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文格式：陶诗语, 栾敬东, 耿海峡, 等. 产业融合视角下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研究 [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22,
16(3): 103−111. DOI: 10.12371/j.ynau(s).20210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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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任务，而物流业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支撑产

业，推动作用显著。本文通过构建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

徽省 2004—2019年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发

展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在部分年份由于外在因素导致些许下降，但总体朝良好方向发展。（2）安徽省农

业与物流业发展相互融合联动，且融合程度逐渐增强，总体趋势由初步的濒临失调阶段向目前的良好协调阶

段发展，但仍然没有达到优质协调发展阶段。（3）安徽省各地级市中，大部分地区农业与物流业处于协调发

展阶段，其中合肥市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基于此，提出建议，期望为安徽省相关地区的农业与物流业融

合发展提供帮助，从而促进安徽省农村经济进步，为安徽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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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Logistics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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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eting the shortcoming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s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promote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 and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s a support-
ing indu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it.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logistics in An-
hui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19 by constructing a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applying the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de-
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logistics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 basically shows an upward trend,
although in some years there is a slight decline due to external factors, bu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n
a good direction. （2）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logistics industries in Anhui Province
is integrated and linked, and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with the overall  trend
developing from the initial  stage of near-disorder to the current  stage of good coordination,  but  still
not reaching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3）Among the prefecture-level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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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 in Anhui Province, most of them are at the stag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lo-
gistics industry, among which Hefei is at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expecting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integrated de-
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logistics  industry  in  relevant  areas  of  Anhui  Province,  thus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rural economy in Anhui Province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
isation in Anhui Province.
Keywords: industry  convergence； agriculture； logistics； coupling  model；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补齐现代化道路短板。因此，发展现代农业

是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

关键步骤。物流作为生产流通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实现农村三产

融合的重要桥梁。

目前，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某个

产业单打独斗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各个产业

的发展最后都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相互促进。

波特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功不是来自某个行业

的成功，而是来自交错的产业集群[1]。同时，吴勤

堂用“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两个系统通过各

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提

出了区域经济发展耦合概念，用以说明区域经济

发展耦合能够整合资源、提高效率、促进两个产

业的发展[2]。在经济全球化特征日益凸显的今天，

物流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是整合资源、实现企业利润的工具，更是

形成比较优势的重要手段。作为农业大国的中

国，一直以来都是重生产轻物流。 但是，很多不

够完善的运输网络和设施等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业

的生产和运营成本，直接减少农民的收入，对农

业经济进步有着较大的阻碍作用[3]。实践证明，农

业生产离不开物流，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城

市化进程中，对农业物流的要求越来越高[4]。除此

之外，Wang等也提出，现代农业物流是农村降低

农业生产成本的动力源泉，其能够提高农业经济

效益，促进农民增收，推动现代农业经济的

发展[5]。 

一、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农业和物流业的研究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1）物流业促进农业的意义。刘岩、

李晓蓉、田强等认为物流的发展对于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6-8]，因此要加强农业与

物流业的互动耦合发展，农业经营活动者与物流

企业才能形成长期良好的合作发展模式，进而实

现双方共赢[9]。Yinping GAO等通过研究中国邳州

物流与产业的关联度，得出物流业与第一产业的

关联度最高，可以更好地促进第一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10]。 （2）物流的融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

孙涧桥、梁雯提出物流业从支撑和拉动方面促进

农业一体化发展，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11-12]。DH
Wang利用定量综合分析方法分析浙江省物流业与

第一产业之间的促进关系，得出物流业对农业经

济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3]。Gebresenbet、
Tianming Gao提出，通过改善供应链管理方法，

构建综合农业价值链，可以提高企业和价值链中

其他参与者的竞争力和生产力，从而最终促进农

业的经济增长 [14-15]。（3）农业与物流业的融合发

展方式。袁科峰等提出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可以

与农业物流要素进行多种结合，进而构建农业物

流体系，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增加农民

收入[16]。舒辉等进一步提出可以通过农业物流生

态圈来促进农业和物流业的综合水平提升[17]。Perdana
等通过对日惹市（印度尼西亚）六个传统市场的

调查，得出农业物流信息系统可以作为一种方

式，用来优化农产品的配送时间、地点、质量以

及数量，以确保农产品的最佳配送[18]。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学者们对于农业和物流

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与物流相互作用方面，

对于区域性农业与物流的协调发展研究较少。但

是如果将农业与物流业在相对时间及空间中进行

相互融合、相互协调，使得农业和物流业以一个

完整系统的形式形成内部的资源整合，就能够通

过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来实现区域内产

业优势互补[19]。也就是说若农业与物流业内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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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子系统之间协调功能完善，系统整体功能

将大于各子系统功能之和 [20]，即产生“1+1＞2”
的效果。同时，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 产业关系

也沿着“产业冲突—产业耦合—产业和谐”的演

变路径不断升级演变[21]。一方面，农业的要素资

源流向作为第三产业的物流业，为物流业的基础

设施建设等提供资金、人力和外在动力，提高了

物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相关标准化水平，促进了

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物流业的发展反

过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变，使得农业向专业

化、产业化和区域化的方向发展，加快农业现代

化的提升。随着二者产业耦合的不断深入，农业

与物流业的合作不断紧密，最终达到产业和谐的

新产业关系。

目前，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

的发展需要物流业支撑。同时，物流业作为农业

供应链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环节，这关系

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整体来看，农业与物流业的

耦合协调发展，对于调节二者自身的产业结构、

提高二者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促进农业与物流业

的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农业与物流业

耦合协调评价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

徽省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关建议，期望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一定

的帮助。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理论

耦合概念来自物理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系统，其中一个系统发生变化，另一个系统也

发生类似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后来随着模型的

不断推广和改进，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经济和社

会等学科。根据耦合的物理概念，本文将农业发

展与物流业发展之间互相促进的动态发展过程称

之为耦合。农业发展与物流业发展的耦合关系分

为正向耦合和负向耦合，正向耦合表示农业的发

展与物流业的发展相互促进，反之即负向耦合。

但是耦合关联度模型只能说明农业发展与物流业

发展在空间上的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关联程

度，并没有表现出二者在总体上的发展水平，因

此，在确定了二者耦合关联度的基础上，还需要

从时间角度分析二者的发展状况，即利用持续发

展模型来定量分析农业和物流业在时间逻辑上的

发展状况[22]。 

（二）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指标选取

在对农业和物流业进行耦合协调研究时，首

先要构建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了保证指标体

系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同时兼顾代表性、可操作

性以及实用性等原则，选取的指标要尽可能反映

农业与物流业发展特点与现状，并且易于获得。

因此，本文在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从

产业的投入、产出、发展规模以及发展潜力等角

度来构建农业与物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

表 1。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安徽省作为研究区域。研究数据

主要是根据 200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安

徽省统计年鉴》和《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的官方数据统计整理所得。由于物流

行业没有明确的数据指标，因此，物流行业的数据

是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统计数据代替。 

（三）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1.   数据标准化

为了消除量纲、数值大小等对评价结果的影

响，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处理。计算公式为：

Xi j =
xi j−min（xi j）

max（xi j）−min（xi j）
（1）

i = 1,2,3, · · · ,
m j = 1,2,3, · · · ,n

式（1）中，i表示第 i个年份，

，j表示第 j项指标， ，Xij 表示第

i年的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xij 表示第 i年的第

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值。min（xij）与 max（xij）分

别表示原始数据中各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   确定指标权重

目前对于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方法有两

种，分别是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其中，主

观赋权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以及模

糊综合评价法等；客观赋权法主要包括熵权法、

变异系数法以及离差及均方差法。主观赋权法通

常是由专家依据自身的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

权重值，往往会受到专家主观理解和个人偏好的

影响；客观赋权法一般是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运

用公式计算出权重值，因此得到的数据相对客

观。因此，本文采用相对客观的熵权法计算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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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第 j项指标第 i年份占该项指标的比率：

pi j = Xi j/

m∑
i=1

Xi j （2）

式（2）中，Xij 为标准化后数值。

第 j项指标熵值：

e j = −k
m∑

i=1

pi j× lnpi j （3）

m∑
i=1

pi j×

lnpi j

式（3）中，k=1/lnm，若 pij=0，则定义

=0。
第 j项指标的权重：

w j = (1− e j)/
n∑

j=1

（1− e j） （4）

其中，0≤wj≤1。 

3.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取决于子系统中各个

指标的权重以及数值大小的集成，本文在通过熵

值法赋权得出权重以后，使用线性加权的方法进

行整合，从而表示出农业与物流业的综合发展水

平评价指数函数。计算公式为：

Ua =

m∑
i=1

wa×Xi j （5）

Ul =

n∑
j=1

wl×Yi j （6）

T = αUa+βUl （7）

式（5）（6）（7）中，Ua、Ul 分别表示农业

和物流业子系统的发展水平；m、n分别表示农业

和物流业子系统中指标的数量；wa、wj 分别表示

农业和物流业子系统中各个指标的权重；Xij 和
Yij 分别表示农业和物流业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标准

化后的值；T表示综合发展评价指数，α、β分别

表示农业与物流业对协调度的贡献率。由于农业

与物流业是相互促进、互相渗透发展，因此，本

文对 α、β各取值 0.5。 

4.   耦合度与协调度模型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关

系，通过对物理学概念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和容量

耦合系统模型进行推广，得到农业与物流业耦合

度模型，计算公式为：

C = 2{（Ua×Ul）/[(Ua+Ul)(Ua+Ul) ]}1/2（8）

式（8）中，C表示农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度，

C的范围属于 [0, 1]，当 C的值越接近于 1，说明

农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度越高，关联性越大，处于

有序协调发展的状态；当 C的值越接近于 0，说

明农业与物流业之间无耦合。此时，农业的发展

对物流业的发展没有促进作用，物流业的发展也

不能使得农业产业的发展得到提高。

耦合关联度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业

与物流业的耦合程度，但是却不能从整体上反映

二者的整体效果和协同效应。因此，为了避免此

问题，真实反映农业与物流业的协调效果，本文

在确定耦合相关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度模型，

从而可以准确反映农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

计算公式为：

D =
√

C×T （9）

式（9）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

（0, 1），当 D的取值越接近于 1，表明农业与物

流业的耦合持续发展度越大，反之则越小；C表

示耦合相关度，T表示综合发展评价指数。为了更

加直观的表明耦合协调度数值与农业和物流业发

展程度的对应，本文将协调程度进行等级划分，

具体见表 2。 

三、   数据分析
 

（一）  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度及耦合协

调度计算

运用公式（1）～（4）计算农业与物流业各

个指标的权重，得到的权重指标如表 1所示。根

据公式（5）～（7）分别计算农业、物流业两个

子系统以及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根

据公式（8）和公式（9）分别计算农业、物流业

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的等级、

区间以及类型的划分见表 2。 

（二）  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度及耦合协

调度分析 

1.   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综合发展水平及耦

合协调度分析

从表 3第二、三、五列中可以看出，安徽从

2004—2019年，农业综合发展水平、物流业综合

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综合发展水平是呈现上升趋势

的。说明安徽近 15年的农业和物流业发展态势良

好，为安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

中，对于农业而言，2004—2007年，安徽农业的

综合发展水平呈轻微下降趋势。虽然安徽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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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面取消农业附加税并且增加其他农业补

贴，但是由于补贴时间晚以及政策补贴受众不广

泛，对于耕地较少的小农户，尤其是耕地少的贫

困小农户，其利益甚至在受损[23]。所以农民种植

积极性提高较少，农业发展效果不明显。从

2006—2015年，农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一直呈现

稳定的上升趋势。随着各项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

国家对农业的重视，我国农业综合发展水平稳步

上升。在此期间，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科技水平

不断提高，使得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可持续发

展能力以及公共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而

2015—2017年呈现下降趋势，随后即小范围开始

上下波动。可能是由于 2015—2017年的农作物播

种面积与乡村从业人员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导致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土地是农业的根

本，土地的减少导致农业无法继续快速发展,但是

后期其他投入比如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农业

机械总动力提高等又相对弥补了土地和从业人员

的缺失问题。所以 2017年以后，农业发展呈现小

幅度波动，但总体没有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对

于物流业而言，2008年以前总体基本呈现上升趋

势，2008—2009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造成这样

的原因可能是 2008年经历了特大雪灾以及国际金

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使得我国物流业发展受到影

响，行业发展暂缓。但是从 2009—2014年，物流

业的发展一直稳步前进。随着物联网和云计算等

 

表 1   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子系统各评价指标权重
 

子系统 维度 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

农业

投入水平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6.83

乡村从业人员 万人 5.63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kW 8.49

农用化肥折纯量 万t 6.72

发展规模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千hm2 12.31

有效灌溉面积 千hm2 18.14

产出水平
农业总产值 亿元 11.96

粮食产量 万t 8.75

成长潜力 农业增加值 亿元 11.17

物流业

投入水平
物流业从业人员 万人 10.30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12.83

发展规模
公路营运载货汽车拥有量 万辆 8.82

市场流通规模 亿元 10.27

产出水平

货物周转量 亿t·km 8.43

邮电业务总量 亿元 19.30

货运量 万t 8.30

成长潜力
物流业增加值 亿元 14.68

物流业贡献值 % 7.06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D值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0.0～0.1) 1 极度失调

[0.1～0.2) 2 严重失调

[0.2～0.3) 3 中度失调

[0.3～0.4) 4 轻度失调

[0.4～0.5) 5 濒临失调

[0.5～0.6) 6 勉强协调

[0.6～0.7) 7 初级协调

[0.7～0.8) 8 中级协调

[0.8～0.9) 9 良好协调

[0.9～1.0) 10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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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数据平台进步、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以及

传统产业结构化调整带来的转型升级给物流业带

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大大拓宽了物流市场，促进

了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政府也对物流业的

发展给予许多政策支持，比如 2009年安徽省人民

政府印发的《安徽省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

2011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

物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都有效促进了

物流业的健康发展。2014—2015年，物流业的发

展出现短暂下降趋势。其原因是，营改增政策实

施以后，物流业税务加重，物流的运行成本高，

并且由于营增改政策，其他企业为了减税从而取

消物流中间环节，导致物流业业务量降低，阻碍

了物流业的发展[24]。2015年以后，物流业继续呈

向上趋势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电子商务的快

速发展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得物流

业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对物流的依赖越来越

强。除此之外，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的推进，安

徽省“十三五”物流业发展规划，基于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智慧物流”“绿色物

流”，以及越来越多跨界的人和企业的相互融入，

都大大加快了物流业的发展，使得物流业的发展

越来越繁荣。

从表 3第四列至第六列中可以看出，在 2004—
2019年，首先，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度一

直都是趋近于 1，说明农业与物流业处于良好互动

状态，且二者是有序协调发展。其次，安徽省农

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是以上升的趋势

发展，经历了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良好协调 5个阶段，这说明数年来安

徽省的农业与物流业相互适应、相互融合，共同

发展。其中，2008—2009年，虽然因为外在因素

导致物流业综合发展水平下降，造成二者的耦合

协调度下降，但是相比较前几年，仍然是上升状

态。2014—2015年，物流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呈现

下降状态，但是农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快速上升，

在二者彼此之间互相联动发展的情况下，并没有

造成耦合协调度水平下降，甚至在 2015—2016
年，二者在状况相反的情况下耦合协调度水平也

同样没有下降，还隐隐呈现上升的趋势。2018—
2019年，由于农业综合发展水平下降较多且物流

业综合发展水平上升不够快，导致二者的耦合协

调度水平有些许下降，但是不影响整体已经是处

于良好发展状态。随着农业与物流业的综合发展

 

表 3   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和等级评价
 

年份 Ul Ua 耦合度C值 协调指数T值 耦合协调度D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2004 0.22 0.25 1 0.23 0.48 5 濒临失调

2005 0.24 0.24 1 0.24 0.49 5 濒临失调

2006 0.26 0.23 1 0.25 0.5 5 濒临失调

2007 0.24 0.26 1 0.25 0.5 5 濒临失调

2008 0.32 0.31 1 0.32 0.56 6 勉强协调

2009 0.23 0.37 0.97 0.3 0.54 6 勉强协调

2010 0.27 0.4 0.98 0.34 0.57 6 勉强协调

2011 0.31 0.44 0.98 0.38 0.61 7 初级协调

2012 0.37 0.49 0.99 0.43 0.65 7 初级协调

2013 0.45 0.6 0.99 0.53 0.72 8 中级协调

2014 0.52 0.68 0.99 0.6 0.77 8 中级协调

2015 0.48 0.75 0.98 0.61 0.77 8 中级协调

2016 0.55 0.65 1 0.6 0.77 8 中级协调

2017 0.62 0.63 1 0.63 0.79 8 中级协调

2018 0.79 0.68 1 0.73 0.86 9 良好协调

2019 0.82 0.65 0.99 0.74 0.86 9 良好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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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也是逐步提高，

相互融合的带动效果越来越显著。 

2.   安徽省各地市农业与物流业综合发展水

平及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表 4第二列与第三列中可以看出，安徽各

地市农业与物流业发展差别较大，其中，农业发

展最好的是滁州，发展最差的宣城。其原因是，

滁州主体为长江下游平原，适合农业发展，是安

徽第一大粮仓。而宣城主要是山区，粮食规模种

植较为困难，因此农业发展较为缓慢。物流业发

展最好的是合肥，最差的是滁州。其原因是合肥

位于安徽省中部，是安徽的省会，也是整个安徽

的枢纽中心，交通四通八达，有利于物流的发

展。而滁州对于工业和制造业较为重视，不太重

视物流业发展，致使物流业发展缓慢。

从表 4的第四列与第六列中可以看出，安徽

省各地市农业与物流业协调发展整体较好。其

中，合肥市的农业与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最好，属

于优质协调阶段，阜阳市发展较好，属于良好协

调阶段。但是宣城发展较差，其原因仍然是宣城

市大部分属于山区，交通和种植困难，对于农业

和物流业的发展有较大的阻碍作用。 

四、   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徽省

2004—2019年期间的农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

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第一，2004—
2019年期间，安徽省农业与物流业综合发展水平

大体呈现上升趋势。2006年之前，农业综合发展

水平处于负增长，2006—2015年期间，农业综合

发展水平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由原本的

0.23增长到 0.75，虽然 2017年以后有所下降，但

仍然保持在 0.6以上的发展水平；物流业综合发展

水平从 2004—2019年基本上一直处于增长的状

态，由 0.22增长到 0.82，进步显著。第二，安徽

省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也呈现上升趋势，由

最初的濒临失调阶段发展到现在的良好协调阶

段。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度一直保持接近 1，协调指

数以及耦合协调度也是基本保持逐年上升趋势，

耦合协调程度由濒临失调发展演化为良好协调，

说明农业与物流业的产业联动效果明显且二者处

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阶段。第三，安徽省各地市

农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差距较大，农业综合发展

水平最好的是滁州，综合发展水平指数是 0.6，最

 

表 4   安徽省各地市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和等级评价
 

地（市） Ua Ul 耦合度C值 协调指数T值 耦合协调度D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合肥市 0.55 0.78 1 0.93 0.96 10 优质协调

芜湖市 0.46 0.44 0.97 0.48 0.68 7 初级协调

蚌埠市 0.37 0.36 0.95 0.28 0.51 6 勉强协调

淮南市 0.5 0.39 0.87 0.48 0.65 7 初级协调

马鞍山市 0.46 0.29 0.55 0.34 0.43 5 濒临失调

淮北市 0.38 0.33 0.88 0.27 0.49 5 濒临失调

铜陵市 0.37 0.51 0.99 0.42 0.65 7 初级协调

安庆市 0.51 0.33 0.71 0.44 0.56 6 勉强协调

黄山市 0.43 0.47 0.99 0.45 0.67 7 初级协调

滁州市 0.6 0.26 0.2 0.5 0.32 4 轻度失调

阜阳市 0.58 0.56 0.97 0.76 0.86 9 良好协调

宿州市 0.51 0.39 0.86 0.49 0.65 7 初级协调

六安市 0.47 0.39 0.91 0.44 0.63 7 初级协调

亳州市 0.5 0.43 0.92 0.52 0.69 7 初级协调

池州市 0.43 0.42 0.97 0.42 0.64 7 初级协调

宣城市 0.25 0.38 0.39 0.12 0.22 3 中度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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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是宣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是 0.25，但从安

徽各个市区整体比较来看，农业发展较平均；物

流业综合发展水平最好的是合肥，综合发展水平

指数为 0.78，最差的是滁州，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为 0.26，从安徽各个市区整体比较来看，物流业

发展差别较大，尤其是合肥，物流业综合发展水

平遥遥领先与其他市区，说明大部分地区对于物

流业的发展重视程度不够，这对于利用物流业带

动农业发展，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

存在一定的不利作用。 

（二）  对策建议

目前，安徽省的农业与物流业的耦合协调度

发展虽然是处于良好发展阶段，但是仍然需要朝

着优秀协调发展阶段迈进。同时，农业与物流业

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仍然需要向前发展，因此，

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用以促进构建安徽省农

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最终

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 

1.   加大对农业与物流业的政策扶持

政府部门应该合理运用行政手段和资源，提

供相关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政策，提高金融支持

力度，合理规划产业集群，积极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园、农业现代物流园、农产品配送和运输

基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农产品流通提供

便利，辐射带动周边发展。 

2.   着力健全完善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

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农产品物流

配送信息平台，结合农村各地实际物流配送能

力，因地制宜地确定相关物流配送路线，从而整

合农产品物流资源，提高农产品配送效率。同时

要建立标准化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农产品

规模效应的产生，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物流行业发

展水平。 

3.   加强对农业与物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农村物流经营主体

对于欠发达地区，需要加强相关道路、配送

车辆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的农贸市

场、批发市场等地区建设农村快递站点，增加农

产品销售渠道和方式。鼓励农村物流企业进行规

模化、集约化建设，通过与大型物流企业合作，

借助大型物流企业平台，进一步拓宽物流服务经

营范围，从而做大做强农村物流企业，推动农业

发展。 

4.   增加对农业与物流业的科技投入和专业

人才投入

企业和政府要与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

积极吸纳农业和物流业专业人才，提高从事两业

人员的基本素质，进一步发挥“产学研”的经济

效应和技术效应。企业也要加强对专业物流人才

引进的重视程度，提供相关福利政策留住所引进

的人才，用好人才，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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