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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耦合协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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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熵值法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贵州省 2000—2019 年期间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民增收的耦合协调水

平进行测度。研究表明，贵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 通过时序分析，分为 2000—2007
年、2008—2015 年、2016—2019 年 3 个协调发展阶段，耦合协调状况从严重失调到勉强协调，最终实现优质协调发

展; 通过引用线性趋势线，发现在农村三产融合的多元形式融合中，一二三产业共同融合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拟合效

果最佳。基于此提出建议: 应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引进高新技术提质增效; 推广生态旅游、建设数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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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2021 年，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

一号文件部署，加快农村产业有效融合发展，提高农

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

撑。但在融合过程中农民无法参与农产品全产业链

的收益中来，阻碍了农民的增收途径。打破原有的农

村产业整合方式，对农村资本、农用土地、成年劳动力

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推动农业内部融合、农产品产

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拓展、现代农业技术渗透、一
二三产业交叉融合，提高农民的工资性、财产性、家
庭经营性收入，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三 产 融 合 与 农 民 增 收 之 间 是 相 辅 相 成

的［1-2］，农村三产融合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收入

增加又可以促使农村三产融合更快、更高效发展。
并且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农

民收入提升的效果更高［3］。但在实际融合过程中，

农地制度、农地经营制度以及农地集体产权制度等

制度问题影响着三产融合的长期发展，三产融合就

有可能 会 偏 离 预 期 的 目 标，农 民 收 益 得 不 到 保

障［4］。农村要素的缺失也会导致农村三产融合的

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拓展不足，从而影响农村

三产融合的发展，农民可获得的大量利润外流［5］。
应构建更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形成风险共担、利益互惠的共同体。充分利用农

村内部特有的要素资源，将农产品产业链的延伸价

值留在农村，实现三产融合的乘法和加法效应，将产

业与要素聚集整合，打造农业新业态，使农业产业发

生质变，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将农产品产业链的延伸

价值留在农村，开拓市场，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促

进农民收入的增加［6-8］。
目前，对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

收入之间 的 大 多 数 研 究 停 留 在 理 论 分 析 机 制 方

面，对于构建全面的指标体系和探究二者之间协

调发展的研究较少。本文在以往对农村三产融合

的研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分析: 构建农业、农产品

加工业、旅游业和农民收入指标，分析了农村三产

融合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路径; 运用耦合

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带动农民收

入的协调发展情况，为未来贵州省农村三产融合

发展指明方向。

2 贵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对农民增收的耦
合路径分析

农村三产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村三产融合将二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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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特质融入农业生产中，同时农村一二三产业内

部通过不同的融合机制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同。
首先，传统农业内部融合是指农林牧渔业之间

的交叉融合。通过养种联合的方式来实现农业生态

循环，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农用化肥的使用

量和人力物力的消耗，培育绿色、健康和生态型的农

产品，做好绿色生态的品牌宣传，给农民带来直接性

的效益。
其次，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融合通过对

农产品进行加工和运输来实现农业产业链的延伸。
通过机械代替人工，缩短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加快农

产品的转销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改变以往农

产品生产在农村，加工在城市，农民的收益只停留在

第一产业的局面。
最后，农业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为农业

产业增添了更多功能。利用农村的区域资源和天然

的生态保障，建立旅游服务业，通过吸引外来游客参

与到农产品采摘、观光农村风景，从而实现农业休

闲、生态效益。
农村三产融合最优拟合的理想状态就是能够

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联结在一起，实现全产业链的

融合发展。农业“接二连三”发展不仅囊括了以上

三种模式的优势，还将以上三种模式相互渗透，农

业不仅保留了其原有的基础性功能，其价值也在

二三产业的带领下有序拓展。一二三产业之间的

要素加速流通，土地与资金在一二三产业之间不

断整合与利用。人才与技术要素大量回流，丰富

农村的发展空间，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

业现代化的发展。乡村的品牌被打响、农民的收

入渠道被拓宽，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整个

集体带动农民增收。

3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3． 1 指标选取

目前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农村三产融合的协调

发展基础上，对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与农民收入

的耦合度测算，以往的学者对此分析较少。为了

能精准分 析 农 村 三 产 对 农 民 收 入 产 生 影 响 的 指

标，参考了杨怀东等选取构建指标的方法［9］，选取

农村第一产业、农村第二产业、农村第三产业以及农

民收入 4 个维度，系统全面地分析农村三产融合发

展对农民增收的协调情况。详细的评价指标体系如

表 1 所示。

表 1 贵州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对农民收入协调度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农村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正向
林业总产值 正向
畜牧业总产值 正向
渔业总产值 正向

农产品生产 耕地面积 正向
有效灌溉面积 正向
农用化肥施用量 负向
小型拖拉机 正向
拖拉机配套农具 正向
农用水泵 正向
联合收割机 正向

农村第二产业 农产品加工 食品饮料烟草 正向
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 正向
木材和木材产品 正向
纸张和纸产品加工 正向
印刷和出版 正向
橡胶品加工 正向
食品饮料烟草 正向

农产品运输 民用载货汽车拥有量 正向
私人载货汽车拥有量 正向

农村第三产业 旅游业 旅游总收入 正向
旅游总人数 正向

农民收入 家庭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正向
家庭经营收入 正向
财产性收入 正向

从业人数 乡村从业人数 正向

3． 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0—2019 年贵州省农村一二三产

业和农民收入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省统计局年报资料。为

了消除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性，使综合评价结果

更加客观，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缺

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3． 3 模型构建

3． 3． 1 权重计算与综合评价指标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需要对指标权重进行计算，

熵值法在权重计算中应用最为普遍。由于各指标数

据的量级与量纲不同，在分析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

行无量纲化处理。

x*ij =
xij － xjmin

xjmax － xjmin
( 1)

x*ij =
xjmax － xij

xjmax － xjmin
( 2)

式( 1) 计算正向指标，式( 2) 计算负向指标。其

中原始数据 xij代表第 i 年的第 j 项指标，xjmax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xjmin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最小值，x*ij
为标准化后的数据，其取值范围为［0，1］。

75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Economy 2022 Vol． 35 No． 5

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Pij表示第 j 个指标下，第 i 个数据的比重。

Pij = yij /∑20

i = 1
yij ( 3)

由式( 3) 可得信息熵 ej 为

ej = － 1 / ln( 20) ×∑
20

i = 1
Pij ln( Pij ) ( 4)

则对应第 j 个指标的熵权重 wj 为

wj = ( 1 － ej ) /∑26

j = 1
( 1 － ej ) ( 5)

综合评价函数 At 为

At = ∑
20

i = 1
wjtx

*
ijt ( t = 1，2，3，4) ( 6)

在式( 6) 中 A1是农村第一产业的综合评价函数，

A2是农村第二产业的综合评价函数，A3是农村第三产

业的综合评价函数，A4是农民收入的综合评价函数。
3． 3． 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利用耦合的概念，来计算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民

收入之间相互作用的耦合度。在耦合度一般化公式

的基础上，代入具体表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指标

以及农民收入指标的评价值 A1 ～ A4，最终得到修改

后的四系统耦合度模型，如式( 7) 所示。

C( A1A2A3A4 ) =
A1A2A3A4

A1 + A2 + A3 + A4( )4











4

1
4

( 7)

协调指数为:

T = β1A1 + β2 A2 + β3 A3 + β4 A4 ( 其中，β1 + β2 +
β3 + β4 = 1) ( 8)

耦合协调度为:

D = C ×槡 T ( 9)

关于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做如下说明:

耦合协调度 D 值在( 0． 0 ～ 0． 1) 内，协调等级为

1，耦合协调程度为极度失调; 在［0． 1 ～ 0． 2) 内，协调

等级为 2，耦合协调程度为严重失调; 在［0． 2 ～ 0． 3)

内，协调等级为 3，耦合协调程度为中度失调; 在［0． 3
～0． 4) 内，协调等级为 4，耦合协调程度为轻度失调;

在［0． 4 ～ 0． 5) 内，协调等级为 5，耦合协调程度为濒

临失调; 在［0． 5 ～0． 6) 内，协调等级为 6，耦合协调程

度为勉强协调; 在［0． 6 ～ 0． 7) 内，协调等级为 7，耦合

协调程度为初级协调; 在［0． 7 ～ 0． 8) 内，协调等级为

8，耦合协调程度为中级协调; 在［0． 8 ～ 0． 9) 内，协调

等级为 9，耦合协调程度为良好协调; 在［0． 9 ～ 1． 0)

内，协调等级为 10，耦合协调程度为优质协调。

4 实证结果分析

4． 1 贵州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度

分析

通过耦合分析数据来看，耦合度 C 值均大于耦合

协调度 D 值，说明农村三产与农民收入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民收入之间耦合较平稳。

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按照时序分

析，将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2007 年，耦合协调度从 0． 100

增加到 0． 323，耦合协调程度从严重失调发展到轻

度失调，农民收入增加效果不明显。在 2000 年时，

贵州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农村贫困面较大，贫困人口

数为 313． 46 万人。贵州省的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只

能依靠农业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从数据来

看，贵州省农业发展增速较慢，农产品加工水平虽然

有较大发展，但是融合水平不高，给农民带来的收入

增加效果不明显，农民增收动力不足。
第二阶段，2008—2015 年，耦合协调度从 0． 414

增加到 0． 770，耦合协调程度从濒临失调到中级协

调。截至 2008 年，贵 州 省 农 村 贫 困 人 数 减 少 到

197． 45 万人，农业产业全面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

业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

贫政策提出，贵州省 2013 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

农民增收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达到初级协调，许多

惠民政策和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关注力度加大，

使得农民收入增加明显。
第三阶段，2016—2019 年，耦合协调度从 0． 847

增加到 0． 927，耦合协调程度从良好协调到优质协

调。2015—2016 年是贵州农村三产融合的重要转

折点。2015 年，国务院发文提出推进农村三产融

合，并在各省得到落实。2017 年，贵州省对推进农

村三产融合政策深入落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对于政策的落实，农村三产

融合发展对农民增收协调效果较优。但是从数据分

析结果来看，2019 年的耦合度值略低于 2018 年的

耦合协调度值，2018—2019 年农业产业增幅较大，

但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幅度较小。农村二三产

业能带动农业产业进步，但是农民收入大幅提高还

是要从农产品的产业链延伸和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

中获得。此时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与农民收入的耦合

协调度降低，整体来看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不高，农民

的整体收入有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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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年份 A1 A2 A3 A4 耦合度 C 值 协调指数 T 值 耦合协调度 D 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2000 0． 091 0． 001 0． 001 0． 171 0． 476 0． 010 0． 100 2 严重失调
2001 0． 095 0． 029 0． 002 0． 250 0． 584 0． 054 0． 178 2 严重失调
2002 0． 094 0． 029 0． 003 0． 284 0． 507 0． 069 0． 187 2 严重失调
2003 0． 097 0． 015 0． 002 0． 259 0． 550 0． 055 0． 174 2 严重失调
2004 0． 103 0． 027 0． 007 0． 254 0． 666 0． 059 0． 198 2 严重失调
2005 0． 115 0． 051 0． 013 0． 289 0． 686 0． 086 0． 243 3 中度失调
2006 0． 123 0． 055 0． 026 0． 299 0． 745 0． 097 0． 269 3 中度失调
2007 0． 154 0． 081 0． 038 0． 337 0． 780 0． 134 0． 323 4 轻度失调
2008 0． 282 0． 134 0． 052 0． 377 0． 819 0． 210 0． 414 5 濒临失调
2009 0． 230 0． 181 0． 069 0． 406 0． 839 0． 222 0． 432 5 濒临失调
2010 0． 272 0． 234 0． 090 0． 335 0． 921 0． 225 0． 455 5 濒临失调
2011 0． 327 0． 298 0． 123 0． 307 0． 943 0． 255 0． 491 5 濒临失调
2012 0． 463 0． 353 0． 161 0． 354 0． 935 0． 343 0． 566 6 勉强协调
2013 0． 493 0． 483 0． 205 0． 400 0． 942 0． 419 0． 628 7 初级协调
2014 0． 574 0． 632 0． 251 0． 471 0． 937 0． 527 0． 703 8 中级协调
2015 0． 664 0． 789 0． 301 0． 527 0． 934 0． 635 0． 770 8 中级协调
2016 0． 774 0． 910 0． 432 0． 564 0． 956 0． 750 0． 847 9 良好协调
2017 0． 842 0． 833 0． 612 0． 642 0． 986 0． 828 0． 904 10 优质协调
2018 0． 838 0． 823 0． 809 0． 721 0． 997 0． 906 0． 950 10 优质协调
2019 0． 886 0． 825 0． 820 0． 711 0． 982 0． 874 0． 927 10 优质协调

4． 2 贵州农村三产交叉融合对农民增收的情况对比

农村三产融合最重要的是要强调农村一二三产

业之间交叉融合，所以对农村三产交叉融合给农民

带来增收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对比出产业融合

促进农民增收的最佳状态，为贵州农村三产融合发

展提出可行的路径。
图 1、图 2、图 3、图 4 分别为农业内部融合与农

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农业“接二”发展与农民

收入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农业“连三”发展与农民收

入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和农业“接二连三”发展与农

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的增长趋势。从图中可以

看出无论哪种融合方式对农民的收入都有着正向的

促进作用，耦合协调程度最终都会达到优质协调。
根据耦合协调度 D 值来分析最终的协调程度来看，

农业内 部 融 合 与 农 民 收 入 之 间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为

0． 883，农业“接二”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耦合协

调度为 0． 904，农民“连三”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

耦合协调度为 0． 919，农业“接二连三”发展与农民

收入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 0． 927。可见在农村产业

融合中，农村一二三产业形成全产业链发展的状态

会给农民带来最佳收入状态。
为检验农业“接二连三”发展是农业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的最佳状态，引入线性趋势线。线性趋势

线是用于检验简单线性数据集的最佳拟合直线，通

过对图 1 ～ 图 4 的对比研究发现，农业“接二”发展

与农业“连三”发展对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趋势比农

业内部融合对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趋势更加拟合于

现实状态，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增收效果。这种发展

方式下，农业不仅保留了其原有的基础性功能，其价

值性也在二三产业的带领下有序拓展，农业“接二连

三”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耦合协调水平是所有参照指标

中，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发展趋势。只有将农村三个产

业收益全部留在农村，才能提高整个乡村的整体收

益，通过扩大乡村的集体效益，个人的收入才有保障。

图 1 农业内部融合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度

图 2 农业“接二”发展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度

5 结论及启示

5． 1 结 论

贵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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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业“连三”发展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度

图 4 农业“接二连三”发展与农民收入的耦合协调度

情况从严重失调到优质协调。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带

来的效益正逐年上升，农民的收入也在农村三产融合

发展的带动下呈现新的局面，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在促

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中，只有农村一二三产

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才能给农民带来更深入的增收

动力。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要素加速流通，土地

与资金在三个产业之间不断整合与利用，人才与技

术要素大量回流，丰富了农村的发展空间。农村经

济发展出现农业的“新业态”，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5． 2 启 示

一是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产业。贵州省有

着天然的生态资源和地势优势，可以培育出很多有

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分区域、分模块进行农业生产，

各个地方根据自身优势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将贵州

农村“零散化一”，又使每个农村“以一为重”，通过

带动整个集体的收益，促使农民增收。
二是提质增效、引进高新技术。传统农业因为

没有高新技术的支撑使其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代表

的是新生产力，可以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和提

高生产效率。全力促进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的机

械化、现代化，引进更新的技术，加强人才的培育，加

速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资金的流通，为农业与农产

品加工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三是生态旅游、建设数字乡村。发展旅游业为

乡村发展添加新的功能型产业，就要加强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保护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农村三产融

合中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意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同时应促进“农业 + 互联网”的发展，利用信息

网络化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和扩大乡村旅游的宣

传效应，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最终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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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ropy method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and the farmers' income growth in rural areas in Guizhou from 2000 to 2019．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tegrated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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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丽 李 瑶 我国科研诚信研究态势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研诚信研究领域的主体内容，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为

从事该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借鉴。从突现词图谱来

看，我国目前科研诚信研究领域的趋势主要是: “科

研失信”“科技创新”“放管服”等。
科研诚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国家高

度重视并相继出台系列文件。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

及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对我国科研诚信研究的相关

文献进行多层次可视化分析。不足之处是样本文献

不够丰富，相关的分析结果不够透彻，这同时也说明

科研诚信研究仍然需要学者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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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rend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
ZHAO Lili LI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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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ed the CiteSpace analysis softwar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in-
tegrity retrieved in CNKI database between 2003—2021，and obtained the relevant knowledge map of scholars，institutions and keyword
hotspots for research integrity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
pers in research integrity increased slowly first，and then in 2018，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soared，and the issue of research integrity is
highly valued by the academia; in term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research on research integrity is relatively scattered，and
there is less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hotspot keywords，the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 revolves around“academic misconduct”，“honesty”and“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research trend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integrity in China based on burst words．
Key words: research integrity; bibliometrics; academic mis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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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of three industries and farmers' income in rural areas in Guizhou were rising． Through timing analysis，
the study period was divided into thre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stages: 2000 to 2007，2008 to 2015，2016 to
2019;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came from severely uncoordinated to barely coordinated and finally realized
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y citing linear trend，it is found that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of mul-
tiple forms in rural areas，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has the best imitative effect for farmers'
income growth． Based on this，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o culti-
vat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by introducing high and new technologies; pro-
mote ecological tourism and construct digital countryside．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farmers' income growth; coupling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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