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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特约主持人】:韩万渠:“中原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主持人按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是应然层面国家重大

战略的目标规划.学术界已经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时空分布与影响机理开展了研

究.事实上,生态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对黄河流域现有产业基础及其高质量发展时

空布局开展研究十分重要.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事关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面源生态保护.
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在论文《黄河流域农

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中,作者运用熵权-TOPSIS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多尺度

地理加权回归集成建模,从新发展理念5个维度构建农村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算

2011-2021年黄河流域69个地市的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基础上,探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
而提出了差别化提升策略.在论文《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地区差异及收敛

性分析》中,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3个地市面板数据,通过AHP-熵值法测算各地市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Dagum基尼系数及β收敛模型考察流域内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地区差异及其空间收敛特征.

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周广亮,张迪

(郑州轻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郑州450001)

摘 要:通过熵权-TOPSIS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集成建模,从新发展理念5个维度构建

农村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算2011-2021年黄河流域69个地市的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基础上,探究

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而提出差别化提升策略.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小幅上升且由高到

低依次为下游、上游、中游,各维度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层次性特征.(2)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但聚集

空间不稳定,冷点和热点区分别呈“中心收缩”和“两级分化”态势.(3)各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明显,城乡差距为主要

障碍因子,教育水平、土地效率、资本效率为主要正向因子.最后,从管理策略、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农村高

质量发展路径,为制定农村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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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十分重要.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不少国家的农村逐

渐陷入衰退的恶性循环[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提升,但也伴随着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进
入21世纪,国家连续20年以“三农”为主题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凸显乡村振兴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黄河

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2],流域内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是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区,
在全国农业发展战略格局中地位凸显[3].截至2021年,9省区有近1.66亿农村常住人口,占全国的33.34%,
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密集区.当前,黄河流域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农村是其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主战场.而资源分配不均、发展模式不科学等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4],在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

背景下,迫切需要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基于黄河流域市级层面数据,精准测度

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探究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特征,对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农村高质量发展研究由来已久.国外学者主要从农业可持续发展[5]、智慧农村[6]等方面开展相

关研究.随着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内学者开始定性研究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问题,在梳理农村高质

量发展内涵及组成要素的基础之上[7-8],通过分析新发展格局及乡村振兴[9-10]背景下农村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现实困境,讨论其破解路径.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定量评价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由于高

质量发展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单一指标法无法精准测评,主成分分析法[11]、纵横向拉开档次法[12]、熵值

法[13]、熵权-TOPSIS法[2]等综合评价方法成为主流.新发展理念对破解农村现存难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
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学者们主要根据其构建省域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8,14],并采用核

密度分析[15]、马尔可夫链[2,8]、空间自相关分析[12]等方法研究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

之上,进一步探究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而受地理区位和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影响,各地区农

村高质量发展演化态势存在一定差异.多数学者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7]、面板数据模型[8]和因子障碍度模

型[16]等传统模型进行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综上,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内涵、评价、影响因素等维度对农村高质量进行研究,产出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但仍存在亟需深入思考的研究空间:第一,区域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体现,而现有研究普遍较为宏观,研
究尺度主要集中在省域,难以反映内在差异,现实指导意义不足.第二,影响因素分析多采用全局回归模型,
忽略了区域间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等禀赋条件的差别,政策“堕距”大大降低发展质量的提升效率.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黄河流域69个地市2011-2021年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变

特征,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判别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为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同时也为乡村振兴、乡村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更为全面科学地评价黄河流域市域尺度的农村高质量

发展水平.第二,建立模拟效果更优的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通过给予每个变量不同的空间平滑水平,解
决传统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中单一带宽的不足,模拟效果更加接近于真实空间作用过程.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个省区,其流域横跨我国西部、中部

和东部,高产量的粮食和充裕的自然资源使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数据可获取性、连续性与

科学性,同时参考黄河流域城市地理区位特征,以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和河南省郑州市的桃花峪

作为上、中、下游分界点,本文最终确定69个地市作为研究对象(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融合熵值法和TOPSIS法的优点,测度结果更加客观合理.使用熵权-TOPSIS法测度

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能显著提升量化结果的准确性[2].
1.2.2 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检验被解释变量在空间上的相关程度.采用全局 Moran'sI分析农村高质量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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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平均关联程度,借助Getis-OrdGi*指数进行热点分析,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聚集情况[17].
表1 黄河流域城市不同区段划分

Tab.1 DifferentzoningofcitiesintheYellowRiverBasin

上游 中游 下游

呼和浩特、包头、乌海、鄂尔多斯、巴

彦淖尔、兰州、白银、定西、西宁、海

东、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中卫

太原、阳泉、长治、晋城、晋中、运城、忻

州、临汾、吕梁、洛阳、焦作、三门峡、济

源、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延安、

榆林、商洛、天水、平凉、庆阳

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

安、威海、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郑州、

开封、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濮阳、许昌、漯河、

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

1.2.3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改进了传统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不足,允许每个变量设置不同的带宽,从而降

低估计偏误,研究采用该方法分析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异质性[18].
1.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属性,准确把握其内涵是科学测度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前提.立足新时代中国基

本国情,基于新发展理念对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导作用[8],据此选取适应农村发展的维度指标(表2),测度

流域内各地市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创新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19],
创新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创新基础重在推动农村科技进步,由农村机械化程度和

农村电气化程度来衡量;创新绩效体现科技进步收益,由农业规模化程度、水利化服务程度和人均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来衡量[8].协调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地理位置的客观差异必将导致产业和资源不平衡,
这一难题的解决必须诉诸协调发展.为此,需要采用地区收入差距和地区消费差距反映地区协调水平[11],一
三产业融合[20]、产业产值对比[21]和种植业多样化指数[14]衡量产业协调水平,地区降水量与全流域降水量比

例[22]反映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水资源平衡性,体现协同治理的战略导向.绿色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

障.绿色发展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新时代农村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保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
还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仅要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要同时重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此,就需要采

用环境友好[14]、资源节约[8]以及农村环境[23]共同衡量农村绿色发展情况.开放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开放发展促进资源互流互通,提高农村产业竞争力.公路密度衡量交通基础设施便捷度[24],反映城乡间的

物流效率[15],农村城市化有助于城乡间的要素流动[7],两者共同反映农村的开放程度.共享是农村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目的.农村高质量发展成果要同广大农村居民共享,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的基本要求.为此,
要将社会福利[14]、公共服务[7-8]和共同富裕[11]作为检验共享成效的重要指标.
1.4 数据来源

降水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PM2.5值数据来源于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

分析组(https://sites.wustl.edu/acag/datasets/surface-pm2-5/),海拔高度和土地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

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其余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

年鉴、各省份农村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少量缺失数据使用

线性插值法或相邻年份值替换进行补充.所有涉及价格的数据以2010年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2 结果分析

2.1 水平测度分析

2.1.1 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熵权-TOPSIS法评价结果,选取2011、2014、2017和2021这4个年份对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

排名.限于文章篇幅,仅对排名前5位和后5位的评分结果进行展示(表3).前5位长期由山东省和内蒙古自

治区的地市占据,烟台和威海两市紧邻渤海,是典型的临海都市,交通便捷拉动农产品外销[2],良好的基础设

施和民生服务提升了农村发展质量.鄂尔多斯和乌海两市则属于资源型城市,以矿产资源为基础的工业转型

升级,助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后5位地市主要来自中游地区,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限制这些地

区的农村发展.忻州、吕梁等市地处山区,农村贫穷问题由来已久[4],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迫切需要打造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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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为农村发展提质增效注入动能.

表2 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2 Ruralhigh-qualitydevelopmentevaluationindexsystemintheYellowRiverBasin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计算方式及单位 属性

创新 创新基础 农村机械化程度 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kW/hm2) 正

农村电气化程度 农村用电量/农村常住人口(kW·h/人) 正

创新 创新绩效 农业规模化程度 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村常住人口(hm2/人) 正

水利化服务程度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正

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元/人) 正

协调 地区协调 地区收入差距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地区消费差距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全省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正

协调 产业协调 一三产业融合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林牧渔业产值(%) 正

产业产值对比 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三产业产值 正

种植业多样化指数 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正

协调 资源协调 水资源享有权 地区降水量/全流域降水量 正

绿色 环境友好 化肥施用强度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农作物播种面积(kg/hm2) 负

绿色 资源节约 耕地复种指数 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负

中间消耗量 中间消耗量/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负

绿色 农村环境 林地覆盖率 林地面积/区域总面积(%) 正

PM2.5值 直径小于或等于2.5μm的颗粒物含量(μg/m3) 负

开放 物流效率 公路密度 公路里程/区域总面积(km/km2) 正

开放 要素流动 农村城市化 城镇人口/年末常住人口(%) 正

共享 社会福利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元) 正

农村恩格尔系数 农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负

共享 公共服务 农村医疗保健支出比 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正

共享 共同富裕 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负

城乡消费差距 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负

注:“属性”列中“正”代表正向指标,其值越大越优;“负”代表逆向指标,其值越小越优.

表3 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和评分结果

Tab.3 Rankingandscoringresultsofthelevelofruralhigh-qualitydevelop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

排名
2011年

名称 评分

2014年

名称 评分

2017年

名称 评分

2021年

名称 评分

1 烟台市 0.646 淄博市 0.615 烟台市 0.602 威海市 0.620

2 淄博市 0.599 烟台市 0.581 鄂尔多斯市 0.563 烟台市 0.577

3 威海市 0.542 新乡市 0.512 威海市 0.543 淄博市 0.518

4 新乡市 0.516 威海市 0.497 淄博市 0.530 鄂尔多斯市 0.506

5 青岛市 0.507 乌海市 0.472 乌海市 0.458 巴彦淖尔市 0.500

… … … … … … … … …

65 吕梁市 0.180 天水市 0.211 海东市 0.204 长治市 0.191

66 长治市 0.179 海东市 0.199 铜川市 0.200 临汾市 0.190

67 天水市 0.173 临汾市 0.199 临汾市 0.186 铜川市 0.188

68 忻州市 0.158 吕梁市 0.184 忻州市 0.152 忻州市 0.178

69 临汾市 0.155 忻州市 0.182 吕梁市 0.148 吕梁市 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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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动态演进特征

由图1可知,整体而言,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自2011年的0.284波动上升至2021年的0.302;
上游自0.294升至顶点0.354后降至0.321,均值为0.314;中游自0.238升至顶点0.307后降至0.245,均值为

0.254;下游自0.316升至顶点0.359后降至0.337,均值为0.332.在长期演进过程中,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

展水平在上中下游始终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出下游优于上游、上游优于中游的格局.从具体维度看,创新发展

呈现出小幅增长趋势,且在各流域上有较大差异.中游明显低于流域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创新资源不足,
且黄土高原的地貌类型难以适应规模生产,限制了农村创新效率[4].协调发展总体波动较大,原因可能在于

农村产业较为单一,与城镇竞争处于劣势,协调发展所受影响较大.绿色发展在流域内形成中游优于上游、上
游优于下游的局面.究其原因,上游农村地区的畜牧业管制水平滞后,下游农业存在耕地退化、规模偏小等问

题,严重危及生态系统,中游通过发展旅游业和生态农业,绿色水平发展良好.开放发展差别较大,上游的复

杂地形限制了交通运输业发展[8],物流效率低下,且城乡间要素双向流动的机制不畅,开放程度远不及下游.
共享发展存在明显起伏,仅有下游呈上升趋势,原因源于城乡二元结构难以得到全面破除,成为阻碍民生福

祉建设的重要难题.

2.2 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分析

2.2.1 空间自相关分析

2011-2021年,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全局 Moran'sI均大于0,且在99%置信度水平下通过显

著性检验,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值呈现出波动变化态势,表明空间聚集效应不稳定,需进一步进行

局部自相关检验,分析聚集区域的具体区位特征.
2.2.2 热点分析

运用ArcGIS10.2软件的空间统计工具进行热点分析,并通过自然断裂法生成冷热点(热点区、次热点

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分布图(图2).从热点演变来看,2011年和2014年,热点区维持在经济基础良好

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所占比例分别为4.66%和5.38%;2017年,随着资源优势凸显,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

族自治区部分地区被热点区覆盖,比例上升为27.49%;2021年,热点区未发生明显变化,原因在于长期的不

均衡发展使高水平区域的“回波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无法产生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次热点区2011年

分散在山东、内蒙古、宁夏、河南4省(自治区),所占比例达26.09%;随着内蒙古和宁夏两个自治区的部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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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突破瓶颈迈入热点区,次热点区所占比例在2021年降为17.12%.冷点区主要分布于区域发展禀赋不足的

甘肃、陕西和山西3省,形成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洼地”.冷点地区在2011年占46.01%,随后有所缩减,

2021年降为23.99%,这与农村基建与民生福祉不断完善、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有着密切联系.次冷点区在

2011年主要分散在中游和下游地区,所占比例为23.24%;2021年遍布除山东省的其他区域,比例升至

29.66%,这些区域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但受制于资源贫瘠缺乏发展新动能.总体而言,在研究期间,农村高

质量发展水平冷热区域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冷点区不断向流域中心“收缩”,热点区则维持在山东半岛城市

群、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呈“两级分化”态势,表明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低值区域有所缩

减,而核心区域相对稳定.

2.3 影响因素分析

2.3.1 指标确定

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其农村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

异质性,需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通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财政支出、土地效率、资本效率、消费水

平、教育水平、数字经济、城乡差距、海拔高度等8项指标作为影响因素.财政支出是政府对农村的资金投入,
由农林水事务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衡量[7];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是农村生产的基础,由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衡量土地效率[7];农村地区的投资收益不够稳定,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农、林、牧、渔
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衡量资本效率[7];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采用乡村人均消费品零售

额来代表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25];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运用农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衡

量该地区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16];数字经济对农村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26],参考赵涛等[27]研究,采用熵值

法对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进行计

算;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加大了城乡间的差距,由城乡居民收入所计算的泰尔指数反

映城乡差距[28];黄河流域地势西高东低且地形地貌复杂,利用DEM数据计算海拔高度[17].为避免指标数据

存在多重共线性,对8项指标数据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
2.3.2 空间分异特征

采用 MGWR进行回归分析,模型拟合优度为0.719,AICc值为159.765,残差平方和为19.404,明显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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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GWR和OLS.结果显示(表4):不同变量的带宽差异较大,消费水平、教育水平和海拔高度的带宽为48,
占总样本的69.56%,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表明农村高质量发展对这些变量比较敏感.其余变量带宽为

67,接近全局尺度,空间异质性相对较弱.从系数平均值来看,仅有城乡差距为负向影响,其余变量均为正.在
平均系数绝对值方面,各变量的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城乡差距、教育水平、土地效率、资本效率、海拔高

度、消费水平、财政支出、数字经济.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作用强度的空间差异特征(见附录图S1).
城乡差距是对全流域发展产生最强影响的制约因素.然而高质量发展强调共同富裕和区域协调,城乡差

距的拉大势必严重阻碍农村高质量发展.在空间分布上,负向作用强度自西向东梯度递增,负向高值区位于

山东省,低值区位于中上游.山东省凭借临海优势着力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塑造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
城乡差距远低于中上游的省份.中上游地区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了农村资源,城乡要素交换关系

并不平等,极化效应下的城乡差距致使农村发展质量难以提升.
教育水平回归系数均值为0.253,对全流域产生最强正向影响.教育显著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从而提升资

源配置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因而在农村高质量发展中表现出巨大潜力.在空间分布上,处于高值区的山东省

凭借浓厚的文化底蕴振兴乡村教育,夯实了乡村振兴根基,为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上游位于中值区,在
西部支教政策等引领下,上游农村地区的教育规模平稳扩张,教育质量和效果有所改善.河南省及中游部分

地区则位于不显著低值区,原因可能在于该区域教育资源相对不足,教育质量提升相对缓慢[3],短时间内对

农村发展质量的提升效应并不明显.
表4 MGWR模型回归系数统计描述

Tab.4 DescriptionofMGWRmodelregressioncoefficientstatistics

影响因素 带宽 平均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财政支出 67 0.043 -0.004 0.033 0.099 0.038

土地效率 67 0.233 0.200 0.235 0.267 0.018

资本效率 67 0.096 0.045 0.078 0.182 0.036

消费水平 48 0.063 -0.055 -0.006 0.480 0.147

影响因素 带宽 平均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教育水平 48 0.253 0.119 0.223 0.519 0.103

数字经济 67 0.006 -0.064 0.025 0.060 0.039

城乡差距 67 -0.298 -0.405 -0.285 -0.252 0.045

海拔高度 48 0.077 -0.170 0.084 0.297 0.122

  土地效率回归系数介于0.200~0.267,标准差为0.018,表明正向影响的空间分布差异性不明显.土地是

农村宝贵的自然资源,是农民的生产载体,尤其是宁夏、河南和山东3省区,平原的地形和适宜耕作的气候孕

育了高产量的粮食生产.但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产业较为单一,较高的

土地效率并没有大幅改善农村发展质量.上游地区在农业现代化的助力下,环境和生态等自然条件不断改

善[4],土地效率持续向好,整体处于高值区.
资本效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均值达到0.096.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资本

转化能力明显提高,政府资金投入不断突破农村高质量发展瓶颈.在空间分布上,作用强度自东向西梯度递

减,仅有山东半岛城市群位于显著性区域,其他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原因在于农村资本投入具有体

量大、回收周期长、回报率低等特点,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民间投资政策相对完善,高效

的资本转化能力吸引众多投资项目,农村发展质量水平相对较高.
海拔高度回归系数介于-0.170~0.297,标准差为0.122,影响的空间差异较大.主要原因在于黄河流域

自西向东跨越“三级阶梯”,然而各地区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程度呈明显的两极分化空间

格局.山东省为负相关不显著,其余大部分地区则处于正向影响区域,但仅有巴彦淖尔市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明海拔高度对农村高质量发展未呈现显著影响.究其原因,流域内虽山高坡陡、地形复杂,但也形成了丰富的

自然资源优势[3].
消费水平回归系数介于-0.055~0.480,标准差高达0.147,表明其作用强度差异较大.消费的不断提档

升级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25],也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流域内正负影响区域交错分

布,这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稳定,虽有大部分年轻劳动力涌入劳务机会更多的

城市,并提升了家庭的收入水平,但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的事实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山东省大部分地区位于正

向显著区域,原因在于山东省农村发展质量较高,不断促进农民增收,大幅提升了乡村消费能力.
财政支出对于黄河流域的农村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但程度较弱.主要原因在于地方财政仅有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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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用于农林水事务,且从长远角度看,农村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农民的自发行动,社会救济作用微乎其微.空间

影响分布自西向东梯度递减,山东半岛城市群处于负向区域,上游及陕西省处于正向高值区,其余区域位于

正向低值区,但所有区域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发展已经较为完善,政府

投入资金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7].
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均值为0.006,整体表现出最小的正向影响.农村的数字基础建设尚未全面普及,加上

人们较难改变自身的思想观念,数字经济虽颠覆了传统生产模式,但对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影响有限.从空间

分布看,下游处于正向区域,上游处于负向区域,中游处于正负交织区域,流域内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主要原因在于数字经济涉及较多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技术和基建需要时间的累积来不断完善,对农村发展

产生滞后效应.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基于2011-2021年黄河流域69个地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

MGWR模型探讨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小幅上升且

由高到低依次为下游、上游、中游.协调和共享发展波动较大,上游开放发展不足,中游创新发展较低,下游绿

色发展有待提升.(2)黄河流域农村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冷点区主要分布在甘肃省、陕西

省和山西省;热点区集中于山东半岛城市群、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随着时间推移,冷点区不断向

流域中心“收缩”,热点区则呈“两级分化”态势.(3)教育水平、消费水平和海拔高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
各因素影响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城乡差距、教育水平、土地效率、资本效率、海拔高度、消费水平、财政支出、
数字经济.其中,城乡差距负向作用强度自西向东梯度递增,教育水平对河南省及中游大部分区域影响不显

著,土地效率的作用强度空间分布差异不明显,消费水平和资本效率仅对山东省大部分区域有显著影响,财
政支出、数字经济和海拔高度对农村高质量发展未发生显著影响.
3.2 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确保黄河流域农村地区快速推进高

质量发展进程,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1)依据区域实际,实施差别化管理策略.上游需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注重补齐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

配套设施等短板,构建城乡服务联动的网络治理体系,提升开放程度,促进农村要素自由高效流动,实现本地

特色农产品“走出去”;中游需加大创新投入,提高产业效率,优化发展质量,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农村产业的

智能化、规模化发展,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力,吸引外地厂商“走进来”;下游需延伸本地优势产业,
以“1+N”模式统筹城乡绿色发展,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重建”发展理念,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协同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深度融合.
(2)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时,深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共享产业、劳动力等生产资源,成立农村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发挥好“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推动周边农村协调发展.低水平农村依托自身优势培育特色

产业,抓住乡村振兴的契机,不断突破瓶颈,以多样化的生产补足自身短板,激发经济活力;汲取“增长极”的
发展经验,实现厚积薄发.除此之外,各地区农村应集聚乡村精英力量,发挥比较优势,进行错位发展,走向竞

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3)充分发挥政府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制度化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出台针对性扶农惠

农政策,释放农村发展潜力;持续提升农村地区消费能力和投资力度,进一步改变农民消费观念,加强投资的

精准性;充分考虑时间滞后性,稳步提升教育水平,尤其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整体思想素质,培育

能为善为的“新农人”;加强耕地治理,改善农田灌排条件,提升耕地生产能力,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触

碰;注重城乡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以数字化、智能化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水平.

  附录见电子版(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3.05.3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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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levelmeasurementandinfluencingfactorsofrural
high-qualitydevelop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

ZhouGuangliang,ZhangDi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Thearticleintegratesmodellingthroughentropy-TOPSISmethod,spatialautocorrelationanalysisandmulti-
scalegeo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constructsa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forruralhigh-qualitydevelop-
mentfromthefivedimensionsofthenewdevelopmentconcept.Basedonthecalculationofthelevelofruralhigh-qualitydevel-
opmentin69regionsoftheYellowRiverBasinfrom2011to2021,thespatialheterogeneityofinfluencingfactorswasex-

plored,andthenputforwardthedifferentiatedpromotionstrategy.Theresultsshowthat:(1)Duringthestudyperiod,thelev-
elofruralhigh-qualitydevelopmentincreasedslightly,fromhightolow,theyaredownstream,upstream,andmiddlereaches,

eachdimensionshowedobviouscharacteristicsofvolatilityandhierarchy.(2)Thedevelopmentlevelhassignificantspatialcor-
relation,buttheaggregationspaceisunstable,withcoldspotsandhotspotsshowinga"centralcontraction"and"polarization"
trend,respectively.(3)Thereisspatialheterogeneityinallinfluencingfactors,withurban-ruralgapasthemainobstaclefac-
tor,andeducationlevel,landefficiency,andcapitalefficiencyasthemainpositivefactors.Finally,high-qualitydevelopment

pathsinruralareaswereproposedfromaspectssuchasmanagementstrategies,industriallayout,andresourceallocation,pro-
vidingdecision-makingreferencesforformulatingruraldevelopmentpolicies.

Keywords:YellowRiverBasin;high-qualitydevelopment;newdevelopmentconcept;multiscalegeographicallyweigh-
tedregress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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