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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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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大数据 分析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乡村振兴大数据分析指标的基本规则、指标内容、指标内涵与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乡村振兴农业信息资源大数据分析决策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1410 特色小镇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NY/T 1766 农业机械化统计基础指标行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分析指标 analysis index system

依据乡村振兴大数据信息资源目录制定，通过建立起数据分析指标，可对汇总和采集的数据按照指

标类别划分和综合分析研究。有效提高和促进数据整合的效率，促进数据的分析应用。分析指标主要分

为农村经济、美丽乡村、农业人才、农业科技、现代农业、自然资源、城乡融合等类数据分析指标。

4 基本原则

4.1 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综合系统的客观性原则。

4.2 坚持发展引领与风险管控相结合的指标设置原则。

4.3 坚持基础指标与质效指标相结合的分类原则。

5 指标内容

5.1 乡村振兴大数据分析指标由基础指标、质效指标构成。

5.2 本标准设置基础指标，用于提供乡村振兴农业信息资源大数据的基本背景信息，具体指标见附录

A。

5.3 为引导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本标准设置质效指标，用于综合评价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体指标

见附录 B。

5.4 乡村振兴大数据分析指标中各项指标的内涵与计算方法，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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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分析

6.1 数据来源

6.1.1 应通过统计部门、主管部门、运营部门等正规、官方、权威的渠道获取相关数据。

6.1.2 无法直接从以上部门获得数据，可采用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等形式获取，并应组织业内专家对

相关数据进行论证，经判定真实、有效后，方可使用。

6.2 定量指标值

定量占比指标计算公式见式（1）。

�� = ��
��

× 100% ┈┈┈┈┈┈┈┈┈┈┈┈┈┈┈（1）

式中：

��——第 i 个质效占比指标；

��——第 i 个质效指标实际值；

��——第 i 个质效指标所在基础指标总值。

7 结果应用

鼓励农村相关管理部门及运营部门按照该标准开展乡村振兴水平的内部自评价，运用乡村振兴大

数据分析指标对乡村振兴进行优化调整。

第三方可按照该标准开展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外部评价，评价结果可作为各级政府及相关方监测和

评估乡村振兴发展状况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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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乡村振兴基础指标

表A.1给出了乡村振兴基础指标。

表 A.1 乡村振兴基础指标

类型 序号 指标

农村经济

1 农业农村生产总值

2 农业农村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3 农业农村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4 农业农村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5 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

6 农村居民收入总额

7 农业农村投资总额

8 农村居民消费总额

9 农产品外贸出口总额

10 教育经费总额

美丽乡村

11 乡村基础设施总量

12 乡村服务设施总量

13 文化遗迹数量

14 农村垃圾总量

15 村屯绿化面积

16 参加养老保险人口数量

17 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人口数量

农业人才

18 常住人口数量

19 乡村农业人才总量

20 乡村农业科技人才总量

21 乡村农村生产经营人才总量

22 乡村服务人才总量

23 乡村治理人才总量

24 种子企业数量

25 农产品基地面积

26 特色农业大户数量

27 农业合作社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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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

29 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30 种质资源数量

31 规模农业企业数量

32 品牌农业商标数量

33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数量

34 一村一品专业村数量

35 农业机械总动力

36 农机经营总收入

自然资源

37 农业农村碳排放总量

38 农村住宅用地面积

39 农村耕地面积

40 农村园地面积

41 农村林地面积

42 农村草地面积

43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44 高标准农田面积

45 水库数量

46 河流数量

47 湖泊数量

48 沟渠数量

49 田坎数量

50 荒草地面积

51 盐碱地面积

52 河流长度

53 河流水面面积

54 湖泊水面面积

55 湿地面积

56 滩涂面积

57 水库水面面积

58 坑塘水面面积

59 年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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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地下水含量

61 设施农业用地面积

62 商服用地面积

63 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64 宅基地用地面积

6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66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67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城乡融合

68 城镇人口总量

69 城市人才入乡数量

70 农村人口返乡数量

71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72 覆盖城乡的高速公路里程总数

73 覆盖城乡的区域公路里程总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9%95%87%E4%BA%BA%E5%8F%A3/939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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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录 B

（规范性）

乡村振兴质效指标

表 B.1 给出了乡村振兴基础指标。

表 B.1 乡村振兴基础指标

类型 序号 指标

农村经济

1 农业农村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2 农业农村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3 农业农村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美丽乡村

4 村屯绿化率

5 养老保险覆盖率

6 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

农业人才

7 农业人才学历占比

8 农业全职人才学比

9 农业兼职人才占比

农业科技
10 种子企业经营规模

11 种子企业资产规模

现代农业

12 农业经营主体网络销售覆盖率

13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14 市场信息动态监测合格率

15 企业对外农业投资合作次数

自然资源

16 农村碳排放减量

17 空气优良率

18 森林覆盖率

19 高标准农田占比

20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

城乡融合

21 人口迁入率

22 人口迁出率

23 人口机械增长率

24 人口城镇化率

25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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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城乡人口建设用地人均占有量

27 教育经费占地区财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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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录 C

（规范性）

指标内涵与计算方法

C.1 基础指标内涵与计算方法

C.1.1 农业农村生产总值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以货币形态表现的农村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和

劳务总值。包括北京市各区农村的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以及第一二三产业融合

产值。反映北京市地区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

C.1.2 农业农村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的总量。按农

林牧渔业产品及其副产品的产量分别乘以各自单位产品价格求得。反映了北京市地区农业生产的总规模

和总水平。

C.1.3 农业农村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农业及相关产业中属于第二产业的部分的生产总值。农业农

村第二产业包括食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加工与制造、非食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加工与制造、农林牧渔业生产

资料制造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反映了北京市地区农业农村加工、制造业的总规模和总水平。

C.1.4 农业农村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农业及相关产业中属于第三产业的部分的生产总值。农业农

村第三产业在农业农村的流通和服务相关的各类服务业或商业。反映了北京市地区农业农村的整体素质

和现代化的进程的总水平。

C.1.5 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总额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集体经济资产总值和资金总值的总和。其中，农村集体资产是指归乡（镇

街）、村集体全体成员（社员）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和非资源性资产。包括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集体所有的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它资产。反映北京市农村集体发展的水平。

C.1.6 农村居民收入总额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居民各类收入总和，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等。反映北京市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状况。

C.1.7 农业农村投资总额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的各项投融资总额，包括：财政投入（农业农村的项目投资、转移支付、农

业补贴、财政奖补和财政贴息等）；社会资本投资；农村金融（专项债券、涉农信贷、互联网金融）；

农业保险。反映北京市农业农村信用地位和资本市场渠道利用能力。

C.1.8 农村居民消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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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居民各类消费金额的总和，主要包括食品消费、居住消费、文教消费、

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服务型消费、其他商品消费等。反映北京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C.1.9 农产品外贸出口总额

北京市各区所有企业农产品外贸出口总额，主要包括各类农产品，如粮食、蔬菜、水果、畜禽产品、

水产品等。反映北京市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C.1.10 教育经费总额

北京市各区政府及社会力量与个人直接用于当地教育的费用总额。反映了当地对发展教育、提供教

育质量的物质保障总水平。

C.1.11 乡村基础设施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乡村的道路、桥梁、供水、供电、照明、排水、监控、通信、能源等基础设

施的总数量。对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C.1.12 乡村服务设施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乡村的健身娱乐设施、文化服务设施、便民服务设施的总数量。反映了北京

市乡村综合服务设施和保障能力，对进一步满足农民们的生活、生产需求，增强幸福感和安全感具有重

要意义。

C.1.13 文化遗迹数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的文化遗迹总数量，包括传统建筑数量、文物古迹数量、农业遗迹数量。

能够体现当地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进步活动痕迹,具有地域风情和文明传统价值。

C.1.14 农村垃圾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的总产生量。反映当地对农村生态系统保护、环境

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总水平。

C.1.15 村屯绿化面积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村屯各类绿化用地面积总量。反映当地对农村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的总水平。

C.1.16 参加养老保险人口数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口总数量。反映当地对农村的养老保障的总水平。

C.1.17 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人口数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人口总数量。反映当地对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

保障的总水平。

C.1.18 常住人口数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常住人口总和。常住人口包含户口在本辖区且在本辖区居住的人、户口在本

辖区之外但在本辖区居住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待定（无户口和口袋户口）但在本辖区居住半年以上的人、

户口在本辖区但离开本辖区半年以下的人。反映北京市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城乡住房等方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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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北京市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科学制定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C.1.19 乡村农业人才总量

北京市各区能够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的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业科技人才、服务人才、管理

人才的总体数量。反映当地对农村人才的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和引导投入的总水平。

C.1.20 乡村农业科技人才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的各种农业科技人才总量，主要包括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推广人才、科

技管理人才、科技特派员。反映当地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科技人

才培养和储备总水平。

C.1.21 乡村农业生产经营人才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的生产经营人才总数，主要包括农业带头人、农村实用人才、返乡下乡

创新创业人才、农业经理人、农村电商人才。反映当地在乡村企业家培养、涉农企业人才激励、村企业

家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总水平。

C.1.22 乡村服务人才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为农业农村服务的人才总数量，主要包括村级信息员、村级协管员、乡村规

划建设人才、乡村生活服务人员、乡村教师队伍、乡村卫生健康人才、乡村文化旅游体育人才等。反映

当地在乡村服务人才方面培养和储备的总水平。

C.1.23 乡村治理人才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乡村治理的人才总和，主要包括村党组织带头人、乡村振兴协理员、农村社

会工作人才、农村法律人才、农业综合执法队伍等。反映当地在乡村治理方面培养和储备的总水平。

C.1.24 种子企业数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种子企业的总数量。种子企业是以作物种子为对象，以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

商品化种子为目的，以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和管理技术为手段，集种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和管理于

一体的行业整体的数量。反映了北京市种子行业市场规模的竞争格局。

C.1.25 农产品基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占地面积总和。农产品生产基地是经过集中投资和建设所形成的商品

率比较高的农产品集中生产地区，是发展农业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对实现农业地域专业化生产具有决

定意义。

C.1.26 特色农业大户数量

北京市各区特色农业规模以上特色农业大户总数量。北京市特色农业大户基本信息要求：种植面积

大于500亩以上；生猪年出栏4000头以上，肉牛年出栏500头以上，奶牛年存栏400头以上，蛋鸡年存栏5

万只以上，羊年出栏500只以上。反映当地规模化的种植、养殖和经营管理能力。

C.1.27 农业合作社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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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各区的农业合作社数量总和。即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

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总数。反映当地在农户

和市场之间的信息沟通、生产引导以及工序协调、产业链组织等方面的总水平。

C.1.28 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

北京市各区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总和。农机专业合作社是指经工商或社团登记，按照自愿、互惠、

互利的原则联合建立起来以实施机耕、机播、机收、机保等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的一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或合作社间联合合作经济组织。反映当地解决土地分散、统一播种收获问题实现大规模经营的总水平。

C.1.29 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从事农业经营的不同类型主体的总数量。反映当地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

质量发展的总体情况。

C.1.30 种质资源数量

北京市各区的种质资源数量总和。种质资源是指生物体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包括古老的地

方品种、新培育的推广品种、重要的遗传材料以及野生近缘植物等。反映当地生物育种基础条件的总体

情况。

C.1.31 规模农业企业数量

北京市各区的规模农业企业数量总和。规模农业企业指通过种植、养殖、采集、渔猎等生产经营而

取得产品的盈利性经济组织，包括从事农作物栽培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等生产经营活动的企

业。反映当地乡村产业规模和农民经济效益的总水平。

C.1.32 品牌农业商标数量

北京市各区农业商标品牌数量总和。反映了当地对农产品溯源、农产品保护、农产品品质保障和农

产品效益的总体水平。

C.1.33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数量

北京市各区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数量总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包括所有为农村农业产品搭建的，

服务于农民生产者的，便于农产品销售的电子商务平台。

C.1.34 一村一品专业村数量

北京市各区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

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

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和产业的村落数量。

C.1.35 农业机械总动力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全部农业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农业机械是指用于种植业、畜牧业、渔

业、农产品初加工、农用运输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活动的机械及设备。农机总动力按使用能源不同分为以

下四部分：柴油发动机动力：指全部柴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之和；汽油发动机动力：指全部汽油发动机额

定功率之和；电动机动力：指全部电动机（含潜水电泵的电动机）额定功率之和；其他机械动力：指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6%9C%AC%E5%8D%95%E4%BD%8D/101895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9%9C%80%E6%B1%82/22334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4%E6%A8%A1%E5%8C%96/16236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E5%8C%96/2197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1%E7%89%8C%E5%8C%96/1099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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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柴油、汽油、电力之外的其他能源，如水力、风力、煤炭、太阳能等动力机械功率之和。反映当地农

业机械化发展水平。

C.1.36 农机经营总收入

北京市各区农机企业经营总收入总和，包含农机买卖、耕地、农机项目等农机事业的收入。反映当

地农业机械化、农机装备制造和农机作业效率等方面总水平。

C.1.37 农业农村碳排放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碳排放量。主要包括化肥使用、农药使用、农膜产品使用、直接消耗的

化石燃料、农耕土壤有机碳遗失、秸秆燃烧等来源的碳排放。反映当地一定时期内农业农村减排固碳行

动总水平。

C.1.38 农村住宅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农业人口每户住宅建设用地面积总和。反映当地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

合理用地保障水平。

C.1.39 农村耕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农村耕地面积数量总和。耕地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

休闲地（含轮歇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

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反映当地农村耕地总体规模以及耕地变化情况。

C.1.40 农村园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农村园地面积数量总和。园地是指种植以采集果、叶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

本植物，覆盖度在 0.5 以上的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 70%以上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特别

注意，苗圃是固定的林木育苗地，属于林地而非园地。反映当地农村园地总体规模以及耕地变化情况。

C.1.41 农村林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农村林地面积数量总和。林地是指郁闭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疏林地、未

成林造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反映当地农

村林地总体规模以及耕地变化情况。

C.1.42 农村草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农村草地面积数量总和。草地是指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包括天然草地、人工草地

和改良草地，不包括沼泽草地。反映当地农村草地总体规模以及耕地变化情况。

C.1.43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北京市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任务的区的划定成果的面积总和。永久基本农田即对基本农田实行永

久性保护，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其用途，不得以任何方式挪作它用的基本农田。

C.1.44 高标准农田面积

北京市涉及高标准农田的区划定高标准农田成果的面积总和。高标准农田是土地平整、集中连片、

设施完善、土壤肥沃、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高产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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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农田。反映国家粮食安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总水平。

C.1.45 水库数量

北京市各区为承担市民日常生活和生产需求的水库数量的总和。水库是指在山沟或河流的狭口处建

造拦河坝形成的人工湖泊。

C.1.46 河流数量

北京市流经各区的有水河数量的总和。北京地区主要河流有属于海河水系的永定河、潮白河、北运

河、拒马河和属于蓟运河水系的泃河。

C.1.47 湖泊数量

北京市各区涵盖的湖泊数量的总和。湖泊是由北京城近郊区天然及人工洼地储水而形成，包括了各

种自然形成的湖泊、人工修建的水库和人工湖泊。这些湖泊不仅是北京市重要的水资源储备地，也对当

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湖泊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北京市近郊区自然水域丰富度和生

态环境状况的重要指标，也反映了当地的水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水平。

C.1.48 沟渠数量

北京市各区沟渠总数的总和。沟渠是指为灌溉、排水、供水或其他水利目的而挖掘、修建的人工水

道或渠道，包括河渠、小溪、水沟等。这些沟渠系统在北京市的农村地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

合理利用水资源，保障农田灌溉和农作物的生长，以及排除多余的雨水或洪水。沟渠数量的统计和分析

对于评估农村水利设施的健全程度、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防洪排涝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C.1.49 田坎数量

北京市各区田坎数量的总和。田坎，又名田埂，即田间的埂子，指田间用以分界、蓄水或防止水流

冲刷的小土堤或土埂。田坎在北京市各区的农田中广泛存在，起到了保护土壤、调节灌溉和提高农作物

产量的重要作用。田坎数量的统计是对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生产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估农田水资源利用

和土地保护的重要依据。北京市各区田坎数量的总和反映了该地区农业水利设施的分布和覆盖情况，以

及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

C.1.50 荒草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荒草地面积的总和。荒草地是树木郁闭度小于 10%、表层为土质、生长杂草的土地，

土地区域通常没有进行农业或其他人工开发，呈现自然状态或轻度干扰状态。有效处理和管理荒草地对

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土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荒草地面积的统计和分析有助于了解

北京市各区的自然生态特征，指导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保护措施的制定。

C.1.51 盐碱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盐碱地面积的总和。盐碱地是盐类集积的一个种类，是指土壤里面所含的盐分影响到作

物的正常生长，盐碱地面积的统计是对土地质量和可利用性的重要指标，也是农业生产和土地资源管理

的关键数据，有助于采取合适的土地改良和治理措施，提高土地的可利用价值和农作物产量。

C.1.52 河流长度

北京市各区所有有水河的长度之和。河流长度的测量维度是从河源到河口的长度，这一度量标准涵

盖了河流从其源头到最终汇入其他水体（如海洋或湖泊）的全长。在北京市范围内，河流是重要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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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生活、农业和工业起着关键作用。河流长度的测量和分析有助于了解水资源分

布、河流的走向和地区水系的情况，为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提供了基础数据和参考依据。

C.1.53 河流水面面积

北京市各区全部有水河河流水面面积的总和。河流水面是指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河流常水位岸线之

间的水面，包括了河流的宽度、长度以及水面覆盖的区域。河流水面面积的测量和分析有助于了解水资

源分布、河流流域的大小和水体的面积，对于水资源管理、生态保护和城乡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C.1.54 湖泊水面面积

北京市各区湖泊水面面积总和。北京城近郊区天然及人工洼地储水而成湖泊，湖泊水面面积是对湖

泊自然特征的衡量，也是对水资源的一种度量。湖泊对于当地的生态平衡、水资源调节和景观形成具有

重要影响。湖泊水面面积的统计和分析有助于了解北京市各区湖泊分布、水体面积、湖泊类型等信息，

对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具有指导意义。

C.1.55 湿地面积

北京各区湿地公园用地范围内，永久或者季节性积水区域中设计水深 2m 以内的用地面积，包括湿

地植物种植面积和水体面积两部分。计算方法为北京市各区湿地面积的总和。

C.1.56 滩涂面积

北京市各区所有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时令湖、河洪水位以下的滩地，水库、坑塘的

正常蓄水位与最大洪水位间的滩地面积的总和。北京市滩涂是河滩和湖滩的总称，这些滩涂地区在不同

水位情况下，展现出多样的生态特征和土地利用情况。了解和统计北京市滩涂面积对于生态保护、水资

源管理、防洪调度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C.1.57 水库水面面积

北京市各区所有水库水面面积的总和。水库水面面积是一定蓄水位下水库相应的水面面积，水库的

水面面积随水位的变化而变化，通常受到水库设计、降雨、蓄水量以及排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特定

蓄水位下，水库水面面积是评估水库容量、水资源、洪水调控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

C.1.58 坑塘水面面积

北京市各区所有坑塘水面面积的总和。坑塘水面是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蓄水量小于 10 万立方

米（不含养殖水面）坑塘常水位以下的土地。

C.1.59 年降水量

北京市各区一年中每月降水量的总和。表示了在整个年度内，北京市各区平均每月降水量的累加值。

降水量是指液态（如雨水）或固态（如雪、冰雹）降落到地表的水的量，通常以毫米（mm）为单位进

行度量。年降水量是气象学和水资源管理中重要的指标，对于农业、城市规划、水资源分配和自然灾害

预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年降水量的监测和分析，可以了解不同月份降水量的分布情况，为合

理利用和管理水资源提供基础数据。

C.1.60 地下水含量

北京市各区地下水含量的总和。地下水是指赋存于地面以下岩石空隙中的水，狭义上是指地下水面

以下饱和含水层中的水，这种水资源对于城市、农村和工业发展都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主要的饮用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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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也是灌溉农田、工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维持的重要水源。

C.1.61 设施农业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各类设施农业用地面积总和。设施农业用地是指进行工厂化作物栽培或水产养殖的生产

设施用地。设施农业用地的合理规划和科学利用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业效益增加

以及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C.1.62 商服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农村商服用地面积总和。商服用地面积是指用于建设商业服务业用房屋的建设用地的水

平投影面积，这些用地包括商业、服务、娱乐、餐饮等用途，用于满足农村地区居民和经济发展对商业

服务的需求。北京市农村商服用地面积总和的统计有助于了解农村商业服务业的规模和发展情况，对于

农村地区的城乡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C.1.63 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农村工矿仓储用地面积总和。工矿仓储用地面积是指用于工业生产、采矿开采、物流仓

储、、物流分拣中心等活动的建设用地的水平投影面积，是农村地区的工业基地和物流中心。

C.1.64 宅基地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农村宅基地面积的总和。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

包括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在地类管理上属于（集体）建设用地。

C.1.6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总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是指用于提供行政管理、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功能的建设用地。

C.1.66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总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是指用于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

用地的水平投影面积。统计交通运输用地面积有助于了解各区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和分布情况，对于城

市交通规划、交通网络建设、交通运输效率的提升以及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C.1.67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总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指陆地水域，海涂，沟渠、水工建

筑物等用地。不包括滞洪区和已垦滩涂中的耕地、园地、林地、居民点、道路等用地。统计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面积有助于了解各区水域分布、水利设施规模和分布情况，对于水资源管理、防洪治理、水利

工程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C.1.68 城镇人口总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居住于城市、集镇的从事的产业为非农业生产性产业（自然经济）为主的人

口总数。城镇人口总量的统计有助于了解各区城镇化的程度，对城市规划、资源配置、社会服务、经济

发展等方面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依据。这也是评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参考指标。

C.1.69 城市人才入乡数量

北京市各区城市人才入乡数量的总和。反映当地创新城乡融合、盘活城乡两端人才资源、为乡村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84%B6%E7%BB%8F%E6%B5%8E/7516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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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赋能的总体情况。

C.1.70 农村人口返乡数量

北京各区乡镇返乡人才数量的总和。反映当地创新城乡融合、盘活城乡两端人才资源、为乡村振兴

赋能的总体情况。

C.1.71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城乡建设用地面积总和。城乡建设用地包括北京市各区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区域交通

设施用地、区域公共设施用地、特殊用地、采矿用地等。

C.1.72 覆盖城乡的高速公路里程总数

北京市各区覆盖城乡的高速公路里程数的总和，是指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建设的能够适应高速行驶的

公路的总长度。高速公路是指“能适应年平均昼夜小客车交通量为25000辆以上，专供汽车分道高速行

驶并全部控制出入的公路”。一般能适应120公里/小时或者更高的速度，要求路线顺畅，纵坡平缓，路

面有4个以上车道的宽度。

C.1.73 覆盖城乡的区域公路里程总数

北京各区所有城市和农村的公路总长度。公路是指供汽车等机动车辆行驶的道路，包括高速公路、

普通国道、省道、县道、乡道等。

C.2 质效指标内涵与计算方法

C.2.1 农业农村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农业农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反映了

农业农村第一产业在农业农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帮助评估第一产业对整体农村经济的贡献和重要性。

通过计算公式（C.1）得出。

农业农村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农业农村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业农村生产总值×100% ... (C.1)

C.2.2 农业农村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在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第二产业总值占农业农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反映了农

业农村第二产业在农业农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帮助评估第二产业对整体农村经济的贡献和重要性。通

过计算公式（C.2）得出。

农业农村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农业农村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农业农村生产总值×100% ... (C.2)

C.2.3 农业农村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在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第三产业总值占农业农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反映第三

产业对整个农业农村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通过计算公式（C.3）得出。

农业农村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农业农村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农业农村生产总值×100% ... (C.3)

C.2.4 村屯绿化率

北京市各区的一定时期内村屯绿化面积占村屯建成区的总面积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反映了

村屯绿化程度，对评估农村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计算公式（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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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

村屯绿地率=村屯各类绿地总面积/村屯总面积×100% ....... (C.4)

C.2.5 养老保险覆盖率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参加养老保险人口数量占该区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

为评估养老保险覆盖率提供重要数据依据。通过计算公式（C.5）得出。

区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区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区农村总人口数×100% .......... (C.5)

C.2.6 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人口数量占该区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

示，反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保程度。通过计算公式（C.6）得出。

区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保险总人数/区农村总人口数×100% .... (C.6)

C.2.7 农业人才学历占比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的人才中，不同学历水平（本科以下、本科、本科以上）的人数占乡村

农业人才总量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反映农村人才在不同学历水平上的分布情况。通过计算公式

（C.7）得出。

农业人才学历占比=某种学习农业人才数量/乡村农业人才总量×100% (C.7)

C.2.8 农业全职人才学比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全职人才占乡村农业人才总量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反映农业全

职人才在总人才中的比例。通过计算公式（C.8）得出。

农 业 全 职 人 才 学 比 = 农 村 全 职 人 才 / 乡 村 农 业 人 才 总 量 × 100% .
(C.8)

C.2.9 农业兼职人才占比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兼职人才占乡村农业人才总量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可以反映农

业兼职人才在总人才中的比例。通过计算公式（C.9）得出。

农业兼职人才占比=农村兼职人才/乡村农业人才总量×100% (C.9)

C.2.10 种子企业经营规模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所有种子企业的经营规模总金额，反映了当地种子企业在种子产业中的商业

活动水平。

C.2.11 种子企业资产规模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所有种子企业的总资产总和，反映了当地种子企业在种子产业中的资产规模。

C.2.12 农业经营主体网络销售覆盖率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参与了网络销售的主体数量占所有农业经营主体

的比例，以百分比形式表示，可以反映农业经营主体网络销售的覆盖情况。通过计算公式（C.10）得出。

农业经营主体网络销售覆盖率=参与网络销售的农业经营主体总数/农业经营主体总数×100% (C.10)

C.2.13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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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农产品质量安

全进行检测的合格率，检测以抽样的方式进行，检测的项目包括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和水产品

等。其中农产品抽样合格总数指检测合格的抽样数量，农产品抽样总数是所有抽样的总数。以百分比形

式表示，可以反映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合格情况。通过计算公式（C.11）得出。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农产品抽样合格总数/农产品抽样总数×100% (C.11)

C.2.14 市场信息动态监测合格率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对特定行业或领域的市场信息进行动态监测，评估其信息的准确性以及符合

要求的比例，用来衡量市场信息动态监测的质量，以确保市场信息的准确传播和使用。通过计算公式

（C.12）得出。

市场信息动态监测合格率=市场信息动态监测合格总数/市场信息动态监测总数×100% (C.12)

C.2.15 企业对外农业投资合作次数

北京市各区在一定时期内企业参与对外农业投资合作的次数总和，包括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农业相

关企业的投资合作，反映促进农业产业投资发展情况。

C.2.16 农村碳排放减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业农村碳排放总量相比当地上一年度同一时期农村的碳排放减少量的总

和。用来评估农村地区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C.2.17 空气优良率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环境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数占一定时期内总天数的比例，能够反映环境空气质

量的状况。通过计算公式（C.13）得出。

空气优良率=一定时期内空气优良总数/一定时期内总天数×100% (C.13)

C.2.18 森林覆盖率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林地面积与农村总面积的比例。用来评估农村地区的森林资源覆盖程度。

通过计算公式（C.14）得出。

森林覆盖率=农村森林覆盖面积/农村整体面积×100% (C.14)

C.2.19 高标准农田占比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的高标准农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该比例用来评估农村地区高效

农田的占比。通过计算公式（C.15）得出。

高标准农田占比=高标准农田面积/农村总耕地面积×100% (C.15)

C.2.20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村住宅用地面积与农村常住人口的数量的比，反映了每位农村常住居民可

以获得的平均住宅用地面积，用以评估农村居民的住房用地情况。通过计算公式（C.16）得出。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住宅用地总面积/常住人口数量×100% (C.16)

C.2.21 人口迁入率

北京市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人口迁入的绝对量，与该时期、该地区常住人口数量之比。用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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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迁入规模。通过计算公式（C.17）得出。

人口迁入率=人口迁入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C.17)

C.2.22 人口迁出率

北京市各区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人口迁出的绝对量，与该时期、该地区常住人口数量之比。用以

衡量人口的迁出规模。通过计算公式（C.18）得出。

人口迁出率=人口迁出数量/常住人口数量 (C.18)

C.2.23 人口机械增长率

人口机械增长率是指在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人口迁入率与人口迁出率之差，用以评估人口的机械

增长情况。通过计算公式（C.19）得出。

人口机械增长率=人口迁入率-人口迁出率 (C.19)

C.2.24 人口城镇化率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城镇人口总量占常住总人口数量的比例，用来评估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人口的

占比情况。通过计算公式（C.20）得出。

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数/常住人口数量 (C.20)

C.2.25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总和，包括耕作机械、排灌机械、收获

机械、农用运输机械、植物保护机械、牧业机械、林业机械、渔业机械和其他农业机械。这一数据除以

北京市的总人口数量，用来评估农业机械在人口中的平均分配情况。

C.2.26 城乡人口建设用地人均占有量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与该地区城乡常住人口数量的比例。用来评估建设用地的

分配情况。通过计算公式（C.21）得出。

城乡人口建设用地的人均占有量=建设用地面积/常住人口数量 (C.21)

C.2.27 教育经费占地区财政比例

北京市各区一定时期内教育经费总额占地区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用来评估地区财政在教育方面的

投资情况，通过计算公式（C.22）得出。

教育经费占地区财政比例=教育投资总额/财政支出总额 (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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