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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空特征
与区域非均衡性

安晓宁，辛 岭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区域间不平衡对于中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极为不利。因此，研究中国农业现

代化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区域非均衡性问题，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农业生产现代化、农

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5个维度构建农业现代化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对中国2004—2017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分析中国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制约因素。研究表明：①2004—2017年，全国以及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步

提升，但是发展水平与提升速度差异明显。②各个子系统在不同阶段对不同区域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贡献率及带

动作用差异显著，导致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呈非均衡；③2004—2017年总体来看，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为：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

西部地区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东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可以看

出，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空特征来看：2004—2017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是农业现代化发展

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导致各区域影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各不相同。文章最后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均衡

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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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现代化事关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

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

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他还强调，解决好

“三农”问题，根本在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

路。中国地域广大，农业发展区域间的异质性很

强，农业现代化作为各地区农业发展的目标与结

果，受自然地理环境、农业地域功能、农业生产能力

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

所受驱动与制约因素各有不同[1,2]。目前，中国农业

现代化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矛盾日益加剧[3]，对于农

业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和全面快速推进极为不利。

因此，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区域

非均衡性问题，对于制定具有区域性的农业现代化

政策，实现各区域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发挥比较优

势，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协调发展

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态势意义重大。

为科学评价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学者们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如辛岭等 [5]构建中国 31 个省

（市、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

测算和评价，于正松等[6]对陕、甘、宁3省（区）农业现

代化水平格局演变及其动因进行研究与分析，钟水

映等[3]利用 1997—2013年中国 31个省（市、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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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数据，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刘方媛等[7]对东北三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绿色化“五化”进行测度，并对其协调

发展进行研究。现有学者们的研究为客观评价农

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对于近年来区域层面

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研究较少、分析较简单，而

且评价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较陈旧，评价方法较

单一，对于农业现代化区域发展水平的分析较简

单，关于农业现代化的驱动因素与制约短板研究也

尚有不足，研究结果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4—2017年作为考察期，研究中国及

31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含港澳台地区，下

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各地区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区域非均衡性以及差

异来源，明确不同时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驱动因素

与提升短板；对于建设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区域

农业现代化发展体系，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

2 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构建
2.1 农业现代化内涵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的过程和手段[8,9]。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其内涵随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变化，即不

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我们认为，农业现代化是通

过提升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进

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产业的质

量和效益，从而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保护

和利用好资源，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农

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质量效

益现代化、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农业生态环境现

代化。

2.2 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

建，辛岭等[5]建立了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

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4个方面

的12个具体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农业现

代化综合水平进行评价。李裕瑞等[10]利用农业劳均

经济产出、农业劳均农产品产量、农业机械化程度、

农业灌溉指数 4个指标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刘世薇等[11]从农业生产现代化、物质装备现代化、经

营管理现代化、农业生活现代化、农业环境保护5个

方面的25个具体指标，构建了黑龙江垦区农业现代

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杜宇能等[12]从农业生

产现代化水平、农业经营现代化水平、农村社会现

代化水平、农业产出现代化水平、农业生态现代化

水平等 5个方面 15个具体指标对中国分地区农业

现代化发展程度进行评价。

在把握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参考学者的

研究，本文将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

化、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农

业生态环境现代化作为评价研究农业现代化的5个

方面（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选取相应的指标对农业

现代化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价（表1）。

（1）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现代化首先是用先

进的物质技术要素改造、替代传统的生产要素，将

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实现农业生产方

式、生产设备与基础设施等的现代化，促进农业生

产效率的提高，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生产现

代化子系统中主要表现为水利、动力、资金、土地等

农业生产的投入水平。具体指标选取为：有效灌溉

面积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均农林牧渔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农林水事物支出占比、人均耕地

面积。

（2）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核心

是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

合，提高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

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当下农民专业

合作社已成为引领适度规模经营主要力量，农业劳

动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对新事物的

接受程度，进一步影响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理念。因

此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选取指标为：初中及以上农

业劳动力比例、农户参与合作社率、农林牧渔服务

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增加值比重。

（3）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农业的综合产出能力，是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将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作为

测度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强化农业科技支撑，降低成本，提高农业效益，

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从而提高农业土地产出

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具体指标选取为：粮食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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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绿色食品有效

用标数量。

（4）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农村社会经济作为

农业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和基

础。农村社会经济是与农业生产有着较为直接的

关系的经济集群，是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的总称。因此，可以重点以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

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代表性测度指标。

（5）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农业生态环境是指

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地资源、水

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等各种要素的总称，是

农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最重

要的物质基础。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是基于农业

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需要保

持良好的、可持续的生产环境，因此将农业生态环

境现代化作为衡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

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子系统中以农药负荷水平、化

肥负荷水平、节水灌溉面积比重、单位耗水创造的

农业增加值等作为测度指标。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测算农业现

代化综合发展水平，运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表

1）。

研究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在某时期内对某地

区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的带动作用时，采用贡献率

模型衡量某子系统在考察期内对于该地区农业现

代化总体发展的贡献。采用相对发展率来衡量各

地区在考察期内相对于全国整体的发展速率。采

用系统协调度模型测算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的协

调度。

3.1.1 数据标准化处理——极值法

由于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量纲不同，不宜

直接比较其差别程度。为了消除量纲影响，采用极

值法对评价体系中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分别进行

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表1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准则层

农业生产现代化

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

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

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

农业生态现代化

具体指标

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农业机械化水平/%

人均农林牧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人）

农林水事物支出占比/%

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初中及以上农业劳动力比例/%

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占比/%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

增加值比重/%

农业土地产出率/（元/千hm2）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粮食单产/（kg/千hm2)

绿色食品有效用标数量/个

城乡居民收入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农药负荷水平/（t/千hm2）

化肥负荷水平/（t/千hm2）

节水灌溉面积比重/%

单位耗水创造的农业增加值/（万元/m3）

指标解释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0.4×机耕率+0.3×机播率+0.3×机收率ⓐ

全社会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总人口

地方农林水事物支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耕地面积/总人口

农村初中及以上劳动力数量/农村劳动力

总数量

参与合作社农户数/农户总数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农林牧渔增加值

农业增加值/耕地面积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

粮食总产量/耕地面积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

第一产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

农药施用量/耕地面积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节水灌溉面积/有效灌溉面积

农业增加值/农业耗水

指标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正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负向

正向

正向

权重

0.033

0.044

0.089

0.032

0.064

0.020

0.069

0.042

0.058

0.049

0.034

0.093

0.018

0.054

0.034

0.043

0.072

0.041

0.052

0.059

注：ⓐ公式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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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指标：Yij =
xij - xi, min

xi, max - xi, min

（1）

负向指标：Yij =
xi, max - xij

xi, max - xi, min

（2）

式中：Yij 为标准化之后的指标值；xij 为第 i 个省

（市、区）第 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xi,max 和 xi,min 分别

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1.2 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

变异系数确定权重是一种客观赋权的方法，直

接利用各项指标包含的信息，通过计算得到指标的

权重，指标差异越大，权重越大[13]。计算公式如下：

Vj =
λ j
-
x

, ( j = 1, 2, ……, n) （3）

Wj =
Vj

∑
j = 1

n

Vj

, ( j = 1, 2, ……n) （4）

式中：Wj 为第 j项指标的权重；Vj 为第 j项指标的变

异系数；λ j 为第 j项指标的标准差；
-
x 为第 j项指标

的平均数；n为指标个数，本文中n=20。

3.1.3 评价模型（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

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就是利用线性加权和

法，建立评价函数，将多目标优化问题转化为单目

标非线性规划问题。其具体步骤包括以下两方面：

（1）计算第 i 个省（市、区）第 s 个子系统指标

得分：

Zis =∑
i = 1

q

WjYij （5）

式中，Zis 为第 i 个省（市、区）第 s 个子系统指标得

分；q为该指标层所含指标总数。

（2）计算第 i个省（市、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总得分：

Fi =∑
n = 1

20

zin （6）

式中：Fi 为第 i个省（市、区）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

指数越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越好；Zin表示第 i省

第n个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具体指标得分。

3.1.4 贡献率

在评价测算全国及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的基础上，采用贡献率来衡量某子系统在考察期

内对于该地区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的贡献。计算

公式如下：

Rt =
æ

è
çç

ö

ø
÷÷

Zit2
- Zit1

Fit2
-Fit1

× 100% （7）

式中：Fit1
、Fit2

分别表示第 i个地区在2个研究时段

初期和末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指数；Zit1
、Zit2

表示 i地区在 2个研究时段初期和末期的某子系统

发展指数；Rt 表示贡献率，Rt 越大，表明该子系统

在此研究时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贡献率越大，带动

作用越强。

3.1.5 相对发展率指数

在评价测算全国及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的基础上，采用相对发展率来衡量各地区在考察

期内相对于全国整体的发展速率。计算公式如下：

NICH =
Fit2

-Fit1

Ft2
-Ft1

（8）

式中：Ft1
、Ft2

表示全国整体在2个研究时段初期和

末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指数；NICH >1表明该

省（市、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速率高于全国整体发

展速率，反之，NICH<1则表明该省（市、区）的农业

现代化发展速率低于全国整体发展速率。

3.1.6 系统协调指数

在评价测算中国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与

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协调度模型

测算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的协调度 [11]，计算公式

如下：

C = 1 - S
M

（9）

式中：C为系统协调指数；M为某地区农业现代化各

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均值；S为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

发展水平的标准差。

3.2 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4—

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年鉴》《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

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

等。对于部分指标缺失的原始数据，参照前后年份

或相关地区的情况进行补充。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有：全社会农林牧

渔业固定资产投资，总人口，地方农林水事物支出，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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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国内

生产总值，农药施用量，化肥施用量，农业耗水量。

来自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数据有：绿色食品有

效用标数量。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的数

据有：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收面积。来自《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总面

积，初中及以上农业劳动力比例，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农业增加值，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来自《中

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的数据有：参与合作社

农户数，农户总数。来自《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的数据有：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来自《中国农

业机械工业年鉴》的数据有：节水灌溉面积。

4 结果与分析
4.1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空特征

4.1.1 全国层面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间特征

（1）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发展速度

近年来逐渐加快。

2004—2017年，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稳步

提升，由 2004年综合发展指数 46.62增长至 2017年

65.23，年均提升1.43。依据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层面

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指导与要求，可将农业现代化发

展特征分为3个阶段。其中，2004—2008年，综合发

展指数年均提升0.99，2009—2012年年均提升1.53，

2013—2017 年年均提升 1.97，2004 年以来的 14 年

中，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逐渐加快。近些年

来，中央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从 2004年开

始，每年中央一号文都聚焦于三农问题，显示出国

家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现代化实现了快速

发展。

（2）农业质量效益子系统贡献率最大，农业生

态环境子系统贡献率最小。

2004—2017年，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都呈现了

较好发展态势，但是各子系统对农业现代化的平均

贡献率差别较大，农业质量效益子系统贡献率最

高，为32.02%，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

其他依次为农业生产子系统（26.28%）、农村社会经

济 子 系 统（24.30%）、农 业 经 营 管 理 子 系 统

（11.34%），最低的是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为6.07%

（表2）。

农业质量效益子系统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带

动作用明显。自 2004年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

以来，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被极大的调动，粮食单产、

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等提升，2004—2008

年农业质量效益子系统对农业现代化贡献率达

58.7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发展绿色农

业，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粮食产出造成

一定程度影响，2013—2017年农业质量效益子系统

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贡献率略有下降。

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但由于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加之畜禽粪便、农作物

秸秆、农膜资源化利用率不高，农业发展面临的资

源压力日益加大，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子系统

对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一定制约作用，2004—2008

年贡献率为负。因此，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实现产

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发展

模式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

（3）农业生产子系统带动作用明显，且逐渐增

强，农村社会经济子系统贡献率较为稳定。

2004—2017 年，农业生产子系统贡献率为

26.28%，仅低于农业质量效益子系统。近年来农业

生产子系统带动作用逐渐增强，贡献率由 2004—

2008 年的 15.68%增至 2013—2017 年的 27.96%，成

为 2013—2017年对农业现代化贡献率最大的子系

表2 2004—2017年各阶段农业现代化子系统贡献率

Table 2 Contribution rate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bsystems at various stages, 2004-2017

年份

2004—2017年

2004—2008年

2009—2012年

2013—2017年

农业生产

子系统/%

26.28

15.68

25.10

27.96

农业经营管理

子系统/%

11.34

2.19

8.84

17.74

农业质量效益

子系统/%

32.02

58.78

28.74

23.16

农村社会经济

子系统/%

24.30

29.38

20.37

22.17

农业生态

子系统/%

6.07

-6.02

16.95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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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现代物质

装备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为农业生产子

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4—2017年，农村社会经济子系统对农业现

代化的贡献率较高且较为均衡。21世纪以来，中国

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

长。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

展壮大，农村地区的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对于农

业现代化稳步推进作用巨大。

（4）农业经营管理与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贡献

率偏低，但近年来带动作用逐渐增强。

整体来看，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对中国农业现

代化的贡献率较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中

国农业生产以小农户生产为主，农民受教育程度较

低，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农业经营管理子系统发展

水平较差。2010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农民参

与合作社，加大了对农民的培训力度。至 2017年，

农民合作社法实施10周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

量达193万多家，合作社覆盖面稳步扩大，入社农户

占全国农户的 46.8%。2013—2017年，农业经营管

理子系统对农业现代化的贡献率增长至17.74%。

近年来，农业经营管理子系统与农业生态环境

子系统带动作用逐渐增强。农业经营管理子系统

在考察期内对农业现代化贡献率逐渐由 2004—

2008年的2.19%增长至2013—2017年的17.74%；农

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对农业现代化贡献率逐渐由

2004—2008 年 - 6.02% 增 长 至 2009—2012 年 的

16.95%、2013—2017年的8.97%。

4.2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特征

（1）各地区农业现代化整体发展水平较快，但

提升速度差异明显

2004—2017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年

提高，全国整体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由2004年

的 46.62 增长至 2017 年的 65.23，综合指数提升

18.61。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也较快。

分地区来看，提升较快（2004—2017 年排名提

升 5名及以上）的省（市）有河北、浙江、安徽、福建、

山东、湖北与重庆。排名下降较快（2004—2017 排

名下滑 5名及以上）的有北京、山西、辽宁、西藏、甘

肃、青海与新疆（表3）。处于稳定较高水平（排名稳

定在前 10名）的有内蒙古、黑龙江与江苏。处于较

低水平（排名在最后10名）的有广东、广西、海南、贵

州、云南与西藏。从相对发展速率来看，以全国的

发展速率作为 1，河北、内蒙古、吉林等 14个省（市、

区）相对发展速率高于 1。山东与江苏相对全国相

对发展速率最高（1.39）；北京、天津、山西等17个省

（市、区）相对发展速率低于 1，其中山西最低为

0.58。可以看出，全国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

各不相同，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现代

化发展速度有的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如北京相对发

展速率（0.64）低于内蒙古（1.08）。

（2）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存在不同的优势和短板

①农业生产子系统。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水平

最高，具有明显优势。以黑龙江农业生产现代化发

展指数作为100%，北京、天津、山西、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

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与云南等 19个省（市、区）农

业生产现代化的实现度相对黑龙江不足60%，农业

生产水平是这些省份的明显短板。江苏省农业现

代化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其农业生产水平实现

度仅为 47.24%，是明显短板。具体指标来看，江苏

人均农林牧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为682.02元/人，

与黑龙江 3773.29元/人差距较大；地方财政农林水

事物支出占比 8.65%与黑龙江 17.56%差距也较大

（表4）。
②农业经营管理子系统。江苏农业经营管理

发展水平最高，具有显著优势。以江苏该子系统发

展指数作为 100%，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上

海、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青海与新疆等地相对实现度不足

60%，存在明显短板。黑龙江农业经营管理子系统

仅为53.92%。具体指标来看，江苏省农民参与合作

社率为 65.45%，黑龙江仅为 18.55%；江苏省农林牧

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 6.29%，黑龙江仅为 2.27%。

可以看出，黑龙江的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是制约农业

现代化的短板。

③农业质量效益子系统。江苏农业质量效益

发展水平最高，具有明显优势。以江苏该子系统发

展指数作为100%，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辽宁、吉林、上海、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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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甘肃、青海、宁夏与新疆等 18个省（市、区）相对

实现度不足60%。以宁夏为例，其他各子系统相对

实现度均超过 60%，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农业质量

效益子系统相对实现度仅为36.57%，是制约宁夏农

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具体指标来

看，江苏省农业劳动生产率达 49762.45元/人，宁夏

仅为16277.79元/人；江苏省绿色食品有效用标数量

为2027个、宁夏仅285个。

④农村社会经济子系统。相对其他子系统，农

村社会经济子系统全国发展较为均衡，上海发展水

平最高，具有明显优势。以上海发展指数作为

100%，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甘肃、新疆等 6个省

（区）相对实现度小于 60%。贵州的相对实现度最

低，具体指标来看，贵州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

乡收入比为3.28，上海为2.25；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27825.04元/人，是贵州的（8869.10元/人）

的 3 倍之多。上海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

4.21%，贵州为60.37%，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上海为

表3 2004—2017年全国与各地区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排名及变化

Table 3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ranking and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various regions, 2004-2017

年份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全国

2004

综合指数

54.17

50.06

48.36

50.75

51.71

51.17

50.15

54.24

48.53

52.25

47.65

43.84

43.30

45.14

49.89

44.34

42.53

42.42

42.02

39.42

40.12

45.79

45.25

42.30

42.06

43.88

49.41

48.42

46.51

49.94

51.09

46.62

排名

2

9

15

7

4

5

8

1

13

3

16

23

24

20

11

21

25

26

29

31

30

18

19

27

28

22

12

14

17

10

6

2017

综合指数

66.06

66.68

68.83

61.49

71.79

66.00

69.98

78.11

62.43

78.17

66.70

67.65

63.90

59.78

75.75

64.57

65.06

62.31

53.71

57.49

53.70

66.88

63.76

59.61

58.32

57.95

69.22

60.98

61.33

66.49

66.08

65.23

排名

14

11

7

22

4

15

5

2

20

1

10

8

18

25

3

17

16

21

30

29

31

9

19

26

27

28

6

24

23

12

13

2004—2017

提升指数

11.90

16.63

20.47

10.74

20.09

14.83

19.83

23.87

13.90

25.93

19.04

23.81

20.60

14.63

25.86

20.23

22.54

19.89

11.69

18.07

13.58

21.09

18.51

17.32

16.26

14.07

19.81

12.56

14.82

16.55

15.00

18.61

排名变化

-12

-2

8

-15

0

-10

3

-1

-7

2

6

15

6

-5

8

4

9

5

-1

2

-1

9

0

1

1

-6

6

-10

-6

-2

-7

相对发展速率

0.64

0.89

1.10

0.58

1.08

0.80

1.07

1.28

0.75

1.39

1.02

1.28

1.11

0.79

1.39

1.09

1.21

1.07

0.63

0.97

0.73

1.13

0.99

0.93

0.87

0.76

1.06

0.67

0.80

0.89

0.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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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而贵州为25.21%。

⑤ 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农业生态环境子系

统中，各地区差异较小，呈现出各地区农业生态环

境子系统相对实现度均较高，将最高的重庆发展指

数作为 100%，广东与海南相对实现度不足 60%，与

全国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广东省最低为

43.22%，具体指标来看，广东省农药负荷水平 43.45

t/千 hm2，化肥负荷水平为 993.58 t/千 hm2，节水灌溉

面积比重为17.17%，均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4.3 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协调性特征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4]，本文将农业现代化子系

统协调度划分成5个等级，分别为优质协调、良好协

调、基本协调、低度协调与不协调，划分标准如表 5

所示。

4.3.1 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逐步协调发展

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协调

性稳步提升，协调指数由2004年的0.70上升到2017

年的 0.84；2004 年，农业现代化子系统间属于优质

表4 2017年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实现度

Table 4 Moderniza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bsystems in each region, 2017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全国

农业生产/%

42.26

55.03

63.66

57.54

96.75

49.10

82.03

100.00

37.74

47.24

44.94

57.13

59.37

50.54

53.83

62.26

53.78

55.48

36.26

60.03

44.11

43.15

48.81

54.62

55.16

68.96

74.42

62.34

60.03

80.96

85.23

56.26

农业经营管理/%

52.91

50.08

67.07

65.63

49.86

69.78

65.52

53.92

50.14

100.00

45.46

71.40

52.41

57.13

71.18

56.28

64.49

63.74

45.45

47.17

48.85

70.29

49.73

58.02

52.47

47.70

67.75

67.97

56.48

67.83

52.30

61.25

农业质量效益/%

47.15

49.40

58.91

33.68

48.00

58.13

51.15

80.43

57.63

100.00

71.79

75.60

71.80

60.44

97.42

61.39

72.18

68.34

69.03

46.35

61.28

57.56

65.45

39.54

44.97

29.92

46.89

37.21

37.75

36.57

51.53

59.53

农村社会经济/%

95.17

93.60

69.31

68.06

63.84

70.83

69.88

62.11

100.00

83.67

92.89

68.54

75.07

70.67

74.04

66.81

69.04

66.76

78.41

57.94

58.61

71.99

65.51

50.83

55.11

62.92

64.45

53.37

63.53

63.02

55.57

72.73

农业生态环境/%

99.66

88.19

87.85

87.58

91.66

89.04

79.71

83.49

73.45

72.74

81.27

69.69

60.61

63.39

86.40

76.20

69.32

60.18

43.22

74.68

57.61

100.00

90.84

97.64

84.93

78.26

93.26

87.31

90.68

83.62

79.37

7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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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0.8≤C≤1）的有 5个省（市、区），分别为江苏、

福建、江西、山东、湖南；至2010年，农业现代化子系

统协调指数处于0.8以上的有9个省（市、区），辽宁、

安徽、湖北与海南跻身优质协调，属于良好协调的

有9个省（市、区）；至2017年，属于良好协调及以上

（0.7≤C≤1）的共有22个省（市、区）（表6）。

4.3.2 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协调发展较好的地区，

农业现代化提升速度较快

对比表 3 各地区相对全国发展速率与排名变

化，可以看出，2004—2017年，排名显著提升、农业

现代化相对发展速率大于 1的地区，也是农业现代

化各子系统协调度较好的地区，如安徽、河南、湖

北、湖南等。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速率较高，农业

现代化发展较快，排名提升较多的地区，大多是农

业现代化各子系统协调发展较好的地区，如河北省

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协调度由 2004年的基本协调提

升至 2010 年的良好协调，2017 年跻身优质协调地

区。同时，河北省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速率为1.10，

全国范围内排名比2004年提升了8名。

4.3.3 个别地区存在低水平-高协调、高水平-低协

调的特征

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协调发展较好的地区，其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可能低。如海南省协调性

指数较高，2010和 2017年均属于良好协调，但是其

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较低，农业现代化

综合发展指数落后与其他地区。相对其他地区来

说海南省的可用农业耕地面积较少，农业发展的装

备水平较差，综合产出能力低，资源利用程度低，而

且海南省一直以旅游业作为其支柱产业，农业现代

化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未来海南省可以根据自然

条件发展现代旅游农业，协调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

产业，促进海南省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其农业现代化

各子系统协调发展有可能低。如内蒙古虽然农业

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协调指数低，2017

年内蒙古农业现代化各子系统属于低度协调。相

对于其他地区，内蒙古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粮

食主产区，连续多年增产增收。但其农业发展方式

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实现高产，乡村人口数庞大，土

地分散经营严重，加上农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程度

表6 各地区不同年份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协调指数

Table 6 Coordination index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bsystems in different years in each region

年份

2004年

2010年

2017年

协调指数

0.80≤ C≤1.00

0.70≤ C<0.80

0.60≤ C<0.70

0.50≤ C<0.60

0.00≤ C<0.50

0.80≤ C≤1.00

0.70≤ C<0.80

0.60≤ C<0.70

0.50≤ C<0.60

0.00≤ C<0.50

0.80≤ C≤1.00

0.70≤ C<0.80

0.60≤ C<0.70

0.50≤ C<0.60

0.00≤ C<0.50

地区

江苏、福建、江西、山东、湖南（5）

辽宁、吉林、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广东（7）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上海、广西、海南、重庆、四川、宁夏（11）

内蒙古、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7）

贵州（1）

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海南（9）

北京、河北、吉林、上海、浙江、河南、广东、广西、宁夏（9）

天津、山西、内蒙古、黑龙江、重庆、四川、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12）

贵州（1）

无

河北、辽宁、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9）

天津、山西、吉林、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13）

北京、黑龙江、上海、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8）

内蒙古（1）

无

表5 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le 5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ubsystems

协调度指数

0.80≤ C≤1.00

0.70≤ C<0.80

0.60≤ C<0.70

0.50≤ C<0.60

0.00≤ C<0.50

协调度等级

优质协调

良好协调

基本协调

低度协调

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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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层次浅，新型农牧业经营组织发育迟缓，导致其

农业生产子系统水平较高，农业经营管理子系统、

农业质量效益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较差，呈现出不协

调现象。未来内蒙古农业发展方式要以由消耗资

源追求高产转到推广绿色增产模式，粮食增长由依

靠物质投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

5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区域非均

衡性
5.1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区域差异

5.1.1 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发

展水平差异明显

从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来看，2004—2017 年，

中国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这和中国整体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是吻

合的。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对农

业现代化的投入不断加大。粮食连年稳定增产，农

林牧渔全面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成就显著。但

是，各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2017年，东北地区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最高，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

数为 71.36，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部地区

65.59；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分别为63.48、63.33。就

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提升幅度来看，东北地区提升

最多为19.51，以下依次为中部18.64，东部17.96，西

部提升最少为17.01（表7）。

5.1.2 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平与提升速

度存在差异

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子系统中，农业生产现代化

子系统差异较大，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子系统差异

最小。2017年，以差异最大的农业生产现代化子系

统为例，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指数（19.03）

最高，东部最低（11.97），发展指数差异为 7.06。东

北地区农业发展的资源禀赋优越，耕地面积大，人

均耕地面积位居全国前列，机械化水平高；而这些

方面恰恰是东部地区的短板，因此，东部地区农业

生产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平较低。

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

方面，都是东部最高，西部最低。农业质量效益现

代化发展指数东部地区 14.44，西部地区 9.52；农村

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指数最低西部与最高的东部

差距为 4.00。东部地区的地缘优势和经济发达优

势，使得东部地区在科技资源的投入,科技意识和科

技活动环境上都大大优于西部地区，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粮食单产

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农业产业发展较快，也使得

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经济相应发展较快。

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方面，西部发展指数最高

为 17.42，中部最低为 14.11；由于经济发展较落后，

表7 各区域主要年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

Table 7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dices of each region in selected years

地区

2004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7年

2004—2017年提升指数

地区

2004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7年

2004—2017年提升指数

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

东部

47.63

48.54

54.92

63.39

65.59

17.96

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发展指数

东部

7.94

8.51

11.77

14.83

14.44

6.50

中部

44.84

45.24

51.81

60.19

63.48

18.64

中部

7.33

7.89

10.62

12.33

13.06

5.73

西部

46.31

46.36

51.84

59.33

63.33

17.01

西部

5.53

5.81

7.30

8.87

9.52

3.99

东北

51.85

52.77

59.41

67.99

71.36

19.51

东北

7.44

8.15

10.16

12.40

13.34

5.90

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指数

东部

8.13

8.14

9.90

11.12

11.97

3.84

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指数

东部

10.85

11.27

12.69

14.53

15.32

4.47

中部

8.52

8.15

10.63

13.39

13.86

5.34

中部

8.46

8.86

10.34

11.97

12.75

4.29

西部

9.85

9.34

11.74

14.42

16.27

6.42

西部

7.65

8.05

9.36

10.80

11.32

3.68

东北

11.56

11.61

14.30

17.52

19.03

7.47

东北

9.38

9.57

10.85

12.09

12.62

3.24

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发展指数

东部

7.29

7.25

7.64

8.74

8.96

1.67

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发展指数

东部

13.43

13.36

12.92

14.17

14.92

1.48

中部

7.30

7.26

7.48

8.75

9.69

2.39

中部

13.23

13.08

12.74

13.75

14.11

0.88

西部

7.14

7.03

7.18

8.27

8.79

1.66

西部

16.15

16.13

16.25

16.97

17.42

1.27

东北

7.78

7.66

8.32

9.21

9.68

1.90

东北

15.70

15.78

15.78

16.77

16.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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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农药投入较低，而且西部较多地区缺水严重，

节水灌溉十分必要，因此，西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

较好；中部地区是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化肥农药投入较高，导致农业生态环境较差。

差异最小为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中部地区发

展指数最高 9.69，比最低（8.79）的西部高 0.90。党

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

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近年来各地

区都注重新兴农业经营体系，因此，地区差距较小。

从各个子系统发展水平提升幅度来看，农业生

产现代化从高到低依次是：东北地区（7.47），西部

（6.42），中部（5.34），东部（3.84）；农业经营管理现代

化依次是：中部、东北、东部、西部；农业质量效益现

代化依次是：东部、东北、中部与西部；农村社会经

济现代化是各区域提升较为均衡且提升较多的子

系统，最高（4.47）东部高于最低（3.24）东北地区

1.23。2004年以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国家对农业

农村的重视，以及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支农政策

措施的实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中反映出中国

农业现代化整体发展速度；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各

区域提升差异较小，提升指数均较少，东部最高为

1.48，中部最低仅为 0.88。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

中，农业的生态环境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

5.2 农业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原因

分析

5.2.1 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平最

低，提升速度最慢，贡献率不高

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现代化是制约其农业现代

化综合提升的关键因素。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现代

化的基础较弱，2004年在四大区域中最低，14年间，

其增长最为缓慢，2017年，与其他区域的差距进一

步加大，其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指数 11.97（东北地

区 19.03）。从贡献率来看，虽然近年来东部地区农

业 生 产 现 代 化 贡 献 率 上 升 ，由 2009—2012 年

12.60%增长至 2013—2017 年 23.42%，但与其他区

域比较，依然偏低（表8）。

具体指标来看，东部地区，人均农林牧渔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农林水事物支出占比、人均耕地

面积等具有较为明显的弱势。以人均农林牧渔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说，东部地区为1174.99元/人，

最高西部（2848.62元/人）是其2.42倍。农林水事物

支出占比东部为8.68%，最高东北地区为13.96%，差

5.28个百分点。人均耕地面积来说，最高东北地区

表8 各区域分时期各子系统贡献率

Table 8 Contribution rates of the subsystems in each region by time period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阶段

2004—2017年

2004—2008年

2009—2012年

2013—2017年

2004—2017年

2004—2008年

2009—2012年

2013—2017年

2004—2017年

2004—2008年

2009—2012年

2013—2017年

2004—2017年

2004—2008年

2009—2012年

2013—2017年

年均提升

指数

1.38

1.22

1.92

1.38

1.43

1.24

1.28

1.93

1.31

0.83

1.22

1.94

1.50

1.39

1.98

1.45

农业生产子系统

贡献率/%

21.38

24.98

12.60

23.42

28.68

22.85

17.12

26.08

37.74

28.76

20.21

41.75

38.27

28.99

36.62

35.63

农业经营管理子

系统贡献率/%

9.30

2.47

6.31

15.50

12.82

3.53

9.66

22.66

9.73

-2.11

13.18

15.99

9.76

3.77

-0.29

18.19

农业质量效益子

系统贡献率/%

36.19

63.26

40.60

8.26

30.75

60.92

34.02

22.96

23.45

41.94

33.31

18.36

30.22

49.97

35.85

29.41

农村社会经济子

系统贡献率/%

24.87

25.44

20.61

27.36

23.04

24.55

29.70

17.82

21.62

33.76

25.51

14.36

16.61

14.76

23.73

13.38

农业生态环境子

系统贡献率/%

8.26

-16.14

19.87

25.46

4.72

-11.85

9.50

10.47

7.45

-2.36

7.78

9.54

5.14

2.51

4.08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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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亩/人）是东部（0.22 亩/人）的 6 倍。东部地区

农业生产现代化提升较慢，加强对农业的财政支持

是其加快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主要方面。

5.2.2 中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

平最低，提升速度最慢，贡献率低

中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进

一步提升。2004—2017 年间中部地区农业生态环

境发展指数仅提升0.88。而且2004—2008年，中部

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贡献率为负；2017年，

中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在各区

域中最低。

2017年中部地区农药负荷水平达19.37 t/千hm2

（西部仅为 6.18 t/千 hm2）；化肥负荷水平达到

554.34 t/千 hm2（西部为 334.05 t/千 hm2）。主要原因

在于中部地区大部分属于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功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粮食

主产区追求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产量的提升主要

依靠化肥和农药的施用，因此，农药、化肥的投入较

高，使得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提升速度缓慢。

5.2.3 西部地区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

平低，提升速度慢，近年来贡献率偏低

西部地区农业质量效益发展水平是其农业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短板。2017年，该子系统的发展

指数为 9.52，而东部为 14.44。而且提升速度最慢，

为3.99。西部大部分地区生产条件差，耕作粗放，农

作物单产低下，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资源的消

耗以实现数量增长。西部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

式已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的需求，农业质量效益现代

化亟待提升。

5.2.4 东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子系统发展水

平偏低，提升速度较慢，贡献率最低

东北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略高

于西部，与东部有较大差距，该子系统在整个考察

期内对农业现代化的贡献率最低（16.61%），至

2013—2017 年贡献率依然最低，长此以往，与其他

地区的差距将继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下岗大

潮开始至今的东北地区经济衰退，对东北地区农村

社会经济影响较大。2017年，东北地区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 13120.69 元/人（东部地区为 19094.78

元/人）。而且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较好，因此，无

论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东北 21.80%，东部

9.91%）还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东北 30.30%，

东部 19.90%）都较高，也导致其对农业现代化的贡

献率较低。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选择科学方法，测算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而且分时期、分地区、分区域

进行考察，通过层层梳理，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各个

子系统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对农业现代化的贡献

率以及带动作用。主要有以下结论：

（1）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时间特征来看：

2004—2017 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发

展速度近年来逐渐加快；各个子系统在不同阶段对

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贡献率及带动作用差异显

著。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空间特征来看：2004—

2017年，全国以及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步

提升，但是发展水平与提升速度差异明显。

（2）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区域空间特征与制约

因素来看：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最高，以

下依次是是东部、中部、西部。各区域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制约因素也不同，东部地区是农业生产现代

化发展水平，中部地区是农业生态环境现代化发展

水平，西部地区是农业质量效益现代化发展水平，

东北地区是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

6.2 政策建议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为

补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领域短板，加快实现

农业现代化步伐，必须要正视农业现代化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各地区要充分认识自身特

点，合理规划发展路径，决策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1）促进农业现代化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统

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研究全国农业现代化的

时间特征发现，农业经营管理子系统与农业生态环

境子系统对农业现代化的贡献率较低。因此，加大

对职业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业劳动者文化素

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农村第三产业发展，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逐步提高农业经营管理

子系统贡献率。继续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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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农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节水灌溉，践行绿色兴农

策略，坚持减肥、减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改变传

统旧思路，实现农业提质增效，推进农业生态环境

现代化发展，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

（2）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补齐四化短板；打破

地域间农业现代化要素流通障碍，形成紧密协同的

发展局面。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坚持中国特色新

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放在突出的

位置，建立完善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经营体系、质

量保障体系、资源保护体系，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

水平，实现四化同步发展。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农

业制度和资源禀赋的变化，不仅要注重地区内部农

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等之

间的协调发展，更要从制度安排上打破地域间要素

流通的障碍，建设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地区发展

体系，全面提高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3）强化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势，补齐区

域发展短板，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东

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较好、经济发展水平高

且增长稳定的优势，加大人均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

资和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着重提高农业生产现

代化水平，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中部地区要充分

利用农业要素资源较为丰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

优势，大力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农业和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最为关键

的是，减少化肥、农药施用以提升农业生态环境现

代化发展水平；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农业生态环境

的良好基础，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快农业转型升

级，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效益优先战略，推进

农业现代化实现；东北地区具有较好的农业生产资

源条件，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激发农村社会经

济的活力，提高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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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non-
equilibrium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Xiaoning, XIN L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s very disadvantageous to the comprehensive realiz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imbala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is paper, from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management,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social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ve dimensions to buil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y using

vari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determining the weight to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n 2004- 2017 to measure and evaluatio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 and time

and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From 2004 to 2017,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various regions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peed of

improvement is obvious. (2) The contribution rate and driving effect of each subsystem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tages, resulting in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each

region; (3)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the main factors in

2004- 2017: the eastern region to the low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bsystem development, the central region the low level of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bsystem in the western reg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quality benefit subsystem development level is low, the rural social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subsystem development level is low.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from 2004 to 2017,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but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eading to

different regional constraint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realiz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non- equilibrium;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system coordination index; relative developme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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