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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基于对我国�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的系统认识,综合运用指标分解法、层次分析法、期望值法和

综合值法,构建了尽可能全面反映农业生产能力、社会服务水平、生态保障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经济

贡献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了 2006 ! 2008 年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最后结合东

部地区�一村一品 发展效果明显优于中部、西部地区的结论及其影响因素, 提出了各级政府应加强规划引

导、完善调查统计工作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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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村一品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 1]。20 世纪 80年代中期

以来,我国各地深入挖掘和充分发挥地方独有的自

然资源、传统文化、生态和区位等优势, 积极培育具

有鲜明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品和主导产

业
[ 2]
。进入 21世纪, 国家对发展�一村一品 高度重

视,各级农业部门也加大了对�一村一品 的扶持力
度,各地�一村一品 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目前,

�一村一品 已经成为促进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产业支撑
[ 3�4]
。为了全面衡量我国� 一村一品 发展

效果,准确把握东、中、西部地区�一村一品 发展态
势,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进
行评价十分必要。然而, 国内相关领域学者和机构

对�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的研究刚刚起步、系统性较
差,还没有开展�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研究。本

文综合运用指标分解法、层次分析法、期望值法和综

合值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模型, 对 2006 !

2008年除西藏以外的我国其他 30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进行评价和分析, 为国家

和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推进�一村一品 向纵深
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的基本评价方法

国内外学者和机构通常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借

助指标加权法进行综合评价。考虑到�一村一品 发
展成效涉及农业生产能力、社会服务、生态保障、农

民收入和农村经济贡献等指标, 且指标构成和影响

因素具有明显的层次关系,本文借助指标分解法得

出单项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选取期

望值法计算指标实现程度,采用综合值法进行综合

评价
[ 5�6]
。

指标分解法的基本思路是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

析相结合,从最容易感知的定性因素入手确定表征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的大类指标, 依据定量化原则

将各个大类指标分解为若干亚类指标, 基于样本数

据的可获得性确定能够表征各个亚类指标的单项指

标。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村一品 发展
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基于每一个指标支

配的下一层指标构建同级指标的两两判断矩阵, 计

算各个评价指标在各自层面的权重, 通过逐级计算

得出单项指标相对于�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的总排序
权值。

期望值法的基本思路是采取历史统计和专家预

估方法,给出各单项评价指标期望达到的结果(也就

是目标值) , 利用样本数据计算单项指标实际值, 单

项指标实际值占期望值的百分比即为单项指标评价

值。

综合值法的基本思路是将单项指标评价值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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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权值相乘, 计算单项指标对应�一村一品 发展
成效的评价值, 然后将所有单项指标相对于总体成

效的评价值进行累加, 即可得出�一村一品 发展成
效综合评价值。

2 �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

� � 就政府宏观决策而言,是否支持和鼓励�一村一
品 发展, 主要考虑其对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经

济增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积极影响。

遵循系统性、独立性、操作性、通用性和地域性原

则[ 7] , 选择综合生产能力、社会服务水平、生态保障

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经济贡献 5个大类指标

评价我国�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 [ 8�9]。

2� 1 � 反映综合生产能力的指标
通过发展�一村一品 培育主导产业, 能够提高

农民的知识素质和专业技能, 加大单位面积土地吸

纳的技术、装备、资金和信息等要素, 实现�一村一
品 运动与现代农业组织发展的协同互促,促进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衡量指标有:

∀主导产业生产效率。该指标由主导产业的劳动生

产率和土地综合产出率来衡量, 前者能够反映从业

人员的劳动熟练程度、掌握的专业技能及其应用效

果、生产过程和组织管理水平,后者能够反映农业生

产资料投入的集约化程度和效能。 #农产品生产基
地建设水平。该指标由专业村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面积与所在区域耕地总面积的比值来衡量。 ∃农业
产业化经营水平。该指标反映主导产业从业农户的

组织化程度,体现了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

的高低,由与龙头企业对接专业村比率、建有农产品

批发市场专业村比率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专业村比率来衡量。

2� 2 � 反映社会服务水平的指标
发展�一村一品 能够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通过

打造地方特色品牌获得社会认可、扩大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提高主导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社会化服务水平的衡量指标有: ∀ 品牌农业发展水
平。该指标反映了有特色、价值高、影响力大的品牌

产品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满足和从业农户收入需求

满足的保障水平,由拥有注册商标专业村比率、获得

省以上名牌产品专业村比率和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专业村比率来衡量。# 创汇农业带动水平。该指
标反映主导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外向程度, 由创汇

农业比重和主导产品创汇占农业创汇的份额来衡

量。

2� 3 � 反映生态保障水平的指标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量化程度, 生态保障

水平指标由农产品安全生产水平指标来替代。随着

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人

们对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一村一品 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 拥

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机食品认证生产基

地的专业村所占比率越高, 表明所施用的农药、化肥

等化工产品越少, 农产品安全生产水平越高,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程度越小。因此,农产品安全生产水平

指标可以由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专业村比率、绿色农

产品认证专业村比率和有机食品认证专业村比率来

间接衡量。

2� 4 � 反映农民收入水平的指标
农民是培育主导产品和主导产业、推进�一村一

品 发展的决策主体,决定了�一村一品 发展的核心
目标就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鉴于衡量口径存在差

异,农民收入由以下指标来衡量: ∀主导产业从业农
户收入水平。该指标反映农户用于主导产业再生产

的投入水平,由主导产业从业农户人均纯收入和主

导产业从业农户人均纯收入倍数(主导产业从业农

户人均纯收入与所在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来衡量。# 专业村农民收入水平。该指标反映专业
村农民平均收入水平, 这些收入或者来自主导产业、

或者来自主导产业带动下的关联产业, 由专业村农

民人均纯收入和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倍数(专业

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所在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

值)来衡量。

2� 5 � 反映农村经济贡献的指标
通过因地制宜地创新和推广�一村一品 发展模

式,示范、吸引和带动更多的专业村和劳动者参与发

展�一村一品 ,能够促进农村经济收入增长。�一村
一品 对农村经济贡献的衡量指标有: ∀辐射带动范
围。该指标反映�一村一品 发展模式在特定区域的
推广和普及程度、专业村主导产业吸纳劳动力的多

寡,由专业村占村庄总量的比例和主导产业从业人

员数占乡村从业人员数的比例来衡量。# 收入贡献
水平。该指标反映�一村一品 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农
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贡献, 由主导产业总收入占专业

村农村经济总收入的份额、专业村经济收入占农村

经济总收入的份额来衡量。

在明确�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指标的基础
上,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各项评价指标权值, 构建

了由 5个大类指标、10个亚类指标和 22个单项指标

构成的�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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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大类指标 亚类指标
单项指标

指标 单排序权重 总排序权重

综合生产能力

( 0� 2383)

主导产业生产效率( 0� 2089)
主导产业劳动生产率 0� 6364 0� 0317

土地综合产出率 0� 3636 0� 0181

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水平( 0� 3338) 农产品生产基地比例 1� 0000 0� 0796

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0� 4573)

与龙头企业对接专业村比率 0� 3879 0� 0423

建有批发市场专业村比率 0� 1423 0� 0155

成立专业合作组织专业村比率 0� 4699 0� 0512

社会服务水平

( 0� 1666)

品牌农业发展水平( 0� 7778)

有注册商标专业村比率 0� 3313 0� 0429

获得省以上名牌产品专业村比率 0� 2894 0� 0375

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业村比率 0� 3793 0� 0491

创汇农业带动水平( 0� 2222)
专业村创汇农业比重 0� 5745 0� 0213
主导产品创汇占农业创汇的份额 0� 4255 0� 0158

生态保障水平

( 0� 1113)
农产品安全生产水平( 1� 0000)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专业村比率 0� 4600 0� 0512

绿色农产品认证专业村比率 0� 3189 0� 0355

有机食品认证专业村比率 0� 2211 0� 0246

农民收入水平

( 0� 2640)

主导产业从业农户收入水平

( 0� 5556)

从业农户人均纯收入 0� 7143 0� 1048

从业农户人均纯收入倍数 0� 2857 0� 0419

专业村农民收入水平( 0� 4444)
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0� 7778 0� 0913

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倍数 0� 2222 0� 0261

农村经济贡献

( 0� 2198)

辐射带动范围( 0� 5745)
专业村占村庄总量的比例 0� 7143 0� 0902

专业村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 0� 2857 0� 0361

收入贡献水平( 0� 4255)
主导产业收入占专业村经济收入的份额 0� 4444 0� 0416

专业村经济收入占农村经济收入的比例 0� 5556 0� 0520

� �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大类指标和亚类指标占各自上级指标的权重。

3 �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及结果分析

3� 1 �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单项指标期望值
利用农业部发展一村一品办公室提供的

%2006 ! 2008年度全国一村一品发展情况统计调查

数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 2007 ! 2009)、%中国农

村统计资料&( 2009)、%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
料汇编(农村卷) &提供的相关数据, 分别计算出了

2006 ! 2008年我国�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的 22项评

价指标实际值。参考�一村一品 发展效果较好地区
各项指标的实际状况, 测算出了未来 22项单项指标

能够实现的期望值,见表 2。
表 2� 我国�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单项指标的历史值和期望值

序号 单项指标
历史值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期望值

1 主导产业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1� 93 2� 1 2� 17 4

2 土地综合产出率(万元/公顷) 12� 29 13� 50 13� 30 35

3 农产品生产基地比例( % ) 3� 42 4� 02 4� 41 8

4 与龙头企业对接专业村比率( % ) 40� 82 40� 67 40� 38 70

5 建有批发市场专业村比率( % ) 17� 51 17� 75 16� 59 30

6 成立专业合作组织专业村比率( % ) 43� 96 49� 50 49� 39 70

7 有注册商标专业村比率( % ) 26� 57 25� 31 26� 06 50
8 获得省以上名牌产品专业村比率( % ) 10� 06 9� 18 9� 42 20

9 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业村比率( % ) 7� 25 7� 67 8� 12 15

10 创汇农业比重( % ) 3� 54 1� 85 2� 45 10

11 主导产品创汇占农业创汇的份额( % ) 7� 94 4� 18 5� 43 15

12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专业村比率( % ) 26� 81 27� 92 27� 42 50

13 绿色农产品认证专业村比率( % ) 10. 70 10. 68 11. 63 20

14 有机食品认证专业村比率( % ) 3� 73 3� 66 4� 19 10

15 主导产业从业农户人均纯收入(元/人) 5134 5710 6246 15000

16 主导产业从业农户人均纯收入倍数 1� 43 1� 38 1� 31 2

17 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4607 5085 5683 12000

18 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倍数( ) 1� 28 1� 23 1� 19 1� 75
19 专业村占村庄总量的比例( % ) 6� 48 6� 80 7� 17 20

20 专业村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例( % ) 33� 92 9� 00 9� 41 20

21 主导产业收入占专业村经济收入的份额( % ) 55� 33 56� 68 53� 11 70

22 专业村经济收入占农村经济收入的比例( % ) 5� 00 5� 02 5�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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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各地区�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结果分析
利用除西藏以外的我国其他 3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 一村一品 发展的初始数据, 计算得出

2006 ! 2008年各地区�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结
果,见表 3。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我国各地区� 一村
一品 发展水平和效果很不均衡, 个别地区(尤其是

北京、上海和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个别单项指标

实际值已经超过了期望值。为避免该类指标干扰评

价结果,在测算单项指标实现程度过程中,将该类指

标评价值计为 1。

表 3� 2006 ! 2008 年我国各地区�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综合值

地区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北京 58. 14 64. 46 58. 06

天津 52. 28 49. 89 55. 60

河北 52. 68 55. 28 59. 20

山西 37. 02 38. 52 39. 67

内蒙古 56. 81 55. 76 53. 83

辽宁 56. 45 59. 77 58. 47

吉林 52. 32 47. 47 48. 76

黑龙江 65. 08 61. 48 65. 60

上海 63. 06 64. 53 51. 86

江苏 65. 62 64. 21 69. 22

浙江 53. 19 58. 00 59. 56

安徽 50. 37 52. 23 55. 66

福建 53. 05 55. 74 55. 87

江西 52. 94 55. 19 56. 39

山东 56. 29 56. 93 55. 99

地区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河南 47. 11 43. 73 49. 30

湖北 55. 63 58. 16 57. 83

湖南 52. 02 52. 66 53. 38

广东 43. 40 42. 66 42. 47

广西 39. 80 36. 96 40. 64

海南 23. 52 31. 59 32. 90

重庆 46. 99 44. 54 46. 09

四川 50. 95 51. 46 53. 15

贵州 31. 13 34. 26 35. 33

云南 35. 54 33. 85 33. 15

陕西 41. 69 44. 57 48. 43

甘肃 38. 54 39. 90 40. 67

青海 29. 37 27. 28 37. 59

宁夏 62. 90 64. 03 63. 93

新疆 48. 65 49. 52 56. 32

� � 按照�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综合值 (以 A 表示)

大于等于 55、小于 55且大于等于 40、小于 40, 将 30

个地区分为 3个梯队, 各个梯队发展成效评价综合

值的平均值、相应地区及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

见表 4。

由 2006 ! 2008年我国各地区� 一村一品 发展
成效评价结果分析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体而言, 东部地区� 一村一品 发展效果明

显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第一梯队中,

2006 ! 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数量比依次为 5∋ 2

∋ 2、8∋ 3∋ 2、8∋ 4∋2。这说明,与山地丘陵等经济

相对落后和农业资源贫瘠地区相比, 农业资源丰富、

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发展�一村一品 的效果好、
水平高。

2) 2007年我国�一村一品 发展整体成效大幅
度提高, 东部地区效果增加尤其显著。在第一梯队

新增省份中,浙江、福建、河北处于东部地区,江西处

于中部地区,四者均具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所

在区域农业资源相对丰富、交通区位条件优越等特

征。

3) 2008年我国�一村一品 处于稳定调整状态,

各地区发展成效之间的差距相对缩小。受国际金融

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冲击影

响,北京和上海两个国际化大都市的�一村一品 发
展成效大幅度降低, 辽宁、山东、广东三个沿海省份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明显降低。第一梯队的江苏、
天津、新疆, 第二梯队的陕西、河南及第三梯队的青

海等地�一村一品 发展效果增长幅度较大。

表 4� 2006! 2008 年我国各地区� 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价结果分析表

比较项目 第一梯队( A(55) 第二梯队( 40 ) A< 55) 第三梯队( A< 40)

2006年

数量/均值 9/ 60� 00 14/ 49� 83 7/ 33�56

东部地区 江苏、上海、北京、辽宁、山东 浙江、福建、河北、天津、广东 海南

中部地区 黑龙江、湖北 江西、吉林、湖南、安徽、河南 山西

西部地区 宁夏、内蒙古 四川、新疆、重庆、陕西 广西、甘肃、云南、贵州、青海

2007年

数量/均值 13/ 59� 50 10/ 47� 87 7/ 34�62

东部地区 上海、北京、江苏、辽宁、浙江、山东、福建、河北 天津、广东 海南

中部地区 黑龙江、湖北、江西 湖南、安徽、吉林、河南 山西

西部地区 宁夏、内蒙古 四川、新疆、陕西、重庆 甘肃、广西、贵州、云南、青海

2008年

数量/均值 14/ 59� 12 11/ 48� 05 5/ 35�73

东部地区 江苏、浙江、河北、辽宁、北京、山东、福建、天津 上海、广东 海南

中部地区 黑龙江、湖北、江西、安徽 湖南、河南、吉林 山西

西部地区 宁夏、新疆 内蒙古、四川、陕西、重庆、甘肃、广西 青海、贵州、云南

4 �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综合运用指标分解法、层次分析法、期望值

法和综合值法, 构建了我国�一村一品 发展成效评
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体系。应用结果表明, 所构

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可

操作性的特点。评价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一村一
品 发展效果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农业资源丰度和交通区位条件对�一村
一品 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

等带来的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冲击是开放程度高的地

区发展�一村一品 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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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村一品 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整体

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推动� 一村一品 又好又快发
展,既需要各地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 一村一品 规
划引导和发展情况统计调查工作,又需要决策者和

实践者深入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 分析和

找准影响我国�一村一品 发展的规律性和全局性的

问题,提出兼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和措施。

具体建议如下: ( 1)建议各地政府在中央的统一规划

和部署引导下, 正确认识本地区的资源和区位特色、

自然和生态优势、产业布局特点,系统分析国内外农

产品市场供求变化和潜在风险, 找准主导产业和主

导产品培育的切入点,科学制定和有效落实本地�一
村一品 发展规划, 促进专业村的特色产品优势, 向

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的块状或带状经济转变, 形

成�村域经济∗镇域经济 ∗县域经济∗区域经济 圈
层扩散式发展路径

[ 10]
。( 2)建议各地农业部门结合

目前使用的�全国一村一品发展情况统计调查指标
体系 ,适当考虑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农
业资源和区位特色差异, 不断改进和完善本地的�一
村一品 发展情况统计调查指标体系, 同时, 加强对

本地�一村一品 成功案例、面临的新情况和问题的

解析工作,既有利于提高统计结果的科学性和全面

性,又增强了分析结论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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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Zhang M in, Yang Yantao, Yang Genquan, Qin Fu
( Inst 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 ent , Chin ese Academy of Agricul tu ral S cien ces ,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 e systemat ic cognit ion of the developm ent ef fect iveness of China's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 and applying the meth ods of

index decomposit ion, AH P, expectat ion law and com posite index, thi s paper const ruct s the evaluat ion index sys tem w hich reflect s the level of ag�

ricultural product ion capacity, s ocial service, ecological security, f arm er income, rural economic cont ribut ion as much as p os sible. It evaluates the

d evelopment ef fect ivenes s of China's One Vil lag e On e Produ ct for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 ies and autonomou s r egions f rom 2006 to 2008. Ac�

cording to the prel iminary conclusion th at is th e developm ent effectiveness of "One Vil lage One Produ ct" on the eastern region is bet ter than that

on the cent ral and w es tern region s, as w ell as the analysis on inf luence factors, it m ak es s om e recommendat ions for local governmen t f rom the

perspect ive of plann ing gu idance and impr oving su rvey qu ali ty.

Key words: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 developm ent ef fect iven ess ; evaluation; p rofessiona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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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Chen Wan1 , Xie Fuji2

( 1. Managemen t School, Fuzhou Un iversity, Fuzh ou 350002, China;

2. Antai College of Econ om ics and Managem ent , Shanghai Jiao T ong U niver sity, Shanghai 200052, Ch ina)

Abstract: Th is paper mak es a research review f rom th e follow ing aspects: em erging technology man agemen t, and the relation ship betw een ur�

banizat 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then it puts forw ard some proposit ions th at can b e further explored aroun d

th ree r elated th emes, namely regional cooperat ive development , the evolut ion of urban space and new energy technology sharing, w hich is mean�

in gful to look for key routes and cont rol variables of regional en ergy consumpt ion in the proces s of urbanization .

Key words: urbanizat ion; new energy technology; em erging technology man 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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