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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HUANG Xiu-ji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Guang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national leader in characteristic and high-efficiency agriculture. By assess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ifferent regions to diagno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monitor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gress, and improve support policies.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ree aspects of high efficiency, greening, and stable production, and discusse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of agricult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in area>hilly area>
mountain area", and formed the pattern of "plain area showed significant high agglomeration, and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 showed
significant low agglomerati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fficiency, greening, and stable production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agglomeration, an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was similar.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s main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per capita GDP and elevation. Highlighting the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gra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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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表征。广东省特色高效农业走在全国前列，以广东省为例量化评估农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可为各地诊断农业发展问题、监测农业高质量进展、支撑完善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从高效化、绿色化和稳

产化 3方面构建了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借助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双变量空间关联性分析法分析了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平原区>丘陵区>山地区”的特征，在空间上形成“平原区

显著高高集聚、山地丘陵区显著低低集聚”的格局，高效化、绿色化和稳产化 3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正向集聚性，且空间集聚格局

相似。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主要受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程等因素的影响，凸显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

过程，各地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特色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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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自

然、经济、社会和技术等要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差异

化的农业地域格局[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

发展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

素配置不合理、农业竞争力偏弱、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乏力等问题[2-3]，面临着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农业投入

品过量使用以及消费者需求变化等挑战[4]。为了破

解这些难题，国家相继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等重大战略方针[5]。其中，农业高质量发

展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途径，是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的重要抓手，已成为现代农业转型、区域可持

续发展、乡村振兴等议题的重要研究内容[6]。

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大城市郊区、大型垦区的部

分县市已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乡村产业发展步入乡

村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阶段[7-8]。农业高质量发展

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安全性高且质量好的农

产品的需求，可归纳为产品质量高、产业效益高、生产

效率高、经营者素质高、国际竞争力高和农民收入高

等 6 个方面，具有高标准、高效益和可持续等特

征[9-12]。在实证研究方面，有研究从绿色发展引领、供

给提质增效、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多元融合 4方面测度

了我国 31个省（区、市）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13]；也

有研究从农业资源、经济效益、生态环境和从业人员

等方面建立评价模型，结果显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为“一般”[14]；在省域层面，有研究从质效提升、动

力转换、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协调共享等 5个方面评

价分析了 2007—2017年间四川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及变化[15]。此外，农业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农

业绿色发展等研究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提供了

模型借鉴和方法参考[16-18]。总体上看，学者们围绕着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制约因素、评价分析、路径设

计等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但定量评价的成果总体较

少。部分研究评价了国家、省级尺度的农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鲜见关注县域尺度的横向对比研究。我国地

域广阔，各地农业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不一，且县域

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单元，立足县域尺度开展

评价分析，可更好地反映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特征

与实际状况，为制定农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以及精

准高效的政策措施提供技术支撑。

近年来，广东省相继编制了《广东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关于推进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来指导、推动全省

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打造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先行区。广东省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走在全国前

列，其农业高质量发展经验对于全国类似地区发展具

有重要的借鉴与示范意义。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系统

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是实现

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全力推动农

村改革、打造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客观需要。因

此，本研究试图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借助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

间特征，运用空间关联性分析法分析其影响因素，以

期为理顺新时代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逻辑、确定农

业转型方向提供科学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

1.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计算

《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指

出，要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

加快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

面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此可知，绿色、优

质、高效、品牌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根据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和《广

东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6—2030年）》，广东省

属于优化发展区，应以减量施肥用药、红壤改良、水土

流失治理为重点，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和高效农

业，构建优质安全的热带亚热带农产品生产体系。在

当前国际国内不确定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确保粮食稳

产增产仍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据此，结合

广东省农业发展特点，参考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农

业现代化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遵循典型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分别

process that needs adaptation to local conditions. Different regions need to formulate different policies based on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Keywords：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bivariat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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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效化、绿色化和稳产化3个维度选取11项指标构

建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

高效化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目标，必须大力

提升产业效益[19]。高效化包括高效的农业生产率和产

出水平，主要选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均农业增加值和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率来表征。指标值越大，区域农业

越高效。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侧重反映区域农业经

济发展与劳动力要素配置的相对关系[20-21]；地均农业增

加值侧重反映区域耕地的经济产出情况；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率则侧重反映区域农业的经济效益情况。

绿色化是指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借助一定

的工程技术手段，使农业生产方式绿色经济、农产品

质量安全放心的发展状态[9]，绿色发展是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前提条件。具体选取化肥投入强度、塑料薄膜

使用强度、农药使用强度和节水灌溉面积表征。其中，

化肥投入强度、塑料薄膜使用强度和农药使用强度侧

重反映农业生产过程中化学品投入对耕地的负面影

响，值越大，农业发展方式越不生态；节水灌溉面积比

例反映区域节水灌溉工程的发展情况，值越大，区域水

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向绿色化方向转变。

稳产化是指区域稳定提供农业产品和服务的能

力，主要体现在耕地资源禀赋变化、农田水利条件以

及机械化投入等方面[22]，选取耕地变化率、有效灌溉

面积比例、河道治理率、农业机械投入强度表征，值越

大，越有利于区域农业稳产增产。

1.1.2 指标标准化、权重确定与指数计算

运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借助德尔菲法确

定指标权重（表 1）。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由高效化

指数、绿色化指数和稳产化指数加和得来，主要反映

农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Ci=Ei+Gi+Si （1）
Ei=∑

e = 1

n

We
--
Xei； Gi=∑

g = 1

n

Wg
----
Xgi； Si=∑

s = 1

n

Ws
-
Xsi （2）

式中：Ci表示 i县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
Xei、

----
Xgi、
-
Xsi

分别表示 i县域高效化、绿色化和稳产化维度下对应

指标的标准化值；We、Wg、Ws分别表示高效化、绿色化

和稳产化维度下对应指标的权重；n为对应的指标个

数，分别对应3、4、4。
1.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由Anselin等[23]提出的揭示地

理事物间的关联动态以及空间关联现象和本质的一

种地理方法，包括全局自相关分析和局部自相关分析，

具体可通过计算 Global Moran′ s I和 Local Moran′ s I
统计量来反映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依赖及差异

状况。

I=
n∑

i = 1

n ∑
j = 1

n

Wij∑
i = 1

n ( Xi - -
X ) ( Xj - -

X )

∑
i = 1

n ∑
j = 1

n

Wij∑
i = 1

n ( Xi - -
X )2

（3）

Ii=
( Xi - -

X )∑
j = 1

n

Wij ( Xj - -
X )

∑
j = 1, j ≠ i

n

X 2
j / ( n - 1 ) - -

X
2 （4）

式中：Xi、Xj分别表示 i县域和 j县域的农业高质量发

展指数值；-X表示广东省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应指

数的平均值，包括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以及高效化、

绿色化和稳产化指数；n为县域个数；Wij表示空间权

重矩阵；I、Ii分别为全局 Moran′ s I、局部 Moran′ s I指
数，取值范围为[-1，1]。I＞0表示观测值在空间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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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层Criterion
高效化（0.4）

绿色化（0.3）

稳产化（0.3）

指标层 Index
农业劳动生产率（元·人-1）

地均农业增加值（万元·hm-2）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率（%）

化肥投入强度（kg·hm-2）

塑料薄膜使用强度（kg·hm-2）

农药使用强度（kg·hm-2）

节水灌溉面积比例（%）

耕地变化率（%）

有效灌溉面积比例（%）

农业机械投入强度（kW·hm-2）

河道治理率（%）

指标计算方法 Index calculation method
县域农林牧渔增加值/第一产业劳动力

县域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县域耕地面积

县域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县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0%
农用化肥使用量（折纯量）/县域耕地面积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县域耕地面积

农药使用量/县域耕地面积

节水灌溉面积/县域耕地面积×100%
2017年县域耕地面积/2012年县域耕地面积×100%

有效灌溉面积/县域耕地面积×100%
县域农业机械总动力/县域耕地面积

县域已治理河段长度/县域有防洪任务河段长度×100%

权重Weight
0.15
0.15
0.10
0.10
0.07
0.07
0.06
0.09
0.09
0.07
0.05

效应Effect
+
+
+
-
-
-
+
+
+
+
+

表1 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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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同质集聚（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特征；I＜0则表示

呈现异质集聚（低高集聚或高低集聚）特征；I=0表示

空间不相关； || I 越趋近1，空间集聚特征越显著。

Z ( )I = I - E ( I )
Var ( I ) （5）

通常采用 Z检验法对 Moran′ s I值进行统计检

验。式中：Z（I）、E（I）分别为Moran′ s I的Z法检验值

和数学期望值；Var（I）为Moran′s I的变异系数。通常

而言，如果 || Z ( I ) 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 0.05（0.01）水

平下的临界值 1.96（2.58），说明县域间农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1.3 双变量空间关联性分析

Anselin在Moran′ s I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提出了双变量空间关联性分析法来揭示不同要素空

间分布的相关性[24-25]。本研究借助Geoda软件的双变

量空间全局自相关分析模块实现，即以综合指数、高

效化指数、绿色化指数和稳产化指数作为因变量，从

自然地理、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及生产结构和公共设

施投入 4个方面选取 12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表 2），进

行影响因素分析。

Ikli=X
k
i - -Xk

σk ∑
j = 1

n (Wij × X l
j - -Xl

σl
) （6）

式中：Ikli表示 i县域的双变量空间全局自相关系数；Xk
i

表示 i县域第 k项指数的观测值；Xl
j表示 j县域第 l项指

数的观测值；-Xk、-Xl分别表示第 k项和第 l项指数的平

均值；σk、σl分别表示第 k项和第 l项指数的方差；其

他符号的含义同式（3）和式（4）。

1.4 数据来源

广东省共有广州、深圳、珠海等 21个地级市，121
个县（县级市、自治县、市辖区）。由于部分市辖区没

有农业数据或者数据不齐全，为保持区域的完整性和

连续性，对部分单元进行合并，最终形成110个县域单

元。本研究中，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个数从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官网（http：//dara.gd.gov.cn）公布数据汇总分

析获取，其余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

2018》《广东农村统计年鉴 2018》《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县市卷）2018》。广东省县级行政区划数据和高程、年

均降水量等自然地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数据中心（http：//www. resdc. cn / data. aspx? DATAID=
202）。对于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缺失的单元，结合

各市 2018 年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等资料进行核查

与补充。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自然断裂法将农业高效化、绿色化、稳产化

及综合指数依次划分为高、中高、中低和低 4个级别，

并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进而分析广东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空间特征。

2.1.1 总体特征

2017年，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介于

0.369~0.634之间，总体呈现平原区>丘陵区>山地区

的分布格局（图 1a）。其中，高水平（0.537~0.634）和

中高水平（0.473~0.536）的单元共计 48个，合计占总

单元数的 43.64%，主要位于以广州、佛山、东莞为代

表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区和以汕头、潮州为代表的潮汕

平原区，梅州、肇庆等市内有少量分布。其中，南海

区、花都区、白云区、顺德区、湘桥区、增城区、南沙区、

端州区、东莞市、四会市、潮南区等多为城市郊区

（县），水热资源相对丰富，是全省重要的高效农产品

供给区，综合指数在 0.55 以上。中低及以下水平

（0.369~0.472）区域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主要位于梅

因素类型 Influencing factors
自然地理

经济发展水平

就业及生产结构

公共设施投入

指标 Index
X1—年均降水量（mm）；X2—年均气温（℃）；X3—光温生产潜力指数；
X4—高程（m）
X5—重点龙头企业个数（个）；X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1）；X7—
二三产业产值占比（二三产业增加值/县域地区生产总值）

X8—县域劳动力就业结构（第一产业劳动力/乡镇劳动力，%）；X9—粮
经比例（粮食播种面积/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X10—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县域总人
口，元·人-1）；X11—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县
域总人口，元·人-1）；X12—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用电量/乡镇总人口，
kWh·人-1）

选择依据Selection basis
自然地理是农业生产最为基础的影响因素，资源
禀赋条件越优，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性越大

经济发展是促成农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越足

就业及生产结构直接衡量农业产业与就业的结
构转换状态，转型越彻底，农业发展成效越显著

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公共
设施投入可以衡量政策与财政投入水平

表2 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类型及指标

Table 2 Types and indicator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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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河源、清远、韶关、湛江、江门、云浮等市内。这部

分县域土壤肥力偏低，且农田抗灾能力不足，综合发

展水平偏低。其中，英德市、曲江区、罗定市等平均海

拔在 228 m以上，地形对农业发展的限制较大，农田

水利投入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综合指数偏低。

2.1.2 分维度特征

2017 年，广东省县域农业高效化指数介于

0.047~0.333 之间（图 1b）。其中，高值区（0.182~
0.333）单元共 9个，集中分布在广州、佛山、珠海等珠

江三角洲平原区。这部分县域地势相对平坦，经济发

达，都市农业、休闲农业发展迅速，总体表现出较强的

高效化水平。其中，佛山市顺德区率先以绿色优势为

导向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形

成了以高值花卉苗木、优质蔬菜种植和优质鱼养殖为

主的产业格局，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地均农业增加值

领先于其他区县；另外，顺德区农业从业人员具有较

强的生产意愿和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效率

位居全省前列，高效化水平最强。中高水平单元共

35个，主要分布在以潮州、汕头、揭阳为代表的潮汕

平原区，以东莞、惠州、中山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平原

区以及肇庆、梅州、茂名等丘陵区，指数介于 0.124~
0.181之间。中低以下水平单元主要位于韶关、清远、

云浮、河源、阳江、江门以及深圳市，或因地形限制，经

济发展缓慢，或因地处平原区经济发展快速的市辖区

内，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高效化水

平相对较低，且潮阳区、开平市、禅城区最弱。

县域农业绿色化指数介于 0.028~0.284之间，中

高以上水平单元共 83 个，占研究区总单元数的

75.45%，主要分布在粤西南和粤北地区，包括揭阳、

梅州、河源、韶关、清远、阳江、湛江、江门、广州、佛山、

汕头等市。其中，广州郊区县、佛山、汕头等农业绿色

发展的成效明显，化肥、农药等化学品投入较少，且节

图1 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格局

Figure 1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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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灌溉工程发展迅速，绿色化水平相对领先（图 1c）。

中低及以下水平单元主要位于肇庆、茂名、广州和潮

州市内，其中顺德区、江海区、南沙区、蓬江区等县域

在农业高效发展导向的引导下，化学品投入相对较

多，绿色化发展不足，未来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压力

较大。

全省县域农业稳产化指数介于 0.067~0.236之间

（图1d）。与高效化高值区分布大致相似，农业稳产化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广州、佛山、汕头、揭阳市内，肇庆、

梅州市内有少量分布。其中，湘桥区、顺德区、蓬江区、

南沙区和禅城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机化投入相对

迅速，稳产化指数在 0.210以上。中高值区多分布在

高值区周边，并以珠江三角洲平原和潮汕平原区县域

居多。中低及以下水平区域多处于山地丘陵区，农田

水利及农机投入相对缓慢，稳产化能力较弱，新丰县、

阳西县、阳山县、连州市和云安县发展最为缓慢。

2.2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格局

2.2.1 全局自相关分析

由于南澳县在空间上与其他区县无共边和共点

邻接，故选择反距离权重法建立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空

间关联分析，借助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工具确定

距离阈值（49 192.26 m）。结果如表 3所示，2017年广

东省农业高质量指数的 Moran′ s I为 0.251，通过 1%
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性检验，表明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指数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性，即发展水平相似的

区域在空间上趋于相邻；高效化指数、绿色化指数和

稳产化指数在空间上同样呈现正向相关，Moran′ s I
分别为 0.136、0.181、0.352，均通过 5%显著性水平的

统计性检验，表明区域农业高效化、绿色化和稳产化

的空间集聚格局已初步形成，发展水平相似的县域在

空间上集聚。

2.2.2 局部自相关分析

进一步绘制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及其 3个维度

的空间集聚LISA图，分析其局部空间相关性。由图 2

可知，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显著高高集聚单元

共 14个，集中分布在广州、佛山、惠州市内，汕头市内

有零星分布；显著低低集聚单元共 35个，主要分布在

韶关和清远等山区市；显著低高集聚单元 7个，主要

位于显著高高集聚单元附近，这部分县域多位于平原

山地丘陵交接处，地形变化较大，农业发展水平在高

效化、绿色化、稳产化 3方面均处于劣势，在空间上形

成农业高质量发展洼地，未来需要密切关注，以改善

其现状。综合而言，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集

聚性受地形影响明显，珠三角平原区显著高高集聚单

元分布居多，山地丘陵区显著低低集聚单元分布居

多，在空间上已形成以广州、佛山为代表的市际互联

的珠三角现代都市农业以及以潮州、汕头为代表的潮

汕平原精细农业发展格局，总体与《广东省农业现代

化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区域发展定位相符，但农业

高质量发展指数显著高高集聚和显著低低集聚单元

合计占比不足50%，未来有待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分析子系统空间 LISA集聚图可知：①高

效化显著高高集聚单元共 4个，集中分布在广州、佛

山、中山市内；显著低低集聚单元共 5个，集中分布在

韶关市内；显著低高集聚单元共 6个，主要分布在广

州、佛山市内；显著高低集聚单元仅 2个，位于云浮市

新兴县和揭阳市惠来县。②绿色化水平显著高高集

聚单元共 2个，位于河源市连平县和惠州市龙门县；

显著低低集聚单元共 7个，主要分布于江门、中山市

内；显著低高集聚单元共 2个，位于肇庆四惠市和鼎

湖区；显著高低集聚单元共 5个，均在珠三角地区，包

括佛山高明区、禅城区，广州番禺区，江门鹤山市，珠

海香洲区。③稳产化显著高高集聚格局与高效化格

局相似，单元共 22个，主要位于广州、佛山、中山、江

门、珠海、深圳等珠三角的市辖区内，潮州、汕头、肇庆

内有零星分布；显著低低集聚单元共 8个，分布在粤

北的清远、韶关、河源市及粤西的茂名、湛江市内；显

著低高集聚单元共 11个，分布在潮州、梅州等粤东北

地区及广州、珠海等珠三角的市辖区内；显著高低集

聚单元共 3个，分布在清远市佛冈县、韶关市浈江区

和肇庆市德庆县等粤北地区。

2.3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 Geoda软件进一步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与自然地理、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的关系（表 4）。

就综合水平而言：①自然地理因素中，除年均气温对

区域农业发展呈显著的正向效应外，其余因素的效应

均为负，且以高程的效应最为显著，系数为-0.313。

表3 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3 Glob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指数类型 Index types
综合指数

高效化指数

绿色化指数

稳产化指数

Moran′s I
0.251
0.136
0.181
0.352

E（I）

-0.009
-0.009
-0.009
-0.009

Z（I）

4.010
2.044
2.903
5.191

P值

0.004
0.036
0.013
0.001

—— 704



2021年7月

http://www.aed.org.cn

黄修杰，等：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以广东省为例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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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综合水平Composite level b.高效化High-efficiency
N

c. 绿色化Greening d. 稳产化Stabilization

图2 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LISA空间集聚

Figure 2 LISA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s
自然地理

经济发展水平

就业及生产结构

公共设施投入

指标 Index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综合指数Composite index
-0.013

0.199***
-0.037

-0.313***
0.062

0.345***
0.303***
-0.276***
-0.156***
0.141***
0.306***
0.250***

高效化High-efficiency
0.047

0.167***
-0.064

-0.209***
0.048

0.274***
0.178***
-0.157***
-0.166***
0.107**
0.196***
0.192***

绿色化Greening
0.030

-0.149***
0.145***
0.176***
-0.047

-0.178***
-0.165***
0.176***
0.113**
-0.101*
-0.102*

-0.157***

稳产化Stabilization
-0.096*
0.218***
-0.100***
-0.355***

0.073
0.331***
0.366***
-0.360***
-0.129**
0.163***
0.299***
0.270***

表4 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影响因素间的相关性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注：*、**、*** 分别表示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服从显著性水平为10%、5%、1%的统计性检验。
Note：*，**，and *** indicate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subject to statistical tests with

significance levels of 10%，5%，and 1%，respectively.

0 50 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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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高集聚Sig.HH 显著低低集聚Sig.LL 显著低高集聚Sig.LH 显著高低集聚Sig.HL 集聚不显著Not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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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海拔的降低，农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呈现显著的提升态势。②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

发展的影响均为正，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二三产业

产值占比>重点龙头企业个数。其中，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和二三产业产值占比的正效应通过 1% 显著性

水平的统计性检验，表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随着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二三产业产值占比的增大而提高。

作为影响农业产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重点

龙头企业个数尽管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一定

的正向相关性，但尚未形成显著效应，未来有必要加

强农业经营主体现代化，实现农业有序发展。③县域

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粮经比例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区域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越

高、粮食播种面积越大，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越低。

其中，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负向影响最显著，说明未来

可进一步推动劳动就业结构调整以提升农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④公共设施投入要素对农业高质量发展

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

效应最显著。表明政府公共投入尤其是对固定资产

的投资越多，越有利于形成农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总体而言，12项指标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区

域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正向因素，其次是人均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额和二三产业产值占比；高程是影响农业

发展的最重要的负向因素，其次是劳动力结构和粮经

比例。未来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需在立足区域自身

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并提升区域

农业财政投入水平，持续调整农业就业及内部生产结

构，提升其综合水平。

就 3个维度而言：①显著影响高效化水平的因素

与综合水平相同，除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显

著性为 5%外，其余均服从 1%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性

检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高程分别是最显著的正

向、负向因子。②显著影响绿色化水平的因素对高效

化的效应相反，即对高效化水平的影响为正（负）的因

素通常对绿色化呈负（正）向影响。显著影响绿色化

水平的 10个因素中，除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粮经比例外，其余因素均

通过 1% 显著性水平的统计性检验。③稳产化水平

的因素效应总体与综合水平一致。除重点龙头企业

个数外，其余因素对农业稳产化的影响均显著。其

中，正向影响的因素中，二三产业产值占比的效应最

强，其次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负向因素中，县域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负向效应

最强，高程的作用次之。

3 讨论

广东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但农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仍然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并主要受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高程等因素影响。广东省在立足区

域自身自然地理条件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区域农业财

政投入水平，持续调整农业就业及内部生产结构，加

强农产品品牌、农业经营主体能力、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监管等建设，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农业高

质量发展是一个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立

足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特色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综合施策。

本研究对农业高质量的评价结果与广东省现代

农业布局基本吻合，可为其他地区监测高质量进展提

供借鉴参考。由于缺乏相关数据，在表征农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时未考虑农产品品牌、经营者素质等方面，

在分析农业高质量水平影响因素时未考虑城镇化率、

耕地质量等级等指标。随着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

设和统计指标的充实完善，可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值获取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4 结论

本研究从高效化、绿色化和稳产化 3个方面构建

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借助空间自相关、双变量

空间关联性分析法，分析了 2017年广东省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2017年，广东省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介

于 0.369~0.634之间，总体呈现“平原区>丘陵区>山地

区”的分布格局。其中，广州、佛山、东莞、潮州、汕头

市内的平原区县农业发展质量最好，云浮、韶关、清

远、河源市内的区县发展最弱。高效化、绿色化和稳

产化指数的空间特征总体与综合水平的格局相似，均

呈现平原区优于其他区域的分布特征。

（2）广东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正向空间集聚

性显著，在空间上形成“平原区显著高高集聚、山地丘

陵区显著低低集聚”的格局。其中，广州、佛山、汕头

市内的县域呈现显著高高集聚，韶关市内的县域呈现

显著低低集聚。高效化、绿色化和稳产化 3个维度均

呈现显著的正向集聚性，其显著性依次增高；三个维

度与综合水平的空间集聚格局相似，高高集聚区主要

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平原区和潮汕平原区。

（3）年均气温、高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二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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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值占比、县域劳动力就业结构、粮经比例、人均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农村人均用电量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影响因

素。其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最重要的正向因素，

其次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二三产业产值占

比；高程是最重要的负向因素，其次是劳动力就业结

构和粮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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