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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全国 31 个省、市、区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现状的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在构建完整的两型农业科技

创新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划分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华东、东北六大区域，对其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资源系统、

制度环境系统、运行系统、产出能力系统、资源节约系统与环境友好系统等六个子系统的 71 个指标来计量分析，得出区

域性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系统状态与协同演化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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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resource － saving and environment
－ friendly”agriculture among China's 31 provinces，cities，and municipalities，this paper，by using the meth-
od of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builds a complet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of“resource － reserving and environment － friendly”agriculture，divides the whole country into 6
parts，i． e． northern，central，southwest，northwest，eastern and northeast parts，in which it analyzes the 71
indicators of the six sub － systems，i． e． resources system，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ystem，operating system，

output capacity system，resource － saving system，and environment － friendly system． It concludes the system
state of“resource － saving and environment － friendly”agri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al path of its co － evo-
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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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 要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政策扶持力度、科技驱动力度。标志着围绕

现代农业建设的总体目标，将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两

型农业科技创新生产系统在推动国家农业经济改革、农业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型与永续性发展中具有

战略地位。国内外学术界对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定量测度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重要经

验。1927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家柯布( C． W． Cobb) 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P． H． Douglas) 提出生产

函数理论用来描述产出量与投入量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被学术界广泛运用。1957 年，美国经济学家

索罗( Ｒ． M． Solow) 将 CD 生产函数中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作用进行了定量分离，从而对 CD 生产函数

作出了重要改进。因此，1987 年，索罗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1961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在出

版的《美国生产要素发展趋势》中提出了全要素概念，即“增长余值”为“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

长解释的部分”。胡鞍钢( 2008) 认为我国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经济增长才能持续［2］。张雄

辉( 2009) 估算了我国广义技术进步率( 全要素生产率) ，认为技术进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甚至表现出了反向作用，原因是科技创新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可能对资源、生态等持续发展其所有

要素造成耗损［3］。本文通过对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 以下简称“两型”) 农业科技创新进步整体性、系统

性、区域性协同研究，对全要素生产函数的表现形式、参数设计、指标遴选等方面在应用生产函数作定量

测度农业科技创新时，经济前提假设、生态环境要素持续假设、资源要素持续假设、以及数学模型上实现

的约束条件在生态环境、资源节约、经济增长中的协同作用。

一 建立评价对象的相关指标体系
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系统测度是指在科学、定性、定量研究工作中构建客观、可信的评价指标体系，把

复杂的农业科技创新系统的创新、生产、经济、社会、生态相耦合的有机过程统一起来，其实质是构建科

技创新 － 生产 － 经济 － 社会 － 生态复合系统［4］。因此，本研究在全面理解“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科学内

涵的基础上，提出衡量“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综合评价指标系统的四个层级分析框架( 第一层级为目标

层，第二层级为系统层，分为五个指标系统，第三层为层次级，共设置 14 个指标，第四层指标级设 71 个

指标) 及相应的指标与参数假设。

二 利用层次分析法研究权重
研究中对指标遴选、指标赋值、权重假设主要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结合统计趋势判断，注

重田野作业实际调查。首先挑选出所有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相关指标，请业内专家主观打分; 然后对指

标进行质疑、重新组合; 征询第三方专家意见; 接着统计处理; 再反馈咨询结果。反复设计上述分析过

程，最终确定出具体系统的评价指标、权重及参数范畴，并对确定的指标进行一致性可信度检验。
系统的层级分析与指标赋值主要是采用模糊与灰色关联度研究，综合评价总指数越高，说明综合发

展情况越好; 反之，亦然［5］。
通过对系统研究中所有原始数据的分析及经验性主观判断，根据相对重要性构造判断矩阵，分别对

各层级( 系统级、层次级、指标级) 的指标进行权数测算，得出 AHP 运算结果如下:

评价指标 Xn ( n = 1，2，…，6) 的权重向量为 V = ( 0． 152，0． 214，0． 351，0． 142，0． 098，0． 087) ; 评价指

标 X1m ( m =1，2，3) 的权重向量为 V1 = ( 0． 230，0． 472，0． 326) ; 评价指标 X2m ( m = 1，2，3) 的权重向量为

V2 = ( 0． 313，0． 542，0． 246) ; 评价指标 X3m ( m =1，2) 的权重向量为 V3 = ( 0． 516，0． 276) ; 评价指标 X4m

( m =1，2) 的权重向量为 V4 = ( 0． 283，0． 620) ; 评价指标 X5m ( m = 1，2) 的权重向量为 V5 = ( 0． 613，0．
249) ; 评价指标 X6m ( m =1，2) 的权重向量为 V6 = ( 0． 602，0． 349) ; 评价指标 X11y ( y = 1，2，3，4) 的权重向

量为 V11y = ( 0． 320，0． 501，0． 421，0． 530 ) ; 评价指标 X12y ( y = 1，2，3，4，5，6，7，8 ) 的权重向量为 V12y =
( 0． 190，0． 305，0． 524，0． 280，0． 197，0． 538，0． 764，0． 389，) ; 评价指标 X13y ( y = 1，2，3，4，5，6) 的权重向

量为 V13y = ( 0． 502，0． 347，0． 603，0． 389，0． 724，0． 192) ; 评价指标 X21y ( y =1，2，3，4) 的权重向量为 V21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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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两型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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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24，0． 371，0． 289，0． 763) ; 评价指标 X21y ( y = 1，2) 的权重向量为 V21y = ( 0． 635，0． 701) ; 评价指标

X21y ( y = 1，2) 的权重向量为 V21y = ( 0． 276，0． 629 ) ; 评价指标 X31y ( y = 1，2，3，4，5，6 ) 的权重向量为

V31y = ( 0． 302，0． 278，0． 531，0． 801，0． 327，0． 638) ; 评价指标 X32y ( y = 1，2，3，4，5，6，7，8，9) 的权重向量

为 V32y = ( 0． 401，0． 526，0． 468，0． 382，0． 647，0． 529，0． 900，0． 826，0． 571) ; 评价指标 X41y ( y = 1，2，3，4)

的权重向量为 V41y = ( 0． 342，0． 701，0． 531，0． 425) ; 评价指标 X42y ( y = 1，2，3，4，5，6，7，8，9) 的权重向量

为 V42y = ( 0． 198，0． 513，0． 279，0． 389，0． 712，0． 803，0． 256，0． 219，0． 610) ; 评价指标 X51y ( y = 1，2，3，4)

的权重向量为 V51y = ( 0． 279，0． 438，0． 489，0． 437 ) ; 评价指标 X52y ( y = 1，2 ) 的权重向量为 V52y =
( 0. 342，0． 512) ; 评价指标 X61y ( y = 1，2，3) 的权重向量为 V61y = ( 0． 421，0． 368) ; 评价指标 X62y ( y = 1，2，

3，4，5，6，7，8，9) 的权重向量为 V62y = ( 0． 198，0． 208，0． 309，0． 701，0． 259，0． 342，0． 560，0． 713，0． 529) 。

三 两型农业科技创新评价———多层次灰色评价法

本研究选择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进行分析。根据系统动态过程发展态势，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
曲线越接近，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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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分析，将两型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系统分为 4 个层次: 目标级( G) 、一级

( 系统级) 指标 Xn ( n = 1，2，…，n) 二级( 层次级) 指标 Xn m ( n = 1，2，…，n; m = 1，2，…m) 以及三级( 指标

级) 指标 Xnmy ( n = 1，2，…，n; m = 1，2，…m，y = 1，2，…，y) 。S 代表受评对象的综合评价值，X 代表一级

指标所 Xn 组成的集合，记为 X = { X1，X2，…Xn } ; Xn 代表二级指标 Xnm所组成的集合，记为 Xn = { Xn1，

Xn2，…Xnm} ; Xnm代表三级指标 Xnmy所组成的集合，记为 Xnm = { Xnm1，Xnm2，…，Xnmy}。
( 二) 确定各层次评价指标权重

设计专家调查表，两两指标进行比较，构建判断矩阵，其中重要性相等的取 5 /5，相对较强的取 6 /4，

相对强的取 7 /3，相对很强的取 8 /2，绝对强的取 9 /1，其余介于两者之间的分别对应取 5． 5 /4． 5，6． 5 /3．
5，7． 5 /2． 5，8． 5 /1． 5 等。列出个层面需要比较的指标的判断矩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两相对比较判断矩阵

G X1 X2 X3 … Xn

X1 1 A12 A13 … A1n

X2 A21 1 A23 … A2n

X3 A31 A32 1 … A3n

… … … … … …
Xn An1 An2 An3 … 1

求出判断矩阵相应于最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归一化处理后得出权数。设一级指标对目标层的权

数为 A = ( wl，w2，…，Wn ) ( 其中 n 为一级指标的个数) ，二级指标对第 i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为 An =
( wn1，wn2，…，wnm ) ( 其中 m 为第 n 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个数) ，An m = ( wnm1，wnm2，…，wnmy ) ( 其中: 表

示第 nm 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个数) 。
( 三) 测度三级评价指标 wnmy等次

评价指标 wnmy中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并存; 有些可比、有些不可比。为了消除指标间差异，通过确

定评价指标评分等级标准来分析。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系统指标评分等级标准

评分 5． 0 － 4． 0 4． 0 － 3． 0 3． 0 － 2． 0 2． 0 以下

评价指标 强 较强 中等 弱

( 四) 专家评分测度

组织业内专家根据各指标实测值、经验值对系统各影响因素 wnmy的强弱打分，得出专家评分表。
( 五) 计算样本评价矩阵

设 p 个评分专家，指标 wnmy个数 x 个，第 q( q = 1，2，…p) 个专家对指标 wnmy的评分为 Anmyp受评对象

m × p 阶的评价样本矩阵 D。
( 六) 确定评价灰类

设评价灰类序号为 b( b = 1，2，…，g) ，选取一定的白化权函数来描述灰类。
( 七) 计算灰类系数

评价指标 wnmy属于第 b 个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系数记为 Xnmyz，各评价灰类的总灰色评价系数记为

Xnmy，则有:

Xnmyd = ∑ fd ( Dnmyq ) ，q∈［1，p］

( 八) 计算灰色评价权向量及权矩阵

所有专家对评价指标 Xnmy主张第 b 个灰类的灰色评价权记为 Ｒnmyd，则有 Ｒnmyd = Xnmyd /Xnmy。考虑

到评价灰类有 g 个，即 d = 1，2，…，g，则评价指标 Xnmy 对于各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向量为 Ｒnmy = ( Ｒnm1，

Ｒnm2，…，Ｒnmyg ) ，从而得到三级指标 Xnmy对于各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权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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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nm =

rnm1
rnm2
…
rnmy

=

rnm11 rnm12 … rnm1g
rnm21 rnm22 … rnm2g
… … … …
rnmy1 rnmy2 … rnmyg

( 九) 对 Xnm作综合评价

其综合评价结果可记作 Anm，则有 Anm = Bnm* Ｒnm = ( Anm1，Anm2，…Anmg ) 。
( 十) 对 Xn 作综合评价

由 Xn 的综合评价结果 Anm，得 Xn 对于各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权矩阵为:

Ｒn =

An1

An2

…
Any

=

an11 an12 … an1g

an21 an22 … an2g

… … … …
any1 any2 … anyg

于是，可对 Xn 作综合评价，其综合评价结果记为 An，则有 An = Bn* Ｒn = ( An1，An2，…Ang ) 。
( 十一) 对 X 作综合评价

由 Xn 的综合评价结果 An，得 X 对于各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权矩阵为:

Ｒ =

A1

A2

…
Ay

=

a11 a12 … a1g

a21 a22 … a2g

… … … …
ay1 ay2 … ayg

于是，可对 X 作综合评价，其综合评价结果记为 A，则有 A = B* Ｒ = ( A1，A2，…Ag ) 。
最后，按取值最大原则确定受评对象所属灰类等级，计算综合评价值 G = A* CT。参考灰类等级，

得出各区域两型农业科技创新整体状况评价结果。

四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实证分析
本研究选取具体的样本对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在样本选区上，确定拟选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自然地理位置形成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西南地

区、西北地区等区域。由于各区域具体年份各区域两型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流程的相似性，这里仅以华东

区域 2009 年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状况做具体评价分析。
( 一) 评价样本数据的确定

根据在前面确定的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三级评价指标的评分等级标准，组织相应专家对华东地区

2009 年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各评价指标赋值，得到评价样本矩阵 D，转置矩阵如下:

D' = ［D1，D2，D3，D4］

其中:

D2 =

5． 0 3． 0 5． 0 3． 0 2． 0 3． 0 4． 0 5． 0 3． 0 4． 0 2． 0 5． 0
5． 0 2． 0 3． 0 4． 0 3． 0 3． 0 4． 0 4． 0 4． 0 3． 0 4． 0 5． 0
5． 0 5． 0 4． 0 3． 0 4． 0 3． 0 3． 0 4． 0 5． 0 3． 0 4． 0 3． 0
5． 0 4． 0 2． 0 3． 0 4． 0 4． 0 3． 0 4． 0 2． 0 3． 0 5． 0 2． 0

D3 =

3． 0 4． 0 5． 0 2． 0 3． 0 3． 0 4． 0 2． 0 2． 0 2． 0 2． 0 2． 0
4． 0 3． 0 2． 0 4． 0 4． 0 4． 0 3． 0 4． 0 5． 0 4． 0 3． 0 5． 0
3． 0 2． 0 3． 0 2． 0 4． 0 3． 0 4． 0 3． 0 3． 0 2． 0 4． 0 4． 0
3． 0 4． 0 4． 0 3． 0 2． 0 3． 0 3． 0 4． 0 3． 0 2． 0 5． 0 3． 0
2． 0 5． 0 2． 0 3． 0 4． 0 4． 0 2． 0 3． 0 4． 0 5． 0 3．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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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

4． 0 2． 0 2． 0 5． 0 3． 0 3． 0 5． 0 4． 0 4． 0 2． 0 3． 0
2． 0 5． 0 4． 0 4． 0 2． 0 3． 0 4． 0 4． 0 3． 0 4． 0 4． 0
3． 0 4． 0 3． 0 2． 0 4． 0 4． 0 4． 0 4． 0 2． 0 4． 0 3． 0
3． 0 3． 0 4． 0 2． 0 4． 0 4． 0 3． 0 3． 0 2． 0 2． 0 5． 0
5． 0 2． 0 4． 0 3． 0 4． 0 3． 0 3． 0 3． 0 2． 0 4． 0 4． 0

( 二) 确定评价灰色类

设评价灰类序号为 d ( d = l，2，3，4 ) ，分别表示“强”、“较强”、“中等”、“弱”，灰类及白化权函数

如下:

第一灰类“强”( d = 1) ，其灰数为1∈［4． 0，∞］白化权函数为 f1，表达式如下:

f1 ( Xnmy ) =

Xnmy

4 ，Xnmy ∈［0，1］

1，Xnmy ∈［4，∞］

0，Xnmy ［0，∞
{

］

第二灰类“较强”( d = 2) ，其灰数为2∈［0，4． 0，8． 0］，白化权函数为 f2，表达式如下:

f2 ( Xnmy ) =

Xnmy

4 ，Xnmy ∈［0，4］

8 － Xnmy

4 ，Xnmy ∈［4，8］

0，Xnmy ［0，8













］

第三灰类“中等”( d = 3) ，其灰数为3∈［0，3． 0，6． 0］，白化权函数为 f3，表达式如下:

f3 ( Xnmy ) =

Xnmy

3 ，Xnmy ∈［0，3］

6 － Xnmy

3 ，Xnmy ∈［3，6］

0，Xnmy ［0，6













］

第四灰类“弱”( d = 4) ，其灰数为4∈［0，2． 0，4． 0］，白化权函数为 f4，表达式如下:

f4 ( Xnmy ) =

Xnmy

2 ，Xnmy ∈［0，2］

4 － Xnmy

2 ，Xnmy ∈［2，4］

0，Xnmy ［0，4













］

( 三) 计算灰色评价系数

对灰色评价指标 X111第 d 个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系数 X111d。如下:

d = 1，X1111 = f1 ( 5． 0) + f1 ( 5． 0) + f1 ( 5． 0) + f1 ( 5． 0) + f1 ( 5． 0) = 5;

d = 2，X1112 = f2 ( 5． 0) + f2 ( 5． 0) + f2 ( 5． 0) + f2 ( 5． 0) + f2 ( 5． 0) = 4． 012;

d = 3，X1113 = f3 ( 5． 0) + f3 ( 5． 0) + f3 ( 5． 0) + f3 ( 5． 0) + f3 ( 5． 0) = 1． 297;

d = 4，X1114 = f4 ( 5． 0) + f4 ( 5． 0) + f4 ( 5． 0) + f4 ( 5． 0) + f4 ( 5． 0) = 0．
因此，总灰类评价数为 X111 = 5 + 4． 012 + 1． 297 + 0 = 10． 309。
同理求得其他受评指标灰色评价系数、总灰色评价系数。
( 四) 计算灰色评价权矩阵及权向量

所有专家对评价指标 Xnmy主张第 d 个灰类的灰色评价权记为 Ｒnmyd，则有 Ｒnmyd = Wnmyd /Wnmy。得出

各灰类的灰色评价权:

d = 1，X1111 = 5 /10． 309 = 0． 48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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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2，X1112 = 4． 012 /10． 309 = 0． 389 1
d = 3，X1113 = 1． 297 /10． 309 = 0． 125 8
d = 4，X1114 = 0． 000 0 /10． 309 = 0． 000 0
所以，受评指标 X111 对于各类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向量为 X111 = ( 0． 481 2，0． 389 1，0． 125 8，0． 000

0) ，可得，X112 = ( 0． 374 2，0． 287 1，0． 301 9，0． 122 8) ，X113 = ( 0． 368 0，0． 301 6，0． 281 4，0． 019 2) ，从而

得到受评指标 Xnmy对于各评价灰类灰色评价矩阵 Ｒ11 :

Ｒ11 =

r111
r112
r113
r114

=

0． 127 1 0． 218 4 0． 000 0 0． 410 7
0． 210 4 0． 178 2 0． 362 4 0． 178 2
0． 320 0 0． 216 9 0． 410 0 0． 241 6
0． 140 0 0． 320 1 0． 240 0 0． 000 0

同理可得其它受评指标对于各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权矩阵。
( 五) 综合评价二级指标

对 Xnm作综合评价。其综合评价结果可记作 Anm，则有 Anm = Bnm* Ｒnm = ( Anm1，Anm2，…Anmg ) 。因

此，对 X11，其综合评价结果:

A11 = B11* Ｒ11 = ( 0． 420 3，0． 312 8，0． 214 7，0． 092 8)

同样依照上述方法，可以得到:

A12 = ( 0． 432 6，0． 321 4，0． 211 4，0． 110 5)

A13 = ( 0． 417 2，0． 245 1，0． 168 7，0． 009 8)

A21 = ( 0． 394 6，0． 254 1，0． 114 3，0． 102 3)

A22 = ( 0． 352 1，0． 128 7，0． 324 6，0． 009 2)

A23 = ( 0． 388 7，0． 327 1，0． 187 0，0． 008 6)

A31 = ( 0． 412 3，0． 280 3，0． 210 4，0． 003 6)

A32 = ( 0． 397 2，0． 364 2，0． 231 6，0． 007 8)

A41 = ( 0． 418 0，0． 285 1，0． 182 9，0． 006 3)

A42 = ( 0． 298 0，0． 193 4，0． 111 4，0． 012 7)

A51 = ( 0． 328 1，0． 280 6，0． 182 6，0． 082 1)

A52 = ( 0． 410 8，0． 293 7，0． 187 6，0． 092 4)

A61 = ( 0． 382 6，0． 251 8，0． 183 4，0． 078 5)

A62 = ( 0． 375 7，0． 287 1，0． 203 1，0． 095 4)

( 六) 综合评价一级指标

对 Xn 作综合评价，其综合评价结果记为 An，则有 An = Bn* Ｒn = ( An1，An2，…Ang ) 。因此，对 X1，

其综合评价结果:

A1 = B1* Ｒ1 = ( 0． 471 4，0． 302 5，0． 198 6，0． 176 2)

同理可求得，

A2 = ( 0． 401 2，0． 302 4，0． 227 4，0． 090 8) ，

A3 = ( 0． 392 0，0． 317 6，0． 210 7，0． 100 7) ，

A4 = ( 0． 420 8，0． 320 7，0． 213 0，0． 127 3) ，

A5 = ( 0． 376 1，0． 301 2，0． 207 3，0． 101 1) ，

A6 = ( 0． 398 0，0． 304 6，0． 274 3，0． 117 6) ．
( 七) 综合评价 X
综合评价 X，结果记为 A，则有 A = B* Ｒ = ( A1，A2，…Ag ) 。因此，对 X，其综合评价结果:

A = ( 0． 457 1，0． 343 64，0． 277 4，0． 07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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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计算综合评价值

因各评价灰类等级值化向量 C = ( 5． 0，4． 0，3． 0，2． 0) ，于是，华东地区 2009 年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

综合评价值为:

S = A* CT = ( 0． 457 1，0． 343 64，0． 277 4，0． 078 2) * ( 5． 0，4． 0，3． 0，2． 0) = 3． 406 3

五 结论及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华东地区的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系统属于“较强”等级的灰类。以此为基础，再研究、

评价其它区域 6 个维度的评价指标。选择适合的灰度评价模型，明确相应的评价灰度强弱及各项评价

指标所属灰度，得到本研究所设计的 2005 年至 2009 年我国各地区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综合评价结果，其

评价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地区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综合评价结果

地区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华北地区 3． 141 2 3． 161 9 3． 188 6 3． 227 3 3． 245 4

东北地区 3． 001 6 3． 124 6 3． 131 9 3． 154 7 3． 170 6

西北地区 3． 000 7 3． 012 2 3． 021 3 3． 107 3 3． 119 8

华中地区 3． 119 0 3． 201 4 3． 238 3 3． 254 6 3． 293 6

西南地区 3． 197 8 3． 205 1 3． 221 4 3． 240 1 3． 247 3

华东地区 3． 357 2 3． 361 3 3． 387 9 3． 397 1 3． 406 3

本研究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第一，建立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第三方机构、农户

等多主体协同的创新机制，实现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共同演化。第二，加强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

两型农业科技的应用性创新的投入与研发、推广力度，通过建设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农地制

度的改革、推进科技化示范性农业适度经营规模、逐步推进农业标准化、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来应用科技

创新与进行两型农业科技再创新，提高创新成果利用能力与再创新能力，阻止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

足与技术利用效率不断下滑的态势; 第三，掀起新一轮的两型农业科技创新革命，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使

我国当前以外延式扩展为主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再次步入以科技创新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为主的内涵

式扩展道路; 第四，细化两型农业科技创新巨系统的各子系统功能及各子系统的指标级特征，根据区域

不同特质，针对性地强化两型农业科技创新的优势领域，弥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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