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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优化可助推农业高质发展。运用超效率DEA模型、熵值法、相对发展模型和耦合协调模

型，对 2010—2019 年 30 个省份（不含西藏及港澳台）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系统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的耦合协

调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囿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滞后，两系统处于低度磨合状态；区域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东部＞西部＞东北部＞中部的特征；北京、上海、

福建等地已进入两系统低度协调发展阶段，北京和上海有望率先实现两系统高度协调的目标。为此，提出加强农业全

产业链建设、引导农业科技资源向农业高质量发展滞后地区流动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模型；相对发展模型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23.06.009 CSTR：15994.14.issn.1674.1544.2023.06.009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YANG Chuanxi1,2, LIANG Huinan1

(1. Business School,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2.Business School,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541006)

Abstract: The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resource allocation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 entropy method, relative 
development mod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ere used to study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system and agricult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ystem in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districts) from 2010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on 
the rise, and the two systems are in a low-level running-in state due to the lag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between regions basical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stern>western> northeast > central. Beijing, Shanghai, Fujian and other places have taken 
the lead in entering the stage of low-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Beijing and Shanghai are 
expected to take the lead in achieving the goal of high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To this e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tire agricultur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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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快农业强国建

设”，这是要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

志。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成绩

卓著，但农业科技创新支撑农业稳定增长能力不

强依然是现阶段农业强国建设的突出短板 [1]。提

升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是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支

撑的有力途径，有助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那

么，当前中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

量发展各自的现状如何？两系统间是否存在协同

发展，协同发展水平如何？基于此，本文将对农

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系统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系统

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并分析两系统间协同发

展水平的时空变化趋势，以期为今后政策制定提

供理论参考。

目前，学者们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研

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效率测度方法。基于相

对效率概念发展起来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被广泛应用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测度中。具体

包括DEA-Malmquist指数方法 [2]、超效率DEA-

Malmquist[3]、三阶段DEA方法 [4]、Dagum分解的

基尼系数 [5]等，组合评价方法 [6]也逐渐运用到农

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中。二是农业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农业科技资源配置

结构 [7]，农业科技人才、土地要素和科技成果转

化 [8]，农业科技技术投入和农业资金投入 [9]，农

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科技市场发育程度、农村

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等 [10]均是影响农业科技资

源配置效率的核心要素。此外，农业科技资源布

局不合理也会降低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11]，农

业科技人力、财力资源的配置扭曲 [12]，农业科技

要素质量不高 [13]也会导致农业科技产出损失。总

体来看，中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子系

统的耦合协调还处于初级水平 [14]。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现有文献围绕内涵界定、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测度方法和实现路径 4 个方面对农

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学者们从社会主要矛

盾 [15]、五大发展理念 [16]、高质量发展同高速发

展的差异 [17]等角度界定高质量发展内涵，并从

单一角度 [18]、多个方面 [19-20]，综合运用层次分析

法 [21]、熵值法 [22]、灰色关联度模型 [23]等方法对

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展开了大量研究。在未来，

实现增长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发展，用新发展理

念来引领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是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方向 [24]。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或关注农业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或关注农业高质量发展，而对二者间

的相互促进关系的研究较少。在中国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程

度如何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

效率的支撑程度如何是当前急需探究的问题。基

于此，本文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研究，以 30 个省份

（除西藏及港澳台外）2010—2019 年相关数据为

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DEA模型、熵值法、相对

发展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测算各省农业科

技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两

系统的相对发展度以及耦合协调度，最后有针对

性地提出可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实践路径。

1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耦合机理

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来看，农业科技资源配

置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各个主体相互作用、相互

联系形成的网络。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系统是

chain and guiding the flow of agricultural S&T resources to areas wher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lags behind.
Keywords: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allo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relative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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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过程子系统，强调要素投入转化为农业科技产

出的效率 [14]。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要素投入由

粗放转向集约，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 [25]，兼顾效益与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农业科

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是指

通过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联系产生协同放大

效应，各子系统间整体协同效应大于单个系统作

用。本文将从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对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支撑作用角度分析两系

统间的耦合协调机理。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推动作用。第一，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提升有助于农业经济创新发展。农业科技资源配

置是将各个科技创新主客体匹配的过程，通过充

分利用农业科技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实现最大产

出。对于农业科技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存在资

源的不合理运用而导致的资源闲置；对于农业科

技资源储备不足的地区，某种资源的匮乏可能会

造成其他资源也无法利用的情形，譬如科研人才

的匮乏而导致用于技术研发的相关资金或物力资

源的浪费。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就是将剩

余资源进行再配置的过程，在不加大要素投入的

情况下，获得再配置红利。地区农业科技创新能

力的发挥受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能充分利用各个创新主体

的剩余资源来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从而解决

了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第二，提升农业科技资

源配置效率对农业对外开放、产业协调和农业经

济共享具有积极作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在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大力发展工业带来了经济

的快速腾飞，却也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通过优化农业科技资源配

置结构来增强区域农业创新能力，这对于核心农

业技术攻关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具有重要作用。技

术和规模将赋予我国农产品质量和单位成本优

势，既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议

价能力，推动农产品出口，又有利于实现农业经

济增长、农民增收、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建设的

目标，从而实现产业协调、开放与共享的三重

目标。

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

升具有支撑作用。农业高质量发展对农业科技资

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支撑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农业科

技资源投入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体现在农业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利用。将农业科技生产要素投入

转化为农业科技成果及衍生服务的效率，是对转

化的速度和转化的质量的综合评价。从投入的角

度来看，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农业科技资

源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投入数量越多，质量

越高。具体表现为更富有学习能力的科研人才、

更充足的资金投放和更精准的物力资源补充。从

产出的角度来看，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状态下，农

业科技产出包括农业基础理论、农业生产专利、

农业科技论文等知识产出和科研基础设施、现代

化农业生产器械等将更加聚焦于前沿重点领域，

更加有利于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科技资

源投入和产出质量的同步提升，将显著提升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综上所述，农业科技资源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促进农业经济

创新协调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农业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提升提供更加适宜的发展环境，从要素

投入和成果转化角度优化农业科技资源配置，农

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系统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系统

通过相互促进产生协同放大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测度

DEA效率评价方法在处理复杂适应性系统的

效率评价问题中具有特别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本文沿用邓慧敏等 [7]

的方法，用超效率DEA模型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

效率进行测度，以农业科技活动人员、R&D经费

内部支出表示投入指标，论文、著作、专利受理

数经熵值法赋权后的标准化数据表示产出指标。

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再详述农业科技资源配置

效率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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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新发展理念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

循，也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本文借鉴刘忠

宇等 [16]、刘涛等 [21]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从新发

展理念出发构建指标体系。基于数据选取的合理

性与可得性，共选取 27 个一级指标，并运用熵

值法赋权。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再详述农业高

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结果。

2.3 相对发展模型

相对发展模型 [26]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相比进行计算。具体

计算公式为：

 A E Q= /  
式中，A表示相对发展度，反映两系统相对

发展程度；E、Q分别表示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

率综合指数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1）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

展综合协调指数（T）
综合协调指数表示两者的发展水平对协调度

的贡献，反映两个系统之间的真实协同水平，规

避了虚假耦合现象。测算公式为：

 T E Q= +α β  

式中，α和β分别表示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

率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系数。本文研究中，农

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处于同等

重要的地位，二者应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故设

α=β=0.5。

（2）两系统耦合度计算公式（C）

两系统耦合度计算公式（C）为：

 C =
E Q
T
×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耦合度数值越大，表明两个体系发展越和谐。

（3）两系统协调发展度（D）

两系统协调发展度（D）的计算公式为：

 D C T= ×  
两系统协调发展度越接近于 1，则表示二

者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在此，本文参考任保平

等 [26]、刘畅等 [27]的相关研究，在两系统耦合协调

度的基础上，引入相对发展度进行判别，将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

划分为 3 个阶段 9 个类型（表 1）。
2.5　数据来源

农业科技资源相关数据来自《全国农业科技

统计资料汇编》（2010—2019），其他的数据来自

表 1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分类

耦合协调度 相对发展度 类型 耦合协调发展特征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0≤D≤0.5

0＜A≤0.8 Ⅰ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滞后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高度拮抗，系统趋于衰退

拮抗0.8＜A≤1.2 Ⅱ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同步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低度拮抗，系统趋于优化

A＞1.2 Ⅲ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超前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高度拮抗，系统趋于衰退

0.5≤D＜0.7

0＜A≤0.8 Ⅳ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滞后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低度磨合，系统趋于衰退

磨合0.8＜A≤1.2 Ⅴ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同步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高度磨合，系统趋于优化

A＞1.2 Ⅵ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超前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低度磨合，系统趋于衰退

0.7≤D≤1

0＜A≤0.8 Ⅶ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滞后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低度协调，系统趋于衰退

协调0.8＜A≤1.2 Ⅷ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同步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高度协调，系统趋于优化

A＞1.2 Ⅸ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超前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二者低度协调，系统趋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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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得出 2010—2019 年 30 个

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由于数据原因，暂不讨

论）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农业高质量发展综

合指数和耦合协调度，并汇总得到总体均值（图

1）。
3.1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趋

势分析

根据图 1 中的时序特征，将研究期间分为

2010—2012 年和 2013—2019 年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逐年降低，在 2012
年降至最低点 0.607 6；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逐步上升，且上升趋势较快。第二阶段：农业科

技资源配置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在 2017
年达到峰值 0.693 4；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这一

阶段上升趋势放缓，2016 年后趋于平稳。2012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在这一年提出了降低经济增

速目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的要求。图

1 中 2012 年以后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呈现出的

波动上升态势很可能是因为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结

构的优化所致。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稳步

上升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战

略落地的有力印证。

3.2 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1）时序特征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图

1），2010—2019 年耦合协调度从 0.568 2 上升到

0.615 2，耦合协调度均值仍集中于 0.5 ～ 0.7 这

一区间，表明两者的耦合协调阶段处于表 3 中的

磨合阶段，根据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相对发展程度，进一步确定耦合协调

类型为Ⅸ，即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超前于农业

高质量发展，二者低度磨合。由于农业高质量发

展年限尚短，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将滞后于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发展，其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

的支撑效果相对有限。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

前阶段利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来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是切实可行的途径。当农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我国农业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将突破

0.7 这一界限，二者间的磨合作用将逐渐向协调

阶段过渡，最终实现协同发展。

（2）空间特征

为进一步探究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变化的空间特征，将 30
个省份（除西藏及港澳台）按照东、中、西、东

北进行划分，汇总得到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

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值（图 2）。

图 1 2010—2019 年各指标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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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2010—2019 年农业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全国均

值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表明两者间相互作用强

度不断加大，但耦合协调度仍集中在 0.5 ～ 0.7
这一区间，处于磨合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

均值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而中部、西部和东北

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在多数年份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整个观察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耦合协

调度基本满足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东北部

的耦合协调度波动频繁，在 2014 年几乎与东部

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持平，但这一转变并不持久，

2015 年回落到以前年度水平附近，并持续上升，

在 2019 年超过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针对

以上结果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 3 点：①东部

地区主要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

国领先地位，良好的区位优势引起农业科技人才

和资本的聚集，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结构合理、配

置效率相对较高。同时，在人才和资本的支持下

包括浙江省在内的东部地区城市的现代化农业全

产业链建设也已走在了全国前列，农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提升迅速。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农业科技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农

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水平

较高。②自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国家始终

致力于向西部地区输送东部地区剩余经济发展能

力，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中国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科技创新驱动西部大开

发的新格局已渐成型，西部地区的农业科技资

源日渐丰富，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也不断提

升。③东三省近代以来农产品开发主要集中在初

级原材料，这得益于其丰富的物质资源，但也正

因为如此，其初级农产品异常繁荣，却无法满足

人们对更具个性的高级农产品的需求，同时受限

于其单一的产业结构，农业高质量转型缺乏原始

动力。

前述分析不难发现，从全国或是区域均值

的角度来看，2010—2019 年间我国农业科技资

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升

明显，但耦合协调阶段仍处于磨合这一现实并未

改变。这是否表明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

高质量发展两者间很难实现协同发展呢？这就需

要从省域层面出发，进一步探究各省的农业科技

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发展水平

（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各省耦合协调度汇总发现

2010—2019 年耦合协调类型集中在类型Ⅲ、Ⅵ、

Ⅷ和Ⅸ。类型Ⅲ表示两系统耦合处于拮抗阶段，

类型Ⅵ表示两系统耦合处于磨合阶段，类型Ⅷ和

类型Ⅸ表示两系统耦合处于协调阶段。根据相对

发展度的不同分为低度协调和高度协调，处于类

型Ⅷ和类型Ⅸ的省份越多，代表着越多省份的农

图 2 2010—2019 年四大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均值



·科技资源支撑创新服务·杨传喜等：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 89 ─

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耦合

协调。分析各省 2010—2019 年耦合协调类型变

化发现：①陆续有省份农业科技资源配置系统与

农业高质量发展系统进入协调发展阶段，整体耦

合协调水平有所提升，但多数省份仍处于农业科

技资源配置效率超前于农业高质量发展阶段，两

系统协调程度较低，系统趋于衰退的状态。仅在

2014 年上海市实现了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同步

于农业高质量发展，二者高度协调，充分展现了

两者的协同放大作用。②北京市和上海市两系统

耦合协调水平持续上升，耦合协调类型即将由类

型Ⅸ转型为类型Ⅷ。随着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持续

推进，有望发挥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系统与农

业高质量发展系统的协同放大作用。③湖南省、

重庆市、云南省、吉林省两系统耦合顺利进入磨

合阶段，内蒙古自治区两系统耦合在拮抗与磨合

间变换，变动趋势不稳定。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在对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

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

2010—2019 年 30 个省份（除西藏及港澳台外）

的相关统计数据，对全国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

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耦合协调实证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

表 2 2010—2019 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类型

省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北京 Ⅵ Ⅸ Ⅸ Ⅸ Ⅸ Ⅸ Ⅸ Ⅸ Ⅸ Ⅸ

天津 Ⅸ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河北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上海 Ⅸ Ⅸ Ⅸ Ⅸ Ⅷ Ⅸ Ⅸ Ⅸ Ⅸ Ⅸ

江苏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浙江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Ⅸ Ⅵ Ⅵ

福建 Ⅵ Ⅸ Ⅸ Ⅵ Ⅵ Ⅸ Ⅵ Ⅸ Ⅵ Ⅵ

山东 Ⅵ Ⅵ Ⅵ Ⅵ Ⅸ Ⅵ Ⅵ Ⅵ Ⅵ Ⅵ

广东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海南 Ⅵ Ⅵ Ⅵ Ⅸ Ⅵ Ⅸ Ⅵ Ⅵ Ⅵ Ⅵ

山西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安徽 Ⅵ Ⅲ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江西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河南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湖北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湖南 Ⅲ Ⅲ Ⅲ Ⅲ Ⅲ Ⅵ Ⅵ Ⅵ Ⅵ Ⅵ

内蒙古 Ⅲ Ⅲ Ⅲ Ⅲ Ⅵ Ⅲ Ⅲ Ⅵ Ⅲ Ⅲ

广西 Ⅵ Ⅵ Ⅵ Ⅵ Ⅸ Ⅵ Ⅵ Ⅵ Ⅵ Ⅵ

重庆 Ⅲ Ⅲ Ⅲ Ⅲ Ⅵ Ⅲ Ⅵ Ⅲ Ⅵ Ⅵ

四川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贵州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云南 Ⅵ Ⅲ Ⅵ Ⅵ Ⅵ Ⅲ Ⅲ Ⅵ Ⅵ Ⅵ

陕西 Ⅵ Ⅵ Ⅵ Ⅵ Ⅴ Ⅵ Ⅵ Ⅵ Ⅵ Ⅵ

甘肃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青海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Ⅸ

宁夏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新疆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辽宁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吉林 Ⅵ Ⅵ Ⅲ Ⅵ Ⅵ Ⅲ Ⅵ Ⅵ Ⅵ Ⅵ

黑龙江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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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

展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增大的时序特征，但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普遍超前于农业高质量发展，

两系统处于低度磨合状态。

（2）分地区来看，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

农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大多符合

东部＞西部＞东北部＞中部的特征。

（3）各省份两系统耦合协调阶段陆续由磨合

向协调过渡，北京、上海、福建、浙江等地农业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已进入协调

发展阶段，但仍属于低度协调类型，北京市和上

海市两系统协调发展情况较为稳定，有望率先实

现两系统同步发展，进入两系统高度耦合的发展

高速期。

4.2 政策建议

（1）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促进农产品提

质增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拥有 14 亿

人的超大市场规模，农产品有庞大的市场需求，

但是传统的农产品将无法满足人们对绿色、健

康、创新的农产品日益增长的新需求，这就制约

了农业经济共享的发展。建设农业全产业链将有

助于农产品转型升级，释放国内消费潜力，提升

农业经济共享水平，促使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同步发展。

（2）搭建数字信息平台，统筹农业科技资源

布局，促进区域农业协调发展。中国农业科技资

源呈现阶梯状分布，区域差距明显，建议政府将

新技术、新手段运用到农业科技资源信息共享平

台的搭建中，将农业科技人才和科技资本进行整

合，并根据不同地区农业科技驱动农业发展的特

征引导农业科技资源的市场配置，提升农业科技

资源配置效率。

（3）找准不同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短板，为

地区发展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倾斜。虽然中国的绝

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但是西部农村

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然严重，具有返贫的潜

在风险。因此，西部地区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将资源变成资产，将能源变成产业，将潜能变成

财富，同时充分发挥政策调节机制，引导科技资

源向西部地区流动，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的创造能

力。此外，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依然突出，因此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在以先进

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下，促进农业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打造绿色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

加快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大力培育高素质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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