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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时空演变与区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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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农业强省是实现农业强国的有力抓手。通过构建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分

析了 2011—2021 年我国及其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并运用 Moran’s I 指数和 Dagum
基尼系数探讨了我国各地区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2011—2021 年中国

及其四大区域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均逐年上升，中部增长率居首，形成中部 > 东北 > 东部 > 西部的格局。2）农

业绿色发展、农业经营体系、农业供给保障、农业科技装备和农民生活水平 5 个维度是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提升

的主要动力，而农业产业竞争力和农业产业韧性 2 个维度则是当前农业强省建设中的短板，且 7 个维度在四大

区域的变动趋势相似但建设水平差异显著。3）我国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特征，呈现“高—

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但空间集聚分化现象呈加剧趋势。4）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总体差异

呈扩大趋势，主要由超变密度和区域间差异所驱动。研究认为各地区未来应聚焦补短板、强弱项，遵循比较优

势原则发展，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业强省，同时应着力加强跨区合作与政策支持，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农业均

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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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constitutes a potent starting point for realiz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B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levels of these provinces across the eastern, north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2011 to 2021,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levels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throughout China by the Moran’s I index and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11 to 2021,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China and its 
four major regional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in the east, north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creased annually, 
with the central region exhibiting the highest growth rate, establishing a pattern of central > northeast > east > west;  
2) the five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gricultural supply security,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and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are primary driving forces for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Meanwhil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resilience are identified as weaknesses in current efforts to build up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Additionally, the seven dimensions “five strong two high” exhibit similar trends across all four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levels of development; 3)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observed 
in China’s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 construction levels, suggesting an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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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agglomeration as well as “low-low” agglomeration, but the trend towards spatial agglomeration differentiation is 
intensifying; and 4) overall differences in construction levels among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show an expanding 
trend primarily due to hyperbolic density and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study suggests more future efforts to 
address regional weakness and strength,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to develop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tailored to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dditionally,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to reduc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and to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level measurement;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着强国必先强农 [1]。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

中国特色，着力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

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

农业强国的构建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基石，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我

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资源禀赋、气候特征、区位

条件等因素各异，各省农业发展必然展现出多样化

的特征。因此，为实现农业强国的建设目标，必须

依托各具特色的农业强省作为重要载体和抓手 [2]。

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省多，农业强国快。在新发

展阶段，这就要求各地需紧密结合自身特色、资源

禀赋结构、发展基础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宜自身发

展的路径，加快实现农业由“大”变“强”。由此可见，

明确农业强省的内涵特征，科学测算农业强省的建

设水平，并准确把握各地或各区域的发展特征，对

于更好地推进农业强省乃至农业强国的建设至关 
重要。

当前，有关农业强省内涵界定、水平测度及

其时空演变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更多聚焦农业

高质量发展与农业强国方面。在农业高质量发展

方面，众多学者深入探讨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特征，明确提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在于提升土

地生产率、增加劳动生产率、保护资源环境和拓宽

农业功能 [3-4]。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从新发展理念

来阐释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

是以“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根本目的，以质量和效益为价值取向，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基

本遵循 [5-7]。同时，部分学者基于新发展理念五个

方面构建指标测算了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进

一步探讨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与收敛特 
征 [8-10]。在农业强国方面，大部分学者围绕农业强

国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总体上是在 2023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的“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

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基础上的延伸与

拓展 [11-12]。也有学者关注了农业强国衡量指标的研

究，为定性研究和衡量农业强国提供了思路 [13-14]。

同时，还有学者从比较层面对中国农业强国建设水

平进行国际对比，发现中国与世界其他农业强国相

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15-17]。此外，在农业强国建设

程度的评价上，也有学者分别从农业供给保障能力、

农业竞争力、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农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等多个维度选择具体指标，综合评价了中国农

业强国的实现情况 [18-19]。在农业强省方面，尽管研

究相对较少，但已有学者尝试从农业投入规模、产

出质量、科技创新、组织化程度、城乡协调发展、

农民增收等多个维度刻画农业强省的特征 [20-21]。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深入农业强省建设研

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许多有益启示，但仍有进

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具体而言，首先，农业强

省的内涵特征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作为一个动

态变化的概念，农业强省的内涵特征会随着农业现

实背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农业强国建设

的背景下，农业强省的内涵特征需要更加契合农业

强国的内涵特征。其次，以往的农业强省指标体系

亟须调整优化，即农业强省建设迫切需要构建契合

自身内涵特征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才能科学明确

当前各地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区域建设差异与时空

演变特征，从而摸清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因

此，本文基于当前农业强国建设背景，在阐释农业

强省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

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Moran’s I 指数以及

Dagum 基尼系数法，测度与分析 2011—2021 年我

国 30 个省份（区、市）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时空

演变特征以及区域差异，以期为我国判断农业强国

建设的现实基础以及为农业强省建设实施路径提供

实践依据与决策参考。

1  农业强省的内涵特征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内涵特征

农业强省建设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载着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和维护社

会稳定等多重使命。在“大国小农”的背景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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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强省不仅需要巩固数量基础，更应注重质量提升，

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这不仅包括粮

食与重要农产品的提档升级，还包括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能力与韧性持

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收入增长等多个方面，

是契合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全面升级。实

践上，农业强省建设旨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水平全面

提升 [22]，其实践路径既具有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又

与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

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具有内在一

致性。就基本特征而言，农业强省的主要特征既反

映了农业强国的普遍要求，也体现了各地区的个性

特征。也就是农业强省建设是符合共同特征下的个

体实践过程，即在符合农业强国的基本特征下，还

具有本身的特色，故而不少学者据此尝试将农业强

省划分为综合农业强省和特色农业强省。

基于上述的内涵阐释，无论是综合农业强省或

特色农业强省，其基本特征可表现为 ：首先，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充足、稳定、高质量，能够满足

人民群众对数量和安全、质量的多重需求 [23]；其次，

科技装备较强，能够充分运用科技装备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第三，

农业经营体系健全完善，一方面实现主体强（如经

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强）[24]，另一方面实现农业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 [25]，形成现代化、

高效化、绿色化的经营模式 ；第四，具备较强的产

业韧性，能够应对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挑战，保持

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6] ；第五，具备较强

的产业竞争能力，在国内市场具有显著竞争优势（如

质量好、品牌响、占据的市场份额大）[27]，并能积

极参与国际农业合作与竞争，提升农业的国际影响

力 [28]；第六，注重农业绿色发展，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节

约、生态环保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29] ；最后，农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动下，

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较小，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更加

便捷舒适 [30]。总体而言，农业强省的基本特征可概

括为“五强二高”，即农业供给保障强、农业科技

装备强、农业经营体系强、农业产业韧性强、农业

产业竞争力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高以及农民生活

水平高。

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关于农业强省建设内涵特征的理论认

识，按照科学性、综合性、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等

原则，在借鉴现有农业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本文立足共性角度，尝试从农业供给保障强、农业

科技装备强、农业经营体系强、农业产业韧性强、

农业产业竞争力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高和农民生

活水平高“五强二高”7 个维度选取 37 个具体指标，

构建农业强省指标体系，对农业强省建设水平进行

综合评价。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熵权法  为客观刻画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本文

采用熵权法测算各指标权重。同时，为了使不同年

份结果可比，在运用熵权法计算权重时纳入了时间

变量 [31]。鉴于不同指标之间存在不同量纲与单位，

需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其余计算过程本文不

再赘述。

对于正向指标 ：

B
XX

XX
AY

jj

jtij
tij +

−

−
=+

minmax
min

（1）

对于负向指标 ：

B
XX

XX
AY

jj

tijj
tij +

−

−
=−

minmax
max

（2）

式中 ：Xtij 为 t 年 i 省第 j 项原始指标 ；Y +
tij和 Y -

tij分别

为 t 年 i 省第 j 项经过标准化后的正负项指标 ；maxXj 

和 minXj 分别为所有地区第 j 项指标在所有观测年

份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规避处理后数据出现 0
值，需对矩阵 Xtij 进行标准化平移，其中 A+B=1，

令 B=0.01。

2.1.2  Dagum 基尼系数  Dagum 基尼系数 [32] 既能通

过分解识别样本非均衡发展的来源，又能充分考虑

子样本的分布状况、样本间的交叉重叠等问题，被

广泛应用于地区差异的研究中。因此，本文采用该

方法来探究各地区农业强省建设的区域差异，具体

公式如下 ：

　　　　　（3）

式中 ：G 为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总体差异 ；Tji 和 Thr

分别为 j、h 区域内省份 i 和 r 的农业强省建设水平；

T 为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均值，n 为省份个数。按照

差异来源划分，将总体差异 G 分解为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按贡献来源可分为区域内

差异贡献度、区域间差异贡献度和超变密度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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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对中国 30 个省（区、市）

（除西藏、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外）农业强省

建设的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

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

告》《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

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以及浙大卡

特 - 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少量缺失

数据采用均值法填充，时间跨度为 2011—2021 年。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区域异质性分析

根据上述构建的农业强省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和测算方法，对我国 30 个省（区、市）的农业

强省建设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

2011—2021 年我国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总体上

呈现出上升趋势，从 0.200 上升至 0.298，年均增

长率为 4.04%。从四大区域来看，2011—2021 年东

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农业强省建设水平

表 1　农业强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维度 指标 指标说明 属性 权重

农业供给
保障强

（0.138）

人均粮食产量（kg） 表征人均粮食供给水平 + 0.035

人均油料产量（kg） 表征人均油料供给水平 + 0.039

人均肉类产量（kg） 表征人均肉类供给水平 + 0.014

人均蔬菜产量（kg） 表征人均蔬菜供给水平 + 0.016

土地产出率（万元 /hm2） 反映单位耕地产出情况 + 0.034

农业科技
装备强

（0.217）

农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 表征农业科研投入强度 + 0.087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 kW） 表征农业机械装备水平 + 0.039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表征农业机械化水平 + 0.010

涉农企业专利授权数（件） 反映农业技术创新情况 + 0.052

每万人农村人口中农业科技人员数 表征农业技术服务水平 + 0.029

农业经营
体系强

（0.209）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家） 反映农业产业化程度 + 0.022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万元） 反映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 0.045

家庭农场（家） 反映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水平 + 0.083

农民合作社（家） 反映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水平 + 0.035

涉农金融机构（家） 反映涉农金融机构服务农业情况 + 0.024

农业产业
韧性强

（0.169）

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 反映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情况 + 0.057

耕地面积（hm2） 反映区域耕地资源丰富程度 + 0.033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kg/hm2） 表征粮食生产能力 + 0.010

设施农业面积（hm2） 表征设施农业发展情况 + 0.069

农业产业
竞争力强

（0.065）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表征第一产业综合生产能力 - 0.006
镇区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的比重（%）

反映乡村消费市场活跃程度 + 0.009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 表征农村劳动力综合生产能力 + 0.022

农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表征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 0.016

农村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元） 反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 + 0.012

农业绿色
发展水平高

（0.110）

化肥投入强度（t/hm2） 反映区域化肥消耗情况 - 0.007

农用塑料薄膜投入强度（t/hm2） 反映区域农膜消耗情况 - 0.004

农药投入强度（t/hm2） 反映区域农药消耗情况 - 0.002

绿色食品有效用标产品数（个） 反映绿色农产品生产情况 + 0.045

有效灌溉率（%） 反映区域农业节水情况 + 0.027

森林覆盖率（%） 反映区域森林资源的丰富程度 + 0.025

农民生活
水平高

（0.092）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表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 0.007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表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 0.021

城乡居民收入比 表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0.007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年） 表征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 0.009

乡镇文化站（个） 表征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 0.006

每千农村人口中村卫生室人员数（人 / 千人） 表征农村居民医疗生活水平 + 0.030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表征农村居民居住生活环境质量 +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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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3.87%、3.72%、

5.03% 和 3.63%，仅有中部地区年增长率高于全国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对比均值来看，我国农业强省

建设水平在四大区域表现不一。2011—2021 年东部、

东北、中部和西部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均值分别为

0.254、0.264、0.276 和 0.218，整体上呈现出中部 >
东北 > 东部 > 西部的发展格局。其中，东部、东北

以及中部的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46），而西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其他三区

域差距较大。从图 1 可知，虽然四大区域的农业强

省建设水平在 2011—2021 年均表现为上升趋势，但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在 2015
年之前均处于第一位，但受到吉林、辽宁种植结构

调整及其农机化水平、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农

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等多个因素增速放缓的

影响，该区域农业强省建设进度减慢，特别是农业

强省建设水平从 2017 年的 0.271 回落至 2018 年的

0.267，随后虽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但同期中部地

区各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使农业强省

建设水平超过东北地区，跃居第一位。

3.2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分维度异质性分析

从农业强省“五强二高”7 个维度来看，分维

度建设水平变动趋势表现并不一致，见图 2。具体

来看，2011—2021 年，农业经营体系强、农业科技

装备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高以及农民生活水平高

4 个维度建设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年均增长

率分别达 9.75%、4.00%、3.22% 和 3.58%。农业供

给保障强与农业产业竞争力强 2 个维度建设水平增

速相对平缓，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60% 和 2.41%。

农业产业韧性强维度建设水平呈现“上升—下降”

波动走势，年均增长 2.17%，但 2021 年同比 2011
年增长了 23.94%，较期初仍保持一定增长的趋势。

总体上看，农业经营体系强维度增幅最大，显

著高于全国农业强省建设水平（4.04%）。对比均值

发现，在当前各省农业强省分维度建设水平中，农

业绿色发展水平高、农业经营体系强、农业供给保

障强、农业科技装备强、农民生活水平高 5 个维度

建设水平分别为 0.040、0.038、0.038、0.037 和 0.036，

是推动农业强省建设水平保持快速提升的主要动

力，而农业产业竞争力强和农业产业韧性强 2 个维

图 1　2011—2021 年分区域农业强省建设水平
Fig. 1　Construction level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in the sub-region from 2011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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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21 年农业强省分维度建设水平
Fig. 2　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level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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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为 0.027 和 0.031，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是

农业强省建设中的短板。这表明当前各地区在推进

农业强省建设过程中，更应着重提升农业产业竞争

能力与产业韧性，从而推动“五强二高”7 个维度

建设水平同步提高，以支撑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全面

跃升。

从不同区域角度观察“五强二高”7 个维度差

异可知，“五强二高”7 个维度在东部、东北、中

部以及西部四个区域的变动趋势具有较为显著的一

致性，但在建设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性。如图 3 所

示，中部地区农业经营体系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高以及农民生活水平高 3 个维度的建设水平显著高

于东部、东北和西部，且农业经营体系强具有绝对

优势，而东北地区农业供给保障强、农业科技装备

强、农业产业竞争力强以及农业产业韧性强 4 个维

度建设水平显著高于东部、中部和西部。此外，西

部地区的农业供给保障强维度建设水平显著高于东

部，农业产业竞争力强维度建设水平显著高于东部

和中部，说明西部在农业供给保障强维度和农业产

业竞争力强维度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可见，“五

强二高”7 个维度建设水平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差异

构成了东部、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四个区域农业强

省建设程度不同的原因，同时这也为各地区推进农

业强省建设中“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提供了

现实依据。

图 3　2011—2021 年四大区域农业强省分维度建设水平
Fig. 3　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level of the four major regional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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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鉴于地理邻接所设定的空间权重矩阵是外生

的，本文采用 0~1 二元邻接矩阵测算 Moran’s I 指

数来分析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和

空间集聚特征。2011—2021 年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

Moran’s I 指数全部显著为正，见表 2。这说明，我

国农业强省建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地理

空间上呈现集聚的特征。具体来看，2011—2021 年

Moran’s I 指数呈现阶梯式上升的变化特征，农业强

省建设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原因可能是，随

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

区域发展的地理限制被打破，使各省发展的联动性

以及协同性得到了显著增强。

为了更加全面的考察农业强省建设在空间上的

分布模式以及变化趋势，本文绘制了 2011—2021 年

各省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局域 Moran’s I 指数的散点

图。囿于篇幅，表 3 仅列示了 2011 年、2016 年和

2021 年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空间集聚类型。从表 3

可以看出，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省份总量明

显多于位于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的省份总量，表明

我国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整体上呈现“高—高”集聚

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此外，同比 2011 年，

表 2　2011—2021 年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 Moran’s I 指数
Table 2　Moran’s I index of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21
年份 Moran’s I Z(I)

2011 0.172 1.727*

2012 0.204 1.989**

2013 0.228 2.193**

2014 0.196 1.909*

2015 0.204 1.977**

2016 0.195 1.907*

2017 0.195 1.903*

2018 0.264 2.480**

2019 0.245 2.290**

2020 0.236 2.240**

2021 0.253 2.366**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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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位于第一象限的省份数量略有下降，位于第

二象限、第三象限的省份数量略有增加，且少数省

份动态分布在不同的象限内，表明我国各地农业强

省建设水平在空间地理分布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且这种空间集聚分化现象存在扩大趋势。

3.4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空间区域差异分析

3.4.1  总体差异  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测算的农业强

省建设水平总体差异结果如表 4 所示。2011—2021
年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区域总体差异在 0.120~0.156 之

间波动，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表明农业强省建

设程度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性。进一步分析各年份

的 Dagum 基尼系数变化，不难发现，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间，基尼系数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这可

能与当时国家对于农业政策的优化和农业科技的推

广有关，使得部分落后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得以提

升，从而缩小了区域间的差异。然而，自 2016 年开始，

基尼系数又开始逐渐上升，这种趋势在 2018 年至

2021 年间尤为明显，显示出农业强省建设过程中的

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在加剧。

3.4.2  区域内差异  从区域内差异来看，东部、东北、

中部以及西部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区域内差异均与总

体差异保持一致趋势，见表 5。但比较而言，东部

内部差异尤其明显且超过总体差异，中部与西部内

部差异居中，东北内部差异最小。这可能是因为，

东部部分省份作为农业大省（如山东、江苏、河北、

河南等地）具有建设农业强省的良好基础与优势，

而部分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主要以第三产

业为主，农业生产占比不高，且排名在全国相对靠

后，这种产业发展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东部内部差异

巨大。东北三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生产区位条

件趋同，且具有“同群效应”，但在农业强省建设

程度上，吉林、辽宁不及黑龙江，从而导致农业强

省建设水平内部差异不大但呈现上升的局面。中部

地区除山西农业发展相对靠后之外，其余 5 省均属

于农业大省，但由于各自农业产业体量不同，且各

有比较优势，整体发展差异较为明显，从而促使农

业强省建设水平区域内差异加大。西部地区各省份

农业生产条件趋于一致，但各省在农业强省“五强

表 3　中国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
Table 3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level of China’s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集聚类型 象限 2011 年 2016 年 2021 年

“高—高”集聚型 第一象限
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山东、河南、湖北

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江苏、浙江、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

河北、黑龙江、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
山东、河南、湖北

“低—高”集聚型 第二象限
北京、天津、山西、吉林、
上海、福建、重庆、
陕西、青海

北京、山西、上海、福建、
江西、重庆、陕西

山西、辽宁、吉林、上海、
福建、海南、重庆、
贵州、陕西

“低—低”集聚型 第三象限
广东、广西、海南、贵州、
云南、甘肃、新疆

天津、广东、广西、海南、
贵州、云南、青海、甘肃、
宁夏、新疆

北京、天津、广西、云南、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高—低”集聚型 第四象限 湖南、四川、宁夏 内蒙古、湖南、四川 广东、内蒙古、湖南、四川

表 4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总体差异及其差异来源
Table 4　Overall differences of construction level of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and their sources

年份 总体差异
差异来源 贡献度（%）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区域内 区域间 超变密度

2011 0.120 0.033 0.039 0.047 27.63 32.86 39.52

2012 0.128 0.033 0.050 0.045 25.88 39.15 34.97

2013 0.133 0.035 0.052 0.046 26.09 39.00 34.91

2014 0.136 0.035 0.053 0.048 25.98 39.04 34.97

2015 0.134 0.034 0.046 0.053 25.45 34.63 39.92

2016 0.132 0.035 0.046 0.052 26.12 34.62 39.26

2017 0.138 0.035 0.048 0.055 25.60 34.45 39.96

2018 0.133 0.033 0.050 0.049 25.08 37.74 37.18

2019 0.142 0.035 0.051 0.055 24.97 36.15 38.89

2020 0.141 0.035 0.052 0.054 24.93 36.99 38.09

2021 0.156 0.039 0.063 0.054 25.07 40.09 34.84

MAX 0.156 0.039 0.063 0.055 27.63 40.09 39.96

MIN 0.120 0.033 0.039 0.045 24.93 32.86 34.84

均值 0.136 0.035 0.050 0.051 25.71 36.79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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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7 个维度建设水平中各有优势且具有一定差

异，如四川在农业经营体系强方面表现突出，内蒙

古在农业供给保障强方面表现突出，从而导致区域

内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差异维持在较高水平。

3.4.3  区域间差异  由表 5 可知，区域之间农业强省

建设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在逐渐增大，呈现

不均衡的发展趋势。其中，与总体差异对比，东部—

中部、东部—西部以及中部—西部三区域之间差异

最大，其次是东部—东北和东北—西部区域之间差

异，最后是东北—中部区域之间差异。原因可能是，

其一，东部、中部以及西部三区域在地理位置、农

业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布局、农业生产基础、政策

支持力度、科技支撑、农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从而导致三区域农业强省建设水平与进度

差异明显。其二，与东部、西部相比，东北作为我

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具备建设农业强省的有利

条件，农业强省建设进度相对较快。其三，当前我

国主要的农业大省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中部地区，

两区域农业基础好，农业生产相对发达，从而导致

两区域间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差异不大。但受区域之

间农业发展方向以及比较优势不同的影响，两区域

之间的水平差异也正在缓慢扩大。

3.5  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地区差异来源与贡献度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2011—2021 年超变密度和区域间

差异轮换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但以超变密度

为主，其贡献均值为 37.50%，其次为区域间差异

（36.79%），区域内差异影响最小，仅为 25.71%。对

比速度变化，区域间差异年均增长率为 4.71%，远

超超变密度（1.36%）和区域内差异（1.65%）。从

时间趋势变化来看，对比 2011 年、2016 年、2021
年可知，超变密度贡献率逐步下降，由 2011 年的

39.52% 下降至 2016 年的 39.26%，随后下降至 2021
年的 34.84%。区域间差异贡献率逐步上升，由

2011 年的 32.86% 上升至 2016 年的 34.62%、随后

上升至 2021 年的 40.09%，表明区域间差异对总体

差异的贡献程度逐步增大。区域内差异贡献率逐步

由 2011 年的 27.63% 下降至 2016 年的 26.12%，随

后降至 2021 年的 25.07%，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愈来

愈小。从来源与贡献分解可知，超变密度对农业强

省建设水平总体差异的贡献均处于较高水平，这一

结果与中国农业强省建设的现实情况基本吻合。无

论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

每个区域内均存在部分省份的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相

对较高，同时也存在某些省份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相

对较低，即表明“不合群”省份数量居多，导致脱

离群体进入较高水平行列或较低水平群体。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区域间差异的贡献已经超越

了超变密度的贡献，成为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这

意味着区域间差异有可能进一步取代超变密度，成

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因此，未来需进一步缩小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在区域间的差异，以实现更加均

衡的发展。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1）2011—2021 年我国及其东部、东北、中部

和西部四大区域农业强省建设水平表现出逐年上升

表 5  农业强省建设水平区域差异
Table 5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onstruction level in strong agricultural provinces

年份
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东部—东北 东部—中部 东部—西部 东北—中部 东北—西部 中部—西部

2011 0.149 0.032 0.078 0.101 0.118 0.128 0.138 0.061 0.108 0.120

2012 0.151 0.030 0.085 0.096 0.120 0.132 0.150 0.064 0.129 0.139

2013 0.162 0.049 0.099 0.092 0.129 0.140 0.152 0.082 0.136 0.136

2014 0.167 0.040 0.091 0.098 0.131 0.142 0.159 0.073 0.132 0.144

2015 0.176 0.044 0.097 0.075 0.140 0.153 0.153 0.078 0.117 0.138

2016 0.167 0.025 0.099 0.090 0.132 0.150 0.147 0.077 0.114 0.142

2017 0.177 0.026 0.103 0.086 0.138 0.159 0.155 0.087 0.113 0.149

2018 0.168 0.036 0.100 0.076 0.126 0.153 0.148 0.104 0.096 0.152

2019 0.180 0.037 0.111 0.080 0.135 0.165 0.158 0.115 0.099 0.164

2020 0.177 0.053 0.116 0.077 0.135 0.167 0.151 0.109 0.111 0.163

2021 0.184 0.054 0.118 0.104 0.138 0.175 0.169 0.121 0.127 0.188

MAX 0.184 0.054 0.118 0.104 0.140 0.175 0.169 0.121 0.136 0.188

MIN 0.149 0.025 0.078 0.075 0.118 0.128 0.138 0.061 0.096 0.120

均值 0.169 0.039 0.100 0.089 0.131 0.151 0.153 0.088 0.116 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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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区域中仅中部

增长率高于全国，总体上呈现中部 > 东北 > 东部 >
西部格局。

2）在农业强省建设中，“五强二高”各维度建

设水平及增长趋势存在差异。其中，农业绿色发展

水平高、农业经营体系强、农业供给保障强、农业

科技装备强、农民生活水平高 5 个维度是推动农业

强省建设水平快速提升的主要动力，而农业产业竞

争力强和农业产业韧性强 2 个维度处于相对较低的

水平，是农业强省建设中的短板。此外，“五强二高” 
7 个维度在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的变动趋势具

有一致性但各维度建设水平差异显著。

3）我国农业强省建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性和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但各省

份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分化现象呈

扩大趋势。

4）2011—2021 年我国农业强省建设水平的总

体差异呈扩大趋势。从差异来源来看，超变密度和

区域间差异轮换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超

变密度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区域间差异不断

扩大，未来也不排除区域间差异成为总体差异的主

导因素。

4.2  政策启示

1）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农业强省整体

建设水平。各地政府应紧扣农业产业竞争力和产业

韧性两大短板，全面发力。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

含量方向发展，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

另一方面，应强化农业产业韧性，建立健全风险防

范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

并加快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构建稳定、健康、

可持续的农业产业体系。此外，还要注重其他具有

优势维度整体协调发展，同步提升农业供给保障强、

农业科技装备强、农业经营体系强、农业绿色发展

水平高和农民生活水平高 5 个维度建设水平，确保

各个维度相互支撑，形成良性循环，以提高农业强

省整体建设水平。

2）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业

强省。各地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优势

产业，深入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明确各自农业强

省建设的战略定位，并据此制定具有特色的差异化

发展规划与政策措施，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如，在

农业经营体系方面拥有显著优势的中部地区，应着

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产业链的纵向

深化与横向整合。而相对弱势的西部地区，则需在

农业供给保障和农业产业竞争力方面继续发力，通

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以及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来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与此同时，

东部沿海地区则应利用其地理优势和较为发达的经

济基础，重点发展外向型农业和高附加值的农产品

加工业，打造国际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区。东北地区

则应依托其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较为成熟的农业基

础，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粮食生产的核心地位。通过

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粮食单产和

品质，同时，还应利用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地理区

位，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如畜牧业和农产品深加工

等，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格局。

3）加强跨区合作与政策支持，缩小农业强省

建设区域差距。一方面，应建立农业强省区域合作

机制，加快推进不同地区间的农业产业链合作和整

合，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农业产业格局。

另一方面，应制定适应各省份实际情况和资源禀赋

的差异化激励政策，给予农业强省建设水平低的区

域如西部以及东部部分省份更多政策优惠，进一步

增强农业基础薄弱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重点支持

农业强省建设的关键领域和项目，不断缩小农业强

省建设的区域差距，实现全国范围内农业强省建设

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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