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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辽宁省近 10年来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情况，预测辽宁省农业各产业产值和多种农产品产量的变化趋势，本

文以《辽宁省统计年鉴》2005～2014年数据为基础，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辽宁省近 10年的农业产值、粮食作物产量、肉

类产量、水果产量、水产品产量和造林面积进行分析，运用 GM(1,1)模型对农业产值及多种农产品产量进行预测。根据灰

色关联分析可知：在农业产值中，种植业和畜牧业与农业总产值的关联较为紧密；在农产品产量中，玉米、水稻、薯类与粮

食作物总产量，苹果与水果总产量，禽肉、猪肉与肉类总产量，海水产品与水产品总产量的关联较为紧密；在造林面积中，

防护林与造林总面积的关联最为紧密。根据灰色预测可知：从 2015年到 2020年，农业总产值、各农产品产量都有所增

加，肉类产量的增长应当引起重视，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梨、禽肉、海水产品产量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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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make clear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Liaoning Province in re⁃
cent decade and to forecast the tendency of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s and the output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Liaoni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4,
and applying the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agricultural out⁃
put values, grain output, meat output, the fruit output, aquatic products output and the afforestation area of Liaoning
Province in recent decade. Moreover, to use the GM(1,1) model to forecast the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and produc⁃
tion of many ki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grey incidence analysis results, the relationship of plant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on the gross output value of agriculture are relatively closer in the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
ues. The relationship of corn, rice, potato yield and total crop yield; apple yields and total yields of fruit; poultry
meat, pork output and total meat output, marine product and output of total aquatic products are relatively closer.
The relationship of protection forest on the afforestation area and total afforestation area are the closest. According to
grey prediction results, the total outp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ll increase
from 2015 to 2020. The growth rate of meat production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output value of agricul⁃
tur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the output of pear, poultry, aquatic products growth rate will be faster.
Key words：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Grey incidence analysis; Grey prediction;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Agricultural output; Afforest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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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结构也称为农业生产结构，是指一

定地域（国家或地区或农业企业）的农业各产业

部门和各部门内部的组成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

系，分为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品种结构三个层

次 [1]。当前，辽宁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相比，农

业现代化仍显滞后；农业产值虽逐年增长，但农

民增收缓慢；农业发展受到了资源和需求的双重

约束，从而加大了农业经济的矛盾，产生这些状

况的根本原因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所以，推

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是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2]。

目前，学者们对地区内农业产业结构的研究

业已开展，多应用灰色理论对其现状进行分析，

如王妍等 [3]对山东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赵

丽娟等 [4]对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

究；陈烦等 [5]对湘西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郭

丽娜等 [6]对浙江省农业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分

析；范况生 [7]对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

动态分析。另外，有些学者将研究深入到了农产

品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如龚新蜀等 [8]对鄯善县农

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将多种农作物作为影响种

植业产值的对象，得出了鄯善县多种农作物对种

植业产值的贡献大小。此外，还有学者也利用

GM(1,1)模型对农产品产量进行预测，如杨月锋

等 [9]对福建省粮食产量进行预测；岳冬冬等 [10]对我

国水产品产量预测等。

本文以辽宁省农业现状为出发点，针对该地

区各农产品产量的灰色关联分析不够全面，年份

较为久远，参考价值不大，造林面积的灰色关联

分析研究缺失等问题，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辽

宁省 2005～2014年的农业总产值及内部各产业

产值、产量，造林总面积及各类林地营造面积进

行分析，确定各产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各农产

品产量与农产品总产量，各类林地营造面积与造

林总面积关联紧密程度的大小，并选择合适数

据，运用 GM(1,1)模型对农业产值及多种农产品产

量进行预测，结合所提建议，为辽宁省农业产业

优化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指标及数据来源

研究指标选取辽宁省 2005～2014年农业总产

值及内部各产业产值，粮食作物、肉类、水果、水产

品总产量及内部多种农产品产量，造林总面积及各

类林地营造面积数据，数据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

鉴》（辽宁省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1.2 研究方法

研究分析方法采用灰色分析及预测方法，其

中，最常用的灰色预测方法是建立 GM(1,1)模型，

对系统过去及目前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完全的信息

进行分析、处理，并通过这种动态模型揭示系统

的发展规律和趋势。灰色关联分析及灰色预测公

式详见文献 [11-16]。分析所得到的关联度值，一

般把灰色关联度值大于或等于 0.700 0的影响因

素定为强影响因素，把关联值处于 0.600 1～0.699
9之间的定为一般影响因素，把小于或等于 0.600
0的定为弱影响因素 [17]。

同时，建立 GM(1,1)模型的时候，取不同维数

的数据所得的模型参数是不一样的，因此可以得

到不同的预测模型，而不同的预测模型计算出的

预测值也不一样。为了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保

证预测值准确、可靠，选择不同的维数建立模型，

然后根据模型预测精度等级标准筛选出相对适当

的 GM(1,1)模型 [15-16]。灰色建模数据一般要求不少

于 5维，因此本文选择 5～10维数据进行预测。

2 结果与分析

2.1 辽宁省农业产业结构关联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出不同时间段内各因

素间的关联度，并按照时序排列构成农业产业各层

次灰色关联动态矩阵（表 1～表 6），进而对辽宁省近

10年农业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 1可知，农业总产值与内部各产业产值

的关联度大小顺序为：种植业＞牧业＞林业＞渔

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种植、林、牧、渔四产业均为

强影响因素，农林牧渔服务业为弱影响因素。农业

总产值与种植业的关联最为紧密，平均关联度为

0.945 2，是辽宁省农业的主导产业，其次是畜牧业，

平均关联度 0.909 6。林业和渔业的平均关联度非

常接近，分别为 0.731 1和 0.729 3，但二者与种植业

和畜牧业的平均关联度差距较大。平均关联度最

小的是农林牧渔服务业，只有 0.457 8。
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农业总产值与种植业

和牧业的关联度均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都在

2008～2014 年达到最低值，分别为 0.923 1 和
0.876 8。与渔业的关联度除 2013～2014年外，呈

缓慢下降的趋势。与林业、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关

联度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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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粮食作物总产量与各种粮食作物

的平均关联度大小比较顺序为：玉米＞薯类＞水稻

＞大豆＞谷子＞高粱＞小麦，其中玉米和薯类是强

影响因素，玉米平均关联度为 0.924 7，对粮食作

物的关联最为紧密，薯类次之，平均关联度为

0.727 4。水稻是一般影响因素，平均关联度为

0.689 9。大豆、谷子、高粱及小麦是弱影响因素，平

均关联度分别为0.596 8, 0.542 7, 0.437 8, 0.418 9。
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粮食总产量与玉米的

关联度波动不大，总体相对平稳。与薯类的关联

度除 2012～2014 年比 2011～2014 年上升 4.62%
外，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与水稻的关联度先降

后升，在 2007～2014年达到最低值 0.649 6，对于

粮食总产量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与大豆的关联度

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与谷子的关联度，在 2007
～2014年和 2013～2014时间段内分别上升 0.31%
和 1.44%。与高粱的关联度在 2013～2014年时间

段内上升 0.45%，除此之外的时间段与高粱的关

联度均呈逐渐下降趋势。与小麦的关联度除

2013～2014年比 2012～2014年上升 0.13%外，呈

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由表 3可知，水果总产量与各种水果的平均

关联度大小比较顺序为：苹果＞梨＞葡萄，其中

苹果是强影响因素，平均关联度为 0.789 1，与水

果总产量的关联最为紧密。梨和葡萄均为弱影响

因素，梨的平均关联度为 0.572 9，葡萄的平均关

联度为 0.419 5。
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水果总产量与苹果的

关联度缓慢下降，有减小的趋势，但依然是最重

表 2 粮食作物产量及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

年份

2005～2014
2006～2014
2007～2014
2008～2014
2009～2014
2010～2014
2011～2014
2012～2014
2013～2014

平均

水稻

0.697 2
0.663 6
0.649 6
0.658 9
0.669 5
0.704 3
0.714 9
0.720 6
0.730 8
0.689 9

小麦

0.501 2
0.445 8
0.449 2
0.435 2
0.423 3
0.393 5
0.377 7
0.371 7
0.373 0
0.418 9

玉米

0.923 7
0.915 2
0.907 0
0.911 9
0.918 1
0.938 0
0.944 2
0.940 6
0.923 2
0.924 7

高粱

0.511 9
0.457 6
0.446 2
0.436 6
0.434 3
0.430 2
0.411 9
0.403 5
0.408 0
0.437 8

谷子

0.617 2
0.574 6
0.577 7
0.560 8
0.556 1
0.555 3
0.491 6
0.468 4
0.482 8
0.542 7

薯类

0.783 6
0.759 6
0.752 8
0.751 8
0.726 9
0.698 3
0.697 4
0.7436 4
0.632 6
0.727 4

大豆

0.699 0
0.665 5
0.634 5
0.628 7
0.617 4
0.586 2
0.537 3
0.510 4
0.491 8
0.596 8

表 3 水果产量及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

年份

2005～2014
2006～2014
2007～2014
2008～2014
2009～2014
2010～2014
2011～2014
2012～2014
2013～2014

平均

苹果

0.849 5
0.832 8
0.827 3
0.806 8
0.790 6
0.776 9
0.742 1
0.738 9
0.736 8
0.789 1

梨

0.684 1
0.648 9
0.613 6
0.583 2
0.547 0
0.522 4
0.514 4
0.514 4
0.528 2
0.572 9

葡萄

0.547 3
0.497 0
0.446 9
0.410 3
0.383 4
0.3667
0.363 4
0.371 2
0.389 3
0.419 5

表 1 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

年份

2005～2014
2006～2014
2007～2014
2008～2014
2009～2014
2010～2014
2011～2014
2012～2014
2013～2014

平均

种植业

0.940 1
0.933 4
0.927 3
0.923 1
0.924 4
0.945 1
0.951 6
0.979 2
0.982 7
0.945 2

林业

0.828 9
0.809 9
0.795 8
0.785 3
0.763 2
0.725 5
0.658 0
0.616 0
0.597 2
0.731 1

牧业

0.904 5
0.893 9
0.890 3
0.876 8
0.883 7
0.901 0
0.910 4
0.946 6
0.979 0
0.909 6

渔业

0.788 2
0.764 6
0.747 2
0.737 1
0.731 6
0.711 7
0.696 6
0.690 3
0.696 0
0.729 3

农林牧渔服务业

0.587 4
0.541 5
0.497 9
0.472 0
0.438 7
0.424 7
0.409 6
0.388 6
0.360 1
0.457 8



4期 马成忠等：基于灰色理论的辽宁省农业产业结构分析与预测 109

要的一部分。与梨的关联度除在 2013～2014年
上升了 1.34%外，总体上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与

葡萄的关联度呈先降后升的趋势，说明葡萄有一

定的发展潜力。

由表 4可知，肉类总产量与各种肉类产量的

平均关联度大小比较顺序为：禽肉>猪肉>牛肉>
羊肉，禽肉为强影响因素，平均关联度为 0.872 4，
与肉类总产量的关联最为紧密。其次是猪肉，平

均关联度为 0.847 3，表明猪肉与肉类总产量的关

联度同样十分密切。牛肉是一般影响因素，平均

关联度为 0.600 1。羊肉是弱影响因素，平均关联

度为 0.365 6。
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肉类总产量与禽肉和

猪肉的关联度波动不大，关联度值高、平稳。与

牛肉的关联度仅在 2007～2014年比上一阶段小

幅度上升了 0.03%，其余各阶段内逐渐降低。与

羊肉的关联度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仅在 2013～
2014年上升 0.46%。

由表 5可知，海水产品是强影响因素，平均关

联度为 0.774 7，在水产品总产量中起主导作用。

淡水产品是弱影响因素，平均关联度与海水产品

相差较大，为 0.377 4。
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水产品总产量与海水

产品和淡水产品的关联度均呈缓慢下降的趋势。

由表 6可知，造林总面积与各种林木营造面

积的平均关联度大小比较顺序为：防护林＞用材

林＞经济林＞薪炭林，其中防护林营造面积为强

影响因素，平均关联度为 0.941 4，是主要营造林

种，用材林和防护林是一般影响因素，平均关联

度分别为 0.691 9和 0.641 6。薪炭林是弱影响因

素，平均关联度是 0.595 6。

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造林总面积与防护林

的关联度波动不大，总体相对平稳。与用材林的

关联度先降后升，在 2011～2014年达到最低值

0.625 7。与经济林的关联度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与薪炭林的关联度呈先降后升趋势，在 2011～
2014年的关联度达到最低值，为 0.541 6。
2.2 辽宁省农业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灰色预测

灰色预测得到的结果，需要根据精度大小进

行筛选，灰色预测模型的后验差（C）和小误差概

率（P）的精度检验等级参照表如表 7所示。

参考 2005～2014年的基础数据，除粮食作物

产量和造林面积的数据由于不稳定，每年变动过

大，不适合建模外，对农业总产值和内部各产业

产值，水果、肉类、水产品总产量和各自内部各类

农产品产量建立 GM(1，1)模型，所用维数、最优预

测模型、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8所示。

表 4 肉类产量及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

年份

2005～2014
2006～2014
2007～2014
2008～2014
2009～2014
2010～2014
2011～2014
2012～2014
2013～2014

平均

猪肉

0.856 2
0.840 3
0.860 3
0.853 8
0.840 4
0.844 5
0.851 5
0.848 0
0.830 9
0.847 3

牛肉

0.656 7
0.618 6
0.618 9
0.602 8
0.589 4
0.584 4
0.582 8
0.577 8
0.569 1
0.600 1

羊肉

0.455 1
0.394 6
0.359 5
0.354 3
0.348 6
0.344 7
0.343 7
0.342 6
0.347 2
0.365 6

禽肉

0.883 0
0.870 0
0.885 0
0.881 4
0.888 5
0.868 2
0.851 4
0.850 6
0.873 6
0.872 4

表 5 水产品产量及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

年份

2005～2014
2006～2014
2007～2014
2008～2014
2009～2014
2010～2014
2011～2014
2012～2014
2013～2014

平均

海水产品

0.824 0
0.804 4
0.788 5
0.772 6
0.760 9
0.759 9
0.756 5
0.755 0
0.750 8
0.774 7

淡水产品

0.486 6
0.429 5
0.396 1
0.366 8
0.348 9
0.347 8
0.343 1
0.341 3
0.336 2
0.377 4

表 6 造林面积及其构成因素之间的动态关联矩阵

年份

2005～2014
2006～2014
2007～2014
2008～2014
2009～2014
2010～2014
2011～2014
2012～2014
2013～2014

平均

用材林

0.775 4
0.750 5
0.739 2
0.711 0
0.685 6
0.680 3
0.625 7
0.629 1
0.630 0
0.691 9

经济林

0.782 7
0.758 5
0.734 7
0.713 5
0.669 9
0.630 4
0.567 4
0.507 4
0.410 2
0.641 6

防护林

0.950 2
0.944 7
0.942 6
0.935 6
0.931 1
0.935 5
0.929 1
0.941 6
0.962 1
0.941 4

薪炭林

0.690 3
0.655 9
0.638 2
0.609 1
0.581 6
0.552 1
0.541 6
0.542 8
0.548 6
0.595 6

表 7 精度检验等级参照表

精度等级

一级 (优 )
二级（良）

三级（合格）

四级（不合格）

小误差概率（P）

P≥0.95
0.80≤P＜0.95
0.70≤P＜0.80
0.60≤P＜0.70

后验差比值（C）

C≤0.35
0.35＜C≤0.50
0.50＜C≤0.65
0.65＜C≤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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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农业产值及农产品产量最优预测模型

项目

农业总产值（万亿元）

种植业（万亿元）

林业（万亿元）

牧业（万亿元）

渔业（万亿元）

农林牧渔服务业（万亿元）

水果总产量（万吨）

苹果（万吨）

梨（万吨）

葡萄（万吨）

肉类总产量（万吨）

猪肉（万吨）

牛肉（万吨）

羊肉（万吨）

禽肉（万吨）

水产品总产量（万吨）

海水产品产量（万吨）

淡水产品产量（万吨）

维数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5
6
7
8
10
5
5
5

最优预测模型

x(t+1)=170735352.9932e-0.1100t-154019644.9932
x(t+1)=58017050.1373e-0.1165t-51615900.1373
x(t+1)=3432759.0061e-0.1392t-2988028.0061
x(t+1)=75675618.4271e-0.1031-69311269.4271
x(t+1)=31179432.4686e-0.1002t-28112148.4686
x(t+1)=4437621.5409e-0.1393t-3999427.5409
x(t+1)=51033459.9389e-0.0717t-47740785.9389
x(t+1)=17872932.8438e-0.0802t-16573337.8438
x(t+1)=9624371.0930e-0.0842t-8934026.0930
x(t+1)=11891.6659105e-0.0465t-11309954.9105
x(t+1)=24515.0362e-0.0154t-24168.9362
x(t+1)=15503.2951e-0.0137t-15318.5951
x(t+1)=3034.9229e-0.0128t-2992.7229
x(t+1)=420.4063e-0.0172t-408.5063
x(t+1)=3801.2686e-0.0278t-3699.1686
x(t+1)=8369.9311e-0.0425t-7944.6311
x(t+1)=6598.3294e-0.0434t-6234.2294
x(t+1)=1793.4105e-0.0389t-1732.2105

模型检验

C=0.0870,P=1
C=0.1028,P=1
C=0.0913,P=1
C=0.1307,P=1
C=0.0919,P=1
C=0.0875,P=1
C=0.1855,P=0.9
C=0.1905,P=0.9
C=0.2182,P=0.9
C=0.1684,P=1
C=0.1212,P=1
C=0.1488,P=1
C=0.1883,P=0.86
C=0.3344,P=0.75
C=0.1150,P=1
C=0.1548,P=1
C=0.1940,P=1
C=0.1311,P=1

由表 8结合 2014年原始数据，代入数据求算，

预 测 到 2020 年 农 业 总 产 值 比 2014 年 增 长

105.71%，其中，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农林牧

渔服务业的产值分别增长 111.04%、136.32%、
102.61%、90.97%、139.51%，种植业与牧业在农业

总产值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分别占总产值

的 39.55%和 37.61%，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增长最

快，渔业产值增长最慢；水果总产量比 2014年增

长 75.05%，其中，苹果、梨、葡萄的产量分别增长

85.37%、100.36%、31.43%，苹果在水果产量中仍然

占到很高的比重，占水果总产量的 44.29%，梨产

量的增长最快，葡萄产量的增长最慢；肉类总产

量会比 2014年增长 10.07%，其中，猪肉、牛肉、羊

肉、禽肉的产量分别增长 7.98%、9.63%、4.06%、
20.93%，对于肉类总产量的影响较大的是猪肉和

禽肉，且猪肉产量将达到肉类总产量的 54.93%，
禽肉产量的增长最快，牛肉和羊肉在肉类总产量

中占的比重依然较小，且羊肉产量的增长最慢；水

产品总产量比 2014年增长 27.92%，海水产品和淡水

产品的产量分别增长了 27.89%和 27.60%，海水产

品产量仍占主导，占水产品总产量的81.37%。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基于辽宁省农业产业结构的现状，并结合本

论文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研究结果，可对农业产

业结构加以调整：

调整种植业结构，在稳定粮食作物生产的前

提下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饲料、绿肥作物。粮食

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直接

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8]。处理好粮食数量与

质量的关系，以适应新的消费需求，这将是农业

生产部门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19]。辽宁省主要种植

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和水稻，在稳定这两大主要作

物的基础上，推广优质水稻、优质玉米以及其他

优质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广特色农作物种植面

积，形成农作物种植的区域分工，稳定总产，提高

单产，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同时发挥资源优

势，生产有辽宁省地域特色的经济作物。利用现

代农业技术，如日光温室，形成经济作物规模生

产。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林业产业经济，调整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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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需要进行林种树种、林龄结构调整，维

持用材林面积，增加防护林、特用林面积，增加速

生丰产林、工业原料林和名、特、优、新经济林面

积。加强林业生态保护，坚持科学采伐，适当进

行退耕还林，增加辽宁省林木的蓄积量。发展木

耳、蘑菇、松子、板栗、榛子、麻黄、人参等林副产

品经济。发展新兴林业产业项目，如森林旅游、

木本粮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等。

结合《辽宁省统计年鉴》和本文对农业产值和

农产品产量的预测数据显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畜牧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调整畜牧业

结构应从产业化着手，产业化将分散的畜牧养殖

个体与市场联结，可以加速畜牧业的商品化、市

场化、现代化进程。畜牧养殖还应扩大饲料来

源，应当独立化生产饲料作物，同时也能促进种

植业结构的调整。

渔业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传统渔业向现代

渔业转变，数量型渔业向质量型渔业的转变。以

市场为导向，调整单一品种的淡水养殖结构，发

展辽宁海洋牧场，利用辽东湾和海洋岛两大近海

渔场，发展对虾、海蟹、海带等的生产，发展海珍

品如海参、鲍鱼、扇贝等的生产。发展远洋捕捞

与养殖业。在渔业产业结构调整时，还应注意保

护渔业生态环境，使渔业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与

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使产业现代化与

生态环境相协调。

此外，推进辽宁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还应当从

发展农林牧渔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与运输业，促进

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

与农业有关的龙头企业，加大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着手。

3.2 结论

①预测到 2020年，农业总产值将比 2014年增

长一倍多，其中种植业与畜牧业是两个影响农业

总产值的最大的产业，因此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

主导，林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协同发展是

辽宁省今后农业发展的总体策略，特别是农林牧

渔服务业，作为农业中的第三产业，也是预测增

长最快的产业，对于辽宁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起

到的作用不可忽视，在今后农业发展中应当予以

足够的重视。在正常情况下，从 2015年到 2020
年，总体来说农业产值逐年递增，发展态势良好。

②预测到 2020年，水果总产量比 2014年增长 75%
左右，其中苹果和梨分别作为产量最大和增长最

快的水果；猪肉产量占肉类产量的比例超过 50%，

在增长率方面，除禽肉比 2014年增长超过 20%
外，其他肉类增长缓慢，以至于肉类总产量增长

只有 10%左右，因此，考虑到辽宁省农业增产问

题，肉类产量不可忽视；海水产品产量和淡水产

品产量比 2014年都增长了接近 30%，其中海水产

品占水产品总量的比重超过 80%。综合考量，辽

宁省应当重视玉米、水稻、薯类、苹果、梨、禽肉、

猪肉、海水产品这些与总产量关联较为紧密的农

产品的生产，在推广优势农产品的同时，还应注

重各种农产品，特别是特色农产品、优质农产品

的协调发展。③防护林对环境保护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保护、增加防护林面积，适当增加用材

林、经济林面积，是辽宁省围绕造林面积这一项

的应对策略。

另外，对于灰色关联分析，本文只能说明各产

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各农产品产量与农产品总

产量、各类林地营造面积与造林总面积的关联强

度，至于其各组成部分对总体的影响程度，甚至

可能是被影响关系还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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