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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目标，两者相互

融合、共同发展。以广西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测算 2013-2021年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并分析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子，同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评两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广西农业社会化

服务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制约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主要因子是科技服务与金融服务，而现阶

段农业现代化子系统障碍度排序中农业投入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出水平>科技支撑水平；农业

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从失调发展为优质协调，但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仍滞后于农业现代

化。据此，从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创新协调发展机制三方面提出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

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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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 sound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
tural moder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goal of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and the two are integrated and developed together. Taking Guangx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ntropy value method
and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and agri⁃
cultural modernization from 2013 to 2021, and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ir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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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地少、土地细碎、经营分散，这是我国的农

情，也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实现农业现

代化，难以跳过小农户这一重要主体，鉴于其在维护

社会稳定、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特殊的作用，我国特

色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的有机衔接。如何实现规模经营与现代化，从

近十几年的实践来看，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地规

模经营渐已成势，但随着不断地发展，农地适度

规模经营的弊病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

要通过多元路径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许多地方

的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案例的成功和发达国家

的经验证明，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保持农业

竞争优势和维持农业产业安全的战略抓手，有助

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过不断发展，其内涵不断

丰富、模式不断创新、体系逐渐完善，在农业发展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众多的研究中，有学者从组

织方式 [1]、生产托管角度 [2]、服务组织制度差异 [3]等

层面对其模式进行分类，并讨论不同模式下农户

的满意度 [4]；有学者对其体系进行研究，分析了我

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演化和发展趋势 [5]，并阐

述新时期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必要

性 [6]；也有学者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土地流转 [7]、绿

色生产 [8-9]、农民增收 [10-11]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研

究，学者从不同地区 [12-13]、不同省份 [14-15]进行研究并

探究其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社

会化协调发展的建议。广西是我国农业大省，其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至关重要，对广西农业社会化

服务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探究两者

耦合协调水平，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对

促进广西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现状

分析

1.1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现状分析

在广西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农业社会

化服务发展迅速，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占农林牧

渔总产值比例从 2013年的 3.5%提升到 2022年的

4.71%，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服务领

域不断扩展，服务方式不断创新。首先，服务组织不

断壮大，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主要以公益性政

府公共服务机构、盈利性涉农企业、半公益性半盈利

性的农业合作社构成。在政府大力支持和培育下，

服务组织不断增加，截至 2021年全区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超 4万家，服务面积超 667万 hm2次。其次，

服务领域不断拓展，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在产

前产中环节，政府针对薄弱的育秧、插秧、植保、烘

干、秸秆还田等作业环节进行补贴，凡是参与服务的

合作社、农户、企业都可以获得补贴，同时，出台《广

西 2021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和生产托管项目实

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

务覆盖面。最后，服务方式不断创新，除了提供耕、

种、防、收等服务，还提供特色化、个性化服务，不断

引入社会力量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迅速，但也存在服务

组织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服务对象仍

存在认识不足、信任不够、需求不强以及服务组织方

式不够完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仍需政府进

行及时引导、调整，以促其高质量发展。

1.2 广西农业现代化现状分析

广西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一是综合产能不

断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013-2021年年均增

加 340余亿元，2021年达 6 524.39亿元，对地区经

济贡献率达 18%以上。二是机械化水平不断提

升，机耕面积从 2013年 3 865.5千 hm2提升到 2021
年 4 537.8千 hm2，农业机械总动力九年间增长了 50
亿瓦以上，2021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50%。
三是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粮食、水果、糖

料、水产品等单产、人均占有量不断提升。四是农业

生产绿色化，化肥农药双减成效显著，水肥一体化、

测土配方施肥等绿色生产技术广泛应用。但同时也

要看到，广西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强省的差距，受限于

特殊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广西农业现代化仍

存在生产效率不高、产品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发展水

平仍需持续改进和提高。

2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耦合

协调的内在机理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

求，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现代农业的本质

特征[16]，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动能，农

业现代化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

境，有利于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2.1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范围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全过

程，能弥补农业生产劳动力、资金、技术的不足，促进

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农业生产服务为

农户提供充足、稳定、优质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信

息服务依托现代科技信息技术搭建农产品交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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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连接供求双方，提高了农产品交易效率；农业科

技服务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具、培训农户等方式提

高科技贡献率和农业产出；农业金融服务则为农户

提供充足资金，提供保险服务等降低经营风险；农业

流通服务为农产品产后流通、加工提供便利；政府公

共服务则健全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通过健全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以及与之配套的政策法规等，使农业生

产实现降本增效、效率提升、分工深化，从而更好地

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同时，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政府、市

场、社会不同层面利益与职责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

基础，农业现代化这一共同目标作为重要纽带使他

们紧密连接在一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也为农业

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组织保障。

2.2 农业现代化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提供动能

农业现代化以其增长方式集约化、可持续，生产

技术科学化、绿色化，生产过程标准化、机械化，生产

组织专业化、社会化为特点，拥有完善的产业链条和

产业体系，高度的科技支撑与组织管理，这些都为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壮大提供发展基础，为农业社会化

服务增加了需求和供给基础。从需求看，农业现代

化的实现，必然使农业产出增加，这就增加了农户购

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能力，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质

量随着农业现代化水涨船高，势必增加农户服务需

求，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从供给看，农业现代

化对农业生产专业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发展要求，

从供给侧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提供基础。

3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耦合

协调关系的实证分析

3.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表 1为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评价指数

体系。本研究农业社会化服务指标体系的构建在参

考前人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17-20]的基础上，按不

同的社会功能将农业社会化服务分为生产、科技、信

息、金融、流通、公共服务六个方面，并遵循系统性、

科学性、可比性、可行性、可获得性等原则在一级指

标六个维度下设计22个二级指标。

表 1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生产服务水平

（0.130 4）

信息服务水平

（0.105 0）

科技服务水平

（0.201 2）

金融服务水平

（0.216 2）

流通服务水平

（0.188 4）

公共服务水平

（0.158 9）

指标层

农机具供应量

农药供应量

化肥供应量

农用塑料薄膜供应量

农村移动电话拥有量

农村彩色电视机拥有量

农村信息网络使用率

农业科技服务经费收入

农业科技服务经费支出

农业科技服务效果

农业机械化作业面积

金融业服务水平

农业保险保费水平

农村保险赔付水平

运输仓储服务水平

农资价格指数变动率

销售服务水平

农业灌溉面积

农业用电量

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水利设施建设投入水平

水土流失治理水平

指标解释与计算

农机总动力

农药使用量

化肥施用量

农用薄膜使用量

农村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

农村每百户拥有彩电数量

农村每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

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经费收入

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经费支出

水果产量

农业机耕面积

每万人中金融业从业人员

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农业保险赔付支出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法人单位数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批发零售业法人单位数

有效灌溉面积

农村用电量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水库库容量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权重

0.030 5
0.053 3
0.034 2
0.024 9
0.028 7
0.031 5
0.026 2
0.062 4
0.075 9
0.058 6
0.023 6
0.057 0
0.060 8
0.059 9
0.049 5
0.066 3
0.039 0
0.044 7
0.056 6
0.038 0
0.037 3
0.041 1

农业现代化指标基于农业现代化内涵和广西

农业发展实际情况，借鉴前人研究指标设计，同

样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可行性、可获得

性等原则从投入、产出、科技、经济、可持续发展

五个层面建立体系选取指标，具体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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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西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注：表中“*”表示负向指标，标准化计算使用公式（4）。

准则层

农业投入水平

（0.206 1）

农业产出水平

（0.234 9）

科技支撑水平

（0.176 0）

农村经济水平

（0.185 5）

可持续发展水平

（0.197 4）

指标层

人均农业投资额

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

土地生产率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农业劳动生产率

有效灌溉率

单位耕地农机使用量

农业人均用电量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城镇化率

人均耕地保有量

森林覆盖率

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

指标解释与计算

农业固定投资额/农村人口数

农业从业人员数/农村人口数

农用薄膜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业从业人员数

耕地有效灌溉面积/总耕地面积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

农村用电量/农村总人口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耕地数量/农业从业人数

森林覆盖率

农药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权重

0.087 0
0.075 3
0.043 8
0.083 1
0.046 3
0.105 5
0.037 3
0.034 0
0.104 8
0.066 1
0.049 9
0.069 6
0.103 4
0.050 9
0.043 2

3.2 数据来源

以上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4-2022）和《广西统计年鉴》（2014-2022），数据

不一致则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为准，各年份数据

存在当年值与后续年份不一致的以 2022年调整值

为准。

3.3 研究方法

3.3.1 熵值法

测算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需要确定各

项指标的权重。综合考虑各种方法优缺点，为了更

客观地反映出各项指标的效用，采用熵值法确定指

标权重。

设m为所研究的年份数量，n为农业社会化服

务指标体系中总的测度指标数量。i和 j的取值范围

分别为[1，m]和[1，n]。计算各项指标的熵值和权重，

具体计算步骤和计算公式如下：

指标熵值为：

ℎ j =− 1
ln m∑i = 1

m Sij InSij ……………………（1）
指标的权重为：

wj = aj
∑j = 1

n aj
………………………………（2）

计算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指标的发展水平指数

ui，公式为：

ui =∑j = 1
n x'ij wj ……………………………（3）

鉴于评价体系中指标单位存在不一致情况，为

使其具有可比性，消除不利影响，将所有指标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体系中所选负向指标使用公式（4），
正向指标使用公式（5），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可能会

出现负数和零数，为便于后续计算往往会进行非零

非负处理，参照其他学者的做法，在所有指标后加上

0.000 1，采用的具体公式为：

X'ij = Xmax j - Xij

Xmax j - Xmin j + 0.000 1 ………………（4）
X'ij = Xij - Xmin j

Xmax j - Xmin j + 0.000 1 ………………（5）
（i=1,2,3，……，m；j=1,2,3，……，n）
式中 xij表示第 i年第 j项指标的原始值，xmaxj和

xminj分别代表各年份该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理论来源于物理学领域，现已广泛应

用于各个领域，分析两个及以上系统的协调发展水

平，公式如下：

C = 2 × u1 × u2
( )u1 + u2 2 ………………………（6）

u1和 u2分别代表由（3）式所计算得出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耦合度

表示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数值越大说明两者关联

度越紧密，但为了避免出现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

现代化发展水平同时为差的低水平耦合，于是引入

综合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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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αu1 + βu2 ………………………………（7）
D ( )u1,u2 = C × T ………………………（8）
式中 T表示综合协调指数，D表示耦合协调度，

α和β分别代表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所占

的比重，参照已有研究，α和β取值都是0.5。
3.3.3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也称制约度模型，用于衡量评价指

标体系内单个指标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主要分为三

个指标，分别是因子贡献度（F)、指标偏离度(D)、障
碍度(H，h)。其中因子贡献度表示单个因素对整个

系统目标的影响程度，指标偏离度表示单个指标与

总目标之间的差距，障碍度即系统内一级指标与二

级指标对整个系统发展的影响值。计算公式如下：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F = Wj × Aj
Dj = 1 − X'ij
ℎ j = Fj × Dj ∑j

nFj × Dj

Hj =∑ℎ j n
…………………（9）

式中Wj表示二级指标的权重，Aj表示一级指

标的权重，X′ij表示标准化后单项指标值，hj表示单

项指标障碍值，Hj表示分类指标的障碍度，n表示

指标数量。

3.4 结果与分析

3.4.1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演变趋势

及制约度分析

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 2013-2021年广西农业社

会化服务分项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可

以看出总体上各项服务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不同

服务间相差较大。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中，生产

服务在 2016年之前对整个系统的贡献是最大的，

2016年后开始出现下降，这说明随着生产资料的稳

定供给，生产服务的贡献度趋于稳定；信息服务的变

化幅度是最小的，呈现三分段的先上升后下降，2019
年后发展水平与生产服务接近；科技服务在 2016年
后发展迅速，2018年后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服务，

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愈发重要；金融服务的发

展水平进步最为明显，九年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流

通服务增长速度仅次于金融服务，特别是 2018年后

增速超过 50%；公共服务在研究期内一直保持高速

增长，2019年后贡献度仅低于科技服务，这表明相

关部门在公共服务上投入效果显著。

通过障碍度的计算得出影响广西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因素，并选取主要年份排名前五因素得到表 3。
表 3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年份障碍度对比 %

2014
二级指标

农业科技服务经费支出

农业科技服务经费收入

农资价格指数变动率

金融业服务水平

农业保险保费水平

障碍度

9.69
8.50
8.46
8.34
8.32

2017
二级指标

科技服务经费支出

农村保险赔付水平

农资价格指数变动率

农业保险保费水平

金融业服务水平

障碍度

12.28
10.84
9.80
9.48
7.93

2020
二级指标

农药施用量

农村保险赔付水平

化肥施用量

农业保险保费水平

第一产业固定投资水平

障碍度

14.71
14.28
10.32
10.32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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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分项服务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图

三个不同时间点上的主要障碍因子各不相同，出现

频次较多的是农业科技服务经费收入与支出、农业

保险保费水平、农村保险赔付水平、金融业服务水平

和农资价格指数变动率。结合农业社会化服务指标

体系来看，尽管不同年份间障碍因子与障碍度不尽

相同，但都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服务和农业金融服

务。这也说明科技服务与金融服务的重要性，提高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还需进一步加大投入。

从图 2可以看出，广西农业现代化各项子系

统发展水平都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其中经济发展

水平发展最为平稳，农业产出水平变化最为显

著。各子系统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并于 2015年存

在首次同步，之后发展差异巨大。农业投入和产

出在 2015年之前几乎重合，此后农业产出水平在

2020年才超越投入水平。研究期内历年农业可

持续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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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存在一定促进关系，有助于实现农业绿色生

产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根据计算得出的广西农业现代化子系统障碍度

数据如表 4所示，总体来看，农业投入水平和可持续

发展水平障碍度呈现先降后增趋势，而农业产出水

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反呈现先增后降趋

势，只有科技支撑水平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说明农

业科技支撑成效显著，农业科技不再是制约农业现

代化的主要因素。

具体来看，2020年农业投入水平障碍度比

2014年增长了一倍多，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在近年

出现一定上涨，但是农业投入水平障碍度的增

加，并不一定意味着需要加大投入力度，而可能

是需要改善投入结构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农业

产出水平变化显著，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

提高，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业现代化

贡献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幅度较

小，但仍是主要的障碍因素。

3.4.2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分析

通过数据处理与计算得出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

与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如图 3所示，

从图 3可以看出，两者总体发展水平均是逐年上升，

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从 2013年的 0.105增长到

2021年的 0.841，年均增速超过 25%；农业现代化发

展水平九年间增长了近九倍，年均增速超过农业社

会化服务。两者发展水平最接近的是 2015年，差距

最大年份在 2018年，各年份发展水平在一定范围存

在起伏。总的来看，虽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略优

于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但两者都呈现良好发

展势头且差距在一定范围，这与党和政府的一系列

强农惠农政策密不可分，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拥有良好的科技支撑和农业产出，农户对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需求也更为强烈。

3.4.3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

分析

通过公式（6）~公式（8）的计算，并借鉴王园园[21]

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同时为更好阐述农业社会

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水平，比较不同年

份间的同步性趋势，用农业社会化发展水平 u1和农

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u2的比值P表示两者间发展水平

的同步性，P=u1/u2。计算比值参考孔少华等[22]的同

步性等级划分，结果如表5所示。

从耦合度来看，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

代化耦合度一直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这说明两者发

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从耦合协调度水平来看，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

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水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 2013-2014年失调阶段，此阶段两者虽具

有较高的耦合度水平，但协调指数较低，处于失调状

态，两个系统的相互促进作用尚未明显发挥；第二阶

段是 2015-2017年低协调阶段，三年间耦合协调度

不断提升，两者发展相互促进作用逐渐呈现，虽摆脱

高耦合低协调，但协调水平不高；第三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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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西农业现代化发展分项水平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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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变化趋势
表 4 广西农业现代化子系统不同年份障碍度对比

%
指标

农业投入水平

农业产出水平

科技支撑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可持续发展水平

2014
15.40
24.50
18.17
17.61
24.32

2017
14.03
27.62
17.96
19.83
20.56

2020
33.49
13.88
11.11
16.42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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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后的高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均在 0.75
以上，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良好协调

发展的阶段。

从同步性来看，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

代化发展同步性不同年份间存在差异，但同步性都

超过 0.7，大部分年份都属于同步发展型，其余年份

都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运用熵值法对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计算得出影响其发展的障

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两者的

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得出以下结论：

（1）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呈现逐年上升的

快速发展趋势，在分项服务中金融服务、科技服务、

流通服务发展最为迅速，年均增速都在 25%以上；

制约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因子尽管每年各不相

同，但都集中在金融服务和科技服务指标上，仍需加

大投入促进其发展。

（2）广西农业现代化系统中，各项发展水平各年

份间虽有起伏但总体发展水平持续增长，其中农业

科技支撑增长最为迅速，农业经济发展平稳，而农业

产出水平的显著变化可能与自然灾害变化有关。农

业现代化子系统按障碍度从大到小排序分别是农业

投入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

出水平、科技支撑水平。

（3）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

平都是逐年上升，两者发展水平在 2018年前较

为接近，2018年后差距变大，研究期内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这

也印证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以农业现代化

为前提这一观点。

（4）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一

直处于高度耦合状态，但在 2016年之前是高耦合低

协调，此后协调度不断上升，呈现高耦合高协调的良

好发展趋势。在研究期内，两者发展类型未同步时

一直都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滞后，农业社会化服务发

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4.2 政策建议

4.2.1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

制约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主要指标是金

融服务和科技服务，这也正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弱以及服务质量不高的

集中体现。对此，需要补齐社会化服务发展短板，提

升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

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23]的作用。加大科

技与金融支持，为农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科技服务方面要更加注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加大推广力度，增强创新力度，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

发展的贡献水平。同时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政

府、科研院所、企业间合作交流，健全产学研一体化

的长效机制。加大农民培训，更好发挥科技特派员

带动作用。优化人才培养、引进与激活机制。金融

方面要加大支持力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创新

服务方式。解决农户融资难、慢、贵的问题，给予农

户贷款更多优惠；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切实保障

农户切身利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农业保

险市场监管，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根据农户需

求有效促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提供多方位

金融支持。

4.2.2 坚持质量优先，加强农业产业“四化”建设

广西农业现代化发展与农业强省存在一定差

距，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促进农业产业可持续发

展，需继续探索广西农业现代化新路径，推进“四化”

建设。一是要推进数字化建设，大力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发展智慧农业。实现数字化与农业的深度融

合，覆盖农业生产全过程全产业链，以数据可获取、

表 5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实证结果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耦合度C
0.994 2
0.991 5
1.000 0
0.999 2
0.998 9
0.988 7
0.998 2
0.998 0
0.999 0

综合协调指数T
0.094 9
0.212 1
0.283 4
0.418 0
0.489 0
0.572 1
0.682 8
0.780 7
0.879 5

耦合协调度D
0.307 2
0.458 6
0.532 3
0.646 2
0.698 9
0.752 1
0.825 6
0.882 7
0.937 3

耦合协调等级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同步性P
0.805 6
0.770 2
1.011 3
0.921 2
0.911 9
0.739 2
0.999 0
0.879 8
0.915 8

同步类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滞后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滞后型

同步发展型

同步发展型

同步发展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滞后型

同步发展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滞后型

同步发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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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应用、信息化可行、智能化可控为目标，推动

农业产业链数字化。基于信息资源共享与交换需

求，制定涉农信息标准和披露规范[24]，服务农业信息

化发展。同时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为主体的新

型农村电子商务模式，促进农产品产后销售标准化、

规范化。二是推进特色化建设，发挥比较优势，大力

发展特色农业。在“特”上下功夫，在“绿”上做文章，

在“新”上求突破[25]。三是推进品牌化建设，提高广

西农产品竞争力。加大宣传推广，持续推进“广西好

嘢”建设提升行动，强化品牌支撑，以品牌化带动农

业产业发展。四是推进绿色化建设，提高农业可持

续发展水平。推广使用先进绿色生产技术与管理手

段，同时加大模仿创新的投入力度，切实有效提高技

术形成生产能力的速度，加快农业产出方式的转

变[26]。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培养农户绿色生产意识，

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

4.2.3 创新互动发展机制，提升协调发展效益

广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滞后于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要促进两者的同步发展，要坚持市场导

向，创新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提升发展效

益。一要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改善投入结构，提高要

素利用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创新促进各产业融合发

展的新模式新业态；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充分发挥

集体经济组织作用，提高小农户议价能力。二要加

强各地区农业合作交流，学习借鉴彼此间成功经验，

推广农业金融服务的“田东模式”等。三要优化农业

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环境，加强资

金投入与相关政策创新，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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