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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云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现状：农业作为云南省经济

发展的基础和支柱产业，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

乡村振兴以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云南省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资源基础。据统计，

云南省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植物资源，约占全国植物种类

的一半。如茶叶、花卉、蔬菜和果等特色农产品在国内

外享有盛誉。合理开发这些特色自然资源，对于提高农

民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农业现代化

将有助于充分利用云南省的资源禀赋，提升农业产业的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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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农业现代化对于提高农业产值、农民收入

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云南省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

云南省茶叶产量在全国茶叶产量中占比已经达到 20% 左

右，为全国第一大茶叶生产省份。

然而，云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如

2019 年《云南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报告》指出，云南

省农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在

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名第 26 位。这意味着云南省在农业现

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构

建适合云南省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该指标体系可以为政策制定者

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更加精准地识别发展瓶颈，制定

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该指标体系可以为农

云南省农村农业现代化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

刘　洁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昆明　6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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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和农民提供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产业发展

趋势，优化生产经营方式。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 有关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学术研究现状

本文致力于结合国内外文献综述关于指标体系构建

对原有的指标体系框架进行概括补充，使框架尽可能完

整准确。以“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为主题，在中

国知网检索到的学术期刊共计 32 条。

从总体上看，构建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

多指标综合测度和代表性指标比较两种思路。

例如，蒋和平等在兼顾效益、质量和发展结构的前

提下，从农产品供给、农民增收、生态安全、质量安全

和国内外战略布局等角度出发，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构

建了多指标的农业现代化评价体系。李孝忠等使用熵值

法，将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相关指标纳入到农业现代化

评价体系之中，建立了以低碳、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活、

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为比较中国与加拿大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差距，

从农业生产、生态发展和政策支撑三个体系中选取综合

机械化水平、农产品商品率、农药使用量的减量化、农

业保险深度、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等 13 个具有代表性的指

标进行了研究。

现有学者们针对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行了一些开

拓性研究，重点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评价指标选择、指标计算依据、实证分析等方面，并取

得了卓越的研究进展。

2. 研究不足与改进

（1）研究不足

虽然学者们在构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上都给出了

自己的方法与见解，但是得出的指标体系却始终不能统

一化，且评价指标的选择、权重和目标值的确定存在主

观性，缺乏透彻阐释，有些指标选择不恰当。

此外，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还缺乏统一性，评价结

果的可比性不高。不同地区的评价结果很难进行比较，

不利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差距的量化

和经验借鉴，同时也不利于指标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实

际应用。

（2）改进点

对于主观性和选取机制，本文主要运用了全局熵值

法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熵值法通过考察指标间的

相对差异程度，得出各指标的重要性权重，进而建立综

合评价模型。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能够客观地确定各

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贡献度。

就统一性方面，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原因，

确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指标具有很大难度。因此，本文选

取了一个省份云南省为考察对象，对省内各州市的农业

现代化水平指标的选择进行考量和确定。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指标的选择方面，本文主要参考了国家级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指导性文件《“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规划》、《云南省“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

等云南省发展规划相关文件以及其他相关的学术研究。

《云南省“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等

云南省发展规划相关文件的主要思想整体与国家整体的

发展规划一致，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绿色可持续发展、

农村区域发展协调性、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内容。因此，在指标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将农业可持

续发展作为一级指标纳入考量，将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作

为农村发展水平下的重要二级指标纳入最终的指标体系。

如表 1 所示，为了评价云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本

文采用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并结合国内外者的相关研

究。最终的指标体系包含五个一级指标，即农业基础设

施、农业生产水平、农业产业与经济发展、农业可持续

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

表1　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方向

1. 农业基

础设施

1.1 灌溉水平 = 灌溉农田 / 全部农田 +

1.2 化肥使用量 / 农业用地 +

1.3 地膜使用率 = 地膜的使用量 / 农业用地 +

1.4 单位耕地用电 = 农村总用电量 / 耕地面积 +

2. 农业生

产水平

2.1 粮食生产能力 = 粮食产出 / 粮食播种面积 +

2.2 农业产出质量 = 农业增加值率 = 增加值 /

总产值
+

2.3 土地生产率 = 总产值 / 农业用地面积 +

2.4 农产品出口额 +

3. 农业产

业 与 经

济发展

3.1 加工产值比 =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 总产

值
+

3.2 农业劳动生产率 = 农业产值 / 乡村就业人

口
+

4. 农业可

持 续 发

展水平

4.1 森林覆盖率 = 森林面积 / 国土面积 +

4.2 用水产出比 = 总产值 / 农业用水 +

4.3 农药使用 =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 -

5. 农村发

展水平

5.1 农村人均纯收入 +

5.2 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 -

5.3 乡村振兴指数 +

5.4 文化站个数 / 人数 +

三、统计分析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云南省农村农业厅与

云南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其中

2021 年的农村用电数值缺失的部分由回归插值法回补。

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是一种常用的客观

综合评价方法，用于确定各个因素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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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基于信息论中的熵概念，通过计算各个因素所包

含的信息量来确定它们的权重。充分考虑指标自身的信

息量，避免了主观权重赋值的问题。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通过收集数据构建数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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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误差，本文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计

算各个样本指标值比重
'
ijp 、熵值 Ei 和指标的差异系数 Ci

最后得出各指标的权重wi 和云南省各州市现代化发展水

平的综合评价值 Dj。

1. 熵值法计算权重与结果汇总

表2　熵值法计算权重结果汇总表

项 信息熵值 信息效用值 权重系数

1.1 0.8747 0.1253 6.48%

1.2 0.7332 0.2668 13.81%

1.3 0.8739 0.1261 6.53%

1.4 0.706 0.294 15.21%

2.1 0.9386 0.0614 3.18%

2.2 0.9732 0.0268 1.39%

2.3 0.9555 0.0445 2.30%

2.4 0.6784 0.3216 16.64%

3.1 0.8358 0.1642 8.50%

3.2 0.9487 0.0513 2.65%

4.1 0.9752 0.0248 1.28%

4.2 0.9582 0.0418 2.16%

4.3 0.9933 0.0067 0.34%

5.1 0.9775 0.0225 1.16%

5.2 0.9866 0.0134 0.69%

5.3 0.949 0.051 2.64%

5.4 0.7099 0.2901 15.01%

如表 2 所示，按照上述表格中的第三列权重系数分

配到各项指标，即可得出一个综合全面的云南省农业现

代化指标体系。

2. 基于熵值 TOPSIS 评价结果的各地区农业现代化水

平分析

如表 3 与表 4 所示，根据市、州层级对 16 个不同的

州市进行划分，从表格中可以明显看出，昆明市、曲靖

市、玉溪市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排名较高，且排名相对比

较稳定。市级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对于州级整体较高。

在各州的排名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

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稳定，其农业现代化水平近年来在

云南地区相对较高。

四、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

熵值法计算权重的结果汇总表，详细列示了各指标的信

息熵值、信息效用值和权重系数。根据权重系数的分配，

得出了一个全面综合的云南省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

进一步，通为更好的了解 2021 年云南省各州市农村

农业现代化水平。通过基于熵值 TOPSIS 评价方法对各地

区进行排名分析，这些研究结果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了

重要参考，可用于制定和优化农业发展政策，促进云南

省农业现代化的高效、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的学

术研究现状进行概述，并提出了改进方案，旨在构建一个

更加完整准确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为评估农业现代化

水平提供科学依据，并为相关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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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云南省各自治区年度排名统计表

年份 楚雄 红河 文山
西双

版纳
大理 德宏 怒江 迪庆

2018 12 9 15 11 8 2 6 3

2019 12 7 15 8 10 6 4 2

2020 8 9 15 6 10 11 3 2

2021 12 8 13 11 10 7 4 2

表3　云南省各地级市年度排名统计表

年份
昆明

市

曲靖

市

玉溪

市

保山

市

昭通

市

丽江

市

普洱

市

临沧

市

2018 1 4 5 13 7 10 16 14

2019 5 3 1 13 14 9 16 11

2020 4 5 1 12 16 7 14 13

2021 6 5 3 9 1 14 16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