 86 7. 99 0. 315 0. 175 0. 152 0. 456 0. 374 0. 196

4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分析

4. 1 影响因素选取
前文述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呈

上升趋势，且呈现显著区域非均衡化时空分布格局。
从全局和局部深入探讨各区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水平的影响因素，揭示引起区域非均衡布局的内
在原因，对于促进区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在遵循数据客观性、全面性及科学
性原则基础上，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生产效
率、农村人力资本、农村营商环境和农村技术进步 5
层面选取相应指标，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
平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相关
指标数据主要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
计年鉴》《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中获取。

表 4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类 别 探测因素 计算方式

农村经 济
发展水平

农村人均 GDP 农村生产总值 /农村人口总数

农村生 产
效率

农村劳动生产率
农村高技术产业总产值 /农村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
总数

农村资本生产率
农村高技术产业总产值 /农村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

农村人 力
资本

农村劳动力质量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高端人才数量 /农村从业人
员总数

农村劳动力数量 农村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农村就业总人口数

农村劳动力效率
农村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工作次数 /农村高技术产业
从业人数

农村营 商
环境

政府扶持力度 农村科技财政支出 /政府财政总支出

农 村 对 外 开 放
程度

外商直接投资 /农村生产总值投入

农村产业现代化 Ｒ＆D 经费 /农村主营业务收入

农村技 术
进步

人均有效专利数 农村有效专利授权数 /农村人口总数

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层面来看，农村人均 GDP
提升不仅是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基础，也

是实现农村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举措，对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一定影响。
从农村生产效率层面来看，农村劳动生产率和

资本生产率是提高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重

要影响因素。一方面，相关农业部门通过提高农村

劳动生产率，可最大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

科技进步与创新，优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从而有效

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各地政府

通过有效革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化农业社会化

服务市场环境，提升农村资本生产效率，构建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产业经营的衔接链条，进而促进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从农村人力资本层面来看，农村劳动力数量、农

村劳动力质量与农村劳动力效率均对中国式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劳动

力作为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需要各参与主

体在“引进来”“培育出”“用得好”“留得住”等方面

发力，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提升农村劳动力数量、质
量与效率，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高技

术人才支撑。
从农村营商环境层面来看，政府扶持力度、农村

对外开放程度与农村产业现代化等因素对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作用。现阶段，中央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大各级政府财政扶持

力度，引导带动多渠道资金投入农业农村，为全面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步伐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积

极倡导农村“走出去”实践创新，有效发挥农村对外

开放试验园区、农业技术研发基地等引领作用，推动

优质农产品和优势农业产能走出去，培育特色农产

品竞争新优势，提升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

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没有产业的农

村，难聚人气，更谈不上留住人才，农民增收路子拓

不宽，文化活动很难开展起来”。这一论述充分表

明，农村产业振兴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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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基础，必须抓住重点、补齐短板，以产业振兴推
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农村技术进步来看，人均有效专利数也是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进
步是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目
标的根本动力。当前，国家需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

重点着眼于增强农村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加快农业
科技成果

4. 2 影响因素的探测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最终选取农村人均 GDP、
农村劳动生产率、农村资本生产率等 10 个影响因
素，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工具对全国及三大地区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影响能力 PD，G进行测
算( 限于篇幅，仅列示 2013、2017 与 2021 年探测数
据) ，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时空分异因子探测结果

探测指标
2013 年 PD，G 2017 年 PD，G 2021 年 PD，G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农村人均 GDP 0. 625 0. 482 0. 468 0. 325 0. 620 0. 480 0. 459 0. 315 0. 614 0. 474 0. 450 0. 305
农村劳动生产率 0. 457 0. 398 0. 263 0. 356 0. 512 0. 421 0. 403 0. 387 0. 557 0. 498 0. 447 0. 426
农村资本生产率 0. 396 0. 489 0. 425 0. 389 0. 399 0. 356 0. 368 0. 415 0. 401 0. 425 0. 408 0. 315
农村劳动力数量 0. 345 0. 415 0. 124 0. 226 0. 349 0. 421 0. 128 0. 214 0. 351 0. 410 0. 210 0. 145
农村劳动力质量 0. 459 0. 469 0. 125 0. 921 0. 468 0. 356 0. 136 0. 916 0. 512 0. 498 0. 345 0. 934
农村劳动力效率 0. 415 0. 425 0. 315 0. 251 0. 456 0. 458 0. 415 0. 325 0. 468 0. 415 0. 541 0. 315
政府扶持力度 0. 678 0. 537 0. 018 0. 645 0. 654 0. 530 0. 058 0. 659 0. 630 0. 521 0. 079 0. 668
农村对外开放程度 0. 745 0. 584 0. 452 0. 897 0. 768 0. 568 0. 345 0. 879 0. 778 0. 597 0. 356 0. 899
农村产业现代化 0. 645 0. 503 0. 415 0. 625 0. 623 0. 502 0. 402 0. 620 0. 605 0. 497 0. 401 0. 610
人均有效专利数 0. 312 0. 301 0. 201 0. 120 0. 315 0. 302 0. 265 0. 147 0. 321 0. 341 0. 298 0. 254

4. 2. 1 立足全国层面 农村人均 GDP、政府扶持

力度和农村产业现代化是导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产生分异现象的决定性因素，影响因子的年均 数

值分别为 0. 620、0. 654 和 0. 624。细究其因，浙江、
山东、广东等省份由于农村人均 GDP 更高、政府扶

持力度更强和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更高，可有

效通过农村数字消费增值和生产资源集约等方式促

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集聚式发展; 甘肃、青海、
新疆等省份由于农村人均 GDP 低、政府扶持力度弱

和农村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低等原因，导致自身在

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农业环境打造等层面

有所欠缺，最终造成全国范围内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分异。但上述决定性因素对全国范围内中国

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程度逐年减弱。农村资本

生产率和农村对外开放程度的 PD，G 数值在快速增

长。这进一步说明部分地区重点通过提升农村资本

生产率和加强农村对外开放程度，有效促进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
4. 2. 2 立足区域层面 东部地区各探测因子对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差异的影响力相对均衡。农村

人均 GDP、政府扶持力度、农村对外开放程度和农

村产业现代化对东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分

异影响较大。其中，农村对外开放程度是造成东部

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农

村人均 GDP、政府扶持力度和农村产业现代化的

PD，G数值在逐步减小。中部地区政府扶持力度的

PD，G数值在研究期内显著增长，逐渐成为影响中部

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差异的重要因素。主要

原因可能在于，当前安徽、湖北、湖南等省份凭借长

江经济带的政策优势获得中部地区政府众多科研财

政投入，造成中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差异。
西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各探测因子的

影响力呈现显著层级性特征。其中，农村对外开放

程度、农村劳动力质量是主导西部地区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核心影响因素，形成第一层级; 政

府扶持力度和农村产业现代化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的影响也相对较强，形成第二层级; 其余探

测因子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影响能力相

对较弱，形成第三层级。考虑到独特内陆地理位置、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原因，甘肃、青海、西藏等省份

农村对外开放程度与农村劳动力质量较低，不利于

国外先进数字技术与高水平农业人才的引进，一定

程度上阻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之相反，重

庆充分发挥“大山区、大库区、大城区”优势特点，加

快建设现代化农村产业体系，有效提高农村对外开

放程度与农村劳动力质量。不难看出，农村对外开

放程度、农村劳动力质量成为推动西部地区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分异的决定性因素。值此形

势，未来国家应通过加大农村对外开放程度和提高

农村劳动力质量，以有效促进西部地区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
4. 2. 3 立足探测因子层面 各探测因子在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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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分异具有一定异

质性和相同性。政府扶持力度在各地区对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均较大。人均有效专

利数、农村劳动力数量在各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均较小。总而言之，上述 3 个

探测因子在各地区的影响程度基本一致，而其他探

测因子在不同地区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

影响差异较大。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13－2021 年为时间节点，从中国式农

村现代化、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和中国式农民现代化

三层面出发，构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算 31 个省份的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与地理探测器分析法对不同地区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差异进行局域分解，并对造成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

讨，得到如下结论:

5. 1 结论

5. 1. 1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呈逐

年缓慢递增趋势 从不同地区来看，中国式农业农

村现代化水平整体呈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发展趋势。
其中，东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最高，中

部地区 次 之，西 部 地 区 最 低。从 不 同 省 份 来 看，

2013－2021 年各省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差

异明显。浙江、山东、广东、上海等东部地区省份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但增长速

度相对缓慢。四川、重庆等川渝省份发展速度迅猛，

且发展趋势较好，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支撑。
5. 1. 2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在不同地区发

展不平衡 从总体差异来看，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水平在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

起，且区域间差异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不

平衡的贡献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U 型趋势。从区

域内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区域内各省份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水平差异最大; 中部地区区域内各省份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差异最小。从区域间差

异来看，西部－东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

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大; 中部－西部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水平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小。

5. 1. 3 农村经济因素对区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水平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性 从全国层面来看，

农村人均 GDP、政府扶持力度和农村产业现代化是

全国范围内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分异现象的

决定性因素，但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正在逐年减弱。
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地区各因素对中国式农业农

村现代化差异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为均衡。其中，农

村人均 GDP、政府扶持力度、农村对外开放程度和

农村产业现代化对东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分异影响较大，且农村对外开放程度是造成东部地

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差异的重要因素; 研究期

内中部地区政府扶持力度的 PD，G数值不断增长，逐

渐成为影响中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差异的

重要因素; 西部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

各探测因子影响力呈现出明显层级性特征。从探测

因素视角来看，各探测因子在不同地区对中国式农

业农村 现 代 化 水 平 的 分 异 具 有 一 定 异 质 性 和 相

同性。
5. 2 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5. 2. 1 有效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 研究结论

显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呈逐年

缓慢递增趋势。有鉴于此，国家应通过建立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制度、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机制，

逐步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从而持续推进中国

式农业农村现代化。①政府部门应从治理主体、治
理效能与治理模式层面入手，构建农村治理信息披

露制度、农村保护信用评估制度，逐渐完善农业农村

现代化系统，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②政府应

以智慧农村服务为目标，通过打造规范化、标准化、
专业化一体式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有效释放农村产

业发展潜力，加快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全面推

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5. 2. 2 多维打造农村新型服务模式 上述结论显

示，考察期内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的差距主

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由此，国家应调动多方力量，

鼓励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较低地区积极引入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理念，多维打造农村新型服务

模式，协同推动其他地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方面，打造特色化农村新型服务模式。各地政府

应积极学习“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发展优势，打造

特色化农村新型服务模式，以“基金会+慈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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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平台实现农村三产高效融合的同时，不断缩小区

域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差距，持续促进中国式农

业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打造多主体农村新型服

务模式。国家应聚集各地政府、农业机构和农村部

门力量，实施专业化、绿色化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行

动，通过打造多主体农村新型服务模式，倡导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较低地区积极参与，进一步提

升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
5. 2. 3 统筹整合农业农村资源 由前文检验结果

可知，政府扶持力度和农村产业现代化是造成中国

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分异现象的决定性因素。为

此，政府应统筹整合农业农村资源，通过强化政府扶

持力度和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为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具言之，各地政府

应整合多方金融资源，加强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建设，

强化金融机构对农村地区的信贷支持，降低农户融

资成本，助力乡村经济振兴，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

代化。同时，各地政府应以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户生

活需求为导向，充分统筹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加大对

农户技能培训力度，通过开展各类农业培训课程，提

升农户农业技能水平，有助于激发农户创新创业热

情，进而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除此之

外，政府应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向农村产业集聚，加大

对农村产业研发和农业装备的支持力度，鼓励农村

开展前沿性的产业技术制定及产品品牌建设，有效

提升农村产业现代化水平，为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奠定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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