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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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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推进我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战略以及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力量。 基于“过
程⁃格局⁃机理”思维，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京津冀 １３ 个地市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合作社数量与增长速度均为

种植业＞养殖业＞供销＞农机；种植业与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呈现“两核一带”空间格局，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分布的梯度特征明

显，合作社数量为中部＞南部＞北部，四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均存在明显的空间负相关性；空间误差模型对种植业与供销专业

合作社有更好的拟合效果，空间滞后模型对养殖业与农机专业合作社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第一产业发

展水平对四类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需求对种植业、养殖业合作社影响最大，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对供销、
农机合作社影响最大。
关键词：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影响因素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ｂｏ １，∗，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ｍｉｎｇ １，２， ＹＵ Ｙａｎｇ１，３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６３，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５５５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ｍａｌ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ｂｅｉ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 ｔｗｏ ｃ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ｗａ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ｈａ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ｈａｄ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ｉ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ｌｌ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ｆａｒｍ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自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 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了依法发

展的新时期，“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从传统

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从农户间合作向社际协作迈进，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其发展形

式更加组织化、产业化与综合化［１⁃２］。 ２０１３ 年中央 １ 号文件首次提出“农民合作社”的概念，这是根据近年来

我国农民合作组织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由种植养殖业向加工、
劳务、运输、信息、资金、技术和销售等众多领域延伸。 随着多种类型合作社的出现，单纯的“专业合作”已经

不能涵盖农民合作的内容了，“农民合作社”这个概念更科学、更全面，除了单纯从事种养业外，农机服务合作

社、乡村旅游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等从事二三产业的合作社快速发展，资金互助合作社、土地合作社、社区股

份合作社、富民合作社等提供金融、土地、租赁等创新服务的新型合作社也方兴未艾［３］。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１９３．３ 万家，是 ２００７ 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施行初期的 ７４ 倍，年
均增长 ６０％。 实有入社农户超过 １ 亿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４６．８％，平均每个行政村有近 ３ 家合作社［４］。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于 ２０１７ 年联合印发的

《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要着力提升农民合作社服

务能力［５］；“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亦提出要培育壮大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经营主体。 农民合

作社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织载体和经济力量之一，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身份成为大政策和行动

的承载主体、实施主体，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战略以及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

力量［６⁃７］。
基于中国知网检索（设置篇名为“农业合作社”或含“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含“农民合作社”，期刊为 ＣＳＳＣＩ

和 ＣＳＣＤ）发现共有关于此主题的论文 ８７４ 篇，从合作社法实施年份开始论文发表量呈波动增加趋势，至 ２０１４
年达到峰值 １２６ 篇（图 １）。 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ｒｅ Ｃ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用同样的检索策略进行搜索，结果呈现 ２９ 篇文

献。 对以往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对农民合作社的主要集中于其立法探讨［８⁃１０］、组织发展［１１⁃１２］、财务管理［１３］、发
展模式［１４］、建设治理［１５⁃１７］、制度安排［１８⁃１９］、融资困境与解决之道［２０⁃２２］、供应链管理［２３⁃２４］、对合作社发展过程中

呈现问题的反思以及发展方向的思考［２５⁃２９］、合作社发展与精准扶贫［３０⁃３１］、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３２⁃３４］、
合作社效率或绩效分析［３５⁃３９］、对联合合作社的探讨［４０］、国际经验的梳理［４１⁃４３］ 等。 研究方法主要有案例分

析［４４］、实地调研［４５］、计量模型［４６］、问卷调查［４７］等。 研究尺度有省域［４８⁃４９］、村镇或具体合作社［５０⁃５２］、或是某一

类合作社的研究［５３］等。 综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研究成果是理论研究多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多于定量

分析，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基本是小尺度研究，缺乏某一区域合作社分布时空动态特征的研究资料，在进

行合作社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时更是少有资料将时间与空间因素纳入回归模型。 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合作

社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协同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河北的农业资源优势，从而形成冀与京津的供需畅通格局。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增设“农民专业社联合社”一章，
这些都为京津冀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因此将“过程⁃格局⁃机理”的地理研究思维作为本文

的分析框架，不仅可以填补以上研究空白，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地理学科的综合性与交叉性优势，促进地理学科

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同时，也可以为京津冀农民合作社向绿色生态产业合作社转型提供思路、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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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知网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论文发表量（ＣＳＳＣＩ 与 ＣＳＣＤ：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ｂｏｕｔ ｆａｒｍ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ＣＳＳＣＩ ａｎｄ ＣＳＣＤ：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８）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合作社是不同时期对同一经营组织的称呼，本质上无差别，由于本文的研究年限

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故仍采用旧称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迎合时代特征。 本文将京津冀 １３ 个地市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依据合作社名称分为种植业、养殖业、供产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四类，之后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先进行可视化

表达、统计分析与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发现其时空演化规律，再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解析，最后

得出结论并指出不足。

１　 研究区域、数据说明及研究方法

图 ２　 京津冀区域范围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京津冀（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ＴＨＵＡ） 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五大国家级城市群

之一，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石家庄、保定、沧州、承
德、邯郸、衡水、廊坊、秦皇岛、唐山、邢台、张家口等 １３
个地级以上城市，总面积 ２１．７２ ｋｍ２，占全国总面积的 ２．
２６％（图 ２）。 京津地区人多地少，耕地资源严重匮乏，
相当部分的农产品靠外地输入，而区域内河北地区可耕

地面积达 ６００ ｈｍ２，居全国第 ４ 位，农业资源丰富，劳动

力价格低廉，具备优越的发展基础。
１．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每个农民专业

合作社地理坐标的获取，二是京津冀各市各年份各类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及影响因素指标数据的收集。 为

了进行 ＧＩＳ 可视化表达，需要获取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经纬度， 该工作是借助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工具

Ｐｙｔｈｏｎ３．６ 编写经纬度拾取程序代码从百度地图上获取。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操作平

台的“相交”工具统计；影响因素指标包括人均 ＧＤＰ、职工平均工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第一产业产值、农林

水务财政支出，其中前 ４ 个指标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农林水务财政支出来源于各市统计年鉴。 为消除价

格因素影响，以 ２００７ 年为基期采用 ＧＤＰ 平减指数法对人均 ＧＤＰ、职工平均工资、第一产业产值作预处理。 由

于 ２００７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实施，２０１３ 年中央 １ 号文件首次提出“农民合作社”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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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故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转折性的时间点为研究年限（２００７—２０１３），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阶段性

成果资料。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通常有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和 Ｇｅａｒｙ′ｓ Ｃ 指数两种方法，本文采用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测度空间关

联性，可以有效的检验区域内单元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异质性或者相互独立性［５４⁃５５］。 其原理如下：

Ｉ ＝
∑

ｎ

ｋ ＝ １
∑

ｎ

ｊ ＝ １
（Ｘｋ － Ｘ）（Ｘ ｊ － Ｘ）

ｓ２∑
ｎ

ｋ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ｋｊ

（１）

式中， ｋ，ｊ 表示各个市， Ｘｋ 与 Ｘ ｊ 是区域的变量值， Ｘ 是均值， Ｗｋｊ 是空间权重矩阵， Ｓ２ 是样本方差，ｍｏｒａｎ′ｓ ｌ 值
介于－１ 与 １ 之间，当 Ｉ 大于 ０ 时，表示空间正相关，当 Ｉ 小于 ０ 时，表示空间负相关。 然后，进一步采用 Ｚ 值对

指数值进行显著性检验：

Ｚ（ Ｉ） ＝ １ － Ｅ（ Ｉ）
Ｖａｒ（ Ｉ）

（２）

式中， Ｚ 为检 Ｅ（ Ｉ） 验统计量，为期望值， Ｖａｒ（ Ｉ） 为方差。
１．３．２　 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可以有效解决普通回归分析无法处理空间依赖性的问题，常用的回归模型包括空间误差

（ＳＥＭ）、空间滞后（ＳＬＭ）等［５６⁃５８］。 当模型的误差项存在空间相关时，即为 ＳＥＭ 模型，可表达如下：
Ｙ ＝ Ｘβ ＋ λＷμ ＋ ε，ε ∈ Ｎ（０，δ２） （３）

式中， Ｙ 表示被解释变量，为 （ｎ × １） 的向量； Ｘ 表示解释变量，假设解释变量共 Ｋ 个，则为 （ｎ × ｋ） 的矩阵； β
表示回归系数，为 （ｋ × １） 向量； μ为随机误差向量； λ 为回归残差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系数；Ｗ表示 （ｎ × ｎ） 空

间权重矩阵， ε 是独立分布的随机项。
当被解释变量间的空间依赖性显著且会影响模型效果时，即为空间自回归模型，也称作空间滞后模型，可

表达如下：
Ｙ ＝ ρＷＹ ＋ Ｘβ ＋ ε，ε ∈ Ｎ（０，δ２） （４）

式中， ρ 表示内生交互效应 （ＷＹ） 的系数，其大小反应空间扩散与空间依赖的程度，如其显著，表示被解释变

量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

２　 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

依据其详细名称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分为种植业、养殖业、供销、农机专业合作社共 ４ 类，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

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京津冀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空间位置分别进行可视化表达，以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
２．１　 总体特征

四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且合作社数量为种植业＞养殖业＞供销＞农机，增长速

度亦是如此（图 ３）。 那是因为种植业与养殖业受资源约束相对较弱，京津冀乃至中国大部分农户都从事种植

业、养殖业生产，此类产业的从业人员较多，因此较为容易发展。 相对而言，供销与农机类需要一定的初始资

本与专业管理、技术人力资源积累，因此制约了此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加之农机专业合作社属于服务性

合作经济组织，其服务的对象和服务的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如对于土地的要求应该是平整连片等），
进一步限制了农机类合作社的发展。 另外市场需求影响供给，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消费者对于呈现必需品种植

类产品（如粮食、水果、蔬菜等）的需求在总量大于养殖类产品（如生猪、肉牛羊等）及其他类产品。
２．２　 时空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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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京津冀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３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２．２．１　 种植业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

京津冀种植业专业合作社数量整体上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增加速度为北京＞天津＞石家庄＞其他市（图
４）。 北京、天津与石家庄的种植业专业合作社有明显的集聚分布效应，双核特征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上呈现

的“省会城市一家独大”现象在农业领域亦有所体现，随着时间迁移，合作社分布由两核向东南部扩散，秦皇

岛、唐山、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组成东南发展带，联通两核，因此京津冀种植业专业合作社呈现“两核一带”
空间格局，合作社数量东南部多于西北部，廊坊、保定夹在“两核一带”中间形成中部塌陷区（图 ５）。

图 ４　 京津冀各市种植业专业合作社数量（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２．２．２　 养殖业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

京津冀养殖业专业合作社数量整体上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增加速度为北京＞天津＞其他市（图 ６）。 北京、
天津与石家庄的养殖业业专业合作社有明显的集聚分布效应，双核特征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上呈现的“省会

城市一家独大”现象在农业领域亦有所体现，随着时间迁移，合作社分布由两核向东南部扩散，秦皇岛、唐山、
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组成东南发展带，联通两核，因此京津冀种植业专业合作社呈现“两核一带”空间格局，
合作社数量东南部多于西北部，廊坊、保定夹在“两核一带”中间形成中部塌陷区。 养殖业专业合作社空间演

化特征与种植业专业合作社近似（图 ７）。
２．２．３　 供销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

京津冀供销专业合作社数量整体上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但增长速度较缓慢（北京＞天津＞保定＞其他市），
明显小于种植业与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图 ８）。 京津冀供销专业合作社分布梯度特征明显，合作社数量表现为

中部＞南部＞北部，北京、天津呈现明显的极化效应（图 ９）。
２．２．４　 农机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

京津冀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整体上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增长速度北京、天津＞石家庄＞其他市，北京与天

津呈现互相追赶态势（图 １０）。 京津冀农机专业合作社分布梯度特征明显，合作社数量表现为中部＞南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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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京津冀种植业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图 ６　 京津冀各市养殖业专业合作社数量（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北京、天津呈现明显的极化效应，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演化为北京、天津与石家庄双核效应，２０１３
年“双核一带”格局初现，廊坊、保定夹在“两核一带”中间形成中部塌陷区。 西、北部张家口、承德等城市的农

机专业合作社数量较低，那是因为京津冀西北向为燕山－太行山山系构造，东、南面相对与西北面较为平坦，
对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地形上的先天优势（图 １１）。
２．３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表 １），种植业专业合作社 ２００７ 与 ２０１３ 年的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分别为－０．０６２、－０．２０６，
且均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京津冀种植业专业合作社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负相关性，且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间相关性呈增强趋势；养殖业专业合作社 ２００７ 与 ２０１３ 年的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分别为－０．０５２、－０．
０５６，且均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京津冀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呈现明显的空间负相关性，且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间相关性呈增强趋势；供销专业合作社 ２００７ 与 ２０１３ 年的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分别为－０．１２０、－０．０７８，
且分别在 １％、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京津冀供销专业合作社呈现明显的空间负相关性，但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间相关性呈减弱趋势；农机专业合作社 ２００７ 与 ２０１３ 年的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分别为－０．１６５、－０．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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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京津冀养殖业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图 ８　 京津冀各市供销专业合作社数量（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８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且分别在 １％、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表明京津冀农机专业合作社呈现明显的空间负相关性，且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间相关性呈增强趋势。 总之，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负相关性。

表 １　 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年份
Ｙｅａｒｓ

空间自相关结果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种植业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养殖业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供销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农机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０７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６５∗∗∗

Ｐ 值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２０１３ Ｍｏｒａｎ Ｉ 指数 －０．２０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８∗∗ －０．１９３∗∗

Ｐ 值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５

　 　 ∗、∗∗、∗∗∗分别表示变量在 １０％、５％、１％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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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京津冀供销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图 １０　 京津冀各市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１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３　 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的影响因素解析

前文分析显示京津冀合作社数量及分布的影响因素包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人力资本。 另外

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合作社发展的关键，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也对合作社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再者，京津冀是

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作为高度同城化、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其城市间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５９］，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发展也不例外，此外，前文分析表明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负相关性，因此需要将空

间因素纳入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此构建两种空间计量模型（空间误差、空间滞后），以京津冀各市各类专业合

作社数量为被解释变量（ｙ），种植业专业合作社数量为 ｙ１、养殖业专业合作社数量为 ｙ２、供销专业合作社数量

为 ｙ３、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为 ｙ４；以人均 ＧＤＰ（ｘ１）、职工平均工资（ｘ２）、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ｘ３）、第一产业

产值（ｘ４）、农林水务财政支出（ｘ５）为解释变量。 人均 ＧＤＰ 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预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

地方合作社数量越多；职工平均工资反映了收入水平，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水平相对也会越高，消费水平的上

升会扩大市场需求，预期市场需求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为正；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代表人力资本，管理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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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京津冀农机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Ｆｉｇ．１１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人是组织发展的核心，预期人力资本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为正；第一产业产值代表第一产业发展水平，预期其

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为正；为更好的符合三农政策和支持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我国对于农业方面

的支出主要按照农林水务财政支出计算，因此农林水务财政支出可以很好的代表政府对农业的支持，预期其

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对时间序列数据取自然对数能够使数据趋于线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而且

不会改变原始数据属性，故模型采用取自然对数（Ｉｎ）后的指标值，其中空间权重矩阵采用 ｑｕｅｅｎ 邻接法得到。
先运用 ＬＭ（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及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检验对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进行选择。 四类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 ＬＭ 与 ＲＬＭ 检验结果见下表。 结果表明种植业与供销专业合作社对的空间误差模型的 ＬＭ 与

ＲＬＭ 均大于空间滞后模型，且均在 １％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预期选用空间误差模型；而养殖业与农

机专业合作社的空间滞后模型的 ＬＭ 与 ＲＬＭ 均大于空间误差模型，且均在 １％与 ５％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因此预期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综上，本文预期种植业与供销专业合作社选用空间误差模型，养殖业与农机

专业合作社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表 ２　 空间滞后与空间误差模型的 ＬＭ 与 ＲＬＭ 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Ｍ ａｎｄ ＲＬＭ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

合作社类型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ｙｐｅ

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 空间误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拉格朗日乘数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拉格朗日乘数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

种植业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３．０８０２∗∗∗（０．０００） ４．３８８８∗∗（０．０３６） １８．６２４２∗∗∗（０．０００） ９．９３１０∗∗∗（０．００２）
养殖业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７．７５３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５０２∗∗∗（０．０００） １８．１９５７∗∗∗（０．０００） ６．１９２８∗∗（０．０１３）
供销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６．６８３７∗∗∗（０．０００） ８．７３８８∗∗∗（０．００３） ３９．０９３８∗∗∗（０．０００） ２１．１９４∗∗∗（０．０００）
农机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４．６４５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５４∗∗∗（０．００１） １９．６５９６∗∗∗（０．０００） ６．２６９８∗∗（０．０１２）

进一步对各类专业合作社的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进行拟合分析，探讨经济地理因素对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的影响（表 ３）。 种植业、供销专业合作社的 ＬｏｇＬ 是空间误差模型大于空间滞后模型，ＡＩＣ 与 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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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间误差模型小于空间滞后模型，表明拟合效果为空间误差优于空间滞后，因此确定选用空间误差模型；养
殖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ＬｏｇＬ 是空间滞后模型大于空间误差模型，ＡＩＣ 与 ＳＣ 是空间滞后模型小于空间误差

模型，表明拟合效果为空间滞后优于空间误差，因此确定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综上，种植业与供销专业合作社

选用空间误差模型，养殖业与农机专业合作社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表 ３　 空间滞后与空间误差模型的拟合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合作社类型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ｙｐｅ

空间滞后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 空间误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自然对数
似然函数值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施瓦茨准则
Ｓｃｈｗａｎｒｔ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自然对数似
然函数值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赤池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施瓦茨准则
Ｓｃｈｗａｎｒｔ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种植业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４．９３２７ ３２．２２５３ ４３．１９４５ －１９．２８２３ ２２．６４９６ ３４．６５６３

养殖业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１．７６８９ －２２．５６４２ －１３．１２３５ ３．２６３９ －１６．２１６１ －１０．３２５６

供销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６６．２９１３ －１０１．２３５６ －５２．３５５９８ ６９．３９１９ －１２３．４９４９ －７４．６８８４

农机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３６．９２９５ ７６．３２５４ １００．２５８８ －４１．６１０８ １１０．１１４４ １２３．１４４８

因此，对种植业与供销专业合作社着重于空间误差模型的分析，对养殖业与农机专业合作社则着重于空

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 ４、５），结果显示：

表 ４　 种植业与供销专业合作社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种植业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供销 Ｓｕｐｐｌｙ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回归系数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Ｔ 统计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

Ｐ 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

回归系数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Ｔ 统计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

Ｐ 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

ＩｎＸ１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８６７ ０．１０７３∗ １．３５４６ ０．０７５６
ＩｎＸ２ ３．５４７４∗∗∗ ４．９２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０７∗∗∗ ３．３０５６ ０．０００９
ＩｎＸ３ １．５３１４∗∗ １．４６２９ ０．０３５４ －０．１５７１ －０．４１０４ ０．６８１５
ＩｎＸ４ １．９７３７∗∗∗ ３．６２２３ ０．０００３ １．２９７７∗∗∗ １．４８２２ ０．００１３
ＩｎＸ５ －０．２００３ －０．６３８１ ０．５２３３ ０．２１４５∗ １．８７８１ ０．０６０４

λ ０．４９６９∗∗∗ ４．６９４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７９９∗∗∗ ６．３３５４ ０．００００

　 　 Ｘ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Ｘ２：职工平均工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ａｇ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Ｘ３：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Ｘ４：第一产业产值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Ｘ５： 农林水务财政支出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λ：地理因素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表 ５　 养殖业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养殖业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农机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回归系数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Ｔ 统计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

Ｐ 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

回归系数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Ｔ 统计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

Ｐ 值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

ＩｎＸ１ ０．１３２１∗ １．２１６２ ０．０９３９ ０．２０３８∗ １．０６９１ ０．０８５０
ＩｎＸ２ １．６７５０∗∗∗ ３．６５２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７９３ ０２４６５ ０．８０５３
ＩｎＸ３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２４５ ０．９１６８ －０．１１８０ －０．１１２８ ０．９１０２
ＩｎＸ４ ０．５７５１∗ １．８１８７ ０．０６９０ ２．３２０６∗∗∗ ４．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０
ＩｎＸ５ ０．５１２１∗∗∗ ２．６４５１ ０００８４ ０．４４２５∗ ０．１３０１ ０．０９６５

ＷＩｎＹ ０．５９５０∗∗∗ ７．４８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２８０∗∗∗ ５．８０２２ ０．００００

　 　 ＷｉｎＹ：地理因素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１）地理因素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地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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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４９６９、０．５７９９、０．５９５０、０．５２８０，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邻近区域相似的经济地理环境可以促进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流

与集聚发展，再一次验证了考虑空间影响因素的必要性。 根据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影响强度排序为供销＞养殖

业＞农机＞种植业。
（２）经济发展水平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经济

发展水平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０１１５、０．１３２１、０．１０７３、０．２０３８，
且均在 １０％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拉动效应，与预期相符，但
拉动效应较弱。 根据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影响强度排序为农机＞养殖业＞供销＞种植业。

（３）市场需求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无显著影响。 市场需求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专业合作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３．５４７４、０．８８０７、１．
６７５０，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影响未通过检验，那是因为本文的市场

需求变量实质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代表生活上的需求，对和食物等常用生活品密切相关的种植业、
养殖业、供销合作社的影响自然大于农机等科技产品，再者，农业机械购买成本较高，且大多为农机公司承包

用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生产，故而影响不显著。 根据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影响强度排序为种植业＞供销＞养
殖业。

（４）人力资本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

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人力资本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１．５３１４、０．０６２９，且均在

５％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对供销、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影响未通过检验，那是因为供销与农机专业合

作社属于农业服务业，对人力资本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能够从事此类管理与技术工作

的人数占比较少，因而对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影响强度排序为种植

业＞养殖业。
（５）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对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１．９７３７、１．２９７７、０．
５７５１、２．３２０６，且均在 １０％及以上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相符。 根据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影响强度排

序为农机＞种植业＞养殖业＞供销。
（６）政府支持对京津冀养殖业、供销、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种植业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影响不显著。 政府支持对养殖业、供销、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５１２１、０．２１４５、０．４４２５，且
均在 １０％及以上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种植业的影响未通过检验，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

资金的分配上存在差异，具体原因还需整理更明细的财政支出情况。 根据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影响强度排序为

养殖业＞农机＞供销。
（７）根据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各影响因素对种植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强度排序为市场需求＞第一产业发展

水平＞人力资本＞地理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养殖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强度排序为市场需求＞地理因素＞
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对供销专业合作社影响强度排序为第一产业发

展水平＞市场需求＞地理因素＞政府支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机专业合作社影响强度排序为第一产业发

展水平＞地理因素＞政府支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且以上影响均为正向。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主要结论

（１）京津冀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与专业合作社数量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且合作社数量为种植业＞养
殖业＞供销＞农机，增长速度亦是种植业＞养殖业＞供销＞农机。

（２）京津冀种植业与养殖业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速度为北京＞天津＞石家庄＞其他市，北京、天津与石家庄

１１　 ４ 期 　 　 　 王振波　 等：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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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植业专业合作社有明显的集聚分布效应，双核特征显著，合作社分布随时间迁移由两核向东南部扩散，秦
皇岛、唐山、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组成东南发展带，联通两核，呈现“两核一带”空间格局，合作社数量东南部

多于西北部，廊坊、保定夹在“两核一带”中间形成中部塌陷区；供销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速度较缓慢（北京＞
天津＞保定＞其他市），合作社分布的梯度特征明显，合作社数量表现为中部＞南部＞北部，北京、天津呈现明显

的极化效应；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速度北京、天津＞石家庄＞其他市，北京与天津呈现互相追赶态势，合作

社分布的梯度特征明显，合作社数量表现为中部＞南部＞北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北京、天津呈现明显的极化效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演化为北京、天津与石家庄双核效应，２０１３ 年“双核一带”格局初现，廊坊、保定夹在“两核一带”
中间形成中部塌陷区，地形因素导致西、北部张家口、承德等城市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较低。 京津冀农民专

业合作社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负相关性。
（３）空间误差模型对种植业与供销专业合作社有更好的拟合效果，而空间滞后模型对养殖业与农机专业

合作社有更好的拟合效果；地理因素对京津冀四类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相符，且影

响强度排序为供销＞养殖业＞农机＞种植业；经济发展水平对四类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
预期相符，且影响强度排序为农机＞养殖业＞供销＞种植业；市场需求对种植业、养殖业、供销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无显著影响。 且影响强度排序为种植业＞供销＞养殖业；人
力资本对种植业、养殖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且影响强度排序为种植业＞养殖业；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四类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

相符，且影响强度排序为农机＞种植业＞养殖业＞供销；政府支持对养殖业、供销、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种植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影响不显著，且影响强度排序为养殖业＞农机＞供销。
（４）各影响因素对种植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强度排序为市场需求＞第一产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地理因

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养殖业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强度排序为市场需求＞地理因素＞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政
府支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对供销专业合作社影响强度排序为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地
理因素＞政府支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机专业合作社影响强度排序为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地理因素＞政
府支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且以上影响均为正向。
４．２　 讨论

（１）数据尚存缺陷。 依据合作社名称里是否包含“种植”、“养殖”、“供销”与“农机”来对京津冀农民专业

合作社进行分类，首先会遗漏名称里没有相应文字但本质属于相应种类的合作社，还会遗漏其他类型的合作

社；其次分类体系也存在差异，种植与养殖属于生产型。 供销与农机属于服务型。 但由于数据量的庞大，也只

能运用马克思原理抓住主要矛盾，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未涵盖京津冀全部合作社，只是

抽取几类代表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典型性分析。
（２）研究深度有待挖掘。 影响因素分析部分主要是对京津冀四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的把握，缺乏地方

思考，且在考虑各类型合作社影响因素时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欠妥。 今后研究应继续深入挖掘影响京津冀城市

群更小尺度地域合作社发展的主控因素，如可以对各变量对各地影响系数作 ＧＩＳ 可视化表达，发现地区差异；
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是介于农业与服务之间的经济组织，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可适当增加

服务业影响因子的比重。
（３）京津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可以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人力资本、第一产业发展水平、

政府支持以及集聚规模发展等入手进行宏观调控，但需“因社而异，各有侧重”，如对于种植业与养殖业专业

合作社而言，应着力扩大市场需求，对于供销与农机专业合作社而言，应大力提升第一产业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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