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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晨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一、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

特征

（一）以农业绿色发展为引领

农业绿色发展以低碳生产、

经济增速、安全供给为主 要特

征，意味着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

为农产品供给质量和农业市场竞

争力的优势，增加农业收益和提

高农民收入，从而实现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延续和深化，成为有利

于环境保护、保障农产品数量与

质量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二）以农业质量提升为核心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实

现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以

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为核

心，实现由数量农业向质量农业

转变。既要不断强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实现量高质优的农产品供

给体系，也要通过科技、平台、

人才等各种资源综合利用与培

育，实现农业新消费需求与农业

高质量产品的有效匹配。

（三）以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建设为抓手

集约化、分工化、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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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是农业高质量生产经营

体系建设的核心重点，即通过技

术、资源投 入，减 少每单位产

品劳动耗费，通过专业化分工合

作，实现农业效率提升，通过规

模化组织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与效益提升，通过强化农业整体

流程社会参与化，实现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社会共享。

（四）以数据科技赋能为动力

通过大数据可以全方位、立

体化的展现出农业生产的全过

程，明晰农业生产以及农业经营

中的发展潜力，实现对于产量、

产能、效率等方面的精准预测，

新时期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数据

赋能科技创新为动力，依靠数据

驱动，发挥要素耦合效应，逐步

步入绿色、安全、高效、集约的

农业高质量发展道路。

（五）以产业多元融合为目标

产业多元融合是推动农 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也是实

现农业增效的助推器，深入推进

农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深度融合，能够积极促进

农业及农村资源的优化重组，能

够通过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积极引

导创新要素与创新模式在农业生

产、经营的集聚。

二、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

体系构建

（一）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在完善农业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时，应当遵循以下原

则 ：一是全面系统性原则，应全

面考量，全方位、多层次选取反

映各层面的具体评价指标，以反

映各维度之间的协调程度。二是

客观科学性原则，各项指标必须

含义明确，概念清晰、不含糊、

无歧义，指标体系的设计要逻辑

严密。三是公平可操作性原则，

指标具有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

指标数据选取要具有代表性和可

比性。四是区域特色原则，既要

反映出我国农业自身特征，也要

体现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新要求。

（二）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INDUSTRY 产经 2020 08



42

土地资源质量水平
耕地保有量
耕地后备资源比重
土地整理面积
农业生产节水灌溉率
农村沼气使用率
复种指数
农业环保能源使用强度
单位增加值能耗率
农业环境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耕地面积用电量
农用薄膜使用率
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
单位耕地面积增加值
劳均粮食产量
劳均肉奶蛋鱼产量
耕地产出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
化肥投入强度
农产品出口量
农药投入强度
生物农药投入强度
农家肥投入强度
农产品品牌拥有率
农业机械化水平
机耕水平
机播水平
机收水平
农民合作社入社比重
家庭农场比重
专业大户比重
省级以上农业重点龙头企业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省级以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科研机构数
专利申请量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R&D 经费投入强度
人均农业科技人员配置率
农村信息服务人员占比
农村信息化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占农村全部基础设施投资比重
农业互联网批发市场占比
农业信息数据采集频率
农村宽带入户率
农业产值占比
农业从业人数占比
种植业结构指数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
乡镇农产品加工相关企业占比
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产值比重
乡村非农就业占比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农业电商经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高标准基本农田总面积 / 耕地总面积
常用耕地面积
耕地后备资源面积 / 耕地总面积
土地增加面积
农业生产节水灌溉总面积 / 耕地总面积
农村沼气使用总户数 / 农村总户数
农作物播种面积 / 耕地面积
( 风、电、太阳能 ) 使用量 / 能源消费总量
农业增加值 / 能源增加值
COD、总磷、总氮排放量之和
农村用电量 /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农用薄膜使用量 / 耕地面积
粮食产量／耕地面积
农业增加值／总耕地面积
总粮食产量／总劳动力
总肉奶蛋鱼产量／总劳动力
农林牧渔总产值 /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
农林牧渔总产值 / 乡村人口
化肥施用量 / 耕地总面积
农产品年出口额
农药施用量 / 耕地总面积
生物农药施用量 / 耕地总面积
农家肥施用量 / 耕地总面积
农产品品牌数量 / 农企数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总耕地面积
机耕面积 / 总耕地面积
机播面积 / 总耕地面积
机收面积 / 总耕地面积
入社农户数 / 农户总数
家庭农场总量 / 农户总数
专业大户总量 / 农户总数
省级以上农业现代化重点龙头企业数量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数量
省级以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数量
科研机构数量
专利申请数量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农业 R&D 经费投入 / 总投入
农业科技人员总数 / 农业总人口数
农村信息服务专业人员 / 农村总人数
农村信息化产业基础设施投资 / 农村全部基础设施投资
农业网络批发市场数 / 批发市场总数
农业信息数据采集次数 / 年
宽带接入户 / 农户数
农业产值 /GDP 总值
农业就业人数 / 总就业人数
种植业产值 / 农林牧渔业产值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 农林牧渔总产值
乡镇农产品加工相关企业 / 乡镇农产品企业总数
农业牧渔服务业产值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从事第一产业人员数 / 乡村劳动力总数）
( 休闲农业产值 + 乡村旅游产值 )/ 农业总产值
农业电商经营产值 / 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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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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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科

学内涵，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以适用农

业数据核算与地区间考核评比为

抓手，将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分为农业绿色发展、农业

质量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建

设、数据科技赋能评价、产业多

元融合五个宏观维度，涵盖农业

生产能力、利用能力、管理能

力、效用水平、支撑水平、创新

水平、一体化程度等十三个中观

维度以及若干个微观维度，同时

分别赋予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两

类属性，全方位、立体化、多角

度的构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

相对全面稳健可靠的农业高质量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1）

（三）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标准

在具体评价方法上，各项

评价指标不订立具体目标值，年

初对各地区上年度相关评价指标

进行数据采集、核准、汇总、计

算，因为各指标单位不统一，应

当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随

后对各个单项指标数据从高向低

进行排序，排名前 20% 为优秀，

可适当给予相应的激励性奖励。

三、农业高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下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重点

（一）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

水平，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建立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机

制，完善农业金融保险等政策。

充分利用农业新能源，积极推进

循环经济，提高沼气建设及使用

率，逐渐形成循环可持续利用与

发展的循环农业模式。积极开展

生物能源、生物农药的研究与开

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绿色循环

农业建设，实现农药、化肥利用

率与财政补贴反向挂钩模式，实

现农业资源有效减量。

（二）强化优势特色农产品

基地建设，实现农产品提质增效

加大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强

农业基础设施更新换代，依托地区

特色打造特色农产品示范基地。扩

大三品一标的供给逐年增加，在不

同地区采用不同的绿色农业生产模

式。推进品牌强农，在农业功能性

上进行品牌创造，如打造创意农产

品、新资源农产品等。

（三）强化装备设施与组织

化基础，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建设

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开发

并综合应用复合型的农用机械，

切实开展农田整治，完善灌溉设

施。提升农业经营规模，推动土

地经营权流转，积极培育多元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高标准农

田示范园建设，大力发展“互联

网 + 农业”，全力打造高质量农业

示范典型。

（四）依托大数据推动农业科

技创新，实现农业数据科技赋能

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与市场营

销人员深入农户、农田，对农民

进行技术培训与指导，以技术入

股分红，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

化应用能力。提高宽带入户率、

光纤接入率，提升农村和农民

对农业信息的需求欲望和应用能

力，利用大数据精准布局，引导

农业生产销售精准对接。

（五）加快农业产业链条延

伸，实现产业多元融合

依托农业基础与优势，培

育一批龙头企业，积极推动加

工业向前后延伸。促进农业与

休闲、旅游、体验等服务业深

度融合，实现全产业链深度融

合。建立农村产业多元融合领

导小组，积极推动利益联结机

制创新，形成多主体共享、多

业态共建、多机制共联的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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