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乡 村 发 展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21年第3期

自上世纪，林凌、刘世庆提出成都平原经济区

构想[1-2]以来，学术界对成都平原经济区的研究就不

断进行，重点围绕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地位及前景[3]、

发展路径及对策[4]、区域协作及一体化[5-10]、产业协

同发展[11-14]等方面开展研究，但多是从宏观层面或者

着眼二三产业的协同开展相关研究，对农业领域的

协同发展研究比较少。目前已经进入完成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重大历史任务的决胜期，最大短板在“三

农”[15]，最大的难点在西部的“三农”，而农业又是

“三农”的关键。成都作为西部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

市之一，特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建设背景下，

如何加强成都的统筹协调和引领带动作用，加速成都

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高标

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全局，意义重大。为此，

作者选择成都平原经济区2004-2017年农业面板数

据，在分析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的基础

上，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加速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

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1　成都平原经济区范围

自上世纪，林凌、刘世庆提出成都平原经济区

构想[1-2]，建议成都平原经济区的范围界定为成、

德、绵、乐 [1]*，那时成都平原经济区的提法主要在

学术界里使用。直到2004年四川省发改委开设《成都

经济区区域规划研究》课题，对成都经济区的提法

才正式进入到政府层面。随后，2006年四川省正式提

出布局建设五大经济区，正式推出成都经济区，范围

包括成、德、绵、眉、资5市。到2016年，四川省人

民政府发布《成都平原经济区十三五规划》将成都经

济区范围扩展到8市，并更名为成都平原经济区，范

围包括成都、德阳、绵阳、乐山、眉山、资阳、遂

宁和雅安 8个市、68个县（市、区），辖区面积8.65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7.8%。而据全省及市州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19年底，成都平

原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GDP）为28 295.58亿元，占

全省GDP（46 615.8亿元）的61%，其中一产业增加

值（2 046.43亿元）占全省一产业增加值（4 807.2亿

元）的43%，是全省经济最发达、最集中、最重要的

区域。

2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为定量评估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

平，选取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三类6个指标的极差变化

来测度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具体来

说，从要素禀赋、产业效益以及绿色发展水平三个维

度来评估2004-2017年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

水平。具体计算指标详见表1，具体计算结果详见表

2。

（1）从要素禀赋维度来看。就农业人口极差值

来说，从表2看到，由2004年的4.96倍上升到2017年

的6.64倍，结合图1，农业人口极差值呈现出在波动

*备注：此时四川省行政区划还未调整，现眉山市属于乐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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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指标表

序号 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公式 数据来源

1
要素禀赋

农业人口 总人口-非农业人口 根据统计年鉴计算数据

2 耕地面积 / 统计年鉴

3
产业效益

人均农业产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林牧渔就业人口 根据统计年鉴计算数据

4 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耕地面积 根据统计年鉴计算数据

5
绿色发展水平

耕地有效灌溉率 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根据统计年鉴计算数据

6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 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积 根据统计年鉴计算数据

7 极差 最大值/最小值 根据统计年鉴计算数据

表2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结果表

序号
                   年份
 类别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1 农业人口极差值 4.96 4.45 4.48 4.33 4.28 4.28 4.24 3.90 3.90 4.01 4.00 5.03 6.89 6.64

12 耕地面积极差值 6.03 6.00 5.99 5.98 6.00 6.04 6.53 5.83 5.75 5.73 5.78 4.40 5.24 4.41

21 人均农林牧渔产值极差值 1.65 1.65 1.74 1.73 1.70 1.71 1.81 1.88 1.75 1.71 1.89 2.64 2.85 2.86

22
单位耕地面积农林牧渔

产值极差值
1.58 1.66 1.73 1.62 1.59 1.70 1.62 1.45 1.39 1.35 1.37 1.72 1.84 3.17

31 耕地有效灌溉率极差值 1.90 1.82 1.74 1.72 1.68 1.68 1.66 1.66 1.52 1.51 1.51 1.83 1.90 3.16

32
单位耕地化肥使用量

极差值
2.77 2.83 2.96 3.15 3.17 3.30 3.31 3.24 3.13 3.09 3.13 3.73 4.55 6.07

中上升的态势，总体而言，差距有扩大趋势。耕地面

积极差值由2004年的6.03倍下降到2017年的4.41倍，

结合图1，耕地面积极差值呈现出平稳下降的态势，

总体呈现差距缩小趋势。究其原因，因为人口属于可

流动要素禀赋，随着城市人口政策的放开，成都市对

周边其他城市的集聚作用不断增强，形成成都市人口

净流入，而周边城市发生人口净流出，导致极差值不

断扩大。而耕地属于固定的要素禀赋，随着成都城市

建设的不断扩大，对耕地的占用也增加，但其他城市

发展也占用耕地，使得耕地总量均有减少，从而使得

耕地极差值平稳中缩小。

（2）从产业效益维度来看。从表2看到，人均

农林牧渔产值极差值由2004年的1.65倍上升到2017年

的2.86倍，结合图2，人均农林牧渔产值极差值呈现

出在逐年扩大态势。单位耕地面积农林牧渔产值极差

值由2004年的1.58倍上升到2017年的3.17倍，结合图

2，单位耕地面积农林牧渔产值极差值呈现出在曲折

上升的态势，总体呈现差距扩大趋势。产业效益维度

总体呈现差距扩大趋势。

（3）从绿色化发展水平维度来看。从表2看

到，耕地有效灌溉率极差值由2004年的1.90倍上升到

2017年的3.16倍，结合图3，耕地有效灌溉率极差值

呈现出波动扩大态势。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极差

值由2004年的2.77倍上升到2017年的6.07倍，结合图

3，单位耕地面积化肥使用量极差值呈现出逐年上升

的态势，总体呈现差距扩大趋势。绿色发展水平维度

总体呈现差距扩大趋势。

而据有关研究，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产业灰色

关联度为0.89[7]，表明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相似度

高。

综合得到，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发展，一方面

发展水平差距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发展结构同质化

严重。

图1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图

 

图 1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图 

 

图 2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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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图

图3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图

3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发展协同发展机制构建

为有效解决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发展水平差距

不断增大和同质化问题，需要建立成都平原经济区农

业协同发展机制，从而加速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

发展。为此，从规划协同实施、产业协同、政策协

同、利益协同、政务协同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是建立规划协同实施机制。按照产业生态圈

理念，进一步细分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农业发展专业

方向、产业链条重点环节，探索开展《成都平原经济

区农业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和制定，作为成都平原

经济区8市农业总体规划编制的指导性文件，以规划

战略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协同发展，确保一张蓝图干

到底。建立统一规划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协同发展规

划，抓好督促落实。

二是建立产业协同机制。推进产业协同分工。

转变城市关系定位，由竞争追赶向合作协同转变，实

现地区企业或产业与区位条件的统一。围绕成都都市

圈生态农产品需要，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点规划布局绿色蔬菜、特色水果、生猪养殖、高品

质蛋禽的“菜篮子”、农旅融合发展基地，推动成

都、德阳、资阳共建沿沱江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带，建

设成德眉资都市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积极推动

跨区域乡村振兴示范走廊构建，共同打造形成若干支

撑同城化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示范点，推进农商文旅

体融合发展，加强农产品公用品牌合作。提升产业协

作水平，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细分区域产业专业化分

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由竞争追赶发展向合作协

同发展转变，实现地区企业或产业与区位条件的统

一。推动政府层面和龙头企业、专合组织、协会组织

的合作。统筹安排与协调成都平原经济区的产业布

局、产业转移与产业再配置，在成都淮州新城、空港

新城、简州新城创新打造一批跨市级、县级行政区划

的产业功能区。深化园区建设、产品销售、人才培育

三项合作，加快推动交易销售平台共用、加工配送资

源共享。有机整合文商旅体资源，联合开放联动运营

金沙—三星堆、杜甫草堂—三苏祠等优质旅游资源，

依托郫县豆瓣、东坡泡菜等地理标志产品做优做精川

菜品牌。

三是强化政策协同机制。统筹研究制定产业创

新协作专项政策，优先推动成都农业相关政策向德

阳、眉山、资阳三市延伸。综合考虑价值链、经济效

益、社会效应、空间资源、消费需求等因素，制定成

都平原经济区差异化禁限目录，引导产业按照不同细

分领域、产业链条合理布局。建立产业协同发展的风

险防控机制，推进产业联盟建设，加强对信用风险和

竞争风险防控，完善奖惩机制和退出机制。创新金融

财税政策，用活用好四川省区域协同发展投资引导基

金，支持投融资改革试点，鼓励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

机构依法合规创新业务模式，有效利用各类资金。

四是创新利益协同机制。在成德眉资毗邻区域

探索“特别合作区”利益分享机制，借鉴股份制企业

集团的分配方式，探索建立包括项目投产收益、技术

成果转化、财税分享比例在内的利益分享机制。探索

基建合作“补偿利益”，以“比较利益型”合作模式

实现收益均衡。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创新机

构、重点园区平台的扶持力度，促进产业价值链的发

展，加快形成集群效应和链式效应。

五是健全政务协同机制。加快推进农产品检测

互认、质量检验认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信用

评级以及技术标准等方面互认，构建一体化的市场体

系，消除市场壁垒，加强在科技、金融等多领域与成

都开展深入合作，共建共享产权交易、科技创新、金

 

图 1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图 

 

图 2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图 

 

图 3 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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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保险、品牌孵化、产品交易、农业博览、农商文旅

体融合发展“七大共享平台”。建立常态化项目会商

机制、重大项目评价和统筹落地联合审议机制，制定

重大项目统筹管理办法，保障重大项目实施推进。

参考文献

[1] 林凌，刘世庆.成都平原经济区构想（上）[J].长江

论坛，1997（3）：4-6+10.

[2] 林凌，刘世庆.成都平原经济区构想（下）[J].长江

论坛，1997（4）：11-14.

[3] 陈钊.成都平原经济区经济地位及发展前景分析

[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综合性思想理论），

1999（2）：53-56.

[4] 康前军.成都平原经济区发展路径与对策思考[J].

当代县域经济，2016（7）：28-29.

[5] 王明杰.基于GIS的成都经济区区域合作层次划分

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30）：146-150.

[6] 盛毅.成都平原经济区的一体化建设路径[J].先

锋，2016（5）：18-21.

[7] 段航游.成都经济区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成都：

成都理工大学，2016.

[8] 冯婵.成都经济区文化旅游资源及一体化发展现状

述评[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7（3）：87-92.

[9] 陈姣姣.经济区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以四川成都

平原经济区为例[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29-33.

[10] 胡雯，郑喜云，孙春林.成都平原经济区协同发展研

究[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7（3）：64-69.

[11] 江世银.成都平原经济区第三产业发展现状、问

题和对策[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6）：36-41.

[12] 向辉，陈钊.成都平原经济区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

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3（5）：124-126.

[13] 严红，葛子靖，何三峰.新时代成都平原经济区产业

协调发展研究[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8（4）：

93-99.

[14] 龙娟.开放经济条件下成都平原经济区产业结构优

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J].广西质量监督导

报，2019（5）：93-94.

[15] 涂圣伟.加快补上全面小康“三农”短板[N].经济日

报，2020-0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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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合施硼梯度，对桉树生长起到积极作用。缺硼对

桉树影响较大，轻度可引起叶片畸形，长期缺硼会导

致植株干枯死亡。林地内判断缺硼可按本文中的五个

阶段进行对比判断，更好地进行桉树种植管理，及时

补充缺乏的硼元素，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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