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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涉农产业是涵盖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

的产业体系，与农业全产业链、农业及相关产业概念

相当。近年来，中国涉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村产业融

合主体不断壮大，2020年底，全国3亿多农业从业者

中，有 2亿多经营农户，超过 300万个家庭农场，226
万家农民合作社，超过 1.4万家联合社，1000多万返

乡创业人群，新型职业农民总量超过2000万人，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过90万个。全国有数千个批

发市场，4万多家规模化的食品加工企业，数百万个

零售商店，以及近3万家规模餐饮企业和众多小食店

(周应恒等，2022)。与此同时，不断创新的农村产业

融合方式，“农业+”多业态融合更加丰富多元，全国

各地涌现出以加工流通带动业态融合、以功能拓展

带动业态融合、以信息技术带动业态融合，实现农业

与工业、文旅、商贸、信息、物流等现代产业生产要素

的融合配置。与当前涉农产业发展趋势及其重要性

相比，相关统计测度层面仍以核算农业生产环节为

主，对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的核算也相对分散，缺

乏反映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难以

全面准确地反映农林牧渔业产业链及产业链各环节

的价值，为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可喜的是，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制定

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并加强数据统计核算，全

面准确地反映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营销、服务等全

产业链价值。在国家统计局和农业农村部及相关专

家团队的合作下，2022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统计

核算结果，2020年中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16.69万亿元，是当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 2.05倍，

占GDP比重达到 16.5％。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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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46.8％、29.1％和24.1％。这是

官方首次从农业全产业链层面公布统计数据，有助

于理解我国农业全产业链全貌。但目前仅一个年度

的官方数据难以反映我国农业全产业链的历史演变

过程，不便于比较不同时点涉农产业的发展状况。

同时，由于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依据为中国自己的

统计分类和核算方法，无法与其他国家的相关统计

分类和数据对应，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状况也难以互相比较。现实迫切需要能在不同

时间和空间可比的涉农产业发展数据，以研究我国

涉农产业状况进而推动涉农产业发展。本文在产业

关联理念指导下，通过构建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

涉农产业增加值核算方法，使用中国历年投入产出

表，以及OECD按统一口径核算的世界主要国家投

入产出表，分析农业全产业链增加值在时间上、在国

别间的变化。

二、文献综述

(一)涉农产业概念的相关研究

涉农产业(Agribusiness)首次被提出并被定义为

进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供应、农产品的生产加

工和运销、涉农金融产业等相关产业 (Davis 等，

1957)。这类产业包括生产和供应农用工业品，如机

器、化肥、农药以及种子、饲料等企业，农产品加工、

销售企业，与农业产、供、销有关的信贷、保险、运输、

包装、保鲜、贮藏等企业，以及农业企业或农场。周

应恒等(2007)将涉农产业理念引入我国农业产业，

以指导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依据现代农业发展的

形式对我国当时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

归纳，提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将农业三

次产业融合连接起来。因此，可以看到涉农产业反

映农产品增值的过程。相关学者从农产品价值链

开展分析。洪银兴等(2009)指出农产品价值链驱动

者从生产者向加工企业、流通企业和购买者转变之

后，农业会升级，农民部分变成农业工人，农村呈现

工业化组织和发展趋势。周应恒等(2012)进一步指

出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要根据涉农产业发展

规律。张喜才等(2020)从农产品价值链视角分析了

农业由生产不断向流通、加工、旅游等环节延伸的

变化过程。

(二)涉农产业增加值核算的相关研究

国外主要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对涉农产业开展

相关研究，计算出涉农产业增加值及其占GDP的比

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推动本国农业发

展。Sporleder(1997)利用OHFOOD模型对美国俄亥

俄州的农业产业发展进行剖析，发现其中主要的农

业产业体系由种养殖业、机械化农业体系、农产品

加工和农业有关服务组成。同时对上述有关产业

在农业产业体系中的占比进行统计，分析各部分之

间的相关关系，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Furtuoso等(2003)以本国的

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测算出巴西涉农产业的结构

以及各部门占GDP的比重，在分别测度、加总植物

蔬菜类和动物类两类产品的投入、生产、加工和运销

等环节数据后，得出巴西涉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Munn(2001)从亚洲东南岸以及美国南部森林

产业对其所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角度进行分析，

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出森林工业对经济发展

的总影响及其产值的单位美元对该地区总产值、就

业状况、个人收入及增加值产生的部分边际影响；

同时研究调查地区森林产业与木材需求的相关关

系，以及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欧洲主要国家涉

农产业占各国GDP的比重被 Leeuwen(2000)测算出

来，其中法国涉农产业占GDP比重为 8.50％，德国

涉农产业占GDP比重为 5.10％，意大利涉农产业占

GDP 比重为 8.50％，英国涉农产业占 GDP 比重为

7.10％。Guilhoto(2004)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国

际账户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巴西各种涉农产业的各

个组成部分份额有所不同，并且其结构与州工业化

水平相关。

目前国内学者已关注涉农产业的定量分析。齐

城(2009)用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评价我国现代

农业发展产生的社会效益。通过计算 1996年、2000
年和 2006年三个时点上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结果表

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但仍需加大投

入提升农业活动的社会效益。胡铭(2013)拟合了我

国 2000-2011年的农业年增加值和生产性服务业年

增加值曲线，发现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促进农业发展，

二者存在空间上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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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基于投入产出表开展涉农产业总体增

加值的核算研究。赵霞等(2008)基于投入产出表及

其延长表中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估算了我国1990-
2005年部分年份的涉农综合体增加值份额和涉农产

业结构，进一步与荷兰涉农综合体增加值进行对比

后认为当前我国农业产业业发展程度仍然较低，未

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严斌剑等 (2011)基于

OECD投入产出表，采用更新后的涉农产业核算方

法，比较研究了世界上30多个主要经济体涉农产业

发展特征，并对涉农产业结构变化做出了合理的经

济解释。Zhang等(2020)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农业

食物系统核算发现，2017年农业食物系统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为23.3％。这里的农业食物系统与涉农

产业的内涵是一致的。

部分学者则是采用投入产出表研究涉农产业中

的某一个行业。汪建丰等 (2011)以我国 1997 年、

2002年和2007年的基本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以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基于OECD部分重

要发达经济体的相关指标，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水平、结构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表

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农业服务业总体水平很

低，差距非常明显，且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交通

运输及仓储业在农业中的投入差距更大。房俊峰

(2016)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以全国投入产出表为数

据来源，通过计算直接消耗系数，分类分析了涉农服

务业的具体内容及与农业的产业关联，提出了分类

指导、加快发展涉农服务业的相关建议。

也有学者对特定农产品价值链结构进行研究。

张欣等 (2013)对苹果价值链分析也得到相同的结

论。谢如鹤等(2015)分别对香蕉的价值链开展分析，

认为供应链流通环节多导致大量非增值活动进而造

成价值消费。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投入产出表在涉农产业领

域的研究可以发现，已有研究虽然为涉农产业的内

涵和外延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完

整的核算体系；已有研究虽然在实践中也进行了初

步尝试应用，但是并没有提出能够应用于政府统计

工作的方案。本文在已有不同核算方法的基础上，

构建一个完整的涉农产业核算体系，并提出基于农

业农村部和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

分类的剥离系数的计算方法，为我国涉农产业核算

提供参考。

三、涉农产业的核算范围和数据来源

(一)核算范围

目前对涉农产业的测算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

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即通过宏观统计数据来估算中

观产业数据；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思路，即通过对涉

农经营主体的调查，计算一个地区的涉农产业规

模。前一种方法依赖已有的宏观数据，无须专门进

行微观调查，可在一定的假设下估计得到，边际核算

成本较低。后一种方法则需要通过微观调查获得，

边际核算成本很高，而且一个地区测算的结果并不

一定能代表另一个地区。不过，两种方法都有共同

点，即需要事先确定涉农产业的外延(涉农产业包含

哪些行业)。
本文划分的涉农产业核算范围基于涉农产业理

念，关注农产品从种植到最终消费这一全产业链增

值过程，包括农业投入、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与

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

(2020)》(简称《分类》)相同。《分类》中的十个大类*可
以与涉农产业的各部门相对应，农林牧渔业属于涉

农产业的生产部门，产品和服务为农林牧渔业所用

的产业属于涉农产业的投入部门，使用农林牧渔业

产品和依托农林牧渔业资源所衍生出来的二三产业

属于涉农产业的加工制造和流通部门。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表核算涉农产业增加值，主

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投入产出表中国民经济主要行

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使用和最终产出的相关关系及数

据均有详细列示，各部门划分和国家统计局对农业

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各部门重合度较高；第二，直接利

用投入产出表中的投入数据计算所有部门对农业

的投入，可以免去这10个类别中涉及的各类农业投

入的复杂核算；第三，由于涉农产业含义的特殊性决

定了其核算必须要考虑各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

比于国民经济中的一二三产业，组成涉农产业的各

部分之间关系更为紧密。以农产品运销的过程来

看，从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到农产品加工制造、到

流通服务、最终到消费者手中，只有利用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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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环节之间的关系才能反映出来；第四，投入产出

表相比于各年份的统计年鉴来说，对具体产业的统

计范围更全面。虽然统计年鉴中也有农产品加工制

造部门的增加值数据，但其仅仅统计了规模以上的

企业，而投入产出表的统计范围则包含了所有规模

类型企业，数据是完整的。

(二)中国投入产出表

我国投入产出表通常是每五年编制一次，在“2”
和“7”的年份都会进行编制，在“0”和“5”的年份会根

据前期调查年份得到的系数与当年统计数据推算得

到延长表。由于 2018年为经济普查年份，国家统计

局也采用最新经济普查数据编制了2018年中国投入

产出表。因此，目前有 1997 年、2002 年、2005 年、

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

2020年 10个年份的投入产出数据。1997年的投入

产出表及 2005年、2010年、2015年的延长表全国行

业部门数分别为 40、42、42和 42。2002年、2007年、

2012年、2017年、2018年投入产出表及 2020年延长

表的全国行业部门数分别为 122、135、139、149、153
和 153。较早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划分部门

数较少，随着技术进步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的部门

划分更加详细。总体来看，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表

行业划分差距不大，仅某些部门进行了重组或者细

分，核算时另做说明。目前有三种方法定义并核算

涉农产业：一种是从食品和纤维品的消费开始，往回

追溯对各部门的需求拉动，例如Davis等(1957)的“涉

农产业”和美国农业部ERS的“食物纤维系统”。这

一方法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来追溯各种农产品需求对

其他部门的拉动所创造的GDP。此外，可基于产业

的主要类型与分类方式，把与农业相关的产业一并

归为涉农产业进行详细数据统计，比如农业投入部

门、农业生产部门、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销售服

务部门。这一方法的核算是从现有的产业核算数据

中加总得到涉农产业的相关数据，由于投入产出表

对部门划分比较细，因此，这类方法也依赖投入产出

表。第三种方法是将前两种方法取一个折中。由于

农业投入部门在产业分类标准中种类较少，因此，根

据第一种方法的思路，把对农业生产的所有投入都

作为农业投入部门，这可以从投入产出表中很容易

得到，而对农业生产部门、农产品加工部门和流通部

门的核算，与第二种方法一致。

结合两种方法，以2017年全国投入产出表为例，

可以对投入产出表各部门做出如下划分：对于农业

投入部门，由于农业生产前需要各方面资金与实物

准备，因此农业投入部门包含投入产出表上的所有

部门。农业生产部门即农民主要从事的农林牧渔业

等生产活动，包括农产品、林产品、畜牧产品、渔产品

和农林牧渔服务产品部门。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可

以划分为食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加工与制造和非食用

农林牧渔业产品加工与制造两种，具体包括谷物磨

制品；饲料加工品；植物油加工品；糖及糖制品；屠宰

及肉类加工品；水产加工品；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

农副食品加工品；方便食品；乳制品；调味品、发酵制

品；其他食品；酒精和酒；饮料；精制茶；烟草制品；

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品；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品；麻、丝绢纺织及加工品；针织或钩针编织及其制

品；纺织制成品；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羽毛及

其制品；鞋；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家具；

造纸和纸制品；工艺美术品；文教体育娱乐；专用化

学产品和炸药、火工、焰火产品；日用化学产品；医药

制品；橡胶制品等部门。农产品流通部门则包含帮

助农产品流通到最终消费者的所有部门，具体有批

发；零售；铁路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道路货物

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水上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

动；航空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多式联运和运输

代理；装卸搬运和仓储；邮政和餐饮部门。1997-
2020年涉农产业各部门与投入产出表各部门具体的

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三)OECD投入产出表

经济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
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投入产出表是OECD科

学技术与创新理事会基于各国投入产出表，采用统

一的口径与编制方法，得到的可比的投入产出表数

据库。OECD 投入产出表从 1995 年版开始，经历

2015年版和2018年版，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021年底

公布的 2021年版①。最新版的OECD投入产出表数

据库中，包含 66个国家 1995-2018年的 45个部门投

入产出表。其中，与本文涉农产业生产部门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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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7-2020年涉农产业各部门细分行业表

年份

1997

2002

2005

2007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20

生产部门

农业

农业；林业；木
材及竹材采运
业；畜牧业；渔
业；农、林、牧、
渔服务业

农业

农业；林业；畜
牧 业 ；渔 业 ；
农、林、牧、渔
服务业

农林牧渔业

农产品；林产
品；畜牧产品；
渔产品；农、林、
牧、渔服务业

农林牧渔产品
和服务

农产品；林产
品；畜牧产品；
渔产品；农、林、
牧、渔服务产品

农产品；林产
品；畜牧产品；
渔产品；农、林、
牧、渔服务产品

农产品；林产
品；畜牧产品；
渔产品；农林
牧渔服务产品

加工制造部门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
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工业

谷物磨制业；饲料加工业；植物油加工业；制糖业；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水产
品加工业；其他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业；酒精及饮料酒制造业；其他饮料制
造业；烟草制品业；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业；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业；
麻纺织、丝绢纺织及精加工业；纺织制成品制造业；针织品、编织品及其制品
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
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文化用品制造业；
玩具体育娱乐用品制造；工艺美术品制造业；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日用化
学产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
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工业

谷物磨制业；饲料加工业；植物油加工业；制糖业；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水产
品加工业；其他食品加工业；方便食品制造业；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业；调味
品、发酵制品制造业；其他食品制造业；酒精及酒的制造业；软饮料及精制茶
加工业；烟草制品业；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业；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
业；麻纺织、丝绢纺织及精加工业；纺织制成品制造业；针织品、编织品及其
制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
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工艺品及其
他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
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工业

谷物磨制品；饲料加工品；植物油加工品；糖及糖制品；屠宰及肉类加工品；
水产加工品；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农副食品加工品；方便食品；乳制品；调
味品、发酵制品；其他食品；酒精和酒；饮料和精制茶加工品；烟草制品；棉、
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品；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品；麻、丝绢纺织及加工品；
针织或钩针编织及其制品；纺织制成品；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羽毛及
其制品；鞋；木材加工品和木、竹、藤、棕、草制品；家具；造纸和纸制品；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专用化学产品和炸药、火工、焰火产品；日用化学产
品；医药制品；橡胶制品

食品和烟草；纺织品；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化学产品

谷物磨制品；饲料加工品；植物油加工品；糖及糖制品；屠宰及肉类加工品；水
产加工品；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农副食品加工品；方便食品；乳制品；调味
品、发酵制品；其他食品；酒精和酒；饮料；精制茶；烟草制品；棉、化纤纺织及印
染精加工品；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品；麻、丝绢纺织及加工品；针织或钩针编
织及其制品；纺织制成品；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鞋；木材
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家具；造纸和纸制品；工艺美术品；文教体育娱
乐；专用化学产品和炸药、火工、焰火产品；日用化学产品；医药制品；橡胶制品

谷物磨制品；饲料加工品；植物油加工品；糖及糖制品；屠宰及肉类加工品；水
产加工品；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农副食品加工品；方便食品；乳制品；调味
品、发酵制品；其他食品；酒精和酒；饮料；精制茶；烟草制品；棉、化纤纺织及印
染精加工品；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品；麻、丝绢纺织及加工品；针织或钩针编
织及其制品；纺织制成品；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鞋；木材
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家具；造纸和纸制品；工艺美术品；文教体育娱
乐；专用化学产品和炸药、火工、焰火产品；日用化学产品；医药制品；橡胶制品

谷物磨制品；饲料加工品；植物油加工品；糖及糖制品；屠宰及肉类加工品；
水产加工品；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农副食品加工品；方便食品；乳制品；调
味品、发酵制品；其他食品；酒精和酒；饮料；精制茶；烟草制品；棉、化纤纺织
及印染精加工品；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品；麻、丝绢纺织及加工品；针织或钩
针编织及其制品；纺织制成品；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
鞋；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家具；造纸和纸制品；工艺美术品；文
教体育娱乐；专用化学产品和炸药、火工、焰火产品；日用化学产品；医药制
品；橡胶制品

流通服务部门

货物运输及仓储业、邮电
业、商业、饮食业

铁路货运业；道路运输业；
水上运输业；航空货运业；
仓储业；邮政业；批发和零
售贸易业；餐饮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
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
业；仓储业；邮政业；批发零
售业；餐饮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
业；批发和零售业；餐饮业

批发和零售；铁路运输；道
路运输；水上运输；航空运
输；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
仓储；邮政；餐饮

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餐饮

批发；零售；铁路货物运输和
运输辅助活动；道路货物运
输和运输辅助活动；水上货
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航
空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
动；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装
卸搬运和仓储；邮政；餐饮

批发；零售；铁路货物运输和
运输辅助活动；道路货物运
输和运输辅助活动；水上货
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航
空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
动；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装
卸搬运和仓储；邮政；餐饮

批发；零售；铁路货物运输和
运输辅助活动；道路货物运
输和运输辅助活动；水上货
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航
空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
动；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装
卸搬运和仓储；邮政；餐饮

注：投入部门包括所有部门，因此不在表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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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牧林业和渔业两个部门，与加工制造部门有关

的是食品饮料烟草部门、纺织品皮革制鞋部门、木材

木制品部门、纸制品和印刷部门等4个部门，与流通

服务部门有关的是批发零售部门、陆上运输部门、水

运、空运、储藏与运输配套部门、邮政部门、住宿餐饮

部门等7个部门。

四、核算方法

(一)涉农产业四个主要环节

涉农产业依照农产品生产的前后环节，可以划

分为农业投入、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制造、农产品

流通四个环节。农业投入环节对农产品的优质种

子、农药化肥、饲料以及相关的种植器械等进行前

期准备。由于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核算，所有部门

对农业的投入都有直观的数据表示；农业生产环节

即农民主要从事的农林牧渔业等生产活动，也就是

传统上认为的农业部门；农产品加工制造环节是对

农产品进行相应的初加工与深加工，涉及消费品和

中间商品；后至农产品流通环节包括农产品的运输、

包装、贮藏等。

(二)主要核算方法

主要通过计算涉农产业包含的四个环节增加

值，进而得到涉农产业总增加值。涉农产业的总增

加值是农业投入部门增加值(DVA1)、农业生产部门

增加值(DVA2)、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增加值(DVA3)、
农产品流通部门增加值(DVA4)这四个部分的总和。

下文以 201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例，分别对各部门数

据进行核算。

对农业投入部门增加值(DVA1)的核算。先计算

所有部门的增加值系数CVAi，等于每个部门的增加

值VAi除以其总产值Xi，即：

CVAi=VAi/Xi (1)
然后把计算得到的各部门增加值系数CVAi乘

以农业生产部门消耗的各种投入值 zi，加总就得到农

业投入部门的增加值(DVA1)，即：

DVA1=∑149i = 1 zi×CVAi (2)
其中，i=1，2，…，149表示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

对农业生产部门增加值(DVA2)的核算。农业生

产部门的增加值(DVA2)等于投入产出表中农业生产

部门的增加值VAi减去其作为农业投入的增加值部

分 zi×CVAi，即：

DVA2=∑5i= 1 (VAi-zi×CVAi) (3)
其中，i=1，2，…，5表示投入产出表中的农业生产部门。

对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增加值(DVA3)的核算。

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包括中国 149个部门(2017年)
投入产出表中标注的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的26个子

行业*。此外，一些部门的部分产品属于农产品加工

制造部门，需计算其属于农产品加工制造部分的剥

离系数后加入核算，剥离系数计算公式为农业生产

部门对某部门的投入除以某部门的中间投入合计，

表示为：

IaiIti =
农业生产部门对某部门的投入

某部门的中间投入合计

则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增加值(DVA3)等于投入

产出表中这26个子行业的增加值VAi减去其作为农

业生产部门的中间投入的增加值部分 zi*CVAi的加

总，加上工艺美术品、文教体育娱乐、专用化学产品

和炸药、火工、焰火产品、日用化学产品、医药制品、

橡胶制品属于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的增加值，即：

DVA3=∑j∈A(VAj-zj×CVAj)+∑i∈B[(VAi-zi*CVAi)×
( IaiIti )] (4)

其中，集合A表示全部产品属于农产品加工制造部

门的子行业集合，集合B表示部分产品属于农产品

加工制造部门的子行业集合。

对农产品流通部门增加值(DVA4)的核算。农产

品流通部门包括农产品批发零售部门、农产品运输

仓储邮政部门和餐饮部门3个行业部门。在投入产

出表中，与农产品批发零售业有关的是批发、零售这

两个子行业；与农产品运输仓储邮政业有关的是铁

路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道路货物运输和运输

辅助活动、水上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航空货物

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装卸搬

运和仓储、邮政这7个子行业。根据2017年中国投入

产出表的使用表中的流通费调整数据来调整这9个
子行业增加值。2017年投入产出表的使用表中，涉农

产品(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部门)的流通费是 60206.9
亿元，所有产品的流通费是166604.6亿元，涉农产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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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费占总流通费比值为36.14％。把这个比值乘以批

发零售部门和运输仓储邮政部门的增加值，可以得到

农产品批发零售部门和运输仓储邮政部门调整后的

增加值。对于投入产出表中没有提供流通费调整数据

的年份，用 第一产业产值 +农产品加工制造业产值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代替。这样替代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根据第

三产业的属性，其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不

存在流通环节，不应将其包含在分母内。同时，国家

统计局出版的《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在供给表

内第三产业的“流通费调整”都是0值，也说明第三产

业不应该纳入分母内。因此分母用第一产业和第二

产业的产值之和替代。第二，涉农产业增加值应该

核算农产品与加工制造农产品，因此分子用第一产

业和农产品加工制造业产值之和替代。与餐饮部门

对应的是餐饮业，在农产品流通部门增加值核算时

只需要扣除其作为农业生产中间投入的增加值部

分。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增加值为：

DVA4=∑m∈M(VAm-zm×CVAm)+∑n∈N[(VAn-zn×CVAn)×
( CanCtn

)] (5)
其中，集合M表示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中不需要用

流通费调整增加值的子行业集合；集合N表示农产

品流通服务部门中需要用流通费调整增加值的子行

业集合。Can表示对涉农产品(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

部门)的流通费，在未提供流通费用的年份表示第一

产业产值与农产品加工制造业产值；Ctn表示所有产

品的流通费，在未提供流通费用的年份表示第一、第

二产业产值之和。

中国作为农产品贸易逆差国，在核算涉农产业

增加值时考虑进出口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进出口

问题并不会影响本文的核算结果。本文在核算投

入、生产、加工和流通四个环节增加值时，采用的是

投入产出表中的“总投入”数据，在竞争型投入产出

表中“总投入”这一项对应国内产出，不包含进口，因

此不会受到进口数据的影响。根据竞争型投入产出

表恒等式：总投入=总产出=最终需求-进口。不论出

口多少，只要是国内生产的，都已在本文的核算中体

现。因此，本文对涉农产业四个环节增加值的核算

和剥离系数的测算都不受进出口影响。

(三)涉农产业统计分类剥离系数的测算：基于投

入产出表

对于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一些部门的部分产

品属于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需计算其属于农产品

加工制造部门的部分加入核算。对于这些部门，国

家统计局基于现有的调查数据和行政数据，结合行

业专家的建议得到剥离系数。本文基于投入产出

表，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测算涉农产业规模，先根据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定涉农产业相关行业，然后测

算这个行业中与农业相关的比重，即涉农剥离系数。

按照涉农产业理论，涉农活动可以分为农业投入、

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服务四大部门。

基于投入产出表对涉农活动指标的测算，首先需要判

断该涉农活动属于哪一类部门。如果是农业投入部

门，可以从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对农业部门的投入值

来计算。比如农业薄膜等用于农业生产中的塑料制

品投入，其系数可以通过塑料制品用于农业部门的值

除以塑料制品用于所有部门(包括农业部门与非农部

门)的值得到。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塑料制品对于

农业部门的投入值为814.03亿元，塑料制品对所有部

门的投入值为22871.91亿元，因此，其系数为3.6％。

如果是农产品加工部门，可以区别测算。如果

都是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的，可以都作为农产品加

工部门。如果是部分原料会用到农产品，比如木、

竹、树根等雕塑工艺品制造，其属于149个部门分类

投入产出表中的工艺美术产品大类，其系数可以通

过工艺美术品生产中的农产品投入值除以工艺美术

品生产的总的中间投入值得到。2017年投入产出表

中，工艺美术品生产中农产品投入为274.02亿元，而

工艺美术品生产总的中间投入为 3220.52亿元，因

此，其系数为8.5％。

如果是农产品流通服务部门，根据 2017年中国

投入产出表的使用表中的流通费调整数据来估计。

2017年投入产出表的使用表中，涉农产品(农产品和

农产品加工部门)的流通费是 60206.9亿元，所有产

品的流通费是 166604.6亿元，涉农产品流通费占总

流通费的 36.14％。把这个比值乘以批发零售运输

仓储邮政的增加值，可以得到农产品批发零售运输

仓储邮政部门调整后的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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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农产业增加值核算结果分析

(一)中国涉农产业增加值变化分析

按照以上核算方法对1997年、2002年、2007年、

2012年、2017年、2018年六个年份的中国投入产出

表和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四个年份的中

国投入产出表延长表进行核算。根据上文，对于

投入产出表中没有提供流通费调整数据的年份，用

第一产业产值 +农产品加工制造业产值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代替。现已公

布的投入产出表中，仅2017年和2018年公布了流通费

用，从准确性、可比性的角度出发，本文分别计算了1997-
2020 年用 第一产业产值 +农产品加工制造业产值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调

整涉农产业流通环节增加值的核算结果，2017年和

2018年采用流通费用调整系数核算增加值的结果。

为了尝试让更多年份数据采用官方公布的流通费用

调整数据，本文同时提供了分别用2017年和2018年
流通费用调整系数，代替2015年和2020年采用的调

整系数重新计算涉农产业增加值的结果。这是因为

2015年和2020年距离2017年和2018年较近。考虑

到我国流通服务领域发展快速，用 2017年、2018年

的流通调整系数难以反映更早年份的情况。据此，

本文得到涉农产业增加值数据(见表2和表5)。部分

学者认为在计算涉农产业各部门增加值时不应扣除

其作为农业投入的部分，本文也依照这一观点核算

了涉农产业总增加值，具体结果如表 3和表 4所示。

两种方法呈现的核算结果仅在涉农产业各部门增加

表3 不扣除作为农业投入部门部分的涉农产业核算结果(亿元)

年份

1997
2002
2005
2007
2010
2012
2015
2015*
2017
2017*
2018
2018*
2020
2020*

投入部门
增加值
4398.56
5278.67
6835.46
7706.46
10851.51
8474.31
15882.73
15882.73
17418.50
17418.50
16918.16
16918.16
20745.85
20745.85

生产部门
增加值
14741.58
16630.47
23080.94
28659.17
40533.60
52358.82
62904.05
62904.05
65452.35
65452.35
68238.21
68238.21
82174.72
82174.72

加工制造
部门增加值
8736.70
10738.13
14396.25
24316.06
26941.52
42849.84
46721.70
46721.70
55050.06
55050.06
53131.66
53131.66
57333.46
57333.46

流通服务
部门增加值
3831.51
6642.10
7527.71
11942.80
15077.67
24717.77
27412.08
41880.52
35764.38
51782.69
40492.78
56487.43
41880.04
57374.91

涉农产业
总增加值
31708.35
39289.36
51840.37
72624.49
93404.30
128400.75
152920.55
167389.00
173685.29
189703.59
178780.81
194775.46
202134.08
217628.95

涉农产业占GDP
比重(％)
41.88
32.24
27.83
27.30
23.14
23.92
22.48
24.61
21.10
23.04
19.39
21.12
19.89
21.41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下同。

表2 涉农产业核算结果(亿元)

年份

1997
2002
2005
2007
2010
2012
2015
2015*
2017
2017*
2018
2018*
2020
2020*

投入部门
增加值
4398.56
5278.67
6835.46
7706.46
10851.51
8474.31
15882.73
15882.73
17418.50
17418.50
16918.16
16918.16
20745.86
20745.86

生产部门
增加值
12373.51
13836.59
19461.47
24562.72
35142.21
46806.38
54736.81
54736.81
56744.88
56744.88
59661.30
59661.30
70957.02
70957.02

加工制造
部门增加值
8229.84
10451.26
13586.78
23471.09
25388.51
42249.53
43618.12
43618.12
53468.51
53468.51
51788.90
51788.90
55664.37
55664.37

流通服务
部门增加值
3702.22
6427.96
7329.14
11714.20
14782.41
24602.04
27131.15
41417.79
35159.79
50830.01
39875.56
55555.28
41137.26
56284.07

涉农产业增加值

28137.60
35994.48
47212.87
67454.46
86164.65
122132.26
141368.82
155655.45
162791.68
178461.90
168243.92
183923.63
188504.51
203651.32

涉农产业
发展广度(％)

37.92
29.54
25.35
25.35
21.35
22.75
20.78
22.88
19.78
21.68
18.25
19.95
18.55
20.04

注：2017*和2018*两行是2017年和2018年根据官方流通费用调整后的结果，2015*和2020*两行是2015年和2020年分别采
用2017、2018年官方流通费用调整数据得到的结果。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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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数值上有差异，各部门占比并无明显变化。涉农

产业发展广度是指涉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是指涉农产业增加值除以农业生

产部门增加值。

由表2可知，涉农产业每一环节和总的增加值稳

步增长，但涉农产业各环节加总的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却在逐渐下降，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虽然农业及相关产业的产出绝对值会不断增加，但

涉农产业发展广度会降低。

由表5可知，涉农产业四个部门增加值存在趋势

性变化，投入部门和生产部门份额在以较慢的速度

下降，流通部门份额呈增加趋势，而农产品加工制造

部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特点。涉农产业内部的这种

结构变化主要受到消费者需求的影响。一方面，消

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多加工农产品的需求，

同时也会增加对远距离农产品的需求，这使得农产

品加工制造部门和流通服务部门都存在上升态势；

另一方面，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会增加对生鲜

农产品的需求，同时对便捷的物流快递和外卖服务

也有更大的需求，这会抑制农产品加工制造部门而

进一步促进流通服务部门的发展。从表5可以看出，

第二种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从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来

看，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但是部分年份有所下降，

这可能与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以及消费者对生鲜

农产品的偏好有关。为了进一步判断涉农产业发展

趋势，本文需要对比不同国家的经验数据，来研判我

年份

1997
2002
2005
2007
2010
2012
2015
2015*
2017
2017*
2018
2018*
2020
2020*

投入部门
增加值份额

0.139
0.134
0.132
0.106
0.116
0.066
0.104
0.095
0.100
0.092
0.095
0.087
0.103
0.095

生产部门
增加值份额

0.465
0.423
0.445
0.395
0.434
0.408
0.411
0.376
0.377
0.345
0.382
0.350
0.407
0.378

加工制造
部门增加值份额

0.276
0.273
0.278
0.335
0.288
0.334
0.306
0.279
0.317
0.290
0.297
0.273
0.284
0.263

流通服务
部门增加值份额

0.121
0.169
0.145
0.164
0.161
0.193
0.179
0.250
0.206
0.273
0.226
0.290
0.207
0.264

涉农产业发展程度

2.15
2.36
2.25
2.53
2.30
2.45
2.43
2.66
2.65
2.90
2.62
2.85
2.46
2.65

表4 不扣除作为农业投入部门部分的涉农产业各环节所占份额

表5 涉农产业各环节所占份额

年份

1997
2002
2005
2007
2010
2012
2015
2015*
2017
2017*
2018
2018*
2020
2020*

投入部门
增加值份额

0.156
0.147
0.145
0.114
0.126
0.069
0.112
0.102
0.107
0.098
0.101
0.092
0.110
0.102

生产部门
增加值份额

0.440
0.384
0.412
0.364
0.408
0.383
0.387
0.352
0.349
0.318
0.355
0.324
0.376
0.348

加工制造
部门增加值份额

0.292
0.290
0.288
0.348
0.295
0.346
0.309
0.280
0.328
0.300
0.308
0.282
0.295
0.273

流通服务
部门增加值份额

0.132
0.179
0.155
0.174
0.172
0.201
0.192
0.266
0.216
0.285
0.237
0.302
0.218
0.276

涉农产业发展程度

2.27
2.60
2.43
2.75
2.45
2.61
2.58
2.84
2.87
3.14
2.82
3.08
2.66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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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涉农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和潜力。

(二)世界主要国家涉农产业增加值比较分析

利用具有可比性的OECD投入产出表，本文测

算了世界主要国家涉农产业发展水平及其结构(见
表6)。由于OECD投入产出表中没有公布流通费用，

利用本文的核算方法可能会低估国际涉农产业的增

加值，但核算结果在时间和国别之间仍然具有可比

性。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得到的中国涉农产业数

值与本文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得到的结果不同是由

于两种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划分不完全一致。但由于

OECD投入产出表中各国的口径是一致的，因此其计

算结果可以用于比较国际涉农产业发展情况。

从表 6可以看出，第一，经济发达国家的涉农产

业广度更低，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更高。美、日、英、

法、德的涉农产业发展广度处于10％左右，发展程度

也在 10 左右；中国、印度的涉农产业发展广度在

20％以上。第二，涉农产业发展广度和程度的变动

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从 1995年到 2018
年，发达国家的涉农产业广度仍在下降，但是下降幅

度减小。发展中国家涉农产业发展广度下降较快，

如中国。第三，对于部分农产品出口大国，涉农产业

发展程度相对较小。例如巴西、俄罗斯、阿根廷，涉

农产业发展程度都在4左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涉农产业发展的共同趋

势和经验是经济越发达、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国

家，其涉农产业发展程度越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

涉农产业发展广度仍会继续下降，但是速度会放慢；

中国涉农产业发展程度具有很大提升空间，这意味着

中国的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部门仍有很大发展潜力。

六、非投入产出表编制年份涉农产业增加值核

算估计：以2019年为例

(一)计算缘由与计算结果

由于投入产出表并非每年都编制，因此，需要对

其他年份进行推算。因为官方没有公布2019年中国

投入产出表，无法采用投入产出表来计算 2019年中

国涉农产业数据，所以，需要借助2018年涉农产业数

据结构信息和2019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数据进行

推算。经过推算得出2019年涉农产业投入部门增加

值为 17270亿元，农业生产部门增加值为 60902亿

元，农产品加工部门增加值为 51064亿元，农产品流

通部门增加值为60242亿元。2019年涉农产业总体

增加值为189477亿元，涉农产业发展广度为19.21％，

涉农产业发展程度为3.11。
(二)推算详细过程

1.农业投入部门和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推算。本

文假设2019年涉农产业投入部门和生产部门增加值

之和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与 2018年的比值是

相同的。2019年农业增加值比2018年增长2.1％，由

此得到2019年涉农产业投入部门和生产部门增加值

分别为17270亿元和60902亿元。

表6 世界主要国家涉农产业发展水平及其结构比较

国家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中国

以色列

阿根廷

1995年
广度

0.12
0.10
0.16
0.12
0.14
0.18
0.15
0.39
0.19
0.33
0.09
0.30

各环节比例

投入

0.08
0.06
0.10
0.05
0.06
0.06
0.14
0.08
0.05
0.05
0.09
0.09

生产

0.09
0.11
0.15
0.10
0.10
0.30
0.23
0.64
0.26
0.53
0.20
0.26

加工

0.33
0.42
0.30
0.38
0.37
0.30
0.23
0.14
0.32
0.26
0.28
0.32

流通

0.51
0.41
0.46
0.48
0.47
0.34
0.40
0.14
0.37
0.16
0.43
0.32

程度

11.42
9.32
6.70
10.29
9.45
3.33
4.37
1.57
3.79
1.89
4.87
3.77

2018年
广度

0.09
0.07
0.11
0.09
0.11
0.10
0.12
0.30
0.19
0.20
0.08
0.26

各环节比例

投入

0.07
0.05
0.08
0.05
0.06
0.06
0.12
0.09
0.08
0.17
0.10
0.11

生产

0.09
0.10
0.14
0.07
0.08
0.19
0.27
0.54
0.28
0.29
0.15
0.23

加工

0.23
0.36
0.24
0.30
0.35
0.32
0.24
0.15
0.22
0.29
0.24
0.26

流通

0.62
0.49
0.54
0.60
0.50
0.42
0.37
0.22
0.42
0.26
0.51
0.40

程度

11.31
10.53
7.34
15.80
11.35
5.22
3.69
1.87
3.55
3.50
6.90
4.35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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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产品加工部门增加值的推算。本文假定农

产品加工部门增加值从2018年到2019年的增长率，

与规模以上工业中农产品加工部门*(这与投入产出

表中对应的农产品加工部门涵盖的行业范围是一致

的，只是细分程度有所差异)的资产总计从 2018-
2019年的增长率是一致的。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

据，计算得到规模以上工业中的农产品加工部门的

资产总计从 2018年到 2019年的增长率是-1.4％。

因此，2019年农产品加工部门增加值为51064亿元。

3.农产品流通部门增加值的推算。本文假定农

产品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从 2018年到 2019年的增

长率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商品销售额增长

率是一致的，后者基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从 2018年到 2019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商

品销售额增长率分别为15.2％和4.3％。因此计算得

到 2019 年的农产品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分别为

19494亿元和 13369亿元。假定农产品铁路、公(道)
路、水运、航空运输、仓储、邮政等运输仓储邮政增加

值从2018年到2019年的增长率与铁路、公路、水运、

民航货物的总周转量的增长率一致，后者基于《中国

统计年鉴》计算得到为-2.7％，因此计算得到2019年
农产品运输仓储邮政业增加值为 13736亿元。假定

餐饮业增加值从 2018年到 2019年增长率等于限额

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率，后者基于《中国统计年

鉴》计算得到分别为16.6％，因此计算得到2019年餐

饮业增加值为 13643 亿元。因此，最终推算得到

2019年农产品流通部门增加值为60242亿元。对于

没有公布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年份，可以采取上述方

法来估算涉农产业增加值。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科学界定农业及相关产业的统计范围，全面反

映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制造、流通等全产业链的

价值有利于促进国家的乡村产业振兴建设。本文对

涉农产业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参考借鉴国家

有关文件的编制原则确定了涉农产业各部门的核算

对象和范围，详细介绍了涉农产业增加值核算方

法。同时，本文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核算了我国涉

农产业增加值、发展水平及其结构，同时利用OECD
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世界主要国家涉农产业发展水平

及其结构，进行涉农产业的国际比较。本文发现，第

一，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涉农产业各部门增加值及

总体增加值均在稳步增长，但涉农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对比发达国家经验，可以

看出中国涉农产业发展广度仍会继续下降，但是速

度会放慢。第二，目前我国涉农产业发展程度虽然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是这可能与我国消费

者收入水平与需求特点有关。第三，通过比较不同

国家间涉农产业发展程度，本文认为中国涉农产业

发展程度具有很大提升空间，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部

门仍有很大发展潜力。通过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具

有很大的空间。

本文提出的中国涉农产业增加值核算方法，可

以在不同时间段内和不同国家之间比较，进而反映

涉农产业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其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状

况，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进一步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数据支

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支持涉农

产业关键环节补短板。美、法、英等发达国家流通服

务环节占涉农产业比重达到 50％以上，而中国不到

30％。结合中国居民对生鲜食品需求不断增加的现

实情况，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供应链和冷链物流体

系的投入力度，促进农产品流通环节在农村及偏远

地区更多的增值。第二，扩大涉农产业核算体系的

范围。目前涉农产业相关的统计工作主要关注增加

值的核算，未来的核算范围可以包含资本劳动等要

素回报构成、就业等方面的指标，以更全面反映涉农

产业经济绩效。第三，继续完善涉农产业增加值测

算方法。考虑到中间品投入中存在的进口可能会影

响各剥离系数，未来的涉农产业统计核算工作可采

用能够区别本国产品和进口品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

表，并开展深入分析。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性活动、食用类农林牧

渔产品加工与制造、非食用类农林牧渔产品加工与

制造、农林牧渔业生产资料制造和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农林牧渔及相关产品流通服务、农林牧渔业科研

和技术服务、农林牧渔业教育培训与人力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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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农林牧渔业休闲

观光与农业农村管理服务、农林牧渔业其他支持服

务等10个大类。

*26个子行业包括：谷物磨制品、饲料加工品、植

物油加工品、糖及糖制品、屠宰及肉类加工品、水产

加工品、蔬菜水果坚果和其他农副食品加工品、方便

食品、乳制品、调味品发酵制品、其他食品、酒精和

酒、饮料、精制茶、烟草制品、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

工品、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品、麻丝绢纺织及加工

品、针织或钩针编织及其制品、纺织制成品、纺织服

装服饰、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鞋、木材加工和木

竹藤棕草制品、家具、造纸和纸制品等。

*农产品加工部门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

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

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

纸业和纸制品业。

注释：

①具体内容，详见 https://www.oecd.org/sti/ind/input-out
puttab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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