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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SＲ 模型的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
———以福建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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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的 PSＲ 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3 个层面设计 18 个评价

指标，运用熵权法分析了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的压力、状态、响应及综合指数。结果表明，福建省农

村创新创业环境在 2012—2019 年间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改善过程并不是稳步持续的，其优化效应不稳定。

为此，提出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构建农业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改善农村

双创主体融资环境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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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valuation of Ｒ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Based on PSＲ Model
———Taking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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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10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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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SＲ model of r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evalu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is

constructed，and 18 evaluation indexes are designed from three levels of " pressure-state-response" ．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pressure，state，response and comprehensive index of r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in Fuji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in Fujia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rom 2012 to 2019，but the improvement is not steady and sustainable with

an unstable optimization effect． Based on the results，some policy proposals are put forward，such as stabilizing the

prices of agricultural means of production，building a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fixed assets，and improving the financing environment for rural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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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 简称

“双创”) 行动的深入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双创”农民成为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重要

力量。然而，在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等形势下，我国农村创新创业的发

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2020 年 6 月，农业农村

部等 9 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实施农村创新

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农

村创新创业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

达到 100 万以上［1］。农村创新创业的发展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蔡莉等认为创新创业环境是在 “双创”主

体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对其创新创

业行为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外部因素及其构成的整

体［2］。创新创业活动与创新创业环境密切相关，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环境都会对创新

创业主体的行为模式和选择决策产生影响［3］。
目前对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的研究主要参考五维度

模型［4］、GEM 模型［5］、M－0－S 模型［6］和 PSＲ 模

型［7］。PSＲ 模型包括压力、状态、响应三个要

素，被瑞典环境部、美国环保部等机构广泛运用

于环境绩效评估、生态系统评价等领域。国内很

多学者构建了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8］，

并运用“聚类－因子－权重”分析法［9］、主成分

分析法［10］和模糊综合评价法［11］等对我国具体城

市的创新创业环境进行评价。焦晓波等认为农民

创新创业环境还不容乐观［12］。蔡娟等研究了环

境对农村创业绩效影响的差异性，认为农村创新

创业环境的改善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13］。陈楠

等对以家庭农场为载体的农民创业环境进行了评

价［14］，关注于农户、农产品、土地流转等。现

有文献对城市创新创业环境的评价研究已很成

熟，但关于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的定量分析还较为

薄弱。因此，对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进行定量评价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参考价值。
近年来，福建省把农村创业创新工作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从扶持创业、教育培训、优

质服务及财政、金融、用地、人才等方面提供支

持，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达

3 万人以上［15］。福建省高度重视返乡入乡创业

服务工作，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 《关于

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十二条措施的通知》
等文件［16］，鼓励、支持农民工和大学生到农村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福建省聚集农村创新创业资

源要素，大力完善农村创新创业工作推进协调机

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创新创业的氛围，

已成功举办 4 届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项目创意大

赛［17］，获得 10 个农业农村部推介的全国农村创

业创新典型县［18］，具备了政策落实好、产业引

领强、工作力度大、管理服务实等特征的农村创

新创业环境。本文运用 PSＲ 模型对福建省农村

创新创 业 环 境 进 行 评 价，关 注 “新 农 人”等

“双创”主体的创新创业环境，注重系统性和动

态性，以期在创新创业环境理论的农村实践和实

证评价方面作出贡献。

一、基于 PSＲ 模型的农村创新创业

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农村创新创业得益于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驱

动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拉动，也离不开 “农

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政策推动［19］。农村

创新创业环境涉及政府及 “新农人”等众多主

体，构建农村创新创业环境 PSＲ 模型如图 1 所

示，农村创新创业会受到乡村振兴、“互联网+”
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等经济和社会

发展状况的正向或负向压力影响，呈现出政策、
市场、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创业环境状态，

政府部门和创新创业主体就会对该环境状态做出

相应的响应，响应又会进一步改变经济社会状

况，从而对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状态产生影响，完

成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的循环优化过程。
根据农村创新创业环境 PSＲ 模型，从压力、

状态、响应 3 个维度设计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1． 压力指标的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粮经饲统筹、
种养加一体、农牧渔结合的农业转型发展态势，

催生了一大批农村创新创业主体。新农村建设极

大地改变了乡村面貌，精准扶贫政策极大地改善

了农民生活，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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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也深刻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很多离

开乡村打工求学经商的 “乡贤”产生了返乡意

愿，很多对农村发展充满期待的城市精英也被吸

引下乡创新创业，这些 “新农人”具有先进的

发展理念、全面的知识结构、科学的创新经验以

及丰富的创业经历。

图 1 农村创新创业环境 PSＲ 模型

表 1 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类别

具体指标
指标

趋向性
指标
编号

压力
指标

农村常住人口 /万人 ﹢ C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 C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C3

农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
的比重

﹢ C4

农业 生 产 资 料 价 格 指 数 ( 上 年 =
100)

﹣ C5

农村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 上 年 =
100)

﹣ C6

状态
指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 C7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营业
务收入 /万元

﹢ C8

农林牧渔业发展技术市场合同金
额 /万元

﹢ C9

农林牧渔业国有企事业单位技术
人员数 /人

﹢ C10

农业机械动力 /万 kW ﹢ C11

农村用电量 / ( 万 kW·h) ﹢ C12

响应
指标

财政农业支出 /万元 ﹢ C13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 C14

农业保险费收入 /亿元 ﹢ C15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亿元 ﹢ C16

乡镇公路运输线路长度 /km ﹢ C17
农村邮政投递路线 /km ﹢ C18

由此，压力指标选取 6 个与农村创新创业活

动相关的经济社会状况指标。 “农村常住人口”
越多，农村的劳动力资源越丰富，可能的创新创

业者也越多，是正向指标;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关系地方能够扶持农村创新创业活动开

展的资金量，是正向指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越高，农民才越有富余资金实施创新

创业计划，是正向指标; “农业从业人员占全社

会从业人员的比重”越大，农村创新创业的储

备人力资源越丰富，潜在需求也越大，是正向指

标;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升导致农村创

新创业的市场交易费用增加、收益减少，是负向

指标;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越高，农民日

常生活消费的成本增加，能够用于创新创业的资

金就越少，是负向指标。
2． 状态指标的设计

当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在 “以工

补农、以城带乡”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互联

网+”和“双创”行动的深入推进更是带动了大

批农村电商平台的发展，直播带货等新模式不断

涌现，也为农村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使得农村创新创业主体能够提升创业绩效。
农村成为三产融合的重要载体，实现了农产品的产

销对接、市场溢价及农村乡土文化的价值增值。
由此，状态指标选取 6 个反映农村创新创业

活动现状和资源的正向指标。“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反映出农村创新创业的产业资源基础; “规

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反映农

村农产品加工效益，优势农产品起到龙头带动作

用; “农林牧渔业发展技术市场合同金额” “农

63



第 4 期 杨 敏，等: 基于 PSＲ 模型的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

林牧渔业国有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数”较为灵

敏地反映出农村技术创新的活跃程度及技术转化

应用情况; “农业机械动力” “农村用电量”是

农村生产条件的重要指标，反映农村创新创业的

科技支撑能力。
3． 响应指标的设计

农村是广大农民和全国人民的美丽家园，党

和政府对农村创新创业的重视就是出于对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承诺。从农业农村

部等国家行政部门到县农业局等地方政府都出台

了支持农村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包

括加大财政投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加强金融

保险支持、加大教育支出等。
由此，响应指标选取 6 个政府和社会组织改

善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举措的正向指标。“财政农

业支出”反映政府财政对农村地区发展的资金

支持响应力度;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增加有利于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包括农田水

利、科技推广、信息服务、村庄规划等; “农业

保险费收入”反映农村农业保险发展情况，可

以降低农村创新创业风险;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反映农村双创主体能够从金融机构

贷款到资金的机会; “乡镇公路运输线路长度”
“农村邮政投递路线”反映农村的开放程度和交

通改善情况。

二、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

环境评价的实证研究

1． 数据来源

基于 PSＲ 理论模型框架，选取福建省统计

年鉴［20］、福 建 省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21］中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具有较高的准确

度和可信度，保障了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 评价方法

采取熵权法对 PSＲ 模型中的指标数据进行

分析。熵权法能够减少主观设置权重不科学造成

的评价误差，是一种比较客观的确权方式。
第一，根据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

系，建立福建省 2012—2019 年农村创新创业环

境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矩阵 X 如下:

X = ( xij ) mn =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xm1， xm2， …， xmn















( 1)

其中，m 是评价年数 ( m = 1，2，…，8) ，n
是指标数量 ( n = 1，2，…，18) ，xij 表示第 i( i =
1，2，…，m) 个年份福建省创新创业环境第 j( j
= 1，2，…，n) 个指标的数值。

第二，对收集的原始数据采用最大最小值法

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归一化到 ［0，1］

范围内，计算公式如下。
指标趋向性为+:

yij =
xij － min( xj )

max( xj ) － min( xj )
( 2)

指标趋向性为－:

yij =
max( xj ) － xij

max( xj ) － min( xj )
( 3)

其中，yij 是 xij 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化值，

min( xj ) 表示第 j 个指标在 m 个年份中的最小值，

max( xj ) 表示第 j 个指标在 m 个年份中的最大值。
处理结果如表 2 所示。

第三，通过计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得出熵

权。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 Ej 为:

Ej = － ln ( n) －1∑
n

j = 1
pij ln pij ( 4)

其中，pij = yij /∑
n

j = 1
yij ，yij 为式( 2) 、式( 3) 中

计算出来的标准化数值，若 pij = 0，则 pij ln pij =
0。根据式( 4) 计算出各个指标的信息熵。然后，

在此基础上计算各指标的熵权 Wj ，公式如下:

Wj = ( 1 － Ej ) /∑
m

j = 1
( 1 － Ej ) ( 5)

其中，Ej 为第 j 个指标的信息熵，0≤ Wj≤ 1

且∑
m

j = 1
Wj = 1。各指标的熵权计算结果如表 3 所

示。这样对每个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从而得到

各个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最后，计算出各指标指数以及综合指数 Aj ，

公式如下:

Aj =∑
n

j = 1
Wj yij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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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j 为第 j 个指标的熵权，yij 为第 j 个指标 在第 i 年的标准化数值。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2 福建省 2012—2019 年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数据标准化值

指标编号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C1 1. 000 0 0. 819 7 0. 672 1 0. 573 8 0. 431 7 0. 251 4 0. 092 9 0. 000 0

C2 0. 000 0 0. 268 9 0. 459 0 0. 601 6 0. 688 2 0. 809 0 0. 964 3 1. 000 0

C3 0. 000 0 0. 149 8 0. 279 5 0. 398 5 0. 524 1 0. 663 3 0. 818 0 1. 000 0

C4 1. 000 0 0. 830 2 0. 660 4 0. 490 6 0. 434 0 0. 377 4 0. 245 3 0. 000 0

C5 0. 000 0 1. 000 0 1. 000 0 0. 500 0 0. 815 8 0. 868 4 0. 052 6 0. 289 5

C6 0. 157 9 0. 210 5 0. 421 1 0. 526 3 0. 631 6 1. 000 0 0. 631 6 0. 000 0

C7 0. 000 0 0. 119 3 0. 225 1 0. 310 0 0. 524 7 0. 615 5 0. 773 0 1. 000 0

C8 0. 000 0 0. 181 8 0. 345 3 0. 522 4 0. 691 6 0. 640 3 0. 766 3 1. 000 0

C9 0. 424 7 0. 584 3 0. 000 0 0. 457 9 0. 135 2 0. 443 2 1. 000 0 0. 810 3

C10 0. 000 0 0. 568 3 0. 489 3 1. 000 0 0. 674 7 0. 922 9 0. 427 0 0. 606 9

C11 0. 375 5 0. 696 1 0. 899 1 1. 000 0 0. 261 9 0. 026 6 0. 000 0 0. 060 7

C12 0. 000 0 0. 321 9 0. 521 7 0. 649 2 0. 681 4 0. 718 8 0. 866 2 1. 000 0

C13 0. 000 0 0. 334 4 0. 374 2 0. 971 3 0. 817 6 1. 000 0 0. 920 5 0. 972 3

C14 0. 000 0 0. 104 7 0. 227 2 0. 391 3 0. 663 2 1. 000 0 0. 493 1 0. 456 5

C15 0. 000 0 0. 170 0 0. 360 0 0. 453 3 0. 446 7 0. 620 0 0. 840 0 1. 000 0

C16 0. 000 0 0. 132 6 0. 285 4 0. 412 4 0. 519 4 0. 650 8 0. 804 9 1. 000 0

C17 0. 000 0 0. 752 5 0. 823 3 0. 851 9 0. 846 7 0. 953 5 0. 968 6 1. 000 0

C18 0. 053 9 0. 000 0 0. 054 6 0. 022 9 0. 058 9 0. 280 5 0. 424 0 1. 000 0

表 3 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

评价指标数据信息熵与熵权

指标编号 信息熵 熵权

C1 0. 824 5 0. 061 6
C2 0. 877 8 0. 044 3

C3 0. 774 5 0. 075 2

C4 0. 821 2 0. 061 3

C5 0. 860 1 0. 051 2

C6 0. 764 8 0. 081 6

C7 0. 910 9 0. 032 2

C8 0. 881 1 0. 042 1

C9 0. 872 2 0. 045 6

C10 0. 868 1 0. 045 9

C11 0. 803 8 0. 064 8

C12 0. 863 7 0. 046 6

C13 0. 853 1 0. 050 5

C14 0. 819 1 0. 062 8

C15 0. 884 8 0. 040 8

C16 0. 749 6 0. 087 1

C17 0. 835 2 0. 056 2

C18 0. 848 9 0. 050 2

表 4 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指数

年份 压力指数 状态指数 响应指数 综合指数

2012 0. 135 8 0. 043 7 0. 002 7 0. 182 2
2013 0. 192 9 0. 124 3 0. 084 2 0. 401 5
2014 0. 208 8 0. 126 8 0. 121 7 0. 457 3
2015 0. 190 6 0. 193 8 0. 177 1 0. 561 5
2016 0. 216 4 0. 131 9 0. 196 9 0. 545 2
2017 0. 250 4 0. 144 6 0. 262 9 0. 657 9
2018 0. 179 2 0. 162 7 0. 257 6 0. 599 5
2019 0. 134 3 0. 189 6 0. 312 1 0. 636 0

3． 评价结果分析

( 1) 综合指数分析

图 2 显示了福建省 2012—2019 年农村创新

创业环境的综合指数变化曲线，整体上福建省农

村创新创业环境在 8 年间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改

善 过 程 并 不 是 稳 步 持 续 的。2012—2013 年、
2016—2017 年综 合 指 数 曲 线 上 升 的 斜 率 较 大，

说明这两个时间段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得到

了明显改善。2013—2015 年综合指数曲线上升

的斜 率 较 为 平 缓，2015—2016 年、2017—2018
出现了短暂下降，说明近年来福建省农村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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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境的优化效应不稳定。通过进一步分析压力

指数、状态指数、响应指数的曲线走势，可以反

映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及未来变化情况。

图 2 福建省 2012—2019 年农村

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综合指数

( 2) 压力指数分析

压力指数反映的是 6 个压力指标的综合影

响，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说明经济社会活动对农

村创新创业的压力越大，越有促进作用。如图 3
所示，福建省 2012—2019 年间的农村创新创业

环境压力波动较大，2014—2018 年的指数变化

起伏尤其明显。2012—2014 年呈平稳上升状态，

之后 5 年先小幅下降后有所上升，但 2017 年后

急剧下降。这主要是受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

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 个负向指标的

波动影响，尤其是权重最大的“农村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 ( 权重达 0. 081 6) ，2017 年之前平稳下

降，但 2017 年后急剧上升，对农村创新创业产

生了很大程度抑制作用。虽然“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农村常住人口” “农业从业人员占

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指标权重也较大( 分别

为 0. 075 2、0. 061 6 和 0. 061 3) ，但变化幅度不

大，对压力指数影响有限。

图 3 福建省 2012—2019 年农村

创新创业环境评价 PSＲ 指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压力指数在 2014—2015
年和 2017—2019 年呈现下降走势，但状态指数

和响应指数表现出强劲上升或平稳态势，说明在

经济社会压力不利于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发展的

情况下，由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做出了积极响应，

福建省的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状态还是得到了改

善。鉴于 2018—2019 年压力指数的下降走势，

未来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的环境压力可能依然不

足，还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

以及相关主体对农村创新创业的积极响应来持续

改善农村创新创业的环境状态。
( 3) 状态指数分析

状态指数是 6 个状态指标的综合影响，反映

了农村在技术创新和主体创业方面的现状。如图

3 所示，福建省 2012—2019 年间的农村创新创业

环境 状 态 有 了 明 显 改 善 ( 从 0. 043 7 上 升 到

0. 189 6) ，说明近年来福建省农村环境越来越有

利于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有利于 “双创”主

体的培育。
进一步分析发现，2012—2015 年状态曲线

上升较快，但 2013—2014 年曲线斜率几乎为零，

2015—2016 年 曲 线 还 出 现 了 回 落，2016—2019
年又稳步上升，2019 年基本与 2015 年持平。说

明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状态改善到一定程度后会出

现停滞期，由于“农林牧渔业发展技术市场合同

金额” “农林牧渔业国有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

数”“农业机械动力”等指标的波动，还出现回

落期。此时，政府需要进行政策调整， “双创”
主体也需要进行管理创新，针对环境状态的现状

做出积极响应，坚持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未来福

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需要通过积极的政

策调整和技术创新等响应来拓展新的空间。
( 4) 响应指数分析

响应指数是 6 个响应指标的综合影响，反映

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农村针对创新创业环境状态

做出响应的程度。福建省 2012—2019 年间的农

村创新创业环境响应指数一直保持上升态势，表

明这 8 年间福建省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农村创新创

业活动不断进行政策支持和积极响应，使得福建

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向优化的方向改善。
如图 3 所示，2012—2017 年福建省农村创新

创业响应环境逐年改善，2012 年以来，福建省

93



2021 年 8 月

大力支持创建农民创业园和农民创业示范基地，

使之成为农业产业集聚、成果展示、农村创新创

业的重要平台。2015 年出台 《关于支持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十二条措施的通知》［16］，使得

2016—2017 年响应指数的斜率出现了高峰，说

明政府的响应政策对农村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具

有一定的时滞性。2017—2018 年响应环境的改

善出现了短暂的停滞，主要是由于“财政农业支

出”和“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两个指标

指数出现下降，但得益于权重最大的“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 权重达 0. 0871) 、“农业保

险费收入”等指标的持续改善，响应环境指数并

没有回落。2019 年以后，福建省继续加大了对

农村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出台了《福建省农村

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文

件［15］，这对未来 2 ～ 3 年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

境的改善将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本文构建了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的

PSＲ 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3 个层面设计

了 18 个 评 价 指 标， 运 用 熵 权 法 得 出 福 建 省

2012—2019 年农 村 创 新 创 业 环 境 的 压 力 指 数、
状态指数、响应指数以及综合指数。对这些指数

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 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

环境在 2012—2019 年间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改

善过程并不是稳步持续的，近年来福建省农村创

新创业环境的优化效应不稳定; 2) 福建省农村创

新创业环境压力波动较大，起伏明显，受 “农业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 个负向指标的影响，未来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

的环境压力可能依然不足; 3) 福建省农村创新创

业环境状态的改善并不是稳步持续上升的过程，

由于“农林牧渔业发展技术市场合同金额”“农

林牧渔业国有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数” “农业机

械动力”等指标的波动，可能会出现停滞和回

落，需要通过政策创新和积极响应来拓展新的创

新创业空间; 4) 福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响应指

数一直保持上升态势，表明福建省政府和社会组

织对农村创新创业活动不断进行政策支持和积极

响应，尤其是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农业保险费收入”等指标的持续改善，使得福

建省农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2． 政策建议

国家提出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

行动是必要和合理的，应进一步制定专门政策，

强化政府对农村创新创业的引导和扶持，不断改

善和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同时也应注意到，

农村创新创业过程中的政策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而影响更大的是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因素。其中

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构建农业社会化技术服

务体系、增加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改善农村

“双创”主体融资环境是发展农村创新创业的主

要路径和着力点。具体来说: 1) 在农资采购、农

产品销售和农业生产性服务等环节，应发挥各类

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在农产品加工、物流等环

节应加强与农业企业合作; 2) 强化农村 “双创”
主体与技术服务组织、高科技农企等市场主体的

联系和配合，组建农业技术服务新模式，发挥产

业技术协同效应; 3) 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

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田水利、农村

沟渠、路网建设投入; 4) 加强农村信贷支持力

度，拓宽农村 “双创”主体融资渠道。财政部

门支持银行部门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作支持农

村创新创业的专项贷款，政府对农村创新创业贷

款给予担保或贴息补助; 发展多元化的农村合作

金融组织，组建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 创新农村

金融产品，吸纳民间资本进入合作金融领域; 鼓

励工商企业与农村农民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

制，并鼓励和支持农村 “双创”主体参加农业

保险，政府和农村 “双创”主体共同出资建立

风险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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