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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的内涵出发 ,综合应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德尔菲法 ,构

建了包括 6 个二级指标、20 个三级指标、138 个四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 ,评价与分析了中国

大陆地区各省域 2005 年和 2006 年的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状况 ,并针对我国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弱、

地区差异大、排位变化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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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人口多、市场潜力大、发展相对滞后 ,

促进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 ,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

筹城乡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又是扩内需、保

增长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途径。中国各

省农村的发展差距大 ,按标杆管理 ( benchmarking

management)的思路进行相互比较 ,有利于总结与

交流经验 ,找出提高综合发展实力的路径与思路。

1 　评价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111 　评价方法选择与技术路线

国内农村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较多。

沈文华 1989 年提出了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平

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程度等 10 项反映农村发展水

平的统计指标[ 1 ] 。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日益重

视 ,农村竞争力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逐步成为一个

研究的热点。蒋凌燕与王克林将农村区域竞争力界

定为整体抵抗市场风险以及抗环境风险能力[ 2 ] ,认

为其具有综合性、相对性、可持续性、动态性、隶属

性、脆弱性、宏观调控性等特性[ 3 ] ,从市场、产业、环

境 3 个方面 11 个分量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湖

南省各地级市的农村竞争力进行评价分析[4 ] 。杨晓

光与樊杰从产出、增长、结构、市场化与影响力 5 个

方面构筑了一个包含 11 个二级指标的农村工业竞

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各省农村工业竞争力进行

评价[ 5 ] 。郑昭等人认为农村小城镇的竞争力由核心

的文化层、中间的制度层与外围的营销层所组成[6 ] 。

李喜梅从结构、生产水平与文化科技指标 3 个方面

构建了包含 15 个指标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

标体系 ,并进行分形分析[7 ] 。于平福构建了基于减

法聚类的模糊神经网络评价模型 ,依据 6 个评价指

标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8 ] 。王进等利

用因子分析法将 30 个相关指标归为宏观保障水平、

生态改善水平、农民营养水平、教育保障水平、资产

支持水平、灾害水平、工业化水平 7 个因子 ,并对各

省的排名进行分析[ 9 ] 。郑英宁等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法对全国 28 个省的农村公共服务效率进行了评价

与分析[ 10 ] 。这些评价指标体系考虑的因素比较少 ,

以主成分分析法来测算指标的权重时没有对权重的

合理性进行分析和说明 ,对数据的可得性与客观性

没有进行说明。本文从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

评价的特点出发 ,按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数据可

得性、可比性的原则 ,以层次分析法的思路构建评价

指标体系框架 ,综合应用因子分析法、德尔菲法与专

家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 ,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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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构建

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并不是争夺稀缺资

源的能力 ,并不强调省域之间的竞争性扩张与侵占 ,

而是一种基于全国 (未包括港澳台地区)标杆的综合

发展实力水平。它是涉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持续

发展能力 ,既需要考虑现在的发展水平、过去的发展

速度 ,还要考虑未来的发展潜力 ;它着眼于农村但并

不局限于农村 ,还需要考虑城乡差距及城乡之间的

协调 ;它是一个复杂的分析对象 ,涉及的影响因素众

多 ,需要选择大量指标 ,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

指标体系 ;它的表现形式多样 ,不仅涉及总量指标 ,

还涉及人均指标与增长率指标。

从省域农村综合发展实力的内涵与特征来看 ,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思路来构建评价模型比较适合。

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评价涉及到 138 项统计

指标 ,从计算科学性、运算方便性和决策参考性的角

度来看 ,将指标分成四级比较适合 ,目标层为省域农

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系数 (记为 Cd ) , 评价模型如式
(1)所示。

Cd = ∑
n

i = 1
∑
mi

j = 1
∑
l ij

k = 1
x d ij kλij kλijλi 。 (1)

式 (1)中 : Cd 为第 d 个省农村经济综合竞争力

系数 ; x di j k 为第 d 个省的第 i 个 2 级指标下的第 j 个

3 级指标下的第 k 个 4 级指标的值 ;λij k 为第 i 个 2

级指标下的第 j 个 3 级指标下的第 k 个 4 级指标的

权重 ;λij 为第 i 个 2 级指标下的第 j 个 3 级指标的

权重 ;λi 为第 i 个 2 级指标的权重。

从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的内涵延伸可以

得到农村经济基础实力、农业产业实力、农村人口、

资源与环境实力、农村经济发展支持保障能力、农村

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科学协调发展能力 6 个二级指

标 ,继续延伸得 20 个三级指标和 138 个四级指标 ,

具体如表 1 所示。

113 　指标标准化方法

为减少各指标量纲不同的影响 ,增加各个指标

之间的可比性 ,采取阀值法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进

无量纲处理 ,反向指标按 x d ij k =
X d ij kmax - X d ij k

X d ij kmax - X d ij kmin

进行计算 ,正向指标按 x d ij k =
X d ij k - X ij kmin

X ij kmax - X d ij k min
进行

计算。其中 , X di j k 为原始值 , x di j k 为标准化值。

表 1 　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二级指标

(6 个)
权重

三级指标

(20 个)
权重 四级指标 (138 个)

农村经济

基础实力

(15 个)

01 183

农村经济实力 0150

第一产业增加值 (0112)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01 11)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01 05) ;农村

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01 08) ;农村经济总收入 (01 12) ;农村经济总收入增长率

(0111) ;人均农村经济总收入 (0111) ;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107) ;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增长率 (01 11) ;人均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01 11)

农村经济结构 0150

农村投资结构优化度 (非农户投资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0119) ;农村投资投向结构优

化度 (非农投资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0119) ;农民收入结构优化度 (非农收入占农村

居民人均总收入比重) (01 22) ;农村支出结构优化度 (非农支出占农村居民支出比重)

(0120) ;农村就业结构优化度 (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农村总就业人员比重) (01 20)

农业产业

实力

(35 个)

01 147

种植业实力 0140

农业增加值 (0115) ;农业增加值增长率 (0110) ;人均农业增加值 (01 10) ;谷物及其他作物产

值 (01 17) ;粮食总产量 (0116) ;粮食人均占有量 (0112) ;棉花人均占有量 (0108) ;油料人均

占有量 (0111)

林业实力 0120

林业增加值 ( 0112 ;林业增加值增长率 ( 01 09) ;人均林业增加值 ( 0111) ;人均木材产量

01 11) ;人均人造板产量 (0110) ;人均锯材产量 (01 10) ;人均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 (0106) ;人

均当年造林面积 (0111) ;人均年末封山 (沙)育林面积 (01 11) ;人均当年苗木产量 (01 10)

畜牧业实力 0120

畜牧业增加值 (01 16) ;畜牧业增加值增长率 (0112) ;人均牲畜业增加值 (0116) ;主要牲畜年

末存栏数 (01 15) ;人均主要牲畜年末存栏数 (0113) ;人均肉类占有量 (01 18) ;人均奶类占有

量 (01 11)

渔业实力 0120

渔业增加值 (0113) ;渔业增加值增长率 (0106) ;人均渔业增加值 ( 01 11) ;水产品总产量

(0113) ;水产品总产量增长率 (01 05) ;人均水产品占有量 (0112) ;水产养殖面积 (0112) ;人

均水产养殖面积 (0109) ;渔船年末拥有量 (01 12) ;渔民户均渔船年末拥有量 (01 08)

农村人口、

资源环境

实力

(16 个)

01 165

农村资源

实力
0132

耕地面积 (01 20) ;人均耕地面积 (01 19) ;农村住户经营牧草地面积 (0119) ;农村住户经营山

地面积 (0115) ;人均可使用海域滩涂面积 (01 11) ;人均森林储积量 (0115)

农村生态

环境实力
0135

森林覆盖率 (0116) ;人均湿地面积 (0112) ;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反向指标)

(0118) ;农业自然灾害受灾人均面积 (反向指标) (01 18)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0117) ;除涝除

碱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0119)

农村人力

资源实力
0133

乡村劳动力资源数 (01 24) ;乡村劳动力占乡村总人口比重 (0120) ;乡村从业人员数占乡村

劳动力比重 (0127)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0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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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级指标

(6 个)
权重

三级指标

(20 个)
权重 四级指标 (138 个)

农村经济

发展支持

保障能力

(24 个)

01 182

支农投入

能力
0125

财政支农资金 (01 13) ;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 (0115) ;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比重 (01 16) ;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0116)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 01 13) ;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116) ;农林牧渔业生产服务支出占总产值比重 (01 12)

农村基础

设施能力
0125

农村人均发电量 (0109) ;农村人均用电量 (01 13) ;农区水电装机容量 (01 11) ;通汽车村数占

行政村比重 (0112) ;通电话村数占行政村比重 (01 12) ;自来水受益村占行政村比重 (01 11) ;

农村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数 (011) ;农村人均水库蓄水量 (0106)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比重

(0111)

农村科

教文能力
0125

农村大专以上劳动力比重 (01 28) ;农村万人文化机构数量 (0122) ;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

支出 (0128) ;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 (0123)

农村社会

保障能力
0125

农村社会救济 (01 29)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救济费 0129)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01 23) ;农村

老年收养性福利机构 (0119)

农村经济

发展水平

(30 个)

01 148

农村工业

化水平
0124

乡镇企业增加值 (0112) ;乡镇企业增加值增长率 (01 05) ;乡镇企业个均增加值 (01 07) ;乡镇

企业增加值占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01 09) ;乡镇企业利润总额 (0111) ;乡镇企业上缴税金

(0112) ;乡镇企业劳动者人均报酬 (0108) ;乡镇企业出口产品交货值 (01 12) ;乡镇企业固定

资产原值 (01 12) ;乡镇企业单位数 (0111)

农村经济

外向度

水平

0126

农产品出口总额 (0111) ;农产品出口增长率 (0109) ;人均农产品出口额 (0123) ;农产品出口

占农林牧渔增加值比重 (0123) ;农产品出口额占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 (0112) ;农村经济外

向依存度 (01 22)

农业市场

化水平
0127

粮食市场化率 (01 14) ;油料市场化率 (01 11) ;肉类市场化率 (01 12) ;奶类市场化率 (01 14) ;

蛋类市场化率 (01 13) ;蔬菜市场化率 (01 12) ;水果市场化率 (01 14) ;水产品市场化率 (0111)

农业机械

化水平
0123

农业机械总动力 (0112)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率 (01 09)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01 19) ;机耕

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 0121) ;机播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 ( 0119) ;机收面积占收获面积

(0119)

农村科学

发展能力

(18 个)

01 175

农业发展

方式
0125

农业劳动生产率 (0113) ;农村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01 16) ;农林牧渔业总费用占总收入比

重 (反向指标) (01 19) ;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 (反向指标) (01 12) ;农村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0117) ;农林牧渔业物质消耗占总产值比重 (0117) ;复播指数 (0107)

农村协调

发展能力
0136

农村住户人均年总收入与年总支出之比 ( 0117)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 (反向指标)

(0131)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比 (反向指标) (01 29) ;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比重 (0122)

农村生活水平 0139

农民人均总收入 (0116) ;农民人均纯收入 (01 16)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01 06) ;农村人均

消费水平 (01 16) ;农村住户人均年总支出 (01 16) ;农村住户人均年现金支出 (0116) ;农村人

均住房面积 (0113)

114 　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指标权重对评价结果影响很大 ,为尽可能减少主

观倾向 ,科学反映各指标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数据统

计分析与专家判断相结合 ,逐层确定权重。每一层级

的指标权重相对独立 ,权重之和为 1。具体按以下方

法确定权重 :对适合做因子分析的指标 ,用因子分析

中的特征根和指标系数绝对值的乘积来确定各指标

的权重。利用 2004 年至 2006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如

果数据的 KMO 检验值大于 015 ,则采用因子分析法

来确定指标权重 ,所选取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 0185

以上。按公式λi =
1
3 ∑

2006

2004

∑
m

j = 1

αij | λij |

∑
n

i = 1
∑
m

j = 1

αij | λij |

计算各

指标的权重。对不适合做因子分析的农村经济基础

实力、农业产业实力与农村经济发展支撑保障能力中

的三级指标权重 ,按德尔菲法 ,邀请 15 位专家确定。

所有权重确定后 ,向 28 位专家寄发征询意见表 ,回收

率为 100 %。结合专家意见对权重进行修正 ,最终确

定各指标的权重值 ,如表 1 所示。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211 　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客观性、可比性与可得

性 ,本文的数据均直接来自全国性的统计年鉴或依

据全国性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具体涉及的全国统计

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05 —2007) 、《中国农业

统计年鉴》( 2005 —2007)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05 —2007)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5 —

2007)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5 —2007) 。

212 　数据处理

将数据带入模型计算得到 2005 年与 2006 年省

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及其 6 个二级指标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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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如表 2 所示。

表 2 　2005 年、2006 年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评价与排名

省域
经济基础 农业产业

人口、资源与

环境
支持保障 发展水平 科学发展 综合实力 综合排名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2005 2006 变化

浙江 0166 01 67 01 3 01 27 0146 01 46 01 6 01 59 0156 01 47 0168 01 68 01552 01 537 1 1 0

江苏 0165 01 67 01 4 014 01 4 014 0159 01 59 0157 01 53 0157 01 58 01534 01 535 2 2 0

山东 0155 016 0153 01 52 0147 01 49 0145 01 44 0169 01 65 0148 01 48 01524 01 526 3 3 0

上海 0171 01 71 01 1 011 0135 01 36 0162 01 56 0145 01 42 0172 01 74 01506 01 497 4 4 0

广东 0158 01 63 0135 01 35 0143 01 43 0156 01 53 0136 01 29 0145 01 46 01461 01 456 6 5 1

北京 0161 01 56 0111 01 11 01 3 01 26 01 5 01 53 0161 015 0167 017 01474 01 454 5 6 ﹣ 1

河北 0146 01 49 0139 01 38 0146 01 44 0135 01 35 0151 01 45 0149 01 48 01444 01 434 7 7 0

辽宁 0138 01 44 0138 01 39 01 4 01 41 0145 014 0152 01 45 0149 01 49 01437 01 431 8 8 0

河南 0141 01 44 0148 01 48 0147 01 45 0137 01 37 0145 01 39 0143 01 44 01 43 01 427 9 9 0

江西 0135 01 41 01 3 01 28 0138 014 0135 01 38 0129 01 33 0149 01 49 01363 01 3861 15 10 5

天津 0145 014 0115 01 15 0132 01 37 0131 01 31 0142 01 48 0158 01 59 01377 0138578 14 11 3

福建 0146 01 46 0131 01 29 0135 01 37 0146 01 39 0127 01 24 0153 01 54 01404 0138577 10 12 ﹣ 2

湖南 01 4 01 43 0138 01 37 0143 01 41 0136 01 35 0126 01 22 0145 01 46 01383 01 375 11 13 ﹣ 2

内蒙古 0122 01 22 0147 01 45 0148 01 44 0129 01 32 0137 01 34 0148 01 45 01 38 01 3652 13 14 ﹣ 1

四川 0141 01 41 0138 01 36 0147 01 43 0134 01 33 0123 01 21 0145 01 44 01381 01 3648 12 15 ﹣ 3

湖北 0136 01 37 0136 01 35 0136 01 39 0133 01 31 0132 013 0141 01 43 01358 01 361 17 16 1

黑龙江 0116 01 16 0141 01 37 0144 01 44 0128 01 33 0144 01 41 0148 01 47 01362 01 358 16 17 ﹣ 1

吉林 0123 013 0141 01 39 0133 01 37 0131 01 32 0132 01 27 0146 01 48 01344 01 355 19 18 1

安徽 0133 01 38 0133 01 34 0141 01 41 0132 013 0132 01 28 0137 01 41 01347 01 355 18 19 ﹣ 1

山西 0136 01 39 0111 01 15 0129 01 35 0129 013 0143 01 47 0139 01 39 01314 01 344 22 20 2

广西 0131 01 36 0129 01 33 0142 01 41 0133 01 29 0116 01 14 01 4 01 42 01323 01 327 21 21 0

新疆 0121 012 0136 01 31 0134 01 33 0133 01 31 0142 01 42 01 4 01 37 01338 01 321 20 22 ﹣ 2

陕西 0132 01 36 0118 01 19 0137 01 38 01 3 01 34 0136 01 36 0128 01 28 01305 01 319 24 23 1

海南 0124 01 25 0131 01 29 0129 01 42 0126 01 22 0117 01 25 0147 01 46 01293 01 315 25 24 1

云南 0122 01 27 0128 01 28 0142 01 42 01 3 01 27 0119 01 17 0127 01 28 01281 01 283 26 25 1

重庆 0139 01 37 01 2 01 15 0141 01 39 0127 01 26 0118 01 14 0138 01 32 01 31 01 278 23 26 ﹣ 3

西藏 01 4 01 38 0122 01 24 0132 01 32 01 1 01 18 0109 01 16 0125 01 35 01234 01 273 31 27 4

宁夏 0127 01 25 0117 01 17 0122 01 21 0122 01 21 0141 01 36 0137 01 37 01276 01 263 27 28 ﹣ 1

甘肃 0128 01 32 0118 01 18 0133 01 28 0128 01 28 0122 01 19 0127 01 26 01262 01 255 29 29 0

青海 0132 01 29 01 2 01 19 01 3 01 22 01 2 012 0127 01 26 0132 01 32 01271 01 246 28 30 ﹣ 2

贵州 0128 01 35 01 2 01 19 0138 01 34 0124 01 24 0115 01 11 0125 01 21 01254 01 243 30 31 ﹣ 1

213 　数据分析

21311 　总体状况分析

从表 2 中的数据分析可知 :第一 ,中国大陆地区
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总体不高 ,有待于进一

步提高。2005 年平均得分值为 01372 分 ,2006 年平
均得分值为 01370 分 ,明显低于 015 的均值。这表

明大多数省份的大多数指标值都处于指标的中间值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中间值而非平均值) 以下 ,

向标杆省份学习并提高的潜力很大。第二 ,省域之

间的差距比较大。2005 年浙江的综合得分为
01552 ,西藏只有 01234 ,2006 年浙江的综合得分为

01537 ,贵州只有 01243 ,最高分均为最低分的 2 倍
多。这表明省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特别是东部与中

部、西部之间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第三 ,从标杆管
理的角度来看 ,在各省之间进行二级、三级指标的标

杆分析更能促进整体进步。即使排名第一的浙江省

2005 年与 2006 年的综合得分值也分别只有 01552、

01537 ,在许多地方还需要向其他省份学习 ,以进一

步提升自身的综合发展实力。
21312 　发展类型分析

用 K - Means 方法对 31 个省域的农村经济综
合发展情况进行聚类 ,聚成 5 类 ,类中心与各指标的

聚类显著性水平如表 3 所示。
第 1 类包括江苏与山东 2 省 ,综合发展实力类

中心为 015305 ,处于全国前列 ,6 个二级指标的得分

均处于全国前列 ,得分值差距不大 ,属于均衡发展型
省份。此类省份提升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的重点应在

继续保持均衡发展优势的基础上 ,大力提高持续发
展水平。第 2 类包括浙江、上海、北京 3 省市 ,综合

发展实力类中心点为 01 496 ,与第 1 类同处于全国
前列 ,但二级指标中虽然经济基础实力、支撑保障能

力、科学发展能力、发展水平指标较高 ,但人口、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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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实力处于中下水平 ,农业产业实力处于全国

后列。此类省市受耕地面积等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

的限制 ,农业产业发展受到限制 ,提升农村综合发展

实力应走非农化与精细化发展之路 ,通过城市和非

农产业快速发展的辐射带动农村经济 ,大力发展休

闲农业等既可以提高资源与环境质量 ,又可以增加

农业产值的现代化的农业产业。第 3 类包括广东、

河北、辽宁、河南、江西、福建、湖南、四川 8 省 ,综合

发展实力的类中心点为 014075 ,处于全国中等偏上

水平 ,6 个二级指标中人口资源与环境实力与农业

产业实力处于较高水平 ,经济基础实力、支撑保障能

力与科学发展实力处于中等水平 ,发展水平处于中

等偏下水平。此类省份具有较好的人口、资源与环

境条件以及农业产业基础 ,但农村发展水平有待于

进一步提高 ,提升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的重点为

通过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与加强支持保障能力建

设 ,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优势与农业产业优势转变为

经济基础实力 ,大力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第 4

类包括天津、内蒙古、湖北、黑龙江、吉林、安徽、山

西、新疆、海南 9 省 ,综合发展实力的类中心点为

013511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6 个二级指标中人口、

资源与环境实力 ,农业产业基础实力以及发展水平

处于中等水平 ,其他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类省

份提高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的重点是通过体制创

新与发展方式转变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 ,增强农村经

济基础实力。第 5 类包括广西、陕西、云南、重庆、西

藏、宁夏、甘肃、青海、贵州 9 省 ,综合发展实力类中

心点为 012763 ,处于最低水平 ,6 个二级指标中只有

农业产业不处于最低水平 ,其他均处于最低水平 ,但

人口资源与环境具有比较优势。此类省份提高农村

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的重点应是加强体制创新 ,按照

“比较优势”原则从人口资源与环境实力与农业产业

实力入手寻找适合本省发展实际的切入点 ,逐步提

高。

表 3 　类中心点与各省归类情况

指标类别 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第 4 类 第 5 类 F Sig1
综合实力 015305 01 4960 01 4075 01 3511 01 2763 561 362 01000

经济基础 0164 0165 0146 01 33 01 30 221 255 01000

农业产业 0146 0116 0136 01 31 01 21 81240 01000

人口资源与环境 0145 0136 0142 01 39 01 33 31189 01029

支持保障 0152 0156 0139 01 30 01 25 281 890 01000

发展水平 0159 0146 0132 01 36 01 21 91906 01000

科学发展 0153 0171 0148 01 45 01 31 311 661 01000

省域 江苏、山东
浙江、上海、

北京

广东、河北、辽宁、

河南、江西、福建、

湖南、四川

天津、内蒙古、湖北、

黑龙江、吉林、安徽、

山西、新疆、海南

广西、陕西、云南、

重庆、西藏、宁夏、

甘肃、青海、贵州

21313 　综合排名变化分析

　　2006 年与 2005 年相比较 ,排位上升的有 10 个

省 ,江西上升 5 位 ,西藏上升 4 位 ,天津上升 3 位 ,山

西上升 2 位 ,吉林、湖北、广东、海南、云南、陕西均上

升 1 位 ;排位保持不变的 9 省为浙江、江苏、山东、上

海、广东、河北、辽宁、河南、广西 ;排位下降的有 12

个省 ,四川、重庆下降 3 位 ,福建、湖南、新疆、青海下

降 2 位 ,北京、内蒙古、黑龙江、安徽、宁夏、贵州下降

1 位 ,如表 2 所示。总体来看 ,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

展实力的排名比较稳定 ,假定 10 名为一个区间 ,共

分成 3 个区间 ,综合排名跨区变动的省份不多 ,2006

年只有 4 个省 ,江西省第 15 位上升到第 10 位 ,山西

省由第 22 位上升到第 20 位 ,新疆由第 20 位下降到

第 22 位 ,福建由第 10 位下降到第 12 位。

综合排名是通过 6 个二级指标排名变化来实现

的 ,如图 2 所示。提高综合排名的途径有 2 个 ,第一

种是均衡提高型 ,普遍提高各 2 级指标的排名可以

大幅度提高总体排名 ,如江西省 2006 年经济基础实

图 2 　2005 —2006 年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

排位变动情况图

力、发展水平、支撑保障能力、科学发展能力分别只

比 2005 年上升 5 位、4 位、2 位与 1 位 ,农业产业实

力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实力保持不变 ,而总体排名

却上升了 5 位。第二种是重点突破型 ,通过大幅度

提升某项 2 级指标的排位来提高总体排位 ,效果虽

不如第一种明显 ,但对单方面特色明显的省份比较

适用。如海南省 2006 年人口、资源与环境实力与发

展水平实力排位大幅提高 ,在支持保障实力与经济

基础实力排位略有下降的情况下 ,总体排位仍上升
19

　　　　　　　　　　　　　　　　　　　　　　　　　　　　苏时鹏等 :中国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评价与分析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 位。

3 　结论与讨论

第一 ,综合应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德尔

菲法构建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评价指标体

系 ,基本上能将大量影响综合发展实力的因素考虑

进来 ,能基于国家级的客观统计数据真实反映各省

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水平 ,评价结果与各省的实

际情况基本相符。但由于缺乏国家级的权威统计数

据 ,部分重要影响因素没有考虑进来 ,如各省农村基

尼系数、休闲农业产值等 ,随着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的

日益完善需要逐步补充和修正。

第二 ,中国大陆地区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

力总体水平较低 ,且省域差距较大 ,通过评价并进行

省际比较交流来寻找发展的切入点 ,提升综合发展

实力 ,特别是对二级指标层面的比较与分析。当然 ,

评价只是找到了发展切入点 ,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二

级指标的约束因素和可变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提

高相关发展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 ,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具有较明显

的阶梯状分布特征 ,辽宁至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实力

水平相对较高 ,中部次之 ,西部相对较低 ,加强东西

区际协调至关重要。这既与各地的地理位置、资源

与环境条件有一定的关系 ,也与国家对东部地区较

早实施优惠政策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

第四 ,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排名总体上

比较稳定。这与缺乏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各省基

本上独自进行发展决策 ,未能专门就农村经济综合

发展进行评价、交流与学习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发

展实力评价比较与激励机制逐步建立完善 ,农村经

济综合发展领域的省际交流将会逐步活跃 ,各省的

排名变动将会更加频繁 ,最终将有助于提高各省农

村经济发展实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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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bil ities in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Su Shipeng1 ,2 ,Zhang Chunxia2 , Huang Ansheng2 , Huang Senwei2

(11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part ment ,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2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 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 According to t he connotation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 provincial level ,t his paper const ruct s t 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isting of 6 second level indexes ,20 t hird level indexes and 138 fourt h level indexes t hrough using t he met hod of A HP ,factor analysis

and Delphi ,and t hen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 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provinces in China mainland in 2005 and 20061 And

it discusses t he questions such as weak capabilities ,great regional gap and lit tle rank changes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in China

mainland1

Key words : provinc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bility ;factor analysis ;cluster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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