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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 
监测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以下简称

“示范区”）建设，准确评价示范区建设水平，为全国现代

农业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按照《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的意见》中关于构建“目标考核、动态管理、能

进能退”管理机制的要求，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仅在农业部认定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内试行。 

第三条  开展示范区建设水平监测评价，要确保评价数

据真实可靠、评价方法简便易行、评价过程公开透明、评价

结果客观公正。 

第四条  农业部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

实施全国示范区监测评价工作。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拟定本省（区、市）示范区监测

评价实施方案，组织管理本省（区、市）示范区监测评价工

作。 

示范区人民政府负责本示范区监测评价工作，组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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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开展自评价。 

第二章  评价内容与指标 

第五条  本办法主要对示范区农业物质装备水平、科技

推广水平、经营管理水平、支持水平、产出水平和可持续发

展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评价。 

（一）物质装备水平。反映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的

程度，主要采用高标准农田面积比重、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 2 项指标进行测算。 

（二）科技推广水平。反映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的

程度，主要采用大专学历以上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占比、

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动力占比、农户计算机拥有率、具备农

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的乡镇比重、“12316”等农业信息服务

热线覆盖率 5 项指标进行测算。 

（三）经营管理水平。反映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

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的程度，主要采用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比重、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比重、

“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

产值比值、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比重、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

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 7 项指标进行测算。 

（四）支持水平。反映财政金融对现代农业建设的支持

程度，主要采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

重、农业保险深度、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信贷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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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指标进行测算。 

（五）产出水平。反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主要采用粮食总产年

均增幅、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农民人均纯收入 3 项

指标进行测算。 

（六）可持续发展水平。反映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

程度，主要采用耕地保有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单

位能耗创造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4

项指标进行测算。 

第六条  无粮食生产或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

积的比重低于 5%的示范区，有关粮食生产类指标用其他指

标替代。 

（一）纯牧业示范区。用禁牧和草畜平衡草原面积比重

指标替代高标准农田面积比重指标，用肉类总产年均增幅指

标替代粮食总产年均增幅指标。 

（二）其他示范区。用第一主导产业（按棉、油、糖、

果、茶、菜、肉、蛋、奶、水产品、橡胶等行业中产值最大

的产业）农产品产量年均增幅指标替代粮食总产年均增幅指

标。 

第三章  评价方法 

第七条  评价数据按以下三个层级获取： 

（一）统计部门发布的统计年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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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部门发布的行业统计数据； 

（三）现有统计调查制度未覆盖的，由各示范区指定具

体的牵头部门，按照本办法要求制定规范的统计制度进行数

据采集。 

各示范区评价指标数据应真实有效，年度间口径一致、

相互衔接。 

第八条  各测算指标（除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指

标外）得分为其现状值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值的比值乘以

权重。指标现状值超过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值时计满分，为

负值时计零分。 

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指标，现状值达到 100%得 3

分，每降低 0.1 个百分点扣 0.1 分，等于或低于 97%时不得

分。 

建设水平综合得分为各测算指标得分之和。 

第九条  各测算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与全

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的比值乘以权重之和等于 75 分，

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值。 

第十条  示范区建设水平评价包括发展水平评价和发

展速度评价。 

（一）发展水平评价。通过比较年度综合得分评价各示

范区发展水平。示范区建设水平综合得分低于 75 分为农业

现代化发展阶段，等于或高于 75 分为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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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速度评价。通过比较年际综合得分评价各示

范区发展速度。示范区年际间综合得分增量小于 2 分为发展

速度较慢，2-4 分为发展速度平稳，4 分以上为发展速度较快。 

第四章  评价程序 

第十一条  各示范区人民政府组织农业、统计等相关部

门，开展评价指标数据的采集、整理、核实，编制现代农业

建设水平自评价报告，并将自评价报告和评价指标数据于每

年6月底前报送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农业部直属垦区报送农

业部农垦局。 

第十二条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部农垦局依据本

办法规定，审核认定有关示范区自评价报告和评价指标数

据，于每年 7 月底前将审核通过的示范区自评价报告及评价

数据报送农业部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办公室。 

第十三条  农业部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办公室组织评

审各示范区自评价报告，按程序审定发布年度监测评价结

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示范区人民政府对评价指标数据的真实性

负主要责任，应根据本办法要求，完善统计制度，明确牵头

部门、参与部门，科学采集指标数据，严禁虚报数据。 

第十五条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部农垦局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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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数据真实性负审核审定责任，应制定审核认定办法，明

确数据审核责任人，强化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农业部现代农业示范区管理办公室加强监

测评价工作监督管理，对虚报评价数据和不报自评价报告的

示范区，以及由于审核把关不严、数据失实导致严重后果的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视情节予以通报批评；对示范区建设成

绩不明显而丧失示范功能的，以及严重违反国家土地利用政

策和损害农民利益、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或严重后果的示范区，撤销其“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称号。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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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监测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一级指

标 
权

重 二级指标 权

重 

测算指标 

指标名称 权

重 单位 

基本实

现现代

化目标

值 

全面实

现现代

化目标

值 

现状

值 
得

分 备注 

1.物质

装备水

平 
14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 7 (1)高标准农田面积比重 7 % 60 75    

农业机械装备水平 7 (2)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7 % 75 90    

2.科技

推广水

平 
16 

农业科技服务能力 5 (3)大专学历以上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人员占比 5 % 80 95    

农业劳动力素质 5 (4)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动力占比 5 % 35 60    

农业信息化基础支撑

水平 6 

(5)农户计算机拥有率 1 台/百户 50 80    
(6)具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的

乡镇比重 3 % 75 100    

(7)“12316”等农业信息服务热线

覆盖率 2 % 100 100    

3.经营

管理水

平 
21 

规模化经营水平 8 
(8)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 3 % 40 70    
(9)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 3 % 60 80    
(10)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比重 2 % 50 75    

农业标准化水平 3 (11)“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 3 % 40 50    

农业产业化水平 3 (12)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

产值比值 3 倍 2.7 3.5    

农业组织化水平 4 (13)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比重 4 % 5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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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权

重 二级指标 权

重 

测算指标 

指标名称 权

重 单位 

基本实

现现代

化目标

值 

全面实

现现代

化目标

值 

现状

值 
得

分 备注 

社会化服务水平 3 (14)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 3 % 4 6    

4.支持

水平 13 

财政支持水平 8 (15)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的比重 8 % 15 20    

金融投入水平 5 
(16)农业保险深度 2 % 1 1.5    
(17)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信

贷资金投入 3 元 0.8 1.1    

5.产出

水平 16 

粮食生产水平 7 (18)粮食总产年均增幅 7 % 2 3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3 (19)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 3 % 100 100    

农民收入水平 6 (20)农民人均纯收入 6 元 23000 40000    

6.可持

续发展

水平 
20 

耕地保护水平 6 (21)耕地保有率 6 % 100 100    
水资源利用水平 4 (22)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4  0.6 0.7    

农业节能减排水平 4 (23)单位能耗创造的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 4 
万元／

吨标准

煤 
2.2 3    

劳动生产率 6 (24)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6 元 35000 60000    

注：非整市推进的地市级示范区，数据按整市情况进行填报；创建范围为乡（镇）的示范区，数据按乡（镇）所在县的情况进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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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 

监测评价指标解释 

 

一、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一）高标准农田面积比重 

指高标准农田面积与耕地面积的比值，是反映农业基础

设施支撑能力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高标准农田面积比重

=高标准农田面积／耕地面积×100%。 

高 标 准 农 田 面 积 依 据 《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标 准

（NY/T2148-2012）》，由各示范区制定规范的统计制度进行

数据采集。统计制度建立之前，用统计年鉴中的旱涝保收面

积代替。 

纯牧业县用禁牧和草畜平衡草原面积比重指标替代。计

算公式：禁牧和草畜平衡草原面积比重=禁牧和草畜平衡草

原面积／可利用草原面积×100%。该指标采用上级畜牧部门

的行业统计数据。 

（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指各种农作物机耕、机播（栽、插）、机收的综合作业

水平，是反映农业装备水平的重要指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按农作物机耕、机播（栽、插）、机收水平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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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40%、30%、30%的权重加权求和计算。计算公式：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机耕水平×40%+机播（栽、插）

水平×30%+机收水平×30%。其中，机耕水平指机耕面积占各

种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应耕作面积的百分比，农作物播种面积

中应耕作面积等于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去免耕播种面积；机播

（栽、插）水平指机播（栽、插）面积占各种农作物播种总

面积的百分比；机收水平指机收面积占各种农作物收获总面

积的百分比。该指标采用上级农机部门的行业统计数据。 

二、农业科技推广水平 

（三）大专学历以上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占比 

指大专及以上学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数占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人员总数的比重，是反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大专学历以上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

员占比=大专及以上学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数／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人员总数×100%。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数指示范区内乡镇（含）以上农

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农村经营

管理服务、农业信息服务等农业公共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数

（以在职人员数为准）。相关数据从示范区农业部门人事档

案统计资料中采集。 

（四）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动力占比 

指持专业证书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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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反映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持专业

证书的农业劳动力占比=持专业证书农业劳动力数量／第一

产业就业人员数×100%。 

持专业证书人员是指农业从业人员（包括各类农业企

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及一般农民）中持有涉农专业中等及

以上学校教育及职业教育毕业证书、农业行业职业资格证

书、农民技术职称证书、农民技术资格证书（绿色证书）的

人员。该数据由示范区制定规范的统计制度进行采集，持有

一项以上上述证书的农业从业人员，不重复计算。 

（五）农户计算机拥有率 

指百户农户拥有的家用计算机数量，是反映农户信息化

基础水平的国际通用性指标。该指标直接从统计年鉴中获

取，若统计年鉴中无该数据，采用相关部门的行业统计数据。 

（六）具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的乡镇比重 

指具备固定工作场所（可设在农技站、农经站等基层农

业服务站，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站，运营商代建服务站

等）、基本工作设备和相对固定工作人员，具有农业综合信

息服务能力并日常开展农业信息服务工作的乡镇，占乡镇总

数的比例，是反映基层农业信息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计算

公式：具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的乡镇比重=具备农业综

合信息服务能力的乡镇数量／乡镇总数×100%。乡镇总数从

统计年鉴中采集，具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的乡镇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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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的行业统计数据。 

（七）“12316”等农业信息服务热线覆盖率 

指示范区有无“12316”或其他形式的农业信息服务热线

覆盖，是反映政府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的重要指标。计算公

式：没有“12316”或其他形式的农业信息服务热线的赋值为

0，有“12316”或其他形式的农业信息服务热线的赋值为

100%。 

三、农业经营管理水平 

（八）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 

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与耕地总面积的比值，是反映

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重要

指标。计算公式：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面积／耕地面积×100%。 

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是指单个经营面积达到 50 亩（含）以

上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经营的耕地面积之和。该数据从上级

经管部门土地规模经营统计资料中采集。 

纯牧业县将该指标权重加入畜禽规模化养殖指标计算。 

（九）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 

指生猪、肉牛、奶牛、羊、肉鸡、蛋鸡规模化养殖量与

其相应养殖总量比值的加权合计，是反映现代畜牧业发展水

平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 i
i

i XA∑
=

×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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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 为生猪、肉牛、奶牛、羊、肉鸡、蛋鸡规模化养殖

场年出（存）栏量分别占其养殖总量的比重，X 为生猪、肉

牛、奶牛、羊、肉禽、禽蛋产值分别占猪、牛、奶产品、羊、

肉禽、禽蛋产值之和的比重，i 为畜产品代码。 

生猪、羊规模化养殖量是指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生猪、

100 只以上的羊规模化养殖场（户）年出栏生猪或羊的数量。

肉牛、奶牛规模化养殖量是指年出栏 50 头以上的肉牛、年

存栏 100 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化养殖场年出栏肉牛、存栏奶牛

的数量。肉鸡、蛋鸡规模化养殖量是指年出栏 10000 只以上

的肉鸡、年存栏 2000 只以上的蛋鸡规模化养殖场年出栏肉

鸡、存栏蛋鸡的数量。相关数据从上级畜牧部门的行业统计

资料中采集。 

若示范区无畜禽养殖，将该指标权重加入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指标计算。 

（十）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比重 

指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面积与水产养殖总面积的比值，

是反映现代渔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水产标准

化健康养殖比重=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示范场（区）养殖面

积／水产养殖总面积×100%。 

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示范场（区）养殖面积是指省级

（含）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认定的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示范场

（区）的养殖面积之和。相关数据从上级渔业部门的行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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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料中采集。 

若示范区无渔业生产，将该指标权重加入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指标计算。 

（十一）“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 

指该地区获得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产量占当地食用农产品总产量的比重，是反映农产品优

质、生态、安全水平和标准化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计算公

式：“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食

用农产品总产量×100%。其中，“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无公

害农产品产量+绿色食品产量+有机食品产量，无公害农产品

产量数据由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在中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网（www.aqsc.gov.cn）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专栏内发

布，绿色食品产量和有机食品产量数据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在农业部门户网绿色食品子站（www.greenfood.moa.gov.cn）的

“统计年报”栏目内和中国绿色食品网（www.greenfood.org.cn）的

“统计资料”栏目内发布，示范区可从中采集。食用农产品总

产量数据从当地统计年鉴或上级农业（畜牧、水产）部门的

行业统计资料中采集。 

食用农产品总产量为粮食、油料、甘蔗、甜菜、蔬菜（含

食用菌、西甜瓜）、水果、茶叶等 7 类农作物产品产量，肉

类、禽蛋、蜂蜜等 3类畜产品产量以及水产品总产量之和。 

（十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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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是反映农

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国际通用指标。计算公式：农产品加工

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

值。 

农产品加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

及以上的“农副食品加工”等 11 个大类行业，具体包括：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扣除“盐加工”小类；饮料

制造业，扣除“碳酸饮料制造”和“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2 个小类；烟草制造业；纺织业，扣除“棉、化纤印染精加

工”、“毛染整精加工”和“丝印染精加工”3个小类；皮革、

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扣除“金属家具制造业”、“塑料家

具制造业”和“其他家具制造业”3 个中类；造纸及纸制品

业；中药饮片加工与中成药制造，由“医药制造业”中的两

个小类合并成；橡胶制品业，扣除“轮胎翻新加工”和“再

生橡胶制造”2 个小类。该数据从上级统计部门的工业统计

资料中采集。 

（十三）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比重 

指参加农民合作社的农户数量与农户总数的比值，是反

映农业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农户参加农民合

作社比重=参加农民合作社农户数量／农户总数×100%。该指

标数据从上级经管部门的农民合作社统计资料中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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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区和兵团以农业生产统一服务率进行填报。计算公式

为：农业生产统一服务率=（统一供种率+统一机械作业率+

统一技术措施率+统一销售产品率）／4。该指标由部农垦局

制定规范的“四统一”统计标准，由有关示范区根据标准进

行数据采集。 

（十四）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

比重 

指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是

反映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农林牧渔

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农林牧渔服务业

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00%。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林业增加值-渔业增加值-牧

业增加值。相关数据从统计年鉴中采集。 

四、农业支持水平 

（十五）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 

指农林水事务支出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主要反

映财政对示范区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计算公式：农林水

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农林水事务支出／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100%。相关数据从统计年鉴中采集。 

（十六）农业保险深度 

指农业保费收入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是反映示

范区农业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农业保险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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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农业保费收入／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00%。 

农业保费收入是保险公司为履行农业保险合同规定的

义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对价收入。该数据从涉及农业保险业

务保险机构的统计资料中采集。 

（十七）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信贷资金投入 

指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是

反映现代金融对农业发展支持程度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

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信贷资金投入=农林牧渔业贷款余

额／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贷款数据从该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

机构的统计资料中采集。 

五、农业产出水平 

（十八）粮食总产年均增幅 

指该地区当年粮食总产与2006-2010五年粮食总产平均值的比较

增幅，是反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当年粮食总

产年均增幅=[ 2006 ~ 2010 / 5 1t −当年粮食总产/( 年粮食总产之和 ) ]×100%，

t=测算年度-2008。粮食产量数据从统计年鉴中采集。 

无粮食生产或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

低于 5%的示范区，用第一主导产业（按棉、油、糖、果、

茶、菜 1、肉、蛋、奶、水产品、橡胶等行业中产值最大的

产业）农产品产量年均增幅指标替代。计算公式及采集方式

同上。 

                                                        
1含食用菌、西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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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 

指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

监测中合格农产品所占比重，是反映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

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合格农

产品样本数／抽检农产品样本总数×100%。该指标数据从省

级农业主管部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查结果中采集。 

（二十）农民人均纯收入 

指按人口平均的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即农村住户当年

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

入总和），是衡量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核心指标。该指标数

据从统计年鉴中采集。 

六、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二十一）耕地保有率 

指本年末耕地总面积与上年末耕地总面积的比值，反映

了耕地面积的变动幅度。计算公式：耕地保有率=本年末耕

地总面积／上年末耕地总面积×100%。耕地面积数据从统计

年鉴中采集。 

（二十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指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利用的水量与灌溉系统取用的总

水量的比值，是反映农田灌溉用水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计

算公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利用

的水量／灌溉系统取用的总水量。该指标数据从上级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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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统计资料中采集。 

（二十三）单位能耗创造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是反映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节能降耗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单位能

耗创造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能源消耗

总量。 

能源消耗总量是指农业生产全过程的能量消耗量。计算

公式为：能源消耗总量=机电排灌能源消耗系数×机电排灌

面积+农用柴油能源消耗系数×农用柴油量+化肥能源消耗

系数×化肥施用量（折纯量），机电排灌、农用柴油、化肥

能源消耗系数（用氮肥能源消耗系数代替）分别为 0.3869t

／ha、1.4571t／t、4.7t／t。相关数据从统计年鉴中采集。 

（二十四）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指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是反

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劳均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相关数

据从统计年鉴中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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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监测评价指标 

基本实现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值 

确定依据 

 

一、农业物质装备水平 

（一）高标准农田面积比重 

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0-2020）（初

稿）》，2010 年全国高产农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约为

30%；规划 2012~2020 年全国新增高标准农田约 8 亿亩，到

2020 年全国高标准农田比重预计达到 60~65%。江苏省基本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高标准农田比重目标值为60%。综合考虑，

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60%，全面实现农

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75%。 

（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2012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为 57%，比

2005 年提高 21.1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3 个百分点，其中，

示范区平均为 71%。根据《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预计 2015 年、2020 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将分别达到 60%、70%左右。日本目前农业生产机械化

水平已达 90%以上，美国农业已完全实现机械化。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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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75%，全面实现农

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90%。 

二、农业科技推广水平 

（三）大专以上学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员占比 

目前，我国农技人员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40%以

上，《农业技术推广法》提出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新聘用

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有大专以上有关专业学历。从国外

看，日本农业推广员实行考试录用制度，要求考生为相关专

业 4 年制大学毕业或者农林水产省指定的 3 所 3 年制学院毕

业。美国县级农业推广人员约 12000 名，其中具有硕士学位

的占大多数，博士学位的占 25%。综合考虑，确定该指标基

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8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

值为 95%。 

（四）持专业证书的农业劳动力占比 

根据调查统计，2010 年东部沿海地区示范区持专业证书

的农业劳动力占比约为 20%。江苏省将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目标值定为 35%。从国外情况看，美国、德国等发

达国家一般都要求农民必须接受高等或中等农业职业教育

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综合考虑，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

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3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60%。 

（五）农户计算机拥有率 

2011 年，全国每百户农户拥有家用计算机数量为 18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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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提高了近 8 台；同期，全国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

计算机 82 台。考虑到我国留乡务农农民以妇女和中老年农

民为主的实际，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50

台，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80 台。 

（六）具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能力的乡镇比重 

2012 年，上海、江苏等省（市）乡镇农业综合信息服务

站（与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等综合建站）建站率已达到或超过

75%，浙江、福建等省为 30%左右。根据《全国农业农村信

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关于到 2015 年全国农业管理信

息化和农业服务信息化整体水平分别达到 60%、50%的要求，

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75%，全面实现农

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100%。 

（七）“12316”等农业信息服务热线覆盖率 

根据农业部关于到 2015 年实现“12316”热线在全国范

围内无盲区覆盖的要求，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和

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均为 100%。 

三、农业经营管理水平 

（八）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 

2012 年，示范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为 30%。根据党

的十八大关于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

结合的农业新型经营体系的要求，参考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

示范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到 2015 年达到 40%以上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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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40%，全面实

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70%。 

（九）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 

2011 年，全国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为 43%，其中，生猪

规模化养殖（年出栏 500 头以上）比重为 37%，奶牛规模化

养殖（年存栏 100 头以上）比重为 33%，肉牛规模化养殖（年

出栏 50 只以上）比重为 25%，羊规模化养殖（年出栏 100

头以上）比重为 25%，肉鸡规模化养殖（年出栏 10000 只以

上）比重为 69%，蛋鸡规模化养殖（年存栏 2000 只以上）

比重为 65%。“十一五”期间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年均增长 4

个百分点，考虑到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制约，预计“十二五”

及以后年均增速在 2 个百分点左右，到 2020 年达到 60%。

综合考虑，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60%，

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80%。 

（十）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比重 

2010 年，全国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面积比重约为 30%，

按照《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 年）》，

预计到 2015 年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面积比重约达 40%，2020

年约为 50%左右。综合考虑，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

化目标值为 5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75%。 

（十一）“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 

2010 年，全国“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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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农产品产量占食用农产

品总产量的比重达到 30%左右，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

“十二五”规划》，到 2015 年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和标准化生

产示范园（场）全部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登记。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创建目标要求“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

比重应达到 40%。综合考虑，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

化目标值为 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50%。 

（十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 

2012 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

1.9，根据《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十二

五”期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力争年均增加 0.1

个点，到 2015 年达到 2.2，预计到 2020 年达到 2.7 左右。考

虑到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产值的 3-4 倍，确

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2.7，全面实现农业

现代化目标值为 3.5。 

（十三）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比重 

2012 年，全国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比重为 20.3%，示范

区平均为 33%，部分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示范区已达 50%以上。

从国际情况来看，美国、法国 85%以上的农民已加入了农村

合作社，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达到了 90%以上。

考虑到部分农民离农不离乡的实际，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

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5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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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

比重 

2011 年，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 2.8%，比 2005 年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预计 2015 年、

2020 年将分别达到 3.2%、3.7%。2009 年，美国农业服务业

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为 6.8%。综合考虑确定该指标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4%，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6%。 

四、农业支持水平 

（十五）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 

2011 年，全国各级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9521 亿元，占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0%，其中，北京、上海已超过

100%，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约为 13%。上世纪末，美国、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

业增加值的比重均超过了 25%，日本 1980 年达到了 35%。

经调研，示范区中的农业大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的比重一般在 10%左右，综合考虑确定示范区该指标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1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

标值为 20%。 

（十六）农业保险深度 

2011 年，我国保险深度为 3%，其中，农业保险深度为

0.37%，上海市农业保险深度接近 1%。根据《中国保险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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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十二五”规划纲要》，2015 年全国保险深度将达到 5%，

农业保险保障范围和覆盖区域将进一步扩大。从国外情况

看，2007 年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农业保险深度分别为 5.2%、

4.1%、1.8%。考虑到我国农业保险起步晚、发展快、需求大

的实际，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1%，全

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1.5%。 

（十七）单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信贷资金投入 

2011 年，我国各项贷款余额 58 万亿元，单位 GDP 贷款

余额为 1.23 元(“十一五”平均为 1.14 元，近两年平均为 1.25

元)；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 2.44 万亿元，单位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贷款余额为 0.51 元。随着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逐

步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农业信贷需求不断增加，按照金

融资本配置应与现代产业建设需求相匹配的原则，确定该指

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0.8 元，全面实现农业现代

化目标值为 1.1 元。 

五、农业产出水平 

（十八）粮食总产年均增幅 

1980 到 2010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年均增幅为 1.79%，

其中，“十五”、“十一五”期间年均增幅分别为 0.9%、2.5%，

“十二五”前两年为 3%。根据 FAO 数据计算，美国的粮食

总产量（包括水稻、小麦和玉米）年均增幅在 1970-1980、

1980-1990、1990-2000、2000-2010 年间分别为 2.2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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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和 1.89%。综合考虑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九连增，各

种资源要素已经绷得很紧，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已属不

易，为此，将基础目标值定为 2%，发展目标值定为 3%。 

（十九）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 

2012 年，蔬菜、畜禽产品和水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分别

为 97.9%、99.7%和 96.9%，平均为 98.2%。根据《农产品质

量安全发展“十二五”规划》关于“十二五”期间主要农产品

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要稳定保持在 96%以上，以及努力确保

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工作目标，确定该指标基

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均为100%。 

（二十）农民人均纯收入 

2012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7917 元，“十一五”期间

和 2010-2012 年年均增幅分别为 12.7%、15.7%。考虑到我国

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农民收入将快速增长，专家预

测 2013-2020 年年均增速将在 10%以上，推算 2020 年全国农

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 17000 元以上，示范区将达到 23000 元

以上。从国外情况看，欧洲、日本等国家在上世纪 90 年代

全面实现现代化时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已达到或超过 4 万元。

江苏省、浙江省将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值定为

23000 元、24000 元，综合考虑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

代化目标值为 23000元，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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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二十一）耕地保有率 

2010 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 18.18 亿亩，根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2015 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

18.18 亿亩，保有率为 100%。基于我国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综合考虑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和全面实

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均为 100%。 

（二十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2010 年，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根据《全

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和《国家农业节水纲

要》，到 2015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3，2020 年将

达到 0.55 以上。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意见》提出到 2030 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

高到 0.6 以上。从国外情况看，目前发达国家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已达 0.7-0.8，其中美国达到 0.7。综合考虑，确定该

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0.6，全面实现农业现代

化目标值为 0.7。 

（二十三）单位能耗创造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012 年，单位能耗创造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 1.63 万

元/吨标准煤。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纲要》提出的“十二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

低 16%的发展目标，即年均递减 3.4%计算，到 2015 年和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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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单位能耗创造的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应在 1.8 万元/吨标准

煤、2.2 万元/吨标准煤左右。从国外情况看，1995 年日本

GDP 单位能源消耗为 4970 美元/吨标准煤 2（约合 4 万元/吨

标准煤），2000 年韩国 GDP 单位能源消耗为 3290 美元/吨标

准煤（约合 2.7 万元/吨标准煤）。考虑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的有关要求，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2.2

万元/吨标准煤，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3 万元/吨标

准煤。 

（二十四）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011 年，我国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7856 元。从国外

情况看，韩国 1985 年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已达 4142 美元 3

（约合 34289 元），1995 年达到 7195 美元（约合 59563 元）；

日本 1980 年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为 11358 美元（约合 94026

元）；美国 1980 年为 12167 美元（约合 10 万元）。综合考虑，

确定该指标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35000 元，全面实

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 60000 元。 

                                                        
22005 年不变价国际元（相当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 
3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是以 2000 年不变美元价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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