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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作为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完成了资源集约化应用，对带动农业增收、经济发展、农民就
业具有重要意义。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期间长江三角区１０２５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区数据，从从业人口、产业聚集价
值链角度构建评价模型，通过空间基尼、Ｅ－Ｇ测算、最优价值理念、社会经济生态学（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简称
ＥＳＥ）、效率最优理念（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ｈａｒｍｏｎｙ，简称ＩＥＨ）设计指标，并对指标完成单元根校验，建立聚集区散点模
型。将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状态分为４级，并采用金融发展、多样化集聚、整体聚集度、价值链增值、空间基尼等参数
完成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三角区域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空间有明显差别，聚集区发展还存在人才

投入估值不理想、技术水平有待提升以及政府投入力度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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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内农业由数量型向价值型的转变，农业种植、生产
和加工不止满足于农业和相关农副产品的产量增加，而转型

为价值的增加和实现，农业价值链即转换为增值链。整个模

型包括初级农业生产和加工、农业深层加工、农产品多样性生

产结合新型农产品研发、农产品技术科研、农业物流以及休闲

农业、绿色农业等农业服务业，使农业价值链向外拓展，形成

农业增值链。价值链的高级阶段包括科学研究、品牌拓展、营

销和监管几个环节［１］。

产业聚集可以使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价值链更健康地发

展，形成空间与产业的关联，进而形成聚集化、专业化和产业

化型经济。ｔｒｂｏｖá等的技术外围理论给农产品加工产业聚
集提供了研究基础，他认为加工型产业集聚须通过农业产业

自身内部特点与衍生产业多样性特点，使农产品加工产业聚

集布局，便于实现产业知识、技术合作与互享［２］。Ｐｏｒｒｕ等认
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群的形成是处于同一经济区域内，基

于某一给定农业的产业企业与关联机制的组合，是在互补性

和共性基础上构成的统一体［３］。Ｗｏｌｃｚｙńｓｋｉ等认为，农产品
加工产业聚集是依托于相互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农产品流通

公司以及农产品加工公司等龙头企业的科学布局与合理化经

营，在某一区域与空间天然形成的紧密产业集合［４］。

我国现有的土地资源非常紧缺，张慧媛等认为，农产品加

工产业聚集群可以使一批原本不够强大的企业在有限的空间

中充分发挥区域和农产品优势，构成具有互补性的配套企业，

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实力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群［５］。张鹏

飞认为，以价值链为引导更容易形成规模化的农产品加工产

业发展模式，形成具有科学规划理念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和物

流配套体系［６］。郭雪霞等认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是专业

性的分工互助，便于在生产区域内部形成强劲并持续发展的

竞争型产业，而不同地区须要根据当地特点充分利用其农业

加工原材料和空间资源构建最优的产业模式［７］。

本研究主要从产业聚集模型出发，分析影响农产品加工

产业聚集的因素，以期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格局的科学规

划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农产品加工产业各环节的强强联合，同

时优化土地利用水平，最终实现最优农业生产效率。

１　评价模型

１．１　从业人口型评价模型
１．１．１　从业人口视角下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每年１０％左右的增长速度飞
速发展，农产品加工行业也逐步成熟，并形成产业聚集。长三

角区域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是国内重要的

工业经济地带，也是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重要区域，该区域具

有农用耕地３２４．９８４万 ｈｍ２，农业产量占我国整体农业产量
的４２％左右；该经济带拥有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传统的农
业生产模式已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若要进一步发展当地农

业经济，则须要完成农业的深化转型，提高长三角区域农产品

加工产业的聚集发展水平。拉动就业对沿江区域的农业发展

乃至整体经济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１．１．２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指标　根据行业就业分析标准
研究现有的从业人口型评价模型，并给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

集集聚指标。

依据Ｅｚｃｕｒｒａ等的研究［８］，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集聚指标

可用式（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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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Ｇｍ，ｎ、Ｇｍ分别表示 ｍ区域农产品加工行业 ｎ的从业人
数、ｍ区域全部从业人数；Ｇ′ｎ、Ｇ′分别表示国内农产品加工行
业ｎ的就业人数、全国就业人数。

蒋裕平研究表明，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多样化指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可用
来衡量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多样化水平［９］，该指标系数

［式（２）］不仅考虑了各农产品产业在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权
重，还注重各农产品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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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Ｄｍ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多样化程度，它的值越大，
表示某城市的农产品加工多样化程度越高。若 Ｄｍ的结果大
于１，则证明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具有雅格布斯技术的外部
特征，即存在农产品加工产业多样化集聚所带来的专业性技

术交互和融合特性。

１．１．３　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规模　根据王海军等的研究［１０］

可知，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在某区域的整体聚集状态如式

（３）。

Ｔ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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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１
。 （３）

式中：ＴＲｍ、Ｇ１分别表示 ｍ区域农产品加工产业的整体聚集
度、ｍ区域常住人口数目。
２．２　产业聚集价值链评价模型

农产品加工产业的聚集程度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从农产

品加工综合调度角度而言，可通过价值链增值计算模型来评

价农产品加工产业的聚集程度；从产业角度来说，可通过空间

基尼参数完成评判；而 Ｅ－Ｇ模型［１１］则可结合经济与产业２

个方向构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二维评价标准［１２］。

价值链增值计算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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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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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Ｉ为农产品产业聚集发展价值链的增值参数；Ｏ为农产
品产业的总产值；Ｏｍ，ｎ为区域 ｍ中农产品加工企业 ｎ的价值
链地位参数；ｚｍ为 ｍ区域的价值链参数；Ｎ为农产品产业内
部的企业数目；Ｍ为区域总数。

空间基尼模型［１３］最早是美国工业聚集程度的测算模型，

具体为

Ｊ＝∑
ｍ
（ｑｍ－ｄｍ）

２。 （５）

式中：Ｊ表示空间基尼参数，０＜Ｊ＜１；ｑｍ表示 ｍ区域中某产
业从业人数占国内该产业整体从业人口的比值；ｄｍ是ｍ区域
从业人数占全国整体从业人口比值。Ｊ越大，说明该产业的
聚集度越高；Ｊ越小，则表明聚集度越低。

Ｅ－Ｇ测算模型［１４］为

ｒＥ－Ｇ＝［Ｊ－（１－∑ｉ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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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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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Ｅ－Ｇ为空间基尼参量。

２　价值链管理下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评价指标

本研究依据价值链管理的最优价值理念（投入产出评价

指标）和社会经济生态学（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简称ＥＳＥ）、
效率最优理念（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ｈａｒｍｏｎｙ，简称ＩＥＨ）的集约
性、高效性和协调性，通过价值链管理达到合理配置各种农产

品加工产业的目标，具体见表１。将投入强度、产出结果、空
间应用、经济、社会、生态、集约化作用、高效作用和协调作用

分别设为Ｖ１、Ｖ２、Ｖ３、Ｐ１、Ｐ２、Ｐ３、Ｋ１、Ｋ２、Ｋ３。

表１　价值链管理下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评价指标

评判类型 评判层次 评判标准

投入与产出评价指标 投入强度（Ｖ１） 固有财产、存储农产品、人才投入、用电数目、科技投入

产出结果（Ｖ２） 聚集区农产品企业效益、聚集区农产品加工产量

空间应用（Ｖ３） 仓库用地、农产品加工用地比例

ＥＳＥ 经济（Ｐ１） 农产品品牌形成、发展规模、企业利润、企业创新、新生行业

社会（Ｐ２） 带动就业、合作精神

生态（Ｐ３） 食品安全、污染处理

ＩＥＨ 集约化作用（Ｋ１） 空间配置、合作强度

高效作用（Ｋ２） 效益增长值、当地人均收益提升值

协调作用（Ｋ３） 食品安全监管强度

３　样本获取

以长三角区域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区为研究区域，其

中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市、整个江苏省和浙江省以及安徽合

肥与安徽马鞍山。

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长三角区域的农产品加工产业数据为
研究对象，根据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４省（市）的《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长三角年鉴》可
知，２０１６年长三角区域共有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区１０２５个。
上海市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区发展较早，已逐步成熟，入驻

聚集区的龙头企业占比７８％；江苏省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
政府采用整合产业链、紧抓扶持集群建设等模式来提高农产

品加工产业聚集区的发展水平，龙头企业占比５２％；浙江省
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区提供了优质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

件，龙头企业占比６５％；安徽合肥与安徽马鞍山区域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相对均衡，因此该区域形成了特色型农产品加工

聚集区，龙头企业占比５７％。

４　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４．１　指标检验和聚集区散点建模
４．１．１　指标检验　为校验在价值链管理模式下农产品加工
产业的聚集程度［１５］，本研究采用ＥＶＩＥＷ８．０程序完成面板数
据的ＬＬＣ（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的 ＩＰＳ
（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ｈｉｎ）单位根检验、ＰＰ（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ａｎｄＰｅｒｒｏ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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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根检验、ＡＤＦ（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单位根检验［１６］，

通过初始值、一阶差分值、二阶差分值进行根校验，各类检验

方法都在 Ｐ≤０．０５时达到平衡，并在 Ｐ＞０．０５时呈稳定
状态。

产量投入空间应用（ｙｉｅｌｄｄｅｖｏ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简
称ＹＤＳ）和社会宏观经济学效率（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ｉｍｉｃｓ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简称ＧＭＩ）［即投入强度（Ｖ１）、产出结果（Ｖ２）、空

间应用（Ｖ３）、经济（Ｐ１）、社会（Ｐ２）、生态（Ｐ３）、集约化作用
（Ｋ１）、高效作用（Ｋ２）和协调作用（Ｋ３）指标］均利用４种单位
根校验方法进行校验。单位根校验获得的全部参数均稳定，

若全部参数不在同一水平，则获得最大值，并对参数的二级差

分序列进行校验。结果（表２）表明，评价指标都能够通过单
位根值检验，因此本研究设计的指标可完成对农产品加工产

业聚集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表２　指标校验分析

校验方式 ＬＬＣ ＩＰＳ ＰＰ ＡＤＦ
ｌｎ（Ｖ） ０．００２９ ０．９６９８ ０．９９８３０ ０．５３７８０
一阶差分结果［ｌｎ（Ｖ）］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１３

二阶差分结果［ｌｎ（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１５

ｌｎ（Ｐ） ０．０００３ ０．５７９２ ０．３９６２０ ０．１３５８０
一阶差分结果［ｌｎ（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１３

二阶差分结果［ｌｎ（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１４

ｌｎ（Ｋ）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９６１０ ０．１３５８０
一阶差分结果［ｌｎ（Ｋ）］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１１

二阶差分结果［ｌｎ（Ｋ）］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１５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表３、表４、表７同。

４．１．２　聚集区散点建模　本研究应用散点模型［１７］将农产品

加工产业集群划分为４个部分，其中第一区间为ＨＨ聚集区，
即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水平较高的区域被其他聚集水平较高

的聚集区包围；第二区间为ＬＨ聚集区，即农产品加工产业聚
集水平较低的聚集区被其他水平较高的区间所包围；第三区

间是ＬＬ聚集区，即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水平较低的聚集区
被其他水平较低的区所包围；第四区间是ＨＬ聚集区，即农产
品加工产业聚集水平较高的聚集区则被其他水平较低的聚集

区所包围（图１）。

４．２　农产品加工产业空间基尼模型
为完成农产品加工产业和空间应用的联系，本研究采用

空间基尼模型来完成局部空间联系模式的构建。我国的农产

品加工产业聚集在长三角区域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

别，即从东部向西部递减。此外，在２０１２年农产品加工产业
的空间排布状况较为分散的状况下，沿海区的生产性服务发

展较好，而其他区域相对较弱。到２０１５年，长三角区域中西
部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程度逐步增强。

根据长三角区域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状态的发展情况、

空间分布状态与产业构造转换模型，该区域的产业空间分布

存在层次性与网络性。本研究将农产品加工产业区域空间发

展状态分为４级，由图２可知，上海市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区域
空间发展状态属于第一级，其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目标为

我国乃至整个世界；第二级包括杭州、南京与合肥等市，主要

服务于长三角区域；第三级包括苏州、台州等市，其农产品加

工产业聚集服务区域已跨越了省级单位；第四级包括江苏宿

迁、安徽徐州、浙江丽水等地区，主要服务于本省内部。

　　长江三角洲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进展和空间科学布局

表现出层级性，在生产加工与交易、空间流通的影响下形成联

系。具有空间网络型状态，主要表现为：（１）农产品加工企业
间的空间网络联系。在效益最优角度下制定战略决定，形成

横向、竖向联系，随着各农产品加工企业间交互联系的深入，

企业间形成发射型产业交互网络。（２）聚集区域内的空间网
络联系。不同理念下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区的关联通过该

区域的企业内部关联表现，而聚集区间的网络关联则转换为

农产品加工功能关联，并在功能上相互补充。（３）聚集区间
之间的空间关联。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发展模式和聚集区

存在对等关联，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发展水平越高，区间间

的合作潜力越大。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须要支持农产品加工

相关人员变动并对交易平台的通信模式进行完善。

长江三角洲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网络模型如图 ３
所示。

　　根据《中国城市经济统计年鉴》可知，上海地区的农产品
加工产业聚集发展最为迅猛。农产品加工产业的产值从

２０１２年的３９２３．５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６２３４．８９亿元，农
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附加值占农产品产业整体产值的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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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聚集型发展模式已成为该区域农产品产业的主体。农

产品加工产业聚集逐渐形成中心带动周边的发展方式，并在

竹园、大宁和虹口等区域形成了农产品加工产业中心，同时形

成了超级农产品加工企业多方位发展的空间模式。目前上海

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呈中心聚集形式。安徽省自

２０１４年底正式被划分为长三角经济发展区以来，合肥市逐步
打造现代化工业产业区，构建多产业融合模式。

４．３　农产品加工产业
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长三角区域１０２５个农产品

加工产业聚集区的数据，测算ｍ区域农产品加工行业ｎ的从
业人数（Ｇｍ，ｎ）、技术发展水平（Ｔｅ）、政府控制（ＧＫ）、金融发展
水准（Ｆ）、多样化集聚（Ｄ）、农产品加工产业的整体聚集度
（ＴＲｍ）、农产品产业聚集发展价值链增值参数（Ｉ）、空间基尼
参数（Ｊ）、空间基尼参量（ｒＥ－Ｇ）的均值和标准差，具体如表３
所示。

表３　中国中部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各参量的均值以及标准差的统计

参量 均值 最小结果 最大结果 标准差 标本量

Ｇｍ，ｎ ０．７９５ ０．２１９ ０．８６５ ０．２３９ １０２５
Ｔｅ ０．８０９ ０．１３２ ０．９６５ ０．３７９ １０２５
ＧＫ ０．８３１ ０．４２１ ０．９６９ ０．２７１ １０２５
Ｆ ０．６９８ ０．３０９ ０．９１２ ０．４０３ １０２５
Ｄ ０．５９６ ０．２５３ ０．８３１ ０．４０９ １０２５
ＴＲｍ ０．６３８    １０２５
Ｉ ０．８５３    １０２５
Ｊ １．３５２    １０２５
ｒＥ－Ｇ ０．３８２    １０２５

　　由Ｆ校验（方差齐性检验）可知，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状
态发展模式符合统计性校验分析规律，显著性差异小；Ｇｍ，ｎ和
Ｔｅ的固定效应小于０．６，ＧＫ小于０．０１，表明人才投入估值不
理想，技术发展水平有待提高，政府控制对农产品加工产业聚

集的促进影响较小；从 Ｈａｕｓｍａｎ校验结果可知，当前长三角
区域大多数农产品加工产业呈现倒“Ｕ”形状态。此外，政府
也是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推进的重要因素（表４）。
４．４　计量研究与结果分析

采用回归解析方法研究校验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和影响

因素是否存在空间联系。为保障结果与模型的契合度，对

Ｍｏｒａｎ、Ｗａｌｄｓ、Ｌｒａｔｉｏｓ、Ｌｍｓａｒ和Ｌｍｅｒｒ等指标进行检验，实证结
果（表５）表明，边际概率均在５％之下，说明农产品加工产业
聚集与其空间具有关联性。由表６中的空间应用与投入强
度、产出结果、经济、社会、生态及集约化、高效性、协调性指标

数据可知，农产品加工产业间的空间相关性很强，匹配最优的

聚集状态可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但随着农产品加工产

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对生态的影响仍是一

个待解决的问题。

造成上述现象的因素主要有：（１）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
的密集度水平有助于市场的整体规模拓展，形成规模化效应；

（２）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构建的经济规模可减弱农产品供应
链上游与下游的产业成本，从而达到低投入和高产出效果，同

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拉动就业；（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
段，污染和食品安全受到的重视程度往往不高。针对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期间长三角区域大多农产品加工产业的投入强度、产
出结果、空间应用、经济、社会、生态、集约化作用、高效作用和

协调作用完成集群分析，结果见表６。
４．５　分区域估测值

由于长三角区域东、中、西３个区域的农业产业结构和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别，因此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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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中部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影响因子估测值

项目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作用 随机作用 随机作用

Ｇｍ，ｎ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９ ０．４１５ ０．３３９ ０．３１２

Ｔｅ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８ ０．３１７ ０．２７９ ０．２１９

ＧＫ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８

Ｆ ０．３１４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０

Ｄ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０

Ｆ校验 ２５．８９ ２２．８９ ２３．８９ ２１．９２ ２０．６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校验 ３２．１２ ５７．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标本量（份）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５

表５　空间自相关校验

项目 参数 边际概率（％）
Ｍｏｒａｎ ０．５９８４ ３．２
Ｗａｌｄｓ ９９１．０３５５ ２．８
Ｌｒａｔｉｏｓ １６３．９８４７ ３．６
Ｌｍｓａｒ ３０９．１２３１ ４．１
Ｌｍｅｒｒ １９７．５３１５ ２．２

表６　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调优结果

项目
集约化程度

集合１ 集合２
不相关参数

集约化调整

集合１ 集合２
最优集合

状态

投入强度 １５ １７ ０．００２ ３ ２ １３
产出结果 １６ １８ ０．００１ ２ ４ ２１
空间应用 １３ １５ ０．００３ ２ １ １９
经济 １２ １３ ０．００２ ２ ３ １６
社会 ６ ８ ０．００２ ４ ３ ８
生态 ８ ６ ０．００３ ５ ３ ７
集约化 ６ ７ ０．００２ ２ ０ ９
高效性 ８ １１ ０．００２ １ ２ １６
协调性 ９ １０ ０．００５ ３ ２ １２

区域间的发展也存在一定差别。针对不同城市模版进行估

测，估测结果从校验值而言，Ｍｏｒａｎ、Ｗａｌｄｓ、Ｌｒａｔｉｏｓ、Ｌｍｓａｒ和
Ｌｍｅｒｒ等指标值均在５％以下，可通过假设校验，因此农产品
加工产业聚集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关联度。结果说明，局部

空间自相关指标（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ＬＩＳＡ）有趋近作用，即长三角区域东部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
集水平较高，中部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水平居中，而西部的

大多区域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水平较低，因而可分区域估计

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

由表７可知，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
集空间有明显差别。与西部地区相比，长三角区域东部和中

部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较早，且较为发达，因此农产品加工产

业聚集度较高。而西部地区多为农业生产区域，可从自身资

源出发拓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形成以生产为主的农产品供应

链聚集模式。因此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多样化形势在空间

上表现为从东到西逐渐变弱的趋势；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拉

动就业的状况同样表现为从东到西逐渐减弱的趋势；东部地

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规模获取的经济效益比其他区域高，

主要是由于东部区域的市场规模超过了其他地区，便于市场

影响力的发挥，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往往分

布在区域内部，相互间联系较少，且市场规模有限。而东部区

域的产业价值链作用明显，能够深入影响各区域的农产品加

工产业，从而提升企业和产业间的互联。生态影响在长三角

区域各个区域间差别不大，这是由于不同区域的农产品加工

产业发展水平不同，当地食品安全管理和污染治理政策也有

一定差别。

表７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状态对比

参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Ｇｍ，ｎ ０．８９１３（１．０２５１） ０．７７４５（２．８３３６） ０．５７６４（２．５３６２）
Ｔｅ ０．８９９１（２．０７２９） ０．３５４６（２．１２９１） ０．５４５０（３．６７４８）
ＧＫ ０．８３５２（２．２０３２） ０．８６１４（６．１７２５） ０．５４５２（２．０８２３）
Ｆ ０．７８８９（１．０７３９） ０．６８１８（１．１７０２） ０．３１２４（１．０７１７）
Ｄ ０．６３２１（６．０８９７） ０．５９０６（６．７６８１） ０．３２３５（８．２３２１）
ＴＲｍ ０．７５２ ０．６３３ ０．３９２

Ｉ ０．９２２ ０．８３５ ０．５２１

Ｊ １．５２７ １．２８３ ０．８９６
ｒＥ－Ｇ ０．５２１ ０．３９１ ０．１１５
Ｆ校验 ２７．６ ２１．３ ２６．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校验 ３８．９１ ３３．１５ ２１．６８
投入强度（Ｖ１）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４８
产出结果（Ｖ２） ０．８９ ０．７１ ０．５１
空间应用（Ｖ３） ０．９２ ０．８１ ０．６５
经济（Ｐ１） ０．８１ ０．６９ ０．６１
社会（Ｐ２） ０．６９ ０．５３ ０．４６
生态（Ｐ３） ０．５７ ０．５３ ０．５６
集约化作用（Ｋ１） ０．７２ ０．６５ ０．５９
高效作用（Ｋ２） ０．８３ ０．７６ ０．７３
协调作用（Ｋ３） ０．７８ ０．７０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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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５．１　主要研究结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是在农产品加

工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形成产业相近并依据经济内在关

联构建的有效性农业经济体。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在白热化

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赋予了整个农产品行业生机和活力。

本研究首先给出评价模型和指标，从从业人口、产业聚集

价值链角度构建评价模型，并从空间基尼、Ｅ－Ｇ测算、最优
价值理念、ＥＳＥ和 ＩＥＨ等方面设计指标。通过查阅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年长三角区域农产品加工产业１０２５组数据，对指标进
行ＬＬＣ、ＬＰＳ、ＹＤＳ、ＧＭＩ４种单位根校验，进而完成聚集区散
点建模。通过农产品加工产业空间基尼模型将农产品加工产

业发展状态分为４级，并采用金融发展、多样化集聚、整体聚
集度、价值链增值、空间基尼等参数完成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空间有明显

差别。长三角区域东部和中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发展得较早，

且较为发达，因此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度较高。

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密切度能够拓展市场的整体规

模，逐渐形成规模化效应；其经济规模影响可减少农产品供应

链的上游与下游产业成本，从而达到低投入和高产出效果，同

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拉动就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污

染和食品安全受到的重视程度往往不高。当前长三角区域大

多农产品加工产业呈现倒 Ｕ型发展状态；此外，政府也是推
进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重要因素。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的

发展还存在人才投入估值不理想、技术水平有待提高、政府控

制对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促进作用较小的问题。

５．２　政策启示
构建持续而稳定的农产品价值链。通过最优价值理念进

行价值链管理，以达到合理配置各种农产品加工产业的目标。

实现科学价值调控型农业聚集，达到投入、产出、空间应用、经

济、社会、生态、集约化、高效和协调间的平衡，并逐步发展为

利益互补、职责明确的完善型农产品产业价值链管理模式，从

而保证各个环节的农产品质量。

不断增强人才的引入力度，提高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密集

度和农产品加工产业的聚集度，并完善人力资源与加强知识

传播，提升交叉区间的人才引入力度。充分应用当地专业人

才资源，完善企业与高校间的对接，并将好的农业实践科研成

果投入到生产实际中。

科学规划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空间，提高土地整体利用

水平。构建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集基地，以便在整个区域内形

成规模；科学布局污染较严重、占地大的加工企业，将其设置

在聚集区的外围。加快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

聚集区的发展，形成多样、专业的发展模式。加速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完备交通和基础设置，提升土地的集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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