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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三省原粮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社会化服务将现代

生产要素引入粮农，那么亟需评价这种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中是否存在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主体，

明确其通过社会化服务，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服务小型粮农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对此，

考虑引入现代生产要素的社会化服务、基于政策目标等设定各指标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值

并计入权重，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评价结果表明，处于高质量发

展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阶段的社会化服务企业可作为高质量发展示范主体，其具有引领其他新型

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应用现代生产要素、提供全过程服务和数字赋能服务的能力；由此得出，上述

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服务小型粮农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路径是建立

社会化服务平台，该平台可引入大语言模型和检索增强生成技术，智能生成社会化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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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t path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aw grain industry chain in the three 

provinces of Northeast China is for th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introduce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into grain farmers through socialized service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evaluate whether there are 

demonstration entities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mong thes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and service 

entities, and to make clear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to lead other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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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rvice entities in serving small grain farmers through socialized services. In this regard, an evaluation 

mod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and service entities was constructed, and was 

characterized by consider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zed services of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setting the 

target values of all indicators to fully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policy objectives, and 

counting them into weight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ized service companies in the basic and 

full-scale realization stag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an be used as demonstration entiti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y had the ability to lead other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and service entities to apply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and provide full-process services and digitally empower service conte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key path for the above-mentioned demonstration socialized service companies, which 

could lead other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and service entities and serve small grain farmers, is to establish a 

socialized service platform. This platform can introduce large language model and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technology to intelligently generate socialized service schemes. 

Key words: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and service entiti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raw grain industry 

chain; entropy weight method; grain farmers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 年）〉的

通知》（农政改发〔2020〕2 号）指出“坚持增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对小农户的引领、

带动和服务能力。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

主体高质量发展与小农户能力持续提升相协调”，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在合理保障农民种粮

收益中指出“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可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通过社会化服务将现代生产要素引入粮农（是指

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包括仅规模生产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小型粮农两类）实现高质量发展[1]，

是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农业农

村部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意见》

（农经发〔2021〕2 号）指出“要鼓励各类服务

主体以资金、技术、服务等要素为纽带，加强联

合合作，促进融合发展”，但缺乏示范主体带动联

合合作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因此，聚焦上述通过

社会化服务将现代生产要素引入粮农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命名为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是指

可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

民合作社，以及社会化服务企业。选择具有产量

差异化主产区代表性的东北三省，研究原粮产业

链上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中是否存在高质量

发展的示范型主体，明确其通过社会化服务，引

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服务小型粮农的高

质量发展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中是否存在高质量发

展的示范型主体，需要在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

中进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但是学术界主要

基于农业现代化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生产水平评价的基本框架，结

合粮食产业经济学的视角，针对新型农业经营服

务主体，研究以现代化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评价比较少。相关学术成果主要有两类，一是从

经济、协调、社会、生态、创新、管理等多维度，

评价家庭农场和农业上市公司规模生产属性下的

发展效率、经营绩效和粮食安全贡献程度[2-5]；二

是从土地经营权特征和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等维度，评价家庭农场规模生产属性的高质量发

展水平[6]。这两类研究虽然同样侧重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规模生产属性，但是从粮食产业经济学

视角而言，一是未考虑将现代生产要素引入粮农

的社会化服务属性问题[7]；二是未考虑新型农业

经营服务主体的经济效益和带动粮农保障粮食安

全公益责任的冲突问题[8-9]；三是未考虑示范主体

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逻

辑[10]，因此，考虑上述三类问题，在粮食产业经

济学和农业现代化的交叉领域，研究新型农业经

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模型，提出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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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示范主体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

量发展的提升逻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原粮产业链作为粮食产业链的一部分，是强

调粮食种植、收储、销售三环节及其组织载体构

成的网状结构，而原粮产业链中新型农业经营服

务主体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农业现代化的现代生产

要素理论和粮食产业经济学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交

叉影响特点。农业现代化领域的现代生产要素理

论，指出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的发展要通过社

会化服务将现代生产要素引入粮农[1]，其中的现

代生产要素主要包括改良的品种、农药化肥的新

型开发利用、先进农业装备与农艺、新型储藏技

术、拓展的流通渠道等[1,11]；粮食产业经济学的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的

发展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

一，尤其是在追求服务收益的同时，兼顾农民增

收和粮食安全[8-9]。总之，原粮产业链中新型农业

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是指在中长期时域下，

通过市场契约，针对原粮产业链上游粮农，提供

含有现代生产要素的种植、收储、销售等服务之

一或综合服务的情况下，追求所在原粮产业链的

粮食高供给、资源高利用、生产高绿色、服务高

规模、收益高共享的过程与发展范式。 

综上，本文选择具有产量差异化主产区代表

性的东北三省，以原粮产业链上的新型农业经营

服务主体为研究对象，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新型

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运用

改进的熵权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

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筛选高质量

发展的示范主体，构建其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

服务主体服务小型粮农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  研究设计 

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首先，根据原粮产业链中新型农业经营服务

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将原粮产业链粮食供给、

资源利用、绿色生产、服务规模、收益共享 5 个

维度，作为准则层，其中，原粮产业链粮食供给

和服务规模维度代表了“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社

会责任”，原粮产业链收益共享维度代表了“衔接

粮农的原粮产业链经济效益目标”。其次，依据相

关理论研究成果[2-4,12-13]，综合《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关于印发优质粮食工程“六大提升行动”

方案的通知》（国粮规〔2021〕236 号）等国家相

关政策文件的具体要求，遵守引领性、系统性、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每个维度的评价

指标。最后，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

25 号）等政策文件的政策目标，结合文献[14]和高

质量发展示范主体的可评出需要，确定各评价指

标的计算公式及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值。

综上，提出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 1。 

1.2  数据的收集 

从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的组织名录库①

中选取东北三省的社会化服务典型县：黑龙江省

肇源县、吉林省梨树县和辽宁省开原市（县级）；

确定符合服务粮农数量高于全国平均数（服务粮

农数量大于等于 85 户②）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

为调查对象，针对各县进行抽样。于 2022 年 10

月-11 月，在黑龙江省肇源县、吉林省梨树县、辽

宁省开原市分别抽样 15 个、60 个、43 个，共计

118 个样本，通过电话调查填写问卷，最终得到

有效问卷分别为 13 份、57 份、33 份，共计 103

份，问卷有效率 87.29%；由于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重视粮食生产工作，所以粮食生产受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较小，调查数据可用。 

1.3  评价模型的构建 

（1）指标权重的计算。采用熵权法进行指标 

                      
① 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是农业农村部主导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领域全产业链智能服务平台，实现服务对象与服务组织的

对接和交流，其组织名录库中有省、市、区/县三级区域内可提供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服务组织名称、服务品种、服务类型和联系电

话等信息，目前是国家主导相对最全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名

录库，可作为抽样总体，其网址是 http://www.zgnf.net/index2. 

② 人民日报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EB/OL]. https://www. 

gov.cn/xinwen/2022-12/26/content_5733506.htm, 指出截至 2022 年，

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104.1 万个，服务面积近 18.7 亿亩次，

服务带动小农超过 8 900 万户，折算出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的单位服务小农户数量为 85 户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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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and service entities 

准则层 Bi 
指标层 xj 

（能为粮农提供服务） 
指标计算公式 

指标

属性

全面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 

目标值 

指标理 

想得分 

指标 

权重 wj

准则层

维度权重

原粮产业

链粮食供

给 B1 

粮食单产增长率[12]x1/% 
[（当期每亩粮食产量/上期每亩粮食产

量）–1]*100% 
+ 6.72% 4.04 0.040 4

0.264 8

优质高效品种种植率 x2/% 
（地区推荐粮食优质高效品种种植面积

/粮食种植面积）*100% 
+ 100.00% 5.45 0.054 5

绿色仓储技术应用率 x3/% 
（享受绿色仓储技术服务的服务对象数

量/服务对象总数量）*100% 
+ 5.80% 9.90 0.099 0

质量追溯制度应用率 x4/% 
（享受质量追溯服务的服务对象数量 /

服务对象总数量）*100% 
+ 100.00% 7.09 0.070 9

原粮产业

链资源利

用 B2 

劳动生产率[3]x5/（万元/人） 服务收益/劳动总人数 + 6.5 万元/人 5.22 0.052 2

0.140 8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3]x6/% 机耕率*0.4+机播率*0.3+机收率*0.3 + 100.00% 2.65 0.026 5

线上销售率 x7/% 
（享受线上销售服务的服务对象数量 /

服务对象总数量）*100% 
+ 64.00% 6.21 0.062 1

原粮产业

链绿色生

产 B3 

农药使用降低率[2,13]x8/% 
[1–（当期每亩农药使用量/上期每亩农药

使用量）]*100% 
+ 3.30% 7.29 0.072 9

0.280 6

化肥使用降低率[2,13]x9/% 
[1–（当期每亩化肥使用量/上期每亩化肥

使用量）]*100% 
+ 3.30% 7.93 0.079 3

燃油使用降低率 x10/% 
[1–（当期每亩燃油使用量/上期每亩燃油

使用量）]*100% 
+ 3.30% 8.37 0.083 7

秸秆综合利用率[13]x11/% 

（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

化、原料化的“五料化”利用面积/粮食

种植面积）*100% 

+ 92.60% 3.26 0.032 6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率 x12/%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 /粮食种植面

积）*100% 
+ 50.40% 1.21 0.012 1

原粮产业

链服务规

模 B4 

全托管服务率 x13/% 
（享受种储销全托管服务的服务对象数

量/服务对象总数量）*100% 
+ 60.00% 8.21 0.082 1

0.141 3

服务小型粮农数量 x14/个 
服务粮食种植面积在 200 亩以下的主体数

量 
+ 1 000 户 5.92 0.059 2

原粮产业

链收益共

享 B5 

服务净利润增长率[4]x15/% 
[（当期服务净利润/上期服务净利润）
–1]*100% 

+ 5.70% 6.81 0.068 1

0.172 5

生产成本降低率 x16/% 
[1–（单位服务费用/未提供服务时服务对

象的单位生产成本）]*100% 
+ 5.70% 10.44 0.104 4

 

的客观赋权，其中选择极值处理法[15]对指标原始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上述设定的各评价指标

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值，作为相应指标数

列中的最大值。各指标权重如表 1 所示，其中，

各维度中指标权重之和是维度的权重。 

（2）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的计算。采用综合

加权法计算 103 个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

量发展的综合得分；其中提出了每个指标的理

想得分（指标的实际值大于等于目标值时的得

分），表达该指标最高得分，各指标理想得分如

表 1 所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阶段划分 

（1）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的高质量发展阶

段可分为起步、提升、转型跨越、基本实现和全

面实现 5 个阶段。根据已有研究[16]，综合考虑了

原粮产业链中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

具有农业现代化发展内涵、评价管理习惯和政府

实施可操作性。 

（2）确定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

各阶段的内涵。采用自然断点法[6]对新型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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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进行分级，发

现综合得分的分类间隔为 39、50、61 和 72，一

是印证了上述 5 阶段的划分；二是根据上述设定

的各指标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值，得出全面

实现阶段的内涵，再根据相关文献[7-8,17-18]，确定

起步、提升、转型跨越和基本实现阶段的内涵与

之可匹配。 

（3）将上述各阶段内涵与评价指标在上述各

阶段的得分均值进行吻合，得出各阶段的综合得

分范围。根据各阶段关键指标的得分特征，推断

出起步、提升、转型跨越、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

5 个阶段的综合得分（Zi）范围分别为 Zi＜45、45≤

Zi＜60、60≤Zi＜75、75≤Zi＜90、Zi≥90。 

2.2  东北三省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

展水平的阶段分布 

依据东北三省 103 个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

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得分，结合 2.1 新型农业经营

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阶段划分，得出样本

分布：24 个主体处于起步阶段，占比 23.30%；43

个主体处于提升阶段，占比 41.75%；18 个主体处

于转型跨越阶段，占比 17.48%；17 个主体处于基

本实现阶段，占比 16.50%；1 个主体处于全面实

现阶段，占比 0.97%。得出处于基本实现和全面

实现阶段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近两成，由社

会化服务农民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企业构成，可

作为典型主体，根据数据得出，B5 维度的实际发

展水平已达到理想水平的 86.15%，（B1 维度+B4

维度）/2 的实际发展水平也已达到理想水平的

83.75%，基本达到了“衔接粮农的现代原粮产业

链经济效益目标”与“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社会

责任”的平衡，可以支持农业服务平台企业和政

府 选 择 和 树 立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典 型 （ 农 经 发

〔2021〕2 号）。 

2.3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因素分析 

（1）影响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

的优势和劣势因素。计算样本总体在 5 个维度下

各指标的实际得分均值、实际得分与理想得分的

差距（1-实际得分均值/理想得分），以及标准差，

如表 2 所示，表明 x1、x2、x3、x5、x6、x11、x12

和 x15 是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优

势指标，但在 x2、x3、x5 和 x15 的发展水平方面存

在较大差距；x4、x7、x8、x9、x10、x13、x14 和 x16 是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劣势指标，且

在 x4、x8、x9、x10、x13 和 x16 的发展水平方面存在

较大差距；比较破解农业现代化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19]，得出线上销售渠道的应用也是重要突破口。 

（2）不同阶段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因素。结合 2.2 东北三省新型农业经

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阶段分布和表 2，

发现：x2、x3、x4 和 x9 的提升，对处于起步阶段

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发展具有关键作用；x3、

x5、x7、x8、x9、x10 和 x14 的提升，对处于提升阶

段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x13、x14 和 x16 的提升，对处于转型跨越阶段的新

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发展具有关键作用；x14 和 x16

的稳定提升，对处于基本实现阶段的新型农业经

营服务主体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表 2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平均水平的指标测度 

Table 2  Index measurement of the averag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and service entities 

项目测度 

维度及指标 

理想得分 

原粮产业链粮食供给 

（26.48） 

原粮产业链资源利用

（14.08） 

原粮产业链绿色生产 

（28.06） 

原粮产业链 

服务规模 

（14.13） 

原粮产业链收

益共享（17.25）

x1 

(4.04) 
x2 

(5.45) 
x3 

(9.90) 
x4 

(7.09) 
x5 

(5.22) 
x6 

(2.65)
x7 

(6.21)
x8 

(7.29)
x9 

(7.93)
x10 

(8.37)
x11 

(3.26)
x12 

(1.21) 
x13 

(8.21) 
x14 

(5.92) 
x15 

(6.81)
x16 

(10.44)

实际得分均值 2.71 3.97 6.32 3.65 3.45 2.42 2.82 4.18 4.30 3.95 2.84 1.15 3.84 0.73 4.95 4.93

实际得分与理 

想得分的差距 
0.33 0.27 0.36 0.49 0.34 0.09 0.55 0.43 0.46 0.53 0.13 0.05 0.53 0.88 0.27 0.53

标准差 0.96 1.55 3.55 2.04 1.39 0.56 1.61 2.18 2.45 2.54 0.76 0.18 2.48 1.25 2.15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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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结构性评价 

计算样本总体中处于高质量发展不同阶段的

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各指标评分均

值，及其平均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得出： 

（1）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

发展平均水平降排序为社会化服务企业、社会化

服务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这与按农地规模经营效应的评价排序[20]是

一致的，验证了适度规模经营下的农地规模经营

与本研究的社会化服务并非互斥关系，而是具有

时间上的并存性和空间上的互补性[21]。 

（2）处于高质量发展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阶

段的社会化服务企业可作为高质量发展示范主

体。结合 2.2 东北三省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阶段分布，发现作为典型主体的

社会化服务企业与社会化服务农民合作社相比，

前者更具作为示范主体的优势；这类示范型社会

化服务企业，在原粮产业链的粮食供给水平、资

源利用水平、绿色生产水平、服务规模水平和收

益共享水平均已接近甚至达到理想得分，基本达

到了“衔接粮农的原粮产业链经济效益目标”与

“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社会责任”的平衡。 

（3）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引领其他新型农

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能力。包括引

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应用现代生产要素

的能力、提供全过程服务的能力和数字赋能服务

的能力：一是具有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

体应用现代生产要素的能力，示范型社会化服务

企业围绕粮食种植、收储和销售环节，推广应用

农药化肥减量化新技术新机具、燃油减量化新机

具、质量追溯技术、绿色仓储技术和线上销售渠

道等现代生产要素。二是具有引领其他新型农业

经营服务主体提供全过程服务的能力，示范型社

会化服务企业可拓宽服务范围和服务对象，在提

供种植服务的基础上，增加收储和销售环节的服

务，与更倾向于为规模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服务相比，扩大服务小型粮农的数量。三是拥有

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数字赋能服务的

能力，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运用质量追溯和线上

销售等数字化技术赋能销售环节的社会化服务。 

（4）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引领其他新型农

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提升逻辑。主要是

围绕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在种储销环节现

代生产要素应用、增值收益共享和为小型粮农提

供服务方面的不足制定：一是针对处于起步阶段

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

业要引领其 x3 和 x4 的提升，同时还要分别引领社

会化服务企业的 x9、x13 和 x16 提升、社会化服务

农民合作社的 x2、x5 和 x16 提升、社会化服务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的 x5、x7 和 x10 提升；二是针对

处于提升阶段的社会化服务农民合作社和社会化

服务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要引领其 x3、x4、x7、

x9、x13 和 x14 的提升，同时还要分别引领社会化服

务农民合作社的 x9、x10 和 x15 提升、社会化服务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 x2 和 x5 稳定；三是针对

处于转型跨越阶段的社会化服务农民合作社和社

会化服务家庭农场（专业大户），要引领其 x7、x10、

x14 和 x16 的提升，同时还要分别引领社会化服务

农民合作社的 x8 和 x13 提升、社会化服务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的 x5 提升；四是针对处于基本实

现阶段的社会化服务农民合作社，要引领其 x4、

x10、x13、x14 和 x16 的稳定提升。 

2.5  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引领其他新型农业

经营服务主体服务小型粮农的高质量发展关键

路径 

（1）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构建社会化服务

平台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路径。根据 2.4 中示范型

社会化服务企业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能力和提升逻辑，得出示范型

社会化服务企业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

服务小型粮农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示范型社会化

服务企业基于自身的私域数据库和互联网的公开

数据库，自身或委托第三方企业运用大语言模型

等技术，进行社会化服务供需有效对接的人工智

能模型训练，建立社会化服务方案智能生成的社

会化服务平台。此平台主要弥补其他新型农业经

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短板之——为小型粮农提



产业经济  第 32 卷 2024 年 第 4 期 

 

 224  

供社会化服务不足，这是因为，结合我国大国小

农的国情下，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特色路径是通

过社会化服务带动小农户[1]。 

（2）针对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服务小

型粮农的不足，社会化服务平台开发社会化服务

方案智能生成的功能。社会化服务平台可引入大

语言模型和检索增强生成技术，智能生成考虑价

格、起止日期、区域等不同要素的多项社会化服

务方案，包含种储销的全过程、多环节或单环节

服务方案，并通过可视化与交互界面为小型粮农

等社会化服务需求方和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

体等社会化服务供给方进行详细解释。社会化服

务方案的智能生成，实现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

务主体和小型粮农的有效对接，一方面引领其他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将绿色仓储技术、质量追

溯制度、线上销售渠道等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小型

粮农；另一方面通过降低社会化服务价格的形式，

将增值收益共享给小型粮农。因此，设计社会化

服务方案的智能生成流程，如图 1 所示。 

（3）社会化服务平台的实施策略。一是社会

化服务平台建立原粮产业链的技术标准协同策

略，制定粮食种植、收储和销售环节的技术服务标

准，并通过平台入驻合同要求社会化服务供给方严

格遵守；二是社会化服务平台建立监督和奖惩协调

策略，对社会化服务供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随机抽

检，若未按技术服务标准执行，将依据平台入驻合

同的规定进行惩罚，若按时按质完成服务，给予优

先匹配社会化服务和二次返还平台抽成等奖励。 
 

 
 

图 1  社会化服务方案的智能生成流程 

Fig. 1  Intelligent generation process of socialized service scheme 

 

3  结论 

（1）构建了通过社会化服务将现代生产要素

引入粮农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水

平评价模型。其特点之一是考虑引入现代生产要

素的社会化服务，特点之二是基于政策目标，结

合文献和高质量发展示范主体的可评出需要，设

定各指标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值，形成了

基于改进熵权法的指标赋权。 

（2）东北三省具有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

且处于高质量发展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阶段的新

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将近两成，可为政府依托农

业服务平台选择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主体，其

中，作为典型主体的社会化服务企业具有引领其

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能

力。主要包括引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应

用现代生产要素的能力、提供全过程服务的能力

和数字赋能服务的能力。 

（3）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引领其他新型农

业经营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的提升逻辑。要围绕

其他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在种储销环节现代生

产要素应用、增值收益共享和为小型粮农提供服

务方面的不足制定：针对处于转型跨越阶段的社

会化服务农民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专

业大户），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要引领其线上销

售率、燃油使用降低率、服务小型粮农数量和生

产成本降低率指标的提升，同时还要分别引领社

会化服务农民合作社的农药使用降低率和全托管

服务率指标提升、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提升。 

（4）提出了示范型社会化服务企业引领其他

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服务小型粮农的社会化服

务平台高质量发展路径。其特点是针对其他新型

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服务小型粮农方面的不足，需



第 32 卷 2024 年 第 4 期  产业经济 

 

 225  

要开发智能生成社会化服务方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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