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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发展特色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本文在深入探讨特色农

业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利用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２８４３ 个县(县级市、区、旗)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特

色农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熵值法、莫兰指数、核密度和障碍模型对特色农业的发展水

平、时空演进特征及发展障碍进行了探析。 研究发现:(１)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正逐步提升,
呈现出东部领先、西部紧随、中部稍逊、东北滞后的发展特征。 (２)在空间相关性方面,特色农业

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相关性,东部和中部县域多表现为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西部和东北

部县域则多为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 在演进规律方面,特色农业发展不均衡程度逐渐上升,四大

地区和非百强县间极化趋势加强。 (３)特色农业的发展短板在品牌化、数字化和科技化方面,各
地区、百强县和非百强县面临的阻碍因子各有不同。 基于此,本文从巩固扩大特色农业发展成

果、强化示范引领与模式创新、精准施策补齐短板三个方面为特色农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为加

快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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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 ２０３５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和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宏观目标下,如何振

兴乡村产业、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
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 ３ 个字琢磨

透”(习近平,２０２３)。 对广大农村而言,深入挖掘

并有效利用优势资源,精准把握特色农业着力点,
既是在耕地资源有限和确保粮食安全双重约束下

破解农业发展困境的突破口,也是在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矛盾中实现农民增收的可行之路。 研究表

明,通过汇集农村人力、财力、物力,挖掘乡村特色

资源,打造乡村特色产业,增强乡村地区吸引力和

发展潜力,能有效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提高居民

能力、缓解农村劳动力外流(Ｃｅｉ 等,２０１８;梅燕等,

２０２０;Ｔａｋａｙａｍａ 等,２０２１;Ｑｉｅ 等,２０２３)。 当前,中
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在 ３１ 个省 (直辖市、自治

区)已经形成全覆盖格局(马力阳等,２０２２),不少

地区将特色农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并
取得显著成效(李耀东,２０２１;许伟,２０２３)。

但是,受资源禀赋、市场半径等因素制约,特色

农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经营主体规模小、低层次

同质竞争、产销衔接不畅、产业集群效率不足等问

题(高鹏,２０２２;姜长云,２０２２;何奇峰,２０２３)。 如何

解决特色农业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让特色农业靠品

质和特色取胜(朱启臻,２０１８),是当下学术研究聚

焦的热点主题。 具体地,学者们从数字技术赋能

(鲁钊阳,２０２１;李晓静等,２０２１),社会、政府和市

场多元互动(仝志辉等,２０２３),产业融合(薛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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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１９)等层面为特色农业发展路径提出建议。
要推动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需要对当前特色农业发

展水平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但目前与特色农业

或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评价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
任玉霜等(２０２１)从农业的产业规模、经济规模和

产业基础三个层面构建了特色农业产业集聚水平

指标体系,对东部六省的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度进行

研究。 张永旺等(２０２３)从技术高效、发展协调、环
境友好、产业开放和生活保障五个方面,评价了黄

河流域九省区特色农业发展情况。 梁盛凯等

(２０２３)基于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与特征,构建了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体系,使用熵值法测算了乡村产

业振兴水平并评价了其共富效应。
以上讨论为评估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提供

了方法和指标体系方面的有益参考。 然而,由于当

前关于特色农业的定义尚未统一 (杨亚东等,
２０２０),特色农业的概念和内涵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现有关于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其指标设

计侧重于“农业”维度,未能充分凸显“特色”要素,
研究视角集中在省域或地区层面,缺乏从县域视角

综合考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水平的研究。 鉴于此,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理论探讨视角出发,明晰

特色农业概念内涵,为指标体系构建奠定理论基

础;第二,从品牌化、组织化、科技化、数字化、融合

化和绿色化六个方面构建特色农业评价指标体系,
较为全面地测度中国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第
三,从县域层面刻画特色农业演变规律,并利用障

碍度模型分析当前特色农业发展的不足,为各地政

府了解特色农业的进展,助力各地加快乡村振兴和

共同富裕进程提供政策建议。

二、内涵界定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内涵界定

何为特色农业? 目前学界并未给出明确定义。
有学者从资源禀赋视角,将其定义为特定空间范围

内依托独特农业资源开发的具有“名、特、优、新、
精”特点的农业产业 (孔祥智等,２００３;胡平波,
２０１１);还有学者立足于市场经济,将其定义为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依赖当地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等而

形成的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高效农业(徐秀英

等,２００９;杨志龙等,２０２１)。 原农业部在«关于加

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①的通知中指

出,特色农业是指具有独特的资源条件、明显的区

域特征、特殊的产品品质和特定的消费市场的农业

产业。 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特色农业作出阐释,具
有高度代表性。 特色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核心

在于其独特的经济价值转化过程。 具体而言,对特

色资源地域特征和优质特性的深入认识和有效利

用是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何奇峰,２０２３),通过有

效组织农户和集体,承袭传统农业智慧,吸纳品牌、
科技、数字等现代要素(赵丙奇等,２０２１;耿献辉等,
２０２３),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特色资源优势得以转

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杜文忠等,２０１０)。

综合已有讨论,本文认为特色农业是立足区域

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品牌、组织、技术、数字持续赋

能,以产业融合为途径,实现农户增收、农村繁荣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 特色农业的内涵主

要包括三点:(１)地域性。 “一方水土产一方物”,
特色农业根植于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地理区位和自

然环境,拥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何奇峰,２０２３)。 正

是地域资源的不可复制性,塑造了特色农产品的不

可替代性。 众多特色农产品,例如库尔勒香梨、黎
城核桃、西湖龙井等,以其独特品质和地域属性在

市场上赢得声誉,展现出强大的市场吸引力和竞争

力。 (２)差异性。 特色农业的差异性既体现在特

色农业与一般农业之间,也体现在各类特色农产品

之间。 一般农业的主要特点是靠天吃饭、产业链

短、附加值低,而特色农业注重小宗产品产业化,具
有全产业链、高附加值等特点(高鹏,２０２２)。 即使

是同一类别的特色农产品,在品种、品质、品牌故事

等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这些差异源于各自的生

产环境、文化背景、生产加工技术以及市场定位等

多个方面。 (３)效益性。 特色农业以其独特的产

品特性和精准的市场定位,有效地突破了传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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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和同质化的局限,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增

强市场竞争力和议价能力,达到农户增收、社会稳

定等多重目标,进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

调统一(杨志龙等,２０２１)。 同时,特色农业与自然

生态环境的高度相容性,使得特色农业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直接相关,从而赋予了特色农业显著的生

态效益(吴海峰等,２０１０)。 这种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正是特色农业价值的重

要体现。
(二)指标遴选依据与构成

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有两个。 其一是国家权威政策文件中对特色农业

提出的发展原则和发展方向。 在发展原则上,原农

业部于 ２０１６ 年颁布«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①明确了特色农产品发展的六

个基本原则,分别是资源依托、市场导向、产业开

发、规模适度、科技支撑和生态文明。 在发展方向

上,权威文件对特色农业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具体部

署。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将

特色农业列入乡村产业发展内容②;«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发展特色产业确定为深

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③;２０２４ 年中

央“一号文件”将支持特色种养作为强化农民增收

的举措之一④。 这些政策文件为特色农业发展水

平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多维度依据,确保评

价指标体系能够紧密结合国家战略目标、反映特色

农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和发展远景。 其二是理论依

据,主要包括与特色农业发展动力、产业升级、产业

融合等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薛海波等,２０１９;杨亚

东等,２０２０;赵丙奇等,２０２１),与乡村产业和特色农

业发展水平相关的评价指标(任玉霜等,２０２１;张永

旺等,２０２３;梁盛凯等,２０２３)以及特色农业的内涵

界定。
基于上述依据,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品牌化、组织化、科技化、数字化、融合

化和绿色化共 ６ 个一级指标以及 ２０ 个二级指标,
具体如表 １ 所示。

品牌是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品牌化

一级指标由名特优新农产品累计数量、农产品地理

标志累计数量、单位特色农业经营主体拥有注册商

标数和区域公用品牌数量四个二级指标构成。 原

因有二:其一,名特优新农产品的设计定位等同于

地理标志农产品,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

品公共品牌(孔亮,２０２３)。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特

定地理区域内依托独特的自然和历史人文环境而

形成的具有一定差异性的农产品标识(孙亚楠等,
２０１５),具有品牌竞争力的价值特征。 其二,商标是

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商品指引、质量和

商誉保证、广告和促销媒介以及差异化竞争功能

(肖延高等,２０２１)。 区域公用品牌以集体商标或

证明商标作为传播载体,具有“区域”和“产品特

性”的标识(程虹等,２０２３)。 这些指标是对不同维

度特色农业品牌化发展状况的量化衡量,反映了县

域特色农业在提升产品价值、增强市场影响力和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能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重

要动力。 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以及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能够有效整合零

散的农业资源,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进而提升

生产效率(钟真,２０１８)。 通过统计特色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数量、特色农业涉农公司数量以及特色

农业家庭农场数量,可以全面评估特色农业的组织

化程度,考察县域特色农业在资源整合、社会服务

等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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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方向 数据说明

品牌化 Ａ

Ａ１ 名特优新农产品累计数量 个 正向 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Ａ２ 农产品地理标志累计数量 个 正向 中国地理标志数据库

Ａ３ 单位特色农业经营主体拥有的注册商标数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Ａ４ 区域公用品牌数量 个 正向 中国农业品牌公共服务平台

组织化 Ｂ
Ｂ１ 特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Ｂ２ 特色农业涉农企业数量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Ｂ３ 特色农业家庭农场数量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科技化 Ｃ
Ｃ１ 特色农业经营主体专利授权数量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Ｃ２ 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数量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数字化 Ｄ
Ｄ１ 拥有网站网店的特色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Ｄ２ 特色农业数字涉农企业续存数量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融合化 Ｅ

Ｅ１“特色产业专业村”示范村累计数量 个 正向 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Ｅ２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累计数量 个 正向 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Ｅ３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累计数量 个 正向 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Ｅ４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累计数量 个 正向 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Ｅ５ 特色农业加工企业续存数量 个 正向 ＣＣＡＤ

绿色化 Ｆ

Ｆ１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特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占比 ％ 正向 ＣＣＡＤ
Ｆ２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特色农业涉农企业占比 ％ 正向 ＣＣＡＤ
Ｆ３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特色农业家庭农场占比 ％ 正向 ＣＣＡＤ
Ｆ４ 特色农业经营主体绿色专利占总专利比例 ％ 正向 ＣＣＡＤ

　 　 注:农产品质量认证指有机食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绿色专利指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绿色技术专利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参考陈景华等(２０２０)的
研究成果,选择特色农业经营主体专利授权数量作

为评估科技化水平的指标,此指标能够直接反映县

域特色农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同时,本文还选取基

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数量作

为科技化水平的另一测度指标。 这一选择基于以

下理由:首先是示范效应。 示范县在科技化方面取

得的成就,虽然针对的是主要农作物,但其成功经

验可以为特色农业提供借鉴,这种示范效应有助于

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方法,激励特色农业经

营主体采纳新技术,从而提升特色农业的科技化水

平。 其次是基础设施共享优势。 示范县在基础设

施建设上的投入,如仓储、物流、信息服务等,为特

色农业提供了丰富的共享资源,这些资源的共享有

助于特色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科技化

管理水平。 最后,水稻、马铃薯、玉米、小麦等主要

农作物虽种植广泛,在不同地区也有其独特的地理

标志产品。 例如,“五常大米”“西吉马铃薯”“峰城

玉米”“蓼兰小麦”因其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而

具有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均成功获得了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 专利授权数量突出了创新成果的产出,
而示范县的机械化水平则展示了技术普及和应用

的实际效果,通过这两个指标,可以评估县域特色

农业的科技化水平。
数字化是提升特色农业发展效率的重要保障。

本文选取拥有网站网店的特色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和数字特色农业企业续存数量来体现发展特色农

业的数字化水平。 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广泛使用为

特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极大

地提高了组织敏捷性(高功步等,２０２０)。 网站和

网店具有展示推广、在线交易、数据收集与分析等

多种功能,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窗口。 另一方面,利
用高新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和

管理,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特色

农业数字涉农企业续存数量能直接体现特色农业

数字化转型情况。 通过这两个指标,可以评估县域

特色农业的数字化水平,反映其在提高信息透明

度、增强市场竞争力、优化生产管理等方面的表现。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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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化是特色农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首

先,“特色产业专业村”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依托

特色农业形成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核心理念是促

进“主导产业基础好、融合发展程度深、连农带农

作用强、特色产品品牌响”的农村产业健康发展,
通过统计县域“特色产业专业村”示范村累计数

量,能够把握县域特色产业融合情况。 其次,参考

朱红根等(２０２３),本文加入了国家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数量、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数量和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数量三个指标。 其中,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申报文件中表明需要综合考虑农业资源禀

赋、特色产业发展①;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的申报文件中要求各省结合实际,充分挖掘地区

特色②;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的建设通知中也提出要

围绕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开发乡土资源和农

业多种功能,挖掘地域特点和乡村多元价值③。 通

过这三个指标,可以把握特色农业在提升农业产业

整体竞争力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全面地了解县域特

色农 业 的 融 合 化 趋 势。 最 后, 参 考 徐 雪 等

(２０２２)的研究成果,将特色农业加工企业存续数

量作为另一关键指标,更为直观地展示县域特色农

业发展的产业融合情况。
绿色化是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特色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提升产业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的关键,还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梁盛凯等

(２０２２)和马晓君等(２０２３)的研究成果,选取通过

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特色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占比以及特色农业经营主体绿色专利

占总专利比例作为特色农业绿色化的衡量指标。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主体占比”反映特色农业

经营主体在确保产品质量、满足环保标准和提升消

费者信任方面所做的努力;“绿色专利占总专利的

比例”这一指标能够反映县域对特色农业可持续

技术的重视程度,衡量其可持续发展潜力。 通过这

些指标,可以全面评估衡量特色农业发展的绿色化

水平,反映县域特色农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进

展和潜力。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１. 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 熵值法是

一种较为客观的赋权方法,常被用于影响因素复杂

且结构耗散的指标赋权(马晓君等,２０２３)。 为动

态分析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情况,本文参考李继霞等

(２０２２)和周德等(２０２３)的研究思路,引入全局熵

值法,基于立体时序数据测度特色农业发展水平。
２. 特色农业空间相关性的识别方法。 本文引

入莫兰指数识别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是否存在空间

相关性,具体采用全局莫兰指数解释县域整体关联

程度,局部莫兰指数显示不同县域之间的空间关联

模式,操作过程参考张旺等 ( ２０２２)、朱红根等

(２０２３)。
３. 特色农业动态演进的估计方法。 本文采用

Ｋｅｒｎｅｌ 密度估计对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

规律进行估计。 核密度估计方法作为一种非参数

估计方法,使用连续平滑的密度曲线来描述随机变

量的位置、形态和延展性,是研究演进规律的重要

工具。 本文对于核函数的选取及具体操作主要参

考吕承超等(２０２１)、张卓群等(２０２２)的思路,使用

高斯核进行分析。
４. 特色农业发展障碍的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

障碍度模型对特色农业发展存在的障碍因素进行

识别和分析。 相较于经典回归模型和计量方法中

对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障碍度模型擅长剖析系统

内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周德等,２０２３),该模型包

含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三个指标,具
体测算方法见王彩丽等(２０２２)、林万龙等(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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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红东等: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的水平测度、时空演进及障碍因子分析

①

②

③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 关于开展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绩效评价和认定工作的通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o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１８－１２ / ３１ / ｃoｎｔｅｎｔ＿５４４１７１９. ｈｔ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认定管理办法(试行),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oｖ. ｃｎ / ｘｘｇｋ / ｚｃｆｂ / ｇｈｘｗｊ / ２０１８１２ /
ｔ２０１８１２０４＿９６０９５７. ｈｔｍｌ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９ 年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工作的通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o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１９－１０ / ２１ /
ｃoｎｔｅｎｔ＿５４４３０７９. ｈｔｍ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为充分刻画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县域特色农

业的发展情况,本文以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为研究时区,
以 ２０２２ 年底的行政区划为标准。 样本涵盖中国 ３１
个省份的 ２８４３ 个县(县级市、区、旗),可以较为全

面地反映中国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现状。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可以确保特色农产品原

产地的真实性,是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

和产业优势的重要载体。 本文对特色农业经营主

体及相关指标的筛选基于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产

品地理标志名录(截止到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具体

步骤如下。

首先,从农产品地理标志数据中清洗出地标产

品,并确定该产品的类别及地域保护范围。 其次,
筛选出地标农产品保护范围内生产经营该地标农

产品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最后,
根据筛选出的特色农业市场主体,继续匹配其他信

息,例如,“特色农业数字涉农企业续存数量”是涉

农企业与数字经济产业企业取交集之后,再与特色

农业主体取交集所得;“拥有网站网店的特色农业

经营主体数量”的获取逻辑是先将特色农业主体

表格和年报表进行匹配,获取有无网站网店这个字

段,再统计出各地有网站网店的特色农业经营主

体数。

四、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测度

(一)全国及地区层面

采用全局熵值法测算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全国及四

大地区∗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结果如图 １ 所示。
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全国特色农业发展综合得分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０. １２ 分提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０. ８７ 分,年均

增长率达 ６３. ７９％,稳步向好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①要求做大

做强优势特色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中也明确指出要支持特色农业等乡村产业

的发展②。 在中央的引领下,各地结合实际,将特

色农业发展目标与农业转型升级要求和乡村振兴

战略紧密结合,推动特色农业快速发展。
从地区层面看,四大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总

体呈上升态势,样本期内东、中、西、东北部的综合

得分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０. ３２、０. ２６、０. ３７ 和 ０. １５ 分增长

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０. ７３、０. ６０、０. ７３ 和 ０. ２５ 分,东部和

西部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优于中部和东北部。 在

年均增长率方面,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年均增速分

别为 ２２. ５９％、２３. ４３％和 １８. ８４％,显著高于东北部

的 １３. ６０％,中部地区起点较低具有后发优势,东部

和西部呈现出“你追我赶”的良性态势。
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差异受农业资源禀赋

与产业发展基础的影响。 东部地区在经济条件和

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为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尽管在 ２０１９ 年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

谈会后③,中部地区的特色农业取得了显著发展,
但中部地区的农业科技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受限于地理与自然环境限制,西部地区农业大多以

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尹铎等,２０２２)。 近年来

西部地区特色农业的较快发展与西部大开发、脱贫

攻坚等国家战略实施所带来的影响息息相关。 由

于东北地区过度依赖粮食生产,面临农业产业结构

相对单一的问题,特色农业的发展步伐显得较为迟

缓。 中部和东北部作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

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仍是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和共同富裕进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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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四大地区的具体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
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和新疆;东
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新华社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o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６ / ｃoｎｔｅｎｔ ＿
５３２５５３４. ｈｔｍ

人民日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oｐｌｅ. ｃoｍ. ｃｎ / ｒｍ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２１－０５ / ２０ / 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ｒｅｎｍｒｂ＿２０２１０５２０＿
１－１６. ｈｔｍ

习近平 .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oｍ / ｐo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９－０５ /
２２ / ｃ＿１１２４５２９２２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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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全国及四大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

(二)省域层面

在整体测算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年各省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见表

２),根据各省 ２０２２ 年综合得分的排名顺序将其分

为三个梯队。
第一至第十名为第一梯队,包括山东、四川、安

徽等省,２０２２ 年平均分为 ０. ４７ 分。 山东省在观察

期内得分始终处于首位,特色农业涉农企业数量得

分全国第一,且融合化程度全国最高。 究其原因,
一方面,山东省各类农作物品种非常丰富,在第三

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中,收集的农作物种质

资源高达 ７５１４ 份①;另一方面,山东省通过搭建高

效特色农业发展平台,集中支持高效特色农业产业

项目②,催生出一大批特色农业企业,截止 ２０２２ 年

孵化出 ９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２１ 个融合发展示范

园和 ８９ 个产业强镇,逐步形成具有高聚集度的特

色农业集群(任玉霜等,２０２１)。 河南省的名次进

步较快,从 ２０１８ 年的第 １１ 名上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第 ６
名,这一显著提升主要归因于河南省近年来加快推

进“十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③,积极打造优

势特色农业重点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了特色农

业高质量发展合力,从而推动了特色农业做大

做强。
第十一名至第二十名为特色农业发展第二梯

队,包括贵州、广西等省,２０２２ 年平均分为 ０. ３０
分。 除了广东与河北,其他省份均位于中部、西部

和东北部。 虽然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特色农业资

源较为丰富,但是受制于技术和制度约束,科技化、
数字化和融合化进程较东部还有一定差距,特色农

业链条较为薄弱,不足以支撑特色农业快速发展。
第二十一名至第三十一名为特色农业发展第

三梯队,由西藏、青海等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省份和

上海、北京、天津和重庆四大直辖市构成。 该梯队

的特色农业得分在 ０. １５~０. ２８,平均分为 ０. ２２ 分,
特色农业科技化、数字化水平得分较低。 究其原

因,一方面,由于发展重心不同,四大直辖市的经济

结构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

较小;另一方面,西藏、青海等地的特色农业虽然受

到较多的关注和支持,但对新一代科学技术、信息

技术的集成应用水平不高。
(三)县域层面

根据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得分,可以得到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特色农业百强县得分及排名”
“２０２２ 年特色农业百强县六化指标得分”∗。 从

２０２２ 年百强县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县域占

４３％、中部地区县域占 １５％、西部地区县域占 ２９％、
东北地区县域占 １３％,东部地区的百强县数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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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 . 山东普查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 ７５１３ 份,ｈｔｔｐ: / / ｎｙｎｃ. ｓｈａｎｄoｎｇ. ｇo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ｍｔｊｊ / ２０２３０６ / ｔ２０２３０６２７＿４３５９００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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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表 ２　 省域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综合排名及得分

　 　 　 省份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山东省 １ ０. ３７８１ １ ０. ４４８２ １ ０. ５２８６ １ ０. ６２８１ １ ０. ６８８３

四川省 ２ ０. ３２８４ ２ ０. ３７９５ ２ ０. ４５０４ ２ ０. ５２４２ ２ ０. ５７５６

安徽省 ３ ０. ２８５２ ４ ０. ３０００ ３ ０. ３６８７ ４ ０. ４３３５ ３ ０. ５０３９

江苏省 ８ ０. ２３１４ ５ ０. ２９０６ ５ ０. ３５７７ ３ ０. ４５４８ ４ ０. ４５８０

福建省 ４ ０. ２６３４ ３ ０. ３０６２ ４ ０. ３６５１ ５ ０. ４１４８ ５ ０. ４４９７

河南省 １１ ０. ２０３６ ９ ０. ２５９２ ８ ０. ３２１０ ７ ０. ３９２３ ６ ０. ４３４８

湖北省 ９ ０. ２３１２ ７ ０. ２７５５ ７ ０. ３２８２ ９ ０. ３７７９ ７ ０. ４３３７

浙江省 １０ ０. ２３１０ ８ ０. ２６９０ ９ ０. ３１７０ ６ ０. ３９４３ ８ ０. ４２６４

黑龙江省 ６ ０. ２３６９ ６ ０. ２８４３ ６ ０. ３３２４ ８ ０. ３８４６ ９ ０. ４１７４

湖南省 １２ ０. １９９６ １０ ０. ２３８４ １０ ０. ２８４２ １０ ０. ３３５５ １０ ０. ３６０４

贵州省 ５ ０. ２４０９ １１ ０. ２３６７ １１ ０. ２６４９ １２ ０. ３０２４ １１ ０. ３３９６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４ ０. １９６０ １２ ０. ２２８５ １４ ０. ２４９８ １１ ０. ３０２９ １２ ０. ３２９７

内蒙古自治区 １３ ０. １９８２ １３ ０. ２２１１ １２ ０. ２６２２ １３ ０. ３００３ １３ ０. ３２４７

陕西省 １７ ０. １８３４ １８ ０. ２０４１ ２０ ０. ２２７３ １７ ０. ２６７１ １４ ０. ３０３２

江西省 １８ ０. １８０６ １９ ０. ２０３６ １８ ０. ２３３９ ２１ ０. ２５８９ １５ ０. ３０１０

广东省 ２３ ０. １６０２ ２１ ０. １９８３ ２１ ０. ２２６７ １６ ０. ２６９７ １６ ０. ２９４６

辽宁省 １５ ０. １９４９ １６ ０. ２１３６ １５ ０. ２４５３ １８ ０. ２６６５ １７ ０. ２９１６

河北省 ２２ ０. １７１０ ２０ ０. １９９２ １７ ０. ２３５５ １５ ０. ２７３６ １８ ０. ２９０８

重庆市 ２０ ０. １７７５ １５ ０. ２１５５ １３ ０. ２５９６ １４ ０. ２９３２ １９ ０. ２８７６

山西省 ２１ ０. １７４０ １７ ０. ２１１９ １９ ０. ２３２２ ２０ ０. ２６１１ ２０ ０. ２８５５

甘肃省 １６ ０. １８６０ １４ ０. ２１７６ １６ ０. ２３７３ １９ ０. ２６６１ ２１ ０. ２８１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７ ０. ２３６１ ２３ ０. １８６３ ２２ ０. ２１４０ ２２ ０. ２５７６ ２２ ０. ２８０４

云南省 １９ ０. １８０４ ２２ ０. １９４３ ２３ ０. ２０７１ ２３ ０. ２３６５ ２３ ０. ２６４６

上海市 ２８ ０. １３６８ ２４ ０. １７９０ ２５ ０. １８９５ ２４ ０. ２２３７ ２４ ０. ２２４３

吉林省 ２６ ０. １４５２ ２７ ０. １５９３ ２４ ０. １９１９ ２５ ０. ２０５５ ２５ ０. ２２３０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２５ ０. １５２０ ２６ ０. １６５１ ２６ ０. １８４８ ２６ ０. ２０４６ ２６ ０. ２２１９

青海省 ２４ ０. １５５８ ２５ ０. １６５６ ２７ ０. １７２８ ２８ ０. １８６６ ２７ ０. １９５８

西藏自治区 ３０ ０. １２２０ ２９ ０. １３９６ ２８ ０. １６６４ ２７ ０. １９２８ ２８ ０. １９４４

北京市 ２７ ０. １３７４ ２８ ０. １４９６ ２９ ０. １５６２ ２９ ０. １６４４ ２９ ０. １８４２

海南省 ２９ ０. １２４６ ３０ ０. １３１２ ３０ ０. １４０３ ３０ ０. １５１３ ３０ ０. １８０１

天津市 ３１ ０. １１９６ ３１ ０. １２６４ ３１ ０. １３４１ ３１ ０. １４９４ ３１ ０. １４９５

　 　 本文基于“２０２２ 年特色农业百强县六化指标

得分”选取不同地区的发展典型,深入剖析其特色

农业发展经验。 在百强县中,东部地区的山东省平

度市、荣成市和寿光市的特色农业产业综合得分位

列前三,其中平度市的品牌化得分高居全国榜首;

荣成市的区域公用品牌得分达到了 ０. ９ 分,为全国

最高分;寿光市则在组织化方面表现突出,得分位

居全国第一,同时数字化得分位居全国第二。 通过

积极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２０２２ 年平度市

成功拥有了全国县级市中最多的 １９ 个地标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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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２５ 个名特优新农产品,为发展特色农业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近年来,荣成市持续加大品牌培育

与建设力度,截至 ２０２２ 年已成功打造了 １８ 个区域

公用品牌,在品牌建设方面成就突出。 作为全国知

名的蔬菜生产基地,寿光市不仅积极推进特色农业

生产的高效组织和统一管理,还大力引入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①,提高了特色农

业的组织化和数字化水平,为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

树立了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金山区产业融合化得分

位居全国第二,在百强县中排名第六。 金山区通过

深化落实特色农业梯度推进和系统培育机制②,截
至 ２０２２ 年成功创建 ２ 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２ 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和 １ 个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充分展示了金山区在推动特色农业产业融

合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湖北省钟祥市作为中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县

级市,２０２２ 年综合得分排名第四。 素有“世界长寿

之乡” “国家园林城市”美誉的钟祥市是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市,自 ２０１９ 年开始,钟祥市

通过实施“产业奖补政策”“双百行动”③,形成了以

柴湖万亩设施蔬菜、万亩中国花城为代表的现代特

色农业集群,在特色农业产品绿色化方面取得显著

进展。 宁夏盐池县是西部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县,
２０２２ 年综合得分排名第八。 盐池县立足资源禀

赋,大力发展滩羊、黄花菜等特色产业,成功打造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样板区。 陕

西大荔县 ２０２２ 年综合得分排名第九。 大荔县是西

北地区最大的反季节瓜果蔬菜生产基地,通过大力

发展设施农业、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强产业链建设

等措施,在科技化和融合化方面成就突出④。 辽宁

省瓦房店市是东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县级市,２０２２
年综合得分排名第十一。 瓦房店市通过海参和樱

桃两大核心产业示范引领特色农业发展,先后被认

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

地和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县,在特色农业发

展的绿色化和融合化方面进步明显,成为推动地区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典范。
综上,东部县域如山东平度市和上海金山区,

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凭借品牌化、科技化、数字化和

融合化优势,在县域特色农业发展中脱颖而出。 中

西部县域如湖北钟祥市、陕西大荔县等,通过实施

产业奖补政策培育出一批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

的特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组织化、融合化和绿

色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东北县域例如辽宁瓦

房店市,聚焦核心产业示范引领,推动了特色农业

科技化、融合化快速发展。 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成

功经验表明,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和

政策措施推动特色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当前题

中之义。

五、特色农业发展时空演进特征分析

(一)中国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布

引入全局莫兰指数深入分析特色农业空间整

体关联程度,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全局莫兰指数得

分可知,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５ 个时间截面的全局

空间自相关指数均高于 ０. ０３,表明县域特色农业

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分布特征,且聚集程度呈现

上升趋势。
表 ４ 展示了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期间,中国不同

省份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局部自相关聚集状

态变化∗,同样可见中国特色农业发展呈现显著空

间相关性,且高高聚集县的个数在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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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 . 金山区特色产业发展指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ｎｓｈａｎ. ｇoｖ. ｃｎ / ｙｓｚｃ－ｊｓｙｓｚｃ / ２０２０１１０６ / ７９７２４７. ｈｔｍｌ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 湖北省钟祥市:以创建“百强农民合作社”“百佳示范家庭农场”为抓手助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ｈｔ-

ｔｐｓ: / / ｎｙｔ. ｈｕｂｅｉ. ｇoｖ. ｃｎ / ｂｍｄｔ / ｙｗ / ｎｃｈｚｊｊ / ２０２３０５ / ｔ２０２３０５１７＿４６６５３４１. ｓｈｔｍｌ
大荔县农业农村局 . 大荔:以农业 “园区化” 引领全域农业 “现代化”, ｈｔｔｐｓ: / / ｎｙｎｃｊ. ｗｅｉｎａｎ. ｇo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ｑｘｄｔ / １６８４１３１１５２３６

６８８６９１３. ｈｔｍｌ
∗　 限于文章篇幅,“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局部莫兰指数空间分布图”“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县域特色农业局部自相关聚集

名单”未在文中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表 ３　 中国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全局莫兰指数 ０. ０３６２∗∗∗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４６３∗∗∗

Ｚ 值 ２６. ０８７２ ２３. ３８０１ ２５. １０２８ ２６. ８６３１ ２６. ８３２２

　 　 注: ∗∗∗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 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中国各省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局部自相关聚集状态变化　 (个)

地区 　 　 　 省份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ＨＨ ＨＬ ＬＨ ＬＬ ＨＨ ＨＬ ＬＨ ＬＬ ＨＨ ＨＬ ＬＨ ＬＬ

山东省 ７１ １ ２７ ５ ７０ １ ２７ １ ７８ ０ ２７ ０
江苏省 ３９ ０ ３４ ０ ４９ ０ ３５ ０ ５６ ０ ３１ ０
浙江省 ２９ ０ ３３ ０ ３９ ０ ３６ ０ ４５ ０ ３９ ０
福建省 ２ １ ６ ０ １７ ０ １０ ０ ２５ ０ １２ ０
上海市 ５ ０ １ ０ ６ ０ ０ ０ ６ ０ １ ０

东部
广东省 ０ ２１ ０ ９２ ０ ２２ ０ ５８ ０ １３ ０ ４９
河北省 ０ １７ ０ １２７ ０ ３０ ０ １０２ ０ ２１ ０ １１３
北京市 ０ ９ ０ ３ ０ ５ ０ ７ ０ ６ ０ ６
海南省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天津市 ０ ６ ０ ９ ０ ６ ０ ８ ０ ６ ０ ７
安徽省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４２ ０ ４１ ０ ５５ ０ ４１ ０
湖北省 ３０ ０ １２ ３ ４３ ０ ２９ ０ ５２ ０ ２９ ０
河南省 ０ １６ ０ ５４ １９ ３ １５ １９ ４２ ２ ２９ ８

中部
湖南省 １ ７ ５ ３３ １５ １ １２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０
江西省 ０ ４ ０ ２８ ５ １ ５ ７ １４ ０ １５ ０
山西省 ０ １８ ０ ７９ ０ ２１ １ ７１ ４ ２０ ０ ６５
四川省 ８０ ０ ６９ ０ ５５ １ ４６ ６ ３７ ４ ２７ １５
重庆市 ２３ ０ １３ ０ ２７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０ ７ ０
陕西省 ８ ３ ７ １１ ６ ４ １４ １４ １２ ２ １３ ８
贵州省 １５ ０ １１ ０ １９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６ ０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８ ０ ２ ０ ７ ０ ３ ０ １０ ０ １ ０
甘肃省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７ ０ ９ ０ ７ ０

西部
内蒙古自治区 ２ １０ ０ ３８ ２ １４ ０ ３３ ２ １２ ０ ２１
青海省 １０ １ ８ ４ ６ １ ３ ６ ２ ０ ０ ８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 ６ ０ １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３ ０ 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 ２ ０ １１ ０ １３ ０ ３２ ０ ４ ０ １９
云南省 ３ １ ９ ９ ０ ２０ １ ６２ ０ ２７ ０ ８１
西藏自治区 ０ ３ ０ ５０ ０ １０ ０ ６４ ０ ９ ０ ６５
辽宁省 １０ １ ３ ９ ７ ６ ０ ２９ ２ １３ ０ ４０

东北 黑龙江省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６ １ １ ３ ６
吉林省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全国汇总 ３６５ １２９ ２７１ ５７７ ４５０ １６１ ３０８ ５２６ ５０９ １４３ ３０５ ５１５

　 　 注:表格内数据为各省局部自相关聚集显著的县域数量;ＨＨ、ＨＬ、ＬＨ 和 ＬＬ 分别指高高聚类、高低聚类、低高聚类和低低聚类;采
用反距离权重法和欧氏距离进行计算

　 　 高高聚集和低高聚集县主要出现在东部和中

部地区,如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湖南。 东部地

区凭借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优势,为特色农业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中部地区则凭借其后发优

势,逐步构建起特色农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高高

聚集型出现的地区,高水平特色农业发展较为集

中,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

集群。 在县域之间,特色农业的发展水平因资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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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历史基础、政策支持和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呈现

出差异,这种差异导致部分县域的特色农业发展水

平明显低于其相邻县域,形成了低高聚集型地区现

象。 这意味着在一些地区,特色农业的发展潜力未

能得到充分发挥,需要通过政策引导、资源优化配

置、技术提升等措施来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区域间

的均衡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扶持、市场引

导等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西部地区的重庆、宁
夏等省份中,部分原本处于低高聚集状态的县域已

经实现了向高高聚集的跃迁。
另一方面,低低聚集和高低聚集县多分布在西

藏、云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份。 尽管区域发

展政策为边疆与内陆省份的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

契机,但经济基础薄弱、数字化和科技化水平不高

等问题,仍在阻碍低低聚集和高低聚集县特色农业

潜力的释放。 这些县域的特色农业发展潜力较大,
亟需探索和创新特色农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新途径,
以促进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

(二)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分析

为探究我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

征,本文引入核密度估计方法。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中

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核密度曲线,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的动态演进

　 　 从波峰的移动来看,样本期内特色农业发展水

平的核密度曲线主峰位置右移,说明特色农业发展

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进一步观察波峰的形态变

化,主峰由“尖峰”渐变至“宽峰”,同时高度逐渐降

低,这一现象表明县域之间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差异

的扩大。 波峰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包括政策执行力度的强弱、资源禀赋的优劣以及市

场条件的波动等。 从极化情况来看,由一个主峰转

向“主峰＋侧峰”,侧峰峰值相对较低,随着时间推

进,侧峰愈发明显,两极分化趋势加剧。 资源分配

的不均衡在极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资金、技
术、人才及政策等资源往往倾向于流向那些具备一

定产业基础的县,加速了优势县的崛起,成为领头

羊,而相对劣势的县则因资源匮乏而发展受限。 从

拖尾情况来看,右拖尾明显,且拖尾高度随时间推

进增高,说明高水平县域的数量在增加。 综上所

述,县域特色农业发展不均衡程度逐渐上升,县域

差异增大且两极分化现象增强。 面对地区间的发

展差异和极化现象,加强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显得

尤为重要。
四大地区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动态及演

进如图 ３(ａ) ~ (ｄ)所示。
从图 ３ 可知,四大地区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得

分随着时间推移,均出现“主峰右移、右尾拉长、高
度降低”的特点,说明特色农业均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发展,空间差异均有所扩大且得分分布扩散。 值

得注意的两个演进特征是:其一,东北地区的侧峰

宽度随时间演变不断扩大,逐渐由“多峰”转变成

“双峰”,说明东北地区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离

散程度逐渐增强,但多极分化情况逐渐弱化。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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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辽宁省政府深入挖掘并培育发展态势向好的特

色农产品①,吉林省也积极开展了绿色循环优质高

效的特色农业促进项目②。 这些有针对性的扶持

措施使得原本在特色农业领域具有潜力的县域得

到了更多的资源和关注,促使原本存在的多个小规

模、低水平“小高峰”逐渐融合或消失,最终形成两

个更加突出、更具规模的“大高峰”。 其二,与其他

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右拖尾最长且不断延展,说明

东部地区处于较高特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县在数量

上有所增加,地区间差异不断扩大,少数特色农业

发展高水平县域已经成为全国特色农业的发展

“高地”。

图 ３　 四大地区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的动态演进

　 　 图 ４ 展示了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百强县和非百强县

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演变情况。
根据图 ４( ａ),百强县的分布曲线主峰位置不

断右移,主峰高度不断下降,宽度拓宽,小侧峰逐渐

弱化,说明百强县的特色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绝对差异有缩小趋势且县间两极分化程度正在缩

小。 根据图 ４(ｂ),非百强县的核密度曲线主峰高

度下降且宽度变大,右拖尾收敛性较差,小侧峰与

主峰之间的距离逐渐扩大,意味着观察期内非百强

县特色农业离散程度呈现上升趋势,绝对差异呈现

扩大态势,极端县的发展水平与平均值之间的差距

持续拉大。 总之,百强县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正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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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 辽宁省农委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１１３６ 号关于进一步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建议的答复,ｈｔｔｐｓ: / /
ｎｙｎｃ. ｌｎ. ｇoｖ. ｃｎ / ｎｙｎｃ / ｚｆｘｘｇｋ / ｆｄｚｄｇｋｎｒ / ｊｙｔａ / ｓｒｄｄｂｊｙ / ｓｓｓｊｒｄｗｃｈｙ２０１８ｎ / Ｃ７Ｅ４５１２７５８Ｂ６４９２８Ｂ０ＡＣＣ４８４ＡＦ９５Ｂ６９８ /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ｔｍｌ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吉林省财政厅 .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９ 年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申报的通知,ｈｔｔｐ: / / ａｇｒｉ. ｊｌ. ｇoｖ. ｃｎ /
ｘｄｎｙ / ｎｃｐｊｇ / ２０１９０４ / ｔ２０１９０４２６＿５８２６２１９. ｈｔｍｌ



升且内部两极分化程度正逐渐减弱,非百强县特色 农业离散程度上升且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

图 ４　 百强县和非百强县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分布的动态演进

六、特色农业发展障碍因子分析

　 　 为精准识别影响特色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本
文利用障碍度模型深入探讨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

平的障碍因子。 表 ５ 呈现了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影响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水平排名前三的障

碍因子及障碍度。
就全国层面来看,在 ２０１８ 年,拥有网站网店的

特色农业主体数量、特色农业经营主体的专利数量

和绿色专利占比是影响特色农业发展进程的障碍

因子。 ２０２０ 年,拥有网站网店的特色农业主体数

量和绿色专利占比的阻碍程度进一步提高,特色农

业数字涉农企业续存数量成为排名第三的影响因

子。 ２０２２ 年,单位主体商标数量成为影响特色农

业进程的首要因素,其与特色农业经营主体的专利

数量和拥有网站网店的特色农业主体数量一起对

特色农业发展产生超过 ３５％的阻碍。 特色农业产

业的发展对品牌化、科技化和数字化等方面提出了

新的要求,加强品牌建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

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成为推进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

方向。
就地区层面来看,样本期内东部地区的主要障

碍因子由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占比和拥有网站网店的特色农业主体占

比转变为地理标志累计数量、区域公用品牌累计数

量和当年续存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这表明东部地

区特色农业发展已经跨越了基本的生产标准化和

初步的市场营销阶段,需要更加重视品牌建设和深

化合作模式。 ２０２２ 年,中部地区的特色农业发展

同样受地理标志和区域公用品牌发展不足的阻碍,
但与东部相比,特色农业数字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这反映了不同地区在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不

均衡性,中部地区可能由于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

的限制,导致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 在西部地区,
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特色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

合作社占比和单位主体商标数对 ２０２２ 年特色农业

发展的阻碍程度超过 ３５％,说明西部地区在特色农

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质量认证、品牌建设等方面的

挑战。 ２０２２ 年,东北地区的特色农业发展障碍主

要在通过农产品认证的家庭农场占比、地理标志累

计数量和名特优新累计数量三个方面。 综上,东部

地区的特色农业绿色化水平在过去几年得到较大

提高,下一步应该紧抓品牌化和组织化建设。 为了

促进中部地区特色农业的发展,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来加强品牌建设和提升数字化水平。 西部地区应

该在加强品牌建设的同时,推进特色家庭农场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绿色认证与管理工作。 除了上述努

力方向外,东北地区还应注重挖掘地方特色资源,
加大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开发力度。

就县域层面来看,样本期内百强县在区域公用

品牌与地理标志的培育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短板,
这揭示了百强县在品牌建设策略与执行层面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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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在产业发展初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一度

成为百强县发展特色农业的制约因素,而到了后

期,特色农业加工企业问题则更为突出。 阻碍非百

强县特色农业发展的因素则呈现出更为动态的变

化特征。 ２０２２ 年的数据显示,非百强县特色农业

发展的前三大障碍因子依次为特色农业经营主体

的商标数量、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特色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占比和特色家庭农场占比,障碍程度分

别为 ２６. ６３％、１４. ４３％和 ４. ８５％。 尽管百强县与非

百强县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障碍因

子各有不同,但均面临着品牌化程度不足的挑战。
特别地,百强县在区域公用品牌和地理标志的打造

上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品牌效应,可能与其品牌战略

不够精准、市场推广方式不够创新或未能充分挖掘

和传达品牌的独特价值有关。 非百强县在特色农

业品牌建设方面,面临商标数量不足的问题,揭示

了非百强县在品牌意识和商标保护方面的不足。
由于品牌意识的欠缺,可能导致非百强县不能充分

认识到商标对于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

的重要性;同时,商标保护意识的不足也影响了非

百强县在维护和推广自身特色农产品时的主动性

和有效性。 因此,无论是百强县还是非百强县,都
需要在品牌建设与推广方面加大力度,以克服当前

品牌化发展瓶颈,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表 ５　 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地区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因子一 因子二 因子三

全国　 　
网站网店 专利数量 绿色专利 网站网店 绿色专利

数字企
业数量

单位主
体商标

专利数量 网站网店

７. ０４３０ ６. ６１６２ ６. ２１５５ ８. ９４５９ ７. ２５９２ ７. ２４５６ ２４. ８０８９ ７. ２３３２ ５. ３０６８

东部　 　
认证家
庭农场

认证
合作社

网站网店
认证家
庭农场

地理标志 网站网店 地理标志
区域公
用品牌

合作社
数量

９. ２７７６ ７. ４４７０ ７. １１２５ ７. ７７６６ ７. ６３２２ ７. ４６８２ １２. ３５４３ １０. ７１５１ ７. ４２０７

中部　 　
认证家
庭农场

认证
合作社

地理标志
数字企
业数量

地理标志 网站网店 地理标志
区域公
用品牌

数字企
业数量

６. ９８５５ ６. ８０８５ ６. ３７９６ ７. ０３２９ ６. ８８３７ ６. ２４７６ ９. ５９９７ ８. ５３３５ ７. ３８４１

西部　 　
认证家
庭农场

认证合作社 网站网店
认证家
庭农场

认证合作社
机械化
示范县

认证家
庭农场

认证合作社
单位主
体商标

９. ７８９７ ７. ９５２５ ７. ５３９０ １１. ３０３８ ８. ３６２０ ６. ９３４１ １８. ７２６４ ９. ７９５９ ８. ７７２３

东北　 　
认证家
庭农场

地理标志 网站网店
认证家
庭农场

地理标志 名特优新
认证家
庭农场

地理标志 名特优新

７. ３２７５ ６. ４３６８ ６. ２２０７ ７. ６４２１ ６. ６４３１ ６. ４０９３ ８. ４７８０ ６. ９６０５ ６. ７７８７

百强县　
区域公
用品牌

地理标志 合作社数量
区域公
用品牌

地理标志 合作社数量
区域公
用品牌

地理标志 加工企业

５. ４２２７ ５. ４０６０ ５. ４００５ ６. ０３１０ ５. ９８２８ ５. ９４３８ ６. ２８３２ ６. ２３０１ ６. ２２４９

非百强县
农业产业园 认证合作社

认证家
庭农场

认证合作社 农业产业园 网站网店
单位主
体商标

认证合作社
认证家
庭农场

７. ０７８５ ７. ０６６９ ７. ０３０５ ８. １５１９ ７. １９５１ ７. １６７６ ２６. ６２８２ １４. ４２５４ ４. ８５０２

　 　 注:障碍因子为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采用简称进行表述;障碍度单位为“％”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特色农业定义及其区域性、差异性和

效益性三个方面的内涵,从品牌化、组织化、科技

化、数字化、融合化和绿色化六个维度构建特色农

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对县域特色农业发展水

平、时空演进特征和障碍因子进行测度和分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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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综合得分在观察期内

呈上升趋势,四大地区的发展得分呈现出东部>西
部>中部>东北的特征,中部地区起点较低具有后

发优势,东部和西部呈现出“你追我赶”的良性态

势。 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在省域层面存在梯度差异,
在县域层面存在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

第二,在空间相关性方面,县域特色农业发展

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东部和中部多呈现

高高集聚和低高集聚,西部和东北部则多表现为高

低集聚和低低集聚。 随着时间推进,部分低高聚集

县实现高高集聚跃迁。 在演进规律方面,县域特色

农业发展不均衡程度逐渐上升,四大地区和非百强

县的极化现象加重,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
第三,障碍因子识别结果显示,品牌化、科技化

和数字化水平不高是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主要障

碍。 各地面临的阻碍因子虽有所不同,但品牌化程

度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时,提高组织化水平

是东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重点在于壮

大特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中部地区则应加速特

色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积极培育数字涉农企

业;对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及非百强县而言,绿色

转型是当务之急,需加大力度提升家庭农场或农民

专业合作社中特色农产品的质量认证比例;百强县

面临融合化水平不高的发展难题,需聚焦特色农业

加工企业的培育与发展。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就中国特色农业产业推进

路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在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方面已经取得

了实质性进展,未来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特色农

业发展成果,推动特色农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

发展。 在厚植禀赋、因地制宜的前提下,需要特别

关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产业政策效

能。 鉴于东部地区部分县域已成为特色农业发展

的高地,建议政策重点从单纯的资源支持转向提升

产业竞争力与附加值,例如鼓励产业升级、品牌国

际化及产业链延伸等。
第二,当前特色农业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

特征且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特色农业示范县作为

特色农业发展的“领头羊”,具有先进的发展理念、
成熟的经营模式和丰富的市场资源,可以通过示范

引领和辐射带动其他县的特色农业发展。 对于特

色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域,首先要深入学习示范

县在特色农业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其次要

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市场需求,探索并

创新适合自身的特色农业发展模式,避免简单复

制;最后在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以确保特色

农业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
第三,审时度势扭转比较劣势。 中国特色农业

产业振兴的短板在数字化、品牌化和科技化方面,
在未来特色农业产业的政策扶持实践中,应以政策

引导为核心,着力解决数字化改造、品牌建设、农业

科技研发与应用等难题。 尤其需要强化农产品地

理标志和区域公用品牌的申请与保护工作,通过品

牌联盟、营销合作等方式,提升特色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除上述方向外,还需进一步细化地区发展

策略:东部地区应重点扶持特色农产品农民专业合

作社,推动产业组织化、规模化发展;中部地区需加

快数字涉农企业发展,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提升

生产经营效率;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非百强县

需加强政策宣传与培训,激励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认可度,参与农产品质

量认证;百强县应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强化农业

产业链整合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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