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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评价比较与合作战略 

——以湘粤为例 

罗光强，宋新宇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跨区域全面深化合作的战略行动需要，从粮食经济的微观主体、中观产业和区域总体等多维度构建

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空间关联且具有典型市场与资源禀赋差异的湘粤两省

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处于系统测试的低水平阶段，区域粮食经济的三

维行为具有市场高效率竞争和高能量释放的潜质特征；市场经济体制下粮食经济系统“三维”主体行为对粮食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既具有区域行为的趋同性，也有区域行为的差异性，

表明湘粤两省具有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互补性合作空间。因此，要实现跨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跨

区域市场主体行为竞争，拓展粮食产业的区域合作空间，推进跨区域粮食全产业链建设，增强跨区域系统结构行

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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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evaluation comparison and cooperation strategie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food economies: Taking Hun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as examples 

LUO Guangqiang, SONG Xinyu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ed for strategic action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a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a system 

framework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food economy have been 

constructed from multi-dimensions such as the micro-main body of grain economy, the middle industry and the region as 

a whole, with Hun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selected as measure objects because of their spatial correlation, their 

typical markets and resource endowment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economy in both Hun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is still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system test,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behavior of the regional grain econom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otential for efficien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high energy release;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behavior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objects of 

grain economy system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in econom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in economy in Hun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has both the convergence of regional behavior and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behavior, which shows there is scope for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rovinces in terms of quality foo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cross-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ain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ross-reg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behavior of market 

players, expand the space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grain industry, promote cross-reg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cross-regional grain industry chain, and enhance the behavior coordination of the cross-regional system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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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竞争是实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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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新时代我国粮食

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区域粮食禀赋资源的充分

发挥，又需要跨区域之间粮食经济的有效合作与竞

争。然而，当前我国粮食经济的区域合作面临着微

观主体行为不力、产业深度关联不强、区域优势互

补与战略合作深化不够等表征性问题[2-5]。学者们为

此展开了积极的研究，认为主产区粮食资源禀赋价

值可以通过主销区转化为市场价值，主产区与主销

区可以实现产销的长期合作[6-11]，主产区与主产区

之间可以通过新品种或新技术的推广进行合作[12]。

但是，粮食经济跨区域合作绝不仅限于此，特别是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粮食经济跨区域合作必须根据

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13]，立足于区域全

面深化合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区域粮食生态经

济系统的经济、社会和自然协同共生与永续发展为

目标，以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特征为依

据，夯实合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深化合作领域。 

基于此，本文拟立足于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特征，创新构建系统综合评价体系，并以湘粤

两省为例，开展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评

价，以甄别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比较优势，

发挥系统评价多层次多指标的导向作用，引领区域

粮食经济高质量的有序竞争和充分合作。 

二、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行

为理论与评价体系 

（一）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行为理论 

粮食经济是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机结合的

配置型经济和自然资源循环利用与社会资源优化

配置的再生型经济，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础经

济[13]。从历史视角分析，粮食经济既是人类社会起

源的经济，也是人类社会不断改造的经济。粮食经

济的历史具有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典

型特征：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

品经济”[14]。粮食自然经济是与极其落后的社会生

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形态；粮食商品经济是以社

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基本

的一种经济形态；粮食产品经济是以生产力高度发

达为基础的，并以全社会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

的非商品交换方式。 

粮食经济的历史演进表明，粮食经济是消费、

生产与生态等三位一体，并深度融合最具典型的生

态经济系统。然而，当今全球气候问题、水资源短

缺问题、土壤退化问题、农田面源污染问题、新技

术革命与经济制度摩擦问题等给粮食生态经济系

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5-17]。人类必须寻求解决

粮食经济问题的新途径，同时保护地球的可持续发

展。推动粮食经济生产力变革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无

疑是解决上述问题、实现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和必要手段。因此，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

遵循粮食经济行为基本规律，新时代粮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粮食经济生产力发达、

粮食生产关系先进、粮食配置型经济均衡演进、粮

食再生型经济优化改造，粮食商品最大限度地满足

命运共同体“双循环”格局下粮食永续安全的需要。 

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式农业现

代化的全新思想和战略行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新

理念构建现代粮食经济新体系，促进自然资源再循

环与社会资源再优化，实现粮食经济的数量与质量

双安全目标。根据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

对标国家发展战略，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

遵循粮食生态经济系统演化规律，不断促进粮食配

置型经济均衡演进和粮食再生型经济优化改善，实

现粮食经济子系统、粮食社会子系统与粮食生态子

系统的协同共生，以达成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永

续发展目标。因此，可从粮食生态经济系统的“微

观主体—中观产业—区域总体”三个维度分析区域

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1）微观主体行为特征。一是行为价值目标

的多元性。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粮食经济的

微观主体须自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按照粮

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实现经济、社会

与生态等综合效益为价值目标。二是粮食经济行为

的创新性。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于粮食经济生

产力的提高，创新是生产力进步的根本动力。三是

粮食经济功能的融合性。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

下微观主体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命运共同体理念之

上的粮食经济多功能融合，以提供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合意性产品。四是粮食生产过程的清洁性。粮

食产品的清洁生产既是粮食生产资源循环的必然

选择，也是粮食产品食品安全的必要举措。五是粮

食经济资源的优质性。培植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和应



   

   

第 24 卷第 5 期 罗光强等 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评价比较与合作战略 29  

对环境变化需要的粮食经济资源配置体系，才能保

障粮食经济微观主体行为多元价值目标的实现。六

是粮食企业文化的开放性。粮食企业文化既涉及现

代农耕文化，又涉及现代生态文化，更涉及命运与

共的安全文化，粮食企业文化的开放性是粮食经济

微观主体高质量行为的价值表征和品牌标志。 

（2）中观产业行为特征。一是粮食产业创新

的特色化。粮食产业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有机结

合的特色产业，因此，特色创新是粮食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要素。二是粮食产业行为的特质化。高

质量消费需求导向下，粮食经济必须实施特质化的

产业行为，最终形成具有地理标志、文化符号、优

良技术、独特工艺的粮食特色产品。三是粮食产业

标准的绿色化。标准化生产是高质量产品的有效保

障，绿色化生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四

是粮食产业融合的价值化。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需要通过产品的深加工，拓展粮食产业的价值链

和满足消费者新的消费需求。五是粮食产业分工的

技术化即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社会化差异分

工与技术化专业生产。六是粮食产业物流的智能

化。粮食产业物流具有特殊的条件和环境要求，需

要从湿度、温度、含氧度等多维度保证粮食物流产

品的品质，现代数字化技术条件下粮食产业物流更

具高质量保障。 

（3）区域总体行为特征。一是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和谐。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随着现代社会的

文明演进，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科技的巨大进步，

粮食生产力必然得以迅速发展，粮食生产关系必须

与时俱进地调整。二是区域粮食经济内外循环畅

通。开放条件下粮食经济是典型的“双循环”经济，

促进粮食经济“双循环”畅通，是新时代赋予我国

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三是区域粮食

全产业链完整。粮食产业的价值结构、企业结构、

供需结构、空间结构等随现代分工变迁而呈现快速

演变的特征，健全现代粮食全产业链体系是促进粮

食经济“四维”结构特征高质量演进的有效途径。

四是粮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

发展需要以粮食产品创新为核心，促进区域粮食经

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五是粮食产品产出波动平

稳。实现粮食经济增长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

供需平衡跃升，向更高效率与安全、更高质量与效

益的综合性目标演进，必须保持粮食产品产出平稳

运行，防止产出的异常波动。六是粮食生产要素市

场活跃。粮食生产要素市场活跃标志着粮食经济最

终产品市场活跃，标志着竞争性的区域粮食经济市

场自组织系统活跃。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区域粮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系统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理论框架 
 

（二）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 

根据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行为理

论，本研究从微观主体、中观产业、区域总体等三

维度设置三层次指标，构建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评价体系。 

微观主体行为指标体系包括行为价值目标的

多元性、粮食经济行为的创新性、粮食经济功能的

融合性、粮食生产过程的清洁性、粮食经济资源的

优质性、粮食企业文化的开放性等六个方面。进一

步分析，行为价值目标的多元性包括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 3 项指标，粮食经济行为的创

新性包括专利数量和科技进步程度等 2 项指标，粮

食经济功能的融合性包括三产融合度和产品价值

占比等 2 项指标，粮食生产过程的清洁性包括商品

品牌度和企业美誉度等 2 项指标，粮食经济资源的

优质性包括技术装备水平和优质耕地占比等 2项指

标，粮食企业文化的开放性包括文化环境和社会责

任等 2 项指标。 

中观产业行为指标体系包括粮食产业创新的特

色化、粮食产业行为的特质化、粮食产业标准的绿

色化、粮食产业融合的价值化、粮食产业分工的技

术化、粮食产业物流的智能化等六个方面。进一步

分析，粮食产业创新的特色化包括新品种开发和产

业模式创新等 2 项指标，粮食产业行为的特质化包

括地理标志和优质产品等 2 项指标，粮食产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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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化包括“双减”政策和绿色行为等 2 项指标，

粮食产业融合的价值化包括深加工价值和附加产品

价值等 2 项指标，粮食产业分工的技术化包括社会

化服务和土地流转增量等 2 项指标，粮食产业物流

的智能化包括智能仓储和智能运输等 2 项指标。 

区域总体行为指标体系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和谐程度、区域粮食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程度、

区域粮食全产业链完整程度、粮食经济竞争力的提

升程度、粮食产品产出波动程度、粮食生产要素市

场活跃度等六个方面。进一步分析，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和谐程度包括研发投入增长率和土地流转

增长率等 2 项指标，区域粮食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程

度包括域内要素价格稳定性和域外合作增值程度

等 2 项指标，区域粮食全产业链完整程度包括四维

链特征凸显程度和高新企业产值增长率等 2 项指

标，粮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程度包括税收贡献增长

率和商品粮贡献度等 2 项指标，粮食产品产出波动

程度包括存量稳定程度和增量可持续性等 2 项指

标，粮食生产要素市场活跃度包括域内工商资本投

资和域外粮食投资等 2 项指标。 

三、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

度方法 

根据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评价指

标的特点，本研究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

重。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著名的运筹学家 T.L.Satty 等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这一方法是在对复杂决策问

题的本质、影响因素以及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

之后构建一个层次分析结构模型，然后利用较少的

定量信息把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求解多

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征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一

种简便的思维方法[18]。以下按照层次分析法规范程

序构造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和比较判断矩阵，判断矩

阵一致性检验以及各层级指标权重确认等。 

（一）构造层次分析结构模型与比较判别矩阵 

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采用专家打分法对区

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层次中的元素进行两两

比较，构造出比较判断矩阵。如果 A 指标相比 B 指

标显得极重要、很重要、重要、略重要、相等、略

不重要、不重要、很不重要和极不重要，则 A 指标

相应得分为：9、7、5、3、1、1/3、1/5、1/7、1/9

分。若重要性在上述各分点之间，则相应的得分分

别为 8、6、4、2、0、1/2、1/4、1/6、1/8。 

根据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主体结构

行为的重要性，即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是

微观主体行为、其次是中观产业行为、再次是区域

总体行为，可以将目标层与子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A-X 构造为： 

A=
















13/14/1

312/1

421

 

同理，根据层次分析结构模型程序可以构造

X1、X2、X3、Y1、…、Y18的矩阵分别为： 

X1=



























12/112/13/15/1

21212/14/1

12/112/13/15/1

21212/14/1

323213/1

545431

 

X2=



























12/12/13/13/13/1

2112/12/12/1

2112/12/12/1

322111

322111

322111

 

X3=



























112/12/12/12/1

112/12/12/12/1

221111

221111

221111

221111

       

Y1=
















111

111

111

 

… 

Y18= 








11

11
 

计算一致性比例 CR 的值，当 CR<0.1 时，认

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的，否则需要对判断矩

阵进行适当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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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判断矩阵的 CR 值 

判断矩阵 A X1 X2 X3 Y1 ... Y18 

CR 0.0176 0.0099 0.0022 0 0 ... 0 

 

经检验，所有的 CR 值均小于 0.1，说明专家组

成员设定的指标组成的判断矩阵具有相对一致性，

无需做出修改。根据构建的层次结构模型，计算各

层级指标对综合评价 A 的权重，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综合指标 分层指标及其权重 分类指标及其权重 具体指标及其权重 

区域粮食

经济高质

量发展综

合评价 A 

 

微观主体行为 X1(0.5584) 行为价值目标的多元性 Y1 0.242 4 经济效益 Z1 0.080 8 

社会效益 Z2 0.080 8 

生态效益 Z3 0.080 8 

粮食经济行为的创新性 Y2 0.111 4 专利数量 Z4 0.055 7 

科技进步程度 Z5 0.055 7 

粮食经济功能的融合性 Y3 0.065 2 三产融合度 Z6 0.043 5 

产品价值占比 Z7 0.021 7 

粮食生产过程的清洁性 Y4 0.037 1 商品品牌度 Z8 0.018 5 

企业美誉度 Z9 0.018 5 

粮食经济资源的优质性 Y5 0.065 2 技术装备水平 Z10 0.032 6 

优质耕地占比 Z11 0.032 6 

粮食企业文化的开放性 Y6 0.037 1 文化环境 Z12 0.018 6 

社会责任 Z13 0.018 6 

中观产业行为 X2(0.3196) 粮食产业创新的特色化 Y7 0.073 4 新品种开发 Z14 0.036 7 

产业模式创新 Z15 0.036 7 

粮食产业行为的特质化 Y8 0.073 4 地理标志 Z16 0.036 7 

优质产品 Z17 0.036 7 

粮食产业标准的绿色化 Y9 0.073 4 双减政策 Z18 0.036 7 

绿色行为 Z19 0.036 7 

粮食产业融合的价值化 Y10 0.038 6 深加工价值 Z20 0.025 7 

附加产品价值 Z21 0.012 9 

粮食产业分工的技术化 Y11 0.038 4 社会化服务 Z22 0.025 6 

土地流转增量 Z23 0.012 8 

粮食产业物流的智能化 Y12 0.022 4 智能仓储 Z24 0.011 2 

智能运输 Z25 0.011 2 

区域总体行为 X3(0.1220)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程度 Y13 0.024 4 研发投入增长率 Z26 0.012 2 

土地流转增长率 Z27 0.012 2 

区域粮食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程度 Y14 0.024 4 域内要素价格稳定性 Z28 0.012 2 

域外合作增值程度 Z29 0.012 2 

区域粮食全产业链完整程度 Y15 0.024 4 四维链特征凸显程度 Z30 0.012 2 

高新企业产值增长率 Z31 0.012 2 

粮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程度 Y16 0.024 4 税收贡献增长率 Z32 0.012 2 

商品粮贡献度 Z33 0.012 2 

粮食产品产出波动程度 Y17 0.012 2 存量稳定程度 Z34 0.006 1 

增量可持续性 Z35 0.006 1 

粮食生产要素市场活跃度 Y18 0.012 2 域内工商资本投资 Z36 0.006 1 

域外粮食投资 Z37 0.006 1 

       

（二）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及各

一级指标的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为： 

i

n

i i XW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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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j ijiji YWX
1  

式中：A 为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

指数， iW 为各一级指标的权重， iX 为各一级指标

的发展水平指数，n 为一级指标的个数。 ijY 为各二

级指标， ijW 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m 为各二级指标

的个数。该评价中的指标均为正指标。 

四、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

统评价与比较 

湘粤两省山水相连、地域相邻，是典型的粮食

主产区和主销区，已建立了粮食跨省区的优质原种

推广、创新技术联合攻关、稻米深加工与贸易等协

作关系，具有粮食合作的基础和广阔空间。因此，

本研究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湘粤两省为例，一方

面可以凸显产销区域的粮食经济禀赋特征，另一方

面可以凸显区域粮食经济市场特征，以达成跨区域

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深化合作目标。 

（一）数据来源 

评价的具体数据来源如下：第一，考虑到省域

粮食微观主体数据采集的可得性，微观主体行为数

据选择两省具有粮食高质量发展典型代表的产粮

大县为测度对象，代表省际粮食微观视域下的高质

量发展水平。其中，湖南省代表为南县，广东省代

表为台山市。相关数据除来源于《益阳市 202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南县 2021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江门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台山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外，其他均来自 2022 年

的调研数据。第二，中观产业行为数据和区域总体

行为数据主要来源于农业农村部、湖南省农业农村

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等公开数据，以及《湖南省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省统

计年鉴 2021》《2021 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和《2021 年广东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

和其他行业统计年鉴数据。第三，部分数据来源于

2022 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具体指标解释如表 3

所示。 

（二）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评

价结果分析 

根据表 3 指标，采集相关数据计算出指标值，

根据指标值测度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

合水平，结果如表 4 所示。测度结果表明，湘粤两

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分别为 0.324 和

0.371，均低于 0.4，与标准值 1 的差距较大，说明

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处于初级水平阶

段，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与空间很大。进一步分析发

现，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维系统主体行

为具有不同的表征。 

表 3 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指标解释 

具体指标 衡量标准 

Z1 稻米产业综合产值增长率 

Z2 粮食收购价高于国家政策价比例 

Z3 水稻生态种植面积占比 

Z4 代表性粮食企业专利数量平均值 

Z5 农业科技进步率 

Z6 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Z7 粮食工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Z8 大米品牌价值 

Z9 大米、小麦加工“50”强企业占比 

Z10 水稻综合机械化率 

Z11 高标准农田占比 

Z12 员工受教育程度 

Z13 粮食企业的就业能力 

Z14 粮食品种审定数/农作物品种审定数 

Z15 特色稻米产业综合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Z16 区域粮食地理标志数/全国粮食地理标志数 

Z17 优质稻覆盖率 

Z18 化肥负增长率 

Z19 高标准农田增长率 

Z20 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产值增长率 

Z21 规模以上粮食企业产值增长率 

Z22 粮食社会化服务业产值/粮食总产值 

Z23 土地流转数量增长率 

Z24 粮食低温准低温仓容/总仓容 

Z25 粮食物流/社会总物流 

Z26 粮食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增长率 

Z27 土地流转年平均增长率 

Z28 粮食要素成本涨幅在合理区间的比率 

Z29 （粮食进口额+粮食出口额）/粮食总产值 

Z30 稻米产业联盟全产业链价值增长率 

Z31 粮油加工企业产值增长率 

Z32 替代指标：第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 

Z33 商品粮基地对全国商品粮贡献率 

Z34 粮食产量稳定性判别 

Z35 粮食产量连年增判别 

Z36 粮食产业利用境内资金增长率 

Z37 粮食产业利用外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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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结果 

分层指标 分类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 
测度值 

(湘) 

测度值 

(粤) 
指标 

测度值 

(湘) 

测度值 

(粤) 
指标 

指标值 

(湘) 

指标值 

(粤) 

测度值 

(湘) 

测度值 

(粤) 

X1 0.197 7 0.232 3 Y1 0.036 4 0.081 4 Z1 0.071 4 0.076 2 0.005 8 0.006 2 

      Z2 0.100 0 0.140 0 0.008 1 0.011 3 

      Z3 0.278 2 0.790 5 0.022 5 0.063 9 

   Y2 0.067 3 0.068 0 Z4 0.558 7 0.500 0 0.031 1 0.027 9 

      Z5 0.650 0 0.720 0 0.036 2 0.040 1 

   Y3 0.016 0 0.012 7 Z6 0.230 3 0.216 0 0.010 0 0.009 4 

      Z7 0.277 1 0.151 5 0.006 0 0.003 3 

   Y4 0.012 1 0.013 0 Z8 0.547 0 0.479 5 0.010 2 0.008 9 

      Z9 0.100 0 0.220 0 0.001 9 0.004 1 

   Y5 0.046 7 0.043 1 Z10 0.750 8 0.970 8 0.024 5 0.031 6 

      Z11 0.680 4 0.352 9 0.022 2 0.011 5 

   Y6 0.019 2 0.014 2 Z12 0.750 0 0.750 0 0.014 0 0.014 0 

      Z13 0.278 3 0.013 2 0.005 2 0.000 2 

X2 0.095 6 0.104 4 Y7 0.033 4 0.031 9 Z14 0.838 4 0.857 1 0.030 8 0.031 5 

      Z15 0.071 1 0.010 4 0.002 6 0.000 4 

   Y8 0.034 4 0.038 5 Z16 0.039 0 0.051 9 0.001 4 0.001 9 

      Z17 0.900 0 0.998 6 0.033 0 0.036 6 

   Y9 0.005 9 0.003 3 Z18 0.021 0 0.021 0 0.000 8 0.000 8 

      Z19 0.139 6 0.068 7 0.005 1 0.002 5 

   Y10 0.003 0 0.005 4 Z20 0.070 0 0.142 6 0.001 8 0.003 7 

      Z21 0.093 0 0.129 4 0.001 2 0.001 7 

   Y11 0.017 2 0.023 3 Z22 0.400 0 0.600 0 0.010 3 0.015 4 

      Z23 0.536 8 0.615 5 0.006 9 0.007 9 

   Y12 0.001 7 0.002 0 Z24 0.098 2 0.112 0 0.001 1 0.001 3 

      Z25 0.057 0 0.061 4 0.000 6 0.000 7 

X3 0.030 9 0.034 2 Y13 0.003 2 0.002 5 Z26 0.185 6 0.090 0 0.002 3 0.001 1 

      Z27 0.071 2 0.118 0 0.000 9 0.001 4 

   Y14 0.007 6 0.013 0 Z28 0.500 0 0.750 0 0.006 1 0.009 2 

      Z29 0.123 6 0.310 2 0.001 5 0.003 8 

   Y15 0.002 2 0.002 1 Z30 0.098 0 0.070 0 0.001 2 0.000 9 

      Z31 0.079 0 0.100 0 0.001 0 0.001 2 

   Y16 0.005 2 0.004 2 Z32 0.124 0 0.042 0 0.001 5 0.000 5 

      Z33 0.300 0 0.300 0 0.003 7 0.003 7 

   Y17 0.012 2 0.012 2 Z34 1.000 0 1.000 0 0.006 1 0.006 1 

      Z35 1.000 0 1.000 0 0.006 1 0.006 1 

   Y18 0.000 5 0.000 2 Z36 0.057 8 0.031 0 0.000 4 0.000 2 

      Z37 0.012 4 0.000 3 0.000 1 0.0000 

 

从表 4 可知，广东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

观主体行为水平显著高于湖南省。广东省粮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行为价值目标的多元性 Y1、粮食经济

行为的创新性 Y2、粮食生产过程的清洁性 Y4 等指

标测度值远高于湖南省。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

济越发达，粮食经济微观主体行为的要素质量、技

术水平、营商环境更为优越；第二，区域市场越现

代，粮食市场竞争越充分，企业创新内在动力越强

劲，对市场需求的响应越及时。高质量行为下湖南

省粮食经济功能的融合性 Y3、粮食经济资源的优质

性 Y5、粮食企业文化的开放性 Y6 等指标测度值均

高于广东省，说明湖南省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具

有区域粮食禀赋优势，通过三产融合模式创新、高

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集成化技术推广与装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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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举措，促进了粮食经济微观主

体的高质量发展行为，加强了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

安全保障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打造具有湖湘文化的

稻米产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综合以上分析表

明，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行为

具有各自特征和优势表现，特别是作为空间关联的

两省的确具有跨区域深度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和战

略可能性。 

广东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观产业行为

水平测度结果略高于湖南省。广东省粮食产业行为

的特质化 Y8、粮食产业融合的价值化 Y10、粮食产

业分工的技术化 Y11、粮食产业物流的智能化 Y12等

指标测度值均高于湖南省。这是因为：第一，依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引领的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高地，广东省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持续改善，

粮食产业实施产品密集型生产，区域粮食产业组织

行为的绩效不断提升；第二，广东省作为国家典型

的粮食主销区，具有粮食产业精深加工的集聚优

势，粮食产业全链条分工细化，区域粮食产业的市

场竞争力得以显著提高。湖南省粮食产业创新的特

色化 Y7、粮食产业标准的绿色化 Y9 等指标测度值

略高于广东省。这是因为：湖南省作为粮食大省，

根据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农村综合性改革

为抓手，着力推进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充分

发挥粮食产业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引领和示范

作用，加强对粮食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模

式等的研发和推广，推动粮食产业绿色高质高效标

准化生产，区域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潜力和动能得

以大大提升。上述测度结果的进一步讨论表明，湘

粤两省具有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互补合作空间

和潜力。 

区域比较表明，广东省区域粮食经济总体行为

水平略高于湖南省。湘粤两省的区域总体差异主要

表现在区域粮食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程度 Y14 指标，

其中广东省的该项指标值大大高于湖南省。这是因

为：广东省作为粮食消费大省，一方面努力实现粮

食产品的局部均衡产出，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全国粮

食统一大市场进行区域粮食消费需求的贸易匹配，

从而达成粮食经济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均衡，具有典

型的双循环特征。湘粤两省粮食经济总体行为的其

他 5 个指标非常接近，几乎没有差异，说明在国家

宏观政策的统一协调行为下和全国粮食统一大市

场环境下，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行为水平具

有趋同化的特征。因此，根据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

发展系统行为导向的指标，充分发挥区域粮食经济

自主性激励政策效应，促进区域粮食经济与国民经

济整体协调发展，应特别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力度，

强化区域粮食经济优势和特色，从而凸显我国粮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跨区域竞争与合作。 

五、促进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

作战略选择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湘粤两省粮食经济

高质量发展均处于系统测试的低水平阶段，从粮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环境分析，区域粮食经济系

统的三维行为具有市场高效率竞争和高能量释放

的潜质特征；第二，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粮食生态

经济系统主体行为对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微观行为表现为主体行为的

竞争性与创新性影响，中观行为表现为产业行为的

技术性和价值性影响，区域总体行为表现为高质量

发展的协调性和协同性影响；第三，不同区域粮食

经济高质量发展既具有区域行为的趋同性，也有区

域行为的差异性，表明湘粤两省具有粮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互补性和合作性。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

发展，实施跨区域合作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应加强跨区域市场主体行为竞争，提高

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配置能力。一方面需要

通过加快高质量经营主体与市场要素的培育，加强

区域市场主体行为竞争，以激发区域粮食要素市场

活力，增强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另一方面需要拓展微观主体行为的竞争空间，推进

跨区域的同业竞争，以锤炼区域竞争要素质量，提

高粮食经济要素的自主配置能力，从整体上增进粮

食经济资源的高质量配置效率。 

第二，应拓展粮食产业的区域合作空间，促进

粮食产业高质量资源的共享行为。粮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中观水平测度表明，我国粮食产业还处于现

代化发展的起步阶段，粮食产业的种业研发、专业

化种植与精深加工等现代产业标志性技术的创新

与推广能力不强，制约着粮食产业价值链高质量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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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推进现代粮食产业发展，

必须凸显区域粮食经济禀赋优势和区位优势，充分

利用粮食产业优质资源，特别是通过拓展区域合作

空间，发挥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功能，集中粮食产

业的人才资本、技术资本、装备资本等，不断推陈

出新，打造具有产业竞争力的新品种、新技术、新

产品，从而从整体上促进粮食产业的高阶化演进和

高质量发展。 

第三，应推进跨区域粮食全产业链建设，发挥

产粮大县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逐步打破区域间

显性或隐性壁垒，推进跨区域粮食全产业链体系建

设，发挥跨区域粮食龙头企业衍生、吸收与带动作

用，增强粮食产业链活力；协调区域粮食产业专业

化分工和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间的供求矛盾，扩展

供给端的互助合作空间，特别是重点加强跨区域产

粮大县间的区域合作，加强区域间粮食经济命运共

同体建设，持续拓展粮食经济合作空间和市场空

间，推动粮食生态经济系统自组织可持续进阶。 

第四，应增强跨区域三维结构行为协同，推动

粮食生态经济系统的高阶化演进。我国粮食经济的

空间分布表现为功能不同的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

产销平衡区等三类区间，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奇迹

说明相关系列政策设计是行之有效的，符合我国国

情，需要继续坚持和进一步创造性探索。但是，从

现代化强国战略推动的全国性统一大市场体系建

设的目标导向分析，我国粮食经济不仅需要产销功

能上的互补合作和利益补偿，更需要全方位、全链

条、全过程、全主体、全领域、全时空、全产品的

充分合作与优势互补，因此，必须增强粮食生态经

济系统的跨区域三维结构行为协调与协同，从粮食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全面深

化合作，创新跨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

制、方式模式和政策体系，构建“和而不同、错位

联动、全面统筹”的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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