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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区域协作的视角，选取农村产业融合行为、融合效应以及融合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

融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全国与西南四省（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选取全国与西南四省（市）

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 TOPSIS相结合的方法，并进行实证对比分析。发现西南四省

（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长速度较为明显；西南四省（市）整体融合水平从高

到低依次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增速由高到低依次为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最

后，西南四省（市）在农村产业融合上具有较强互补性，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背景，为西南地区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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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llaboration, the three aspects of rural industrial in-
tegration behavior, integration effect and integration sustainability were selected, and a comprehens-
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level of rur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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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i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four southwestern provinces (cities) was comprehens-
ively  measured.  The  panel  data  from 2015  to  2020  in  the  country  and  four  southwestern  provinces
(cities) were selected, and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entropy value method and TOPSIS was used to
conduct empi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the
four  southwestern  provinces  (citi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but  the  growth
rate is obvious. The overall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four southwestern provinces (cities) is Chongqing,
Sichuan,  Guizhou and Yunnan from high to  low,  and the growth rate  is  Guizhou Province,  Yunnan
Province, Sichuan  Province  and  Chongqing  Municipality  from high  to  low.  Finally,  the  four   south-
western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have strong complementarity i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southwest China in combina-
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Keywords: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fusion path；Entropy TOP-

SIS method；Southwest China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的基础[1]，2022年 4月，我国出台《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并

提出优先推动区域协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抓手。2015年，国家层面首次提出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此后连续

7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关于农产品加工、人才支

持、金融支持、用地保障等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

配套政策，彰显出国家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

巨大决心。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

庆市、西藏自治区 [2] 五个省（市、自治区），拥

有全国国土面积的 24.38％和总人口的 14.53%①，
同时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较为适宜农业生产的

自然条件，但也一直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农业

现代化建设相对落后的区域之一 [3]。2016年，国

家确立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为农村

产业融合试点区，占全国同期 12个试点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 1/3，但也被普遍认为是农村产业

融合综合水平最差的区域之一。

农村产业融合为西南地区农村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然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新时代

背景下，各省域内部的“小融合”由于存在的地

方保护、同质竞争等弊端，难以满足国家大战略

的要求。因此，基于区域协作视角，研究西南地

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西藏自治区与其他四省（市）存在较大的地

理差异及其数据获取的较大难度，本文选取云、

贵、川、渝四省（市）作为研究对象。

 一、   文献回顾

着重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理论研究部分，以期

为下文的融合水平及路径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理论

框架。

 （一）  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

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我国的研究起源于建国初

期存在的不同市场性质，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

造”，我国开始形成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

义统一市场[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放权让

利”等政策以激发地方经济活力，但也促使地方

市场分割的出现[5]，此后，学者对全国统一市场的

研究也更多着眼于打破地区和部门间的壁垒、畅

通生产要素的流通。自 198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

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后，相关

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消除分割建设统一市场的对

策，也有学者就全国某一行业如农产品、物流

业、二手车，或某一区域如长江大市场等开展研

究。近年来，面对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及贸易争

端、新冠疫情等冲击，2020年我国正式提出加快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于 2022年 4月正式发

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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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人口信息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三号）》。



场的意见》，表明我国对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迈入

新的历史阶段。

 （二）  关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

一般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属于产业融

合理论的范畴[6]。学界普遍认为产业融合思想起源

于国外学者罗森博格（Rosenberg）的“技术融

合”理念；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分工理论[7] 及结合

生产理论是产业融合思想更早的起源  [8-9]。“农村

产业融合”这一概念起源于今村奈良臣于 1996年

提出的三次产业融合。国内学者随着  “六次产

业”概念的传播以及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

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也越发关注。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产业融合以来，国内学

界掀起了研究热潮。

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内涵，国家发展改革委宏

观院和农经司课题组的 “以农业为基本依托，以

新型经营主体为引领，以利益联结为纽带，通过

产业链延伸、产业功能拓展和要素集聚······，最

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10] 观

点被广泛接受。

在融合路径的研究上，刘明国提出基点在农

业，关键在农产品加工业及休闲农业，主体在新

型经营体系，保障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 [11]；

产业融合的重点在于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产业范

围、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最终让农民受益[12]。

农村产业融合的测度也是目前的研究重点。

目前主要的评价方法有：赫芬达尔指数法（HHI）、
投入产出法、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法、熵值法

等。如韩晓玲等运用灰色关联法测量云南省农业

产业融合水平[13]；冯伟等[14]、李芸[15] 等学者运用

层次分析法，王玲[16] 等学者运用熵值法或熵值法

与 Topsis相结合的统计方法对农村产业融合进行

测量，这也是目前最主流的两种测量方法。

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仍处于起步

阶段，学者研究内容多着眼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内

涵及模式[17]，研究区域多聚焦在全国整体范围或

东部发达省份，研究范围多聚焦于同一地区的纵

向范围（时间）或多个省份的横向（区域）范

围，指标体系的构建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且不全面

等等。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构建结构完整的、

内容全面且适应西南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指标体

系，采用客观的综合评价方法，从横向与纵向相

结合的角度，测量 2015—2020年我国及西南四省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这对

于国家和西南各级政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

下，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区概况

西南地区是我国七大自然地理分区之一，

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和西藏自

治区共五个省（市、自治区）。位于长江和黄河

流域上游地带，地形较为复杂，以盆地、高原、

山地为主并较为显著的分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

和青藏高原三个地形单元。拥有耕地面积占全国

耕地面积总量的 14%①；生物资源、矿产资源、

水能资源等非常丰富，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基

础。然而，受制于地理条件等因素，西南地区农

村经济水平发展始终处于较落后地位。随着“西

部大开发”“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

国家战略的实施，西南地区经济社会水平明显提

升：  2020年 GDP总量 11.79万亿元，占全国的

11.64%；农林牧渔总产值②占全国的 16.31%；第

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 17.56%。然而，从人均

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均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显著落后。新时

期，西南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仍面临诸多

挑战。

 （二）  数据来源

所有数据均选用 2015—2020年面板数据。乡

村基本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 2016—2021年发布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三号）》《第三次全国

农业普查公告》；人口及就业数据来源于 2016—
2021年发布的《重庆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

鉴》《贵州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休闲

农业、乡村旅游部分数据来源于 2016—2021年发

布的《中国农业年鉴》《四川农业年鉴》《贵州

农业年鉴》《云南农业年鉴》以及各地农业委员

第 2 期 付长余，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西南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度及路径研究 73 

　　① 根据国家自然资源部及各省（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测算。
　　② 农林牧渔总产值计算方法按照《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口径计算，包括农业产值、林业。



会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三、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

 （一）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将指标体系划分

为一、二、三级指标，按照指导性、典型性、系

统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原则对各级指标进行构建

（表 1）。
 1.   一级指标选取

在对一级指标的构建上，多数学者将一级指

标确定为农村产业融合行为与农村产业融合效应

两个维度[18-19]；部分学者如黎新伍等从产业融合的

基础、主体、路径、效应的角度选取指标等[6]，此

类学者采用多维度划分法，根据其研究角度不同

而选取不同的维度，也导致了此类划分法缺乏系

统性。本文主要借鉴前人的两维度法并引入柴青

宇的“农村产业发展可持续性”这一重要指标[8]，

由此将一级指标构建为：农村产业融合行为、农

村产业融合效应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持续

性，以此来反映农村产业融合的现状、融合结果

和未来融合情况。

 2.   二级指标选取

二级指标是对一级指标的细化。本文综合借

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国家相关政策性文件，参考

杨艳丽[20]、向从武[19]、柴青宇[8] 等学者的成果，选

取农业产业链延伸等作为农村产业融合的二级

指标。

 3.   三级指标选取

三级指标是衡量农村产业融合的基础性指标。

在综合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围绕测量目

标和二级指标选取 35个要素作为三级衡量指标。

指标选取基本囊括农村产业融合的各个方面，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并采用比率或均值的方式，以

保证各测量主体的公平性与测度的可信性。

 （二）  评价方法选择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时间序列的总体数

据，测度西南地区与全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水

平。为尽量减少由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在对比

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研究区域和构建指

标的现实需要，选取熵值法和 Topsis相结合的方

法对所建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和评价。

本文选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该方法避免

了人为因素带来的指标偏差，具有较强的数理依

据，对本文非常适用。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构建初始矩阵。假设有 m个待评价项目和

n个评价指标，则：

X =


x11 · · · x1m

...
. . .

...

xn1 · · · xnm

 （1）

无量纲化处理。由于熵值法计算中正向指标

和负向指标代表含义不同，故需对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处理步骤如下：

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好）：

x′i j =
xi j−min{xi j, · · · , xn j}

max{xi j, · · · , xn j}−min{xi j, · · · , xn j}
（2）

负向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x′i j =
max{xi j, · · · , xn j}− xi j

max{xi j, · · · , xn j}−min{xi j, · · · , xn j}
（3）

此处为避免出现处理后数据为 0，影响后续计

算，故所有项加上 0.000 1，且对分析结果无实质

影响。

第 j个指标下第 i个方案所占指标比率：

Pi j =
xi j

i=1∑
n

xi j

（4）

计算熵值：

e j = −K
n∑

i=1

Pi j ln(Pi j) （5）

计算熵冗余度：

d j = 1− e j （6）

计算指标权重：

w j =
d j

m∑
j=1

d j

（7）

计算指标得分：

Fi = w jxi j （8）

本文选用 TOPSIS方法测量各区域逼近理想点

的距离排序。测量评价对象距离正负理想值的距

离，接近程度按大小排序，越大越接近理想值，

具体方法如下：

构建标准化评价矩阵。基于前文对指标做的

归一化处理，由标准化后的矩阵与熵权法赋权相

乘，形成新的评价矩阵。假设有 m个待评价项目

和 n个评价指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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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A） 二级指标（B） 指标名称（C） 权重 性质

农村产业融合行为
（A1）
0.500 7

农业产业链延伸（B1）
0.157 7

一产增加值占GDP比率（C1） 0.034 0 负

农民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C2） 0.027 6 正

农民人均农产品加工业产值（C3） 0.027 0 正

规上企业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比率（C4）

0.023 0 正

家庭农场带动农户程度（C5） 0.039 4 正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B2）
0.177 5

休闲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率（C6） 0.056 4 正

乡村旅游收入同比增长率（C7） 0.013 7 正

农民人均乡村旅游收入（C8） 0.026 8 正

农村人均用电量（C9） 0.073 2 正

农业服务业融合（B3）
0.165 5

农林牧渔服务业占总产值比率（C10） 0.033 5 正

农村互联网普及率（C11） 0.028 7 正

农村人均公路通车里程（C12） 0.043 0 正

单位耕地农业机械动力（C13） 0.026 7 正

农民每万人专业合作社数量（C14） 0.086 9 正

农村产业融合效应
（A2）
0.330 4

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B4）
0.120 3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15） 0.021 3 正

农民非农收入比率（C16） 0.017 5 正

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收入比率（C17） 0.027 5 负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程度（C18） 0.020 8 正

农民非农就业人员比率（C19） 0.010 1 正

农业增效（B5）
0.085 9

单位面积农业产值（C20） 0.033 3 正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C21） 0.025 3 正

劳均一产增加值（C22） 0.023 6 正

农村经济繁荣（B6）
0.056 7

农业资本生产率（C23） 0.028 8 正

农户非农固定投资比率（C24） 0.008 6 正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率（C25） 0.016 9 负

城乡融合发展（B7）
0.067 5

城乡居民收入比（C26） 0.015 7 负

城乡居民支出比（C27） 0.022 1 负

城镇化率（C28） 0.026 8 正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
持续性（A3）

0.168 9

科技金融贡献程度（B8）
0.058 5

单位农业产值信贷支持度（C29） 0.022 3 正

农业保险深度（C30） 0.022 7 正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C31） 0.011 0 正

农业生产资料利用（B9）
0.110 4

耕地节水灌溉面积比率（C32） 0.040 2 正

每万亩耕地化肥使用量（C33） 0.025 1 负

地膜覆盖率（C34） 0.020 4 负

每万亩耕地农药使用量（C35） 0.020 0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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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z11 · · · z1m

...
. . .

...

zn1 · · · znm

 （9）

确定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正理想解为：

Z+ =(max{z11,z21, · · · ,zn1}, max{z12,z22, · · · ,zn2},
· · · ,max{z1m,z2m, · · · ,znm})

（10）

负理想解为：

Z− =(min{z11,z21, · · · ,zn1}, min{z12,z22, · · · ,zn2},
· · · ,min{z1m,z2m, · · · ,znm})

（11）

计算评价对象与理想解间的距离，包括评价

对象与正理想解间的距离以及与负理想解间的

距离。

与正理想解间的距离：

L+i =

√√ m∑
j=1

(
max{zi j, · · · ,zn j}− zi j

)2
（12）

与负理想解间的距离：

L−i =

√√ m∑
j=1

(
min{zi j, · · · ,zn j}− zi j

)2
（13）

则Li =
L−i

L+i +L−i
（14）

Li Li显然， 满足 0≤ ≤1。

 四、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证结果分析

 （一）  各省（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对比分析

由表 2及图 1可看出，我国及西南地区综合

测量水平与 TOPSIS理想点接近度变化趋势高

度一致。从各地区综合评价结果来看，全国及西

南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尤其

在 2016年后取得快速发展，且增速明显高于全

国水平。然而，受整体社会经济水平落后的影

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较大程度上落后于全国平

均水平。

从西南地区综合测度来看，重庆市、四川省

发展优于西南平均水平，其中重庆市与全国平均

值最为接近，四川省次之；贵州省和云南省则低

于西南平均发展水平，云南省农村产业融合水平

尤需大幅提升。

就发展速度来看，2016—2020年四省（市）

平均增速为 8.7%，大幅高于 5.1% 的全国水平。

其中贵州省以 12.45% 的平均增速大幅领先，其次

为云南省的 8.1%、四川省的 7.3% 以及重庆市的

6.7%，均高于全国平均值。说明西南地区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潜力巨大。

 （二）  指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分析

由表 3可以看出，农村产业融合行为（以下

简称融合行为）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贡献

值最大，反映出西南地区在农村产业融合行为上

距全国存在差距最大，以 2020年数据为例，全国

融合行为得分为西南平均水平的 1.25倍。就发展

增速而言，2015—2020年西南地区年均增速高达

12.53%，远高于全国 5.4% 的增长水平。各二级指

标对融合行为的贡献较大但差别不明显，说明各

指标均较为重要，且西南地区与全国水平均存在

 

表 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水平
 

区域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全国 0.495 09 0.481 97 0.518 68 0.540 93 0.603 98 0.632 86

西南平均 0.324 77 0.322 71 0.358 99 0.397 58 0.463 17 0.489 63

重庆市 0.436 04 0.443 59 0.495 29 0.525 73 0.580 68 0.602 31

四川省 0.416 03 0.412 16 0.441 52 0.483 25 0.555 05 0.589 12

贵州省 0.258 88 0.248 56 0.289 55 0.341 76 0.437 83 0.453 66

云南省 0.240 52 0.228 84 0.267 80 0.298 21 0.344 46 0.348 89

 

0.2

2015

全国

理
想

点

西南平均

年份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3

0.4

0.5

0.6

0.7

 

图 1    农村产业融合 TOPSIS 理想点接近度

 76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第 17 卷



 

表 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测量结果
 

区域 年份

农村产业融合行为（A1） 农村产业融合效应（A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

持续性（A3）
农业产业
链延伸
（B1）

农业多功
能性发挥
（B2）

农业服务
业融合
（B3）

农民增收
与就业促
进（B4）

农业
增效
（B5）

农村经
济繁荣
（B6）

城乡融
合发展
（B7）

科技金融
贡献程度
（B8）

农业生产资
料利用程度

（B9）

全国

2015 0.085 6 0.075 3 0.069 7 0.084 2 0.036 7 0.037 8 0.032 8 0.031 9 0.041 1

2016 0.091 0 0.081 2 0.040 0 0.078 8 0.039 5 0.037 9 0.035 3 0.034 6 0.043 7

2017 0.094 6 0.087 4 0.039 9 0.090 0 0.042 3 0.037 6 0.037 8 0.041 1 0.047 9

2018 0.102 9 0.089 1 0.039 1 0.084 3 0.045 7 0.039 7 0.041 3 0.046 0 0.052 9

2019 0.115 9 0.095 8 0.074 0 0.077 4 0.054 6 0.036 9 0.044 1 0.048 6 0.056 8

2020 0.125 1 0.088 4 0.079 7 0.079 0 0.061 6 0.034 7 0.052 2 0.052 2 0.060 0

西南平均

2015 0.037 7 0.037 7 0.060 3 0.050 9 0.020 3 0.026 0 0.023 3 0.021 7 0.046 7

2016 0.045 2 0.043 9 0.037 7 0.045 8 0.026 1 0.026 9 0.026 1 0.023 5 0.047 5

2017 0.052 8 0.052 8 0.035 7 0.052 1 0.030 2 0.027 4 0.030 4 0.028 2 0.049 5

2018 0.061 8 0.057 2 0.043 7 0.053 4 0.036 1 0.031 3 0.031 8 0.032 3 0.050 1

2019 0.076 4 0.064 2 0.086 7 0.045 2 0.046 2 0.026 1 0.038 3 0.030 4 0.049 7

2020 0.095 3 0.055 7 0.083 0 0.046 1 0.056 6 0.028 3 0.045 1 0.026 3 0.053 3

重庆市

2015 0.067 9 0.049 6 0.080 0 0.068 8 0.034 4 0.030 3 0.047 7 0.020 9 0.036 4

2016 0.074 8 0.073 6 0.060 7 0.063 7 0.043 1 0.025 9 0.047 1 0.018 0 0.036 6

2017 0.085 8 0.097 0 0.059 9 0.070 7 0.043 6 0.024 4 0.049 7 0.026 7 0.037 5

2018 0.094 8 0.094 0 0.071 8 0.071 8 0.051 9 0.024 2 0.053 0 0.030 8 0.033 4

2019 0.105 3 0.091 5 0.121 5 0.063 1 0.064 7 0.022 9 0.055 9 0.026 7 0.028 9

2020 0.121 4 0.091 8 0.120 5 0.060 8 0.076 6 0.018 6 0.062 0 0.019 8 0.030 8

四川省

2015 0.053 4 0.052 2 0.075 4 0.054 6 0.036 3 0.030 1 0.032 8 0.029 3 0.051 9

2016 0.061 8 0.056 8 0.048 0 0.048 8 0.042 0 0.030 5 0.036 1 0.034 2 0.053 8

2017 0.068 2 0.063 6 0.041 8 0.050 6 0.046 7 0.035 2 0.040 5 0.037 8 0.057 1

2018 0.080 6 0.072 4 0.054 7 0.048 3 0.053 4 0.036 2 0.041 3 0.037 5 0.058 8

2019 0.096 6 0.081 0 0.103 4 0.040 4 0.064 1 0.030 3 0.047 4 0.032 6 0.059 4

2020 0.125 3 0.079 1 0.091 9 0.043 1 0.075 4 0.029 0 0.054 4 0.026 2 0.064 7

贵州省

2015 0.011 4 0.020 7 0.075 5 0.055 6 0.004 1 0.014 8 0.004 1 0.006 9 0.065 8

2016 0.019 2 0.024 7 0.040 9 0.047 9 0.012 3 0.020 4 0.006 5 0.011 5 0.065 2

2017 0.026 8 0.036 4 0.039 7 0.056 8 0.017 2 0.015 8 0.011 2 0.018 8 0.066 8

2018 0.034 6 0.038 9 0.052 0 0.062 3 0.021 5 0.017 7 0.013 8 0.033 3 0.067 8

2019 0.047 7 0.051 6 0.100 3 0.058 1 0.030 3 0.016 8 0.024 6 0.039 1 0.069 4

2020 0.062 5 0.032 4 0.086 1 0.064 3 0.039 2 0.020 3 0.035 1 0.042 6 0.071 2

云南省

2015 0.004 2 0.018 2 0.071 0 0.055 7 0.005 3 0.027 3 0.006 2 0.021 5 0.031 1

2016 0.010 4 0.023 1 0.043 6 0.050 9 0.009 0 0.028 3 0.009 6 0.022 3 0.031 8

2017 0.019 3 0.027 6 0.047 3 0.063 2 0.013 0 0.025 6 0.014 4 0.024 2 0.033 3

2018 0.027 5 0.029 4 0.048 0 0.063 9 0.017 7 0.038 8 0.014 0 0.024 1 0.034 9

2019 0.043 7 0.032 5 0.087 9 0.044 9 0.027 9 0.028 0 0.021 8 0.022 7 0.034 9

2020 0.052 3 0.020 6 0.072 7 0.043 0 0.037 9 0.039 2 0.026 4 0.018 4 0.03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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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其中农业多功能性发挥贡献率最大，

占绝对权重的 17.75%，除用电指标外，西南地区

明显优于全国水平，证明西南地区凭借优越的自

然生态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在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发展中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较强的发展

动力，未来仍是西南地区农村产业融合重要的发

展突破点。农业服务业融合对融合行为的贡献次

之，其从农村产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基础建设水

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水平的维度进行评

价，占总权重的 16.55%；其中 2015—2020年全国

农林牧渔服务业占总产值比率从 4.26% 增长至

5.1%，提高了 19.75%，西南地区比率从 2.5% 增

长至 2.94%，提高了 17.61%；全国、西南地区农

村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从 2015年的 31.6%、24.56%
提升至 2020年的 55.9%、52.9%，人均公路通车

里程分别从 67.43 km/万人、74.38 km/万人增长至

85.92 km/万人、102.68 km/万人；综合看来，在该

方面西南地区增长速度较为明显，并于 2017年超

过全国平均水平。农业产业链延伸对融合行为的

贡献值为 15.77%，略低于前两项，但从指标构建

体系来看，其对农村产业融合发挥较为重要的基

础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该领域，西南地区仍

距全国存在较大差距，具体来看，除四川省比全

国水平外略高外，云贵渝三地均低于全国，云贵

两省不足全国水平的 50%，说明西南地区尤其是

云贵两省亟须巩固农村产业融合基础。

农村产业融合效应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的贡献次之，贡献率为 33.04%，反映西南地区在

该方面仍与全国平均也存在不小差距，如 2015—
2020年西南地区融合行为得分仅为全国水平的

74.5%，同时，西南地区的年均发展增速 8.3%，

与全国相比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就各二级指标

的贡献率来看，差距较为明显，其中占比最高的

为农民增收与就业促进，占绝对权重的 12.03%；

最低的为农村经济繁荣，仅占绝对权重的 5.67%。

说明虽然各投资主体在我国农村地区投入水平差

距不大，但在收入与就业上西南地区仍距全国存

在非常明显的差距，如 2020年西南地区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的 83.3%，贵州省仅为全国

的 68%；云南省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占比仅为全国

的 76.3%。此外，西南地区农业增效、城乡融合指

标也与全国水平存在不小差距，说明地区仍面临

农业产业效益低、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严峻挑战。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持续性指标对融合发展

水平的贡献最小，该指标贡献率仅为 16.89%，反

映西南地区在此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较

小，经测算，2015—2020年西南地区融合发展可

持续性得分为全国水平的 82.5%。从二级指标来

看，农业生产资料利用对发展可持续性贡献最

大，占绝对权重的 11.04%，总体而言，西南地区

农业生产中对水资源、化肥、农药、地膜的使用

上，基本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区域内较为复

杂的地理地貌，导致节水灌溉农田建设较为困

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地区在科技金融贡

献程度这一指标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较大，

如 2015—2020年西南地区单位农业产值信贷支持

度为全国的 84%，年均增速仅为全国水平的

33%；农业保险深度为全国的 76.8%，年均增速甚

至为负，远低于全国年均 10% 的增长速度。从整

个指标体系得分来看，西南地区年平均增速仅为

3.1%，远低于全国 9% 的增长水平，四川省在融

合可持续方面得分甚至为负增长。

 五、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通过对农村产业融合理念的进一步剖析，构

建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和 TOP-
SIS方法对 2015—2020年全国及西南四省（市）

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并对从纵向和横向

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经熵值法测度出的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与经 TOPSIS方法测度出的各区域理想点

接近度高度一致，评价结果有效。

（2）从整体融合水平来看，2015—2020年西

南四省（市）与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平均水平除经

历 2016年短期波动外，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就发

展绝对水平来看，西南地区 2015—2020年平均综

合水平 0.392 8，大幅落后于全国 0.545 6的平均水

平；就发展速度而言，2016—2020年西南地区年

均增速 8.7%，为全国平均增速的 1.7倍。

（3）分地区来看，西南四省（市）2015—
2020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平均水平依次为重庆市

（0.513 9）、四川省（0.482 9）、贵州省（0.338 4）、
云南省（ 0.288 1），年均增速依次为贵州省

（12.45%）、云南省（8.06%）、四川省（7.33%）、

重庆市（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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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指标来看，西南四省（市）在农业

产业链延伸上大幅落后于全国水平；在农业多功

能性发挥上，四省（市）尤其是川渝的休闲农

业、云贵川的乡村旅游业水平均大幅领先全国；

农业增效上，四省（市）虽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低

于全国，但川渝贵三省（市）的单位面积农业产

值显著高于全国，云南省也与全国水平接近；农

村经济繁荣指标中，四省（市）农户非农固定投

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其中云贵占比最高；城

乡融合发展上，川渝两省（市）在城乡居民收支

协调水平及重庆在城镇化发展水平上均优于全

国；在科技金融贡献程度上，四川在农业保险深

度、川渝在农业科技进步率上领先于全国；在农

业生产资料利用上，云贵川对化肥、农药的使用

均优于全国水平。

 （二）  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从西南地区区域协作的视角

出发，对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西南地区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路径提出建议如下。

（1）加强区域协作，合力打造西南统一大市

场发展样板。西南四省（市）在农村产业上具有

较强的互补性，如川渝依靠“成渝双城经济圈”

和较强工业基础在高新科技、加工制造、休闲农

业等领域具有较大产业优势，尤其是四川省的食

品饮料产业规模已破万亿元；而云贵两省在高原

特色农产品原料供给以及生态旅游上具有较好发

展基础，如贵州的辣椒、刺梨、红色旅游等产业，

云南的茶叶、花卉、制糖等产业均在全国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应统筹区域发展格局，

推动区域内各优势产业布局的进一步集聚，并建

立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区域各省（市）农

民生活水平提升和农村经济繁荣，巩固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基础。

（2）发挥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农业特色产业

优势，建设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有效供

给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内在要求，基于此，在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一是在区域统一大市场

指导下，依托各地优势农业产业，最大程度发挥

各省（市）农业产业发展相对优势，如四川省依

托四川盆地良好的农业基础，重点发展粮油、茶

叶、果蔬、生猪养殖等产业；贵州依托山地特色

农业，重点发展茶叶、辣椒、特色水果等产业；

云南省依托高原农业特色产业优势，集中打造云

茶、花卉、肉牛养殖、中药材、特色果蔬等产业。

二是通过强化新生产要素服务农业生产和农村产

业融合的能力，提高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积极打造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产业示范区；

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支撑能力，提升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效率；积极发展农村产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提高农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水平；进一步拓

展农村生产性保险的种类，提高保险覆盖率，增

强农村产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加强区域农

业产业统一规划和协调水平，建立与全国相融合

的、区域统一的农产品生产认证标准体系，降低

农产品生产中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风险，进一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产业发展能力，在区域

内打造各有优势、各具特色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3）围绕川渝制造业发展优势，打造西南地

区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产业

链延伸的支柱，一是围绕各类农产品生产集聚

区，建设以预冷、清洗、分级、包装等为主的农

产品产地初加工体系，促进初级农产品或加工原

料的品质提升。二是重点依托川渝两省（市）先

进制造产业尤其是食品饮料制造业优势，大力发

展农产品加工产业；依托川渝科技优势和云贵特

色农产品供给优势，加快重点农产品加工制造的

科技成果转化，围绕药食同源、生物、医药等高

附加值领域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率和精深加工比

例，拓展西南地区特色农产品的应用领域。三是

积极建设西南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带，通过

财政补贴、金融支持、人才吸引等形式引导高价

值性农产品（如坚果、中药材、肉制品等）加工

龙头企业积极落地，引导以初级农产品销售或运

输成本较高的产业（如粮油、果蔬、甘蔗制糖）

的产地加工化，形成“一带多点，以带为主”的

农产品加工集聚效应。

（4）积极打造西南精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示范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是农业多功能性发

挥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一是依托各省（市）

尤其是川渝“城市经济圈”以及贵阳、昆明等良

好的交通及气候条件，积极打造集休闲娱乐、农

业体验、康养、高端会议等于一体的休闲农业产

业示范基地；二是立足西南地区高原特色、民族

特色、生态特色资源，推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市场规范化、特色化建设，促进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市场提质升级，深入挖掘乡村生态、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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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进一步发挥西南地区乡村旅游产业优势、促

进西南地区农村产业融合。

（5）走生态、可持续的农村产业发展道路。

西南地区位于长江上游，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

障。一是积极争取生态补偿等国家政策，通过财

政补贴、政策激励等手段引导农户绿色生产行

为，同时强化生态治理的法律、技术等手段，提

高西南地区生态综合治理水平，为休闲农业、乡

村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筑牢根基。二是积极

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积极开发农业生

态功能、推进生态观光农业等产业，促进区域绿

色产品认证体系建设，加快农村产业绿色、低碳

发展，不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三是推

动区域农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促进西南地

区农村产业与生态的协同发展水平以及区域协调

发展水平，提高西南地区农村产业融合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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