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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农业园区产业演变的特征及规律，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法，以西北传统农区的大荔农业园区为例，从园区内

企业产值及类型着手，使用Moore结构模型对园区产业演变过程进行追本溯源，分析农业园区的产业结构如何升级并带

动经济增长。研究结果表明，大荔农业园区产业融合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产业发展重点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

第三产业的次序依次转移，并逐步呈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此外，培育涉农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是园区产业升

级的关键所在。因此，大荔农业园区在后续发展中要维持涉农企业数量及产值比重在 70%以上；在三产融合发展的趋势

下，逐步形成“高端在内，基地在外”的产业布局，促进园村镇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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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Agricultural Park
——A Case Study of Dali Agricultural Park
LIU Jianyi, CHEN Xueyuan, WU Yongchang*
(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AA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in agricultural parks, using the typical case
analysis method, taking the Dali Agricultural Park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 of northwestern China as an ex⁃
ample, starting from the output value and type of enterprises in the park, using Moore structure model to trace the in⁃
dustry evolution process of Dali Agricultural Park, analyzing how to 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ark and drive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Dali Agricultural Park has pro⁃
cess and stage, and the focu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shifted sequentially from primary industry to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hen to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gradually showed the tre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addition, cultivating agriculture-rela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in⁃
dustry enterprises was the key to the upgrade the park industry. Therefore, i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Dali Ag⁃
ricultural Park should maintain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e-related enterprises and output value above 70%. Under
the trend of three industrie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Dali Agricultural Park should gradually form an industrial
layout of "high-end inside, base outside",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arden, village and town.
Key words：Agricultural parks; Industrial evolution;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Industrial upgrading

农业园区作为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等现

代农业生产要素的聚集平台，通过发挥产业集群

的资源集聚效应、资源整合效应、规模效应 [1]，在

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2]、促进区域产业升级 [3]、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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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融合发展 [4]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农业园

区作为区域经济“亚核心”，为就地就近城镇化产

业培育提供了空间平台，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

育又为园区建设提供动力支撑 [5]。依托各类型农

业园区打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载体，成为

乡村振兴战略下发展壮大乡村产业的有效途径之

一 [6]。但农业园区的产业融合发展并非一蹴而就

的，三产融合发展有必要的成长过程，研究农业

园区产业演变有助于理解农业园区这种独特农业

产业化组织形式下的产业升级过程，有助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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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园区在乡村振兴中更有效地发挥产业载体作

用。

本文选取具有 17年建设经验的大荔农业园

区作为对象进行典型案例研究，基于大荔农业园

区 2005～2016年年度总结报告及 2002年以来的

入园企业统计资料，解剖麻雀式地分析该园区建

园以来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以期清晰地展现

该农业园区产业演变的动态性和连贯性，准确把

握该农业园区产业演进的阶段性特征，为全国其

他同类型的农业园区建设提供参考。

1 大荔农业园区发展概况

大荔农业园区从 2002年发展至今，在园区类

型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2002～2005年
大荔农业园区的建设起点是渭南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核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国家科技部

从 200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业科技园区

规范化及高标准建设试点项目，渭南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是 2002年批准建设的 14个第二批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之一，规划有核心区、示范区、辐射

区，大荔农业园区即为其核心区所在地。渭南市

将秦川牛产业开发作为“十五”计划中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的突破口，渭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便在

这样的背景下建立，核心区的发展规划是建设全

产业链的秦川牛产业开发体系。

（2）第二阶段：2006～2016年
2006年大荔农业园区为顺应生存发展及管理

需要，在原陕西渭南农业科技园区大荔核心区的

基础上又挂牌了大荔科技产业园。成立大荔科技

产业园后，对 2002年以来的发展方向和思路进行

调整，改单一的秦川牛产业开发园为综合型园

区，入驻企业类型从农牧型转向加工生产型，规

划范围从 9平方公里拓展到 12.3平方公里。

以大荔科技产业园为主要建设内容的这个阶

段又可分为两个子阶段：转型阶段（2006～2010
年）和提升阶段（2011～2016年）。转型阶段加工

和生产均大量依靠人力，企业基本属于劳动密集

型企业，2009年国家科技部对园区进行首次验

收，对园区提出发展质量要求。提升阶段入驻的

企业普遍更加重视机械化生产，有更强的科技研

发能力。

（3）第三阶段：2017年至今

2017年大荔农业园区升级为省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名称为大荔经济技术开发区，意味着大荔

农业园区将被打造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管委会再

次对规划范围及产业布局进行了调整，规划面积

扩大为 20平方公里，规划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为

主，以仓储物流、金融服务、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

展的产业布局。

2 大荔农业园区产业演变特征分析

从园区产业类型和结构来看可分两个层面研

究大荔农业园区的产业演变过程：第一层面为静

态分析，包括按是否涉农及三次产业划分的园区

企业产值及产业结构分析，尝试探究园区的产业

类型和结构变动情况；第二层面为 Moore结构模

型下对三次产值比重进行的动态分析，尝试探究

大荔农业园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速率。

大荔农业园区产业演变研究使用数据：原始

资料提供机构为陕西渭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大荔核

心区管委会及渭南市科技局园区建设部。2002～
2005年第一产业产值由各年秦川牛养殖规模乘

0.44亿元/万头得到，评估依据来自大荔农业园区

2007年出具的《陕西渭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自评

估报告》；2006～2010年园区三次产业的产值数

据摘自各年度园区总结报告及《渭南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十一五”总结报告》；2011～2016年三次

产业的产值数据来自对园区入驻企业产值分类统

计所得，入驻企业产值数据资料为各年《大荔科

技产业园区入园企业统计表》。

2.1 静态分析：涉农、非农产值及结构

农业园区区别于其他园区的根本特征是以农

为本，为研究大荔农业园区产业融合过程，首先

对大荔农业园区的农业关联产业进行考察。依据

企业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农业的关联程度将园区

内企业划分为涉农企业及非农企业，其中，涉农

企业包括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产前、产中、产后过

程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企业 [7]，在大荔农业园区

具体为养殖企业、种植企业、农资生产企业、农副

产品加工与利用企业、棉花粮食仓储企业、纺织

业及其他农业服务型企业；非农企业主要为机械

电子生产企业及其他非农制造业和服务业。

2002～2005年，大荔农业园区产业类型以传

统农牧业为主，入驻的 5家企业均为畜牧企业，其

中 3家与秦川牛产业相关联。2006年之后，园区

企业 70%以上为涉农企业，其中以农副产品加工

企业及农资生产企业居多。

按是否涉农划分的各类企业产值比重演变如

图 1所示，由此可分析大荔农业园区产业类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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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总体来看，园区涉农企业与非农企业产

值比重从 2010年后进入相对稳定状态，非农企业

产值比重基本维持在 30%以下。2002～2016年，

涉农企业中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值先增长后减少，

产值比重由最初的 100%下降至不到 5%，即传统

农牧业在大荔农业园区经济地位由首位降至末

位；涉农制造业与服务业产值均不断增长，2010
年后二者产值比重均超过种植业和畜牧业，二者

交替成为大荔农业园区产值比重最大的产业类型。

结合大荔农业园区所处历史环境，关于其产

业类型有两点发现：

（1）2006年，大荔农业园区在园区类型上成

为产业园，拓宽了产业范围，不再局限于畜牧业，

围绕农业大力发展涉农制造业和服务业。

（2）涉农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引入，极大程度上

刺激了大荔农业园区经济，园区产值 2016年较

2006年增长将近 30倍，其中涉农制造业与涉农服

务业均占园区累计总产值 35%左右。

2.2 静态分析：三次产业产值及结构

以 Gi,t表示 t期第 i产业产值，Wi,t 表示 t期第 i
产业产值所占比重，Wi,t计算公式如下：

Wi,t = Gi,t

∑
i = 1

3
Gi,t

…………………………………（1）

由各产业产值及产值比重计算结果绘制出各

产业产值及结构变动图（图 2），从图 2可分析大荔

农业园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图1 大荔农业园区涉农产值比重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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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荔农业园区三次产业产值及比重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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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园区 2002～2016年第二产业产值

增长最多，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少；2002～
2016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最多，第二、第三产业

比重均增加，第二产业比重长期高于第三产业。

2002～2005年，大荔农业园区只有第一产业，

园区产值规模仅为 1亿元左右，产值年均增长量

为 2 444万元。2006年第二、第三产业从无到有，

其中第二产业产值占到园区总产值的一半。2008
年以后第一产业产值开始持续下滑，产值比重开

始呈下降态势；二产和三产产值开始平稳增长，

产值比重均持续增加。2010年第二产业及第三

产业产值和产值比重均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11
～2016年，各产业产值均增长，第一产业增长了

24 215万元，但增速极低；第二产业增长量最大，

增长了 455 839万元，增速呈先加速后放缓的趋

势；第三产业增长了 143 651万元，增速持续加大，

未出现放缓趋势。2016年末，园区第一产业产值

仅为第二产业产值的 1/20，第二产业产值近 68亿
元，一二三产业产值比约为 3∶63∶34。

结合大荔农业园区所处历史环境，有两点发现：

（1）2006年及 2010年为园区发展重要转折

点。2006年园区第二、第三产业从无到有；2010
年园区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及比重均超过第一产

业，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降至 16.16%。
2006年以前，大荔农业园区仅靠第一产业作

为支撑，因园区建园初期选择的秦川牛产业投资

期较长，三年间园区产值规模仅增长为 1.3亿元，

发展缓慢。2006年大荔县的经济发展思路为“攻

项兴城，强工促农”，实施把工业作为强县富民的

基础产业优先发展的“先工战略”，新成立的大荔

科技产业园将产业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引入一

批制造业及粮棉仓储企业后，园区的第二、第三

产业产值开始增加。

分析 2010年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及比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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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的可能原因：一是 2006年以来入驻的企

业基本完成设施建设，于 2010年陆续投产，二产、

三产产值出现爆发式增长；二是由于资金链断裂

等内部经营问题，园区数家种植和畜牧企业面临

停产或生产基地转移。

（2）大荔农业园区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结构

由“一二三”格局向“二三一”格局转变。2010年
以前，第一产业在园区内占绝对主导地位；2010
年之后，第二及第三产业产值和比重均大幅超过

第一产业，将第一产业产值产值比重压缩至 5%
以下，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第

二产业比重远高于第三产业。

2.3 动态分析：Moore结构分析法

Moore结构模型是测算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

较为典型的方法，该方法以空间向量测定为基本

思想，以向量空间夹角为基础指标来反映产业内

部结构变动程度 [8-11]。本研究将Moore结构变化值

引入大荔农业园区产业结构演变研究，将园区内

三次产业构成一组 3维向量，某一产业与其他产

业的向量夹角随着不同时期该产业产值在园区总

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将基期到报

告期所有产业产生的向量夹角累计相加，便可表

征经济系统中报告期内的产业结构变化程度 [12]。

把基期和报告期间两组向量的夹角作为表征产业

结构变化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M t + 1
t = cos θ = ∑

i = 1

3
Wi,t × Wi,t + 1

( )∑
i = 1

3
Wi,t 2

1/2
*( )∑

i = 1

3
Wi,t + 1 2

1/2

……………………………………………………（2）
式中M t + 1

t 表示 t到 t+1时期的Moore结构变化

值；Wi,t 表示 t期第 i产业产值所占比重。将 t到 t+
1时期产业比重之间变化的总夹角定义为 θt + 1t ，则

有：

θt + 1t = arccosM t + 1
t …………………………（3）

θ值越大，表明两个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动越

剧烈；反之则产业结构变化的程度越小。多个时

期间进行比较时，根据 θ值变化情况，还可以表明

产业结构演变的速率。

本研究对Moore结构变化值采用环比增长来

说明园区产业结构逐期变化的程度，即以报告期

前一年为基期，研究长度以 1年计。由公式（2）测
算出大荔农业园区 2002～2016年 15年间Moore结
构变化值（表 1），使用公式（3）将 Moore值换算为

向量间的夹角度数 θ值，θ值变动程度从整体上表

明了大荔农业园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与阶段划

分，如图 3所示。

根据图 3判断，2002～2016年大荔农业园区

产业结构变动经历“稳定-变动加速-变动减速-
稳定-变动加速-变动减速-稳定”的过程。2002
～2005 及 2013～2016 代表的首尾两阶段以及

2007～2008时期各年份间 θ变动值较小，产业结

构稳定；2005～2006及 2008～2010两个时期 θ变
动值变大，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增大；2006～2008
及 2010～2013两个时期 θ变动值不断减小，产业

结构变动程度减小。

2002～2005时期，向量夹角变化量均为 0°，产
业结构无调整；2005～2013时期，向量夹角的变

化度 θ值在 4°～58°之间波动，表明大荔农业园区

在该阶段一直处于速率不稳定的结构调整过程

中，产业结构变动剧烈；2013～2016时期，Moore
值趋近于 1，θ值从 7.4°逐渐减小，也即大荔农业

园区产业结构再次趋于稳定。

图3 产业结构变动 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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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荔农业园区产业结Moore变动值

时期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Moore变动值

1.000 0
1.000 0
1.000 0
0.702 0
0.880 6
0.996 9
0.980 4
0.544 2
0.843 7
0.971 9
0.991 7
0.999 8
0.999 6
0.99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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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大荔农业园区所处历史环境，有两点发现：

（1）大荔农业园区产业结构第一次发生变动

是在 2005～2006时期，即大荔科技产业园建立时

期。此时，大荔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在管理上有绝

对的自主权，引进畜牧业之外的制造型和服务型

企业，有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大荔农业园区产业结

构相较之前只有第一产业的阶段有了较大变动。

（2）大荔农业园区产业结构变动最大的时期

是 2009～2010，θ值变动了 57.03°，首先可能是“先

工战略”实施后入驻的一批制造业企业开始投产

运营，使园区的产值结构发生了突变；其次可能

是园区 2009年首次验收合格后，开始规划下一阶

段目标，将农副产品加工业列为园区重点产业；

可能原因还有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园区内部分

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在 2009年有歇业停产现象。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大荔农业园区产业融合具有过程性和阶

段性特征。可将大荔农业园区产业演变过程划分

为单一建设期、多元发展期、转型升级期三阶段。

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是为解决单一产业发展的局

限性而采取的被动转型，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则

是为充分发挥园区产业集聚功能而选择的主动提

表4 大荔农业园区产业演变三阶段

时期

产业阶段

主导产业

三次产业发展情况

产业结构变动程度

阶段末涉农企业占比

产业类型特征

产业发展需求

2001~2005年
单一建设

秦川牛养殖

仅有一产

无变动

100%
专一养殖业

强大的产业基础，广阔

的市场

2006~2010年
多元发展

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纸业板材、现

代物流

三产并举，二产增速最快

剧烈变动

63.89%
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廉价的土地及劳动力、优惠的税收政

策

2011年至今

转型升级

食品工业、现代畜牧业与种植业、现代

农业服务业、电子科技产业

一产平稳发展，二产增速变缓，三产持

续增长

趋于稳定

61.70%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及现代农业服务业

一定的配套服务和研发能力

升，各阶段对应特征如表 4所示。

（2）大荔农业园区的产业结构演变遵循库兹

涅茨等人提出的产业结构发展规律 [13]，即产业结

构升级是沿着产业重点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

到第三产业的次序依次转移，三次产业比重序列

由“一二三”向“二三一”转变。大荔农业园区的

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为：依据当地的产业基础，优

先发展第一产业，聚集土地、劳动力、科技、资金

等生产要素，并进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基

础上吸引第二和第三产业。随着第二、第三产业

的进入，第一产业不再作为主导产业，二产及三

产在充足的生产要素条件下获得强劲的发展，其

中二产的增长规模会快于三产，成为园区的支柱

产业。但二产产值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增速会放

缓，先于三产达到稳定状态，并在一个较高水平

保持稳定，此时三产产值仍保持高速发展，而第

一产业产值则处于低水平稳定状态，所以园区后

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二产和三产。

（3）大荔农业园区产业融合的关键是大力发

展涉农制造业和服务业。实践证明，单一的产业

选择会制约农业园区发展，涉农制造业和服务业

是园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畜牧业基础上引入

大量涉农制造业和服务业后，园区 70%左右为涉农

企业，园区产值实现了突增，第二与第三产业中包含

大量涉农企业，大荔农业园区形成了以二三产业引

领带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

3.2 建议

（1）农业园区的产业规划既要着眼于局部，具

体分析园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又要放眼全局，从

整体上把握园区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农业园区发

展初期应依据自身的产业基础来决定主导产业选

择，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突破“就农业论农业”的局

限性，充分发挥农业园区的产业载体作用，引进

涉农制造型以及服务型企业，使园区产业类型向

高级化方向演进。

（2）为保证大荔农业园区在以农为本的原则

下良性发展，涉农企业数量及产值比重都应不低

于目前水平，即在后续发展中保证涉农企业数量

及产值比重在 70%以上。涉农制造业重点从事

农副产品加工，涉农服务业重点从事农产品流通

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涉农企业能最大限度地推动

农业产业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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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关注企业与当地产业的结合度以及对当地农

民的示范带动作用，发展壮大涉农企业。

（3）园村镇一体化发展是优化大荔农业园区

产业空间布局的有效途径。“高端在内，基地在

外”的产业布局是园区发展的重要模式，在三产

融合发展的趋势下，用“园村镇一体化发展”的

发展思路来培育现代农业园区可使资源得到最佳

配置，更大限度地促进产业融合。作为第一产业

生产功能的生产基地可布局在园区外，充分发挥

基地对村镇一级的示范作用；以加工为标志的第

二产业和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集

中在园区内，充分利用集群优势进行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 1 ] 张骁勇，景 喆 .以产业集群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

考[J].吉林农业科学，2008，33（2）：63-65.
[ 2 ] 汤宝荣 .都市型农业园区建设与发展研究（以余杭为例）

[D].杭州：浙江大学，2004.
[ 3 ] 汪子倩，黄明华 .苏州现代农业园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J].小

城镇建设,2013（11）：82-85.

[ 4 ] 景 丽，上官彩霞，张 颖，等 .农业科技园区三产融合发

展的有益探索—河南鹤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解读与启

示[J].中国农学通报，2017，33（2）：160-164.
[ 5 ] 刘国斌，陆 健 .新时代就地就近城镇化产业培育研究 [J].

东北农业科学，2019，44（1）：63-69.
[ 6 ]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 ] 李书峰，毛世平 .生态与经济耦合背景下涉农企业的技术

创新需求分析[J].农业经济，2018（11）：18-20.
[ 8 ] Moore J H. A Measure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Output[J]. Re⁃

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78, 24：105-118.
[ 9 ] 王林梅，邓 玲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以

长江经济带为例[J].经济问题，2015（5）：39-43.
[ 10 ] 刘 培 .产业升级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财

经大学，2015.
[ 11 ] 梁亚民，杨燕燕，韩 君 .产业结构变动测算方法的多维度

研究[J].开发研究，2018（4）：38-44.
[ 12 ] 刘志彪，安同良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 [J].南京社

会科学，2002（1）：1-4.
[ 13 ] 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经济的增长 [M].常 勋，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171-220.

如图 2所示。

3 讨 论

从不确定度评定结果可以看出，待测液制备

对不确定度贡献最大，千分之一天平引入的不确

定度较高，可以考虑改用万分之一天平；标准溶液

配制引入的不确定度排在第二位，（下转第 118 页）

（上接第 104 页）

由标准溶液稀释，配制标准工作液时，稀释倍数

引入的不确定度较高，在稀释倍数相同的情况

下，可以换用大刻度吸管和容量瓶，以降低不确

定度；重复性对不确定度的贡献率最低，可以不

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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