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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农业产量产值一直稳居我国发展前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指出，要全面

推进山东省乡村振兴工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本，因此亟待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评价。通过

文本挖掘法对山东省乡村振兴政策文本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构建了包含9个一级指标，44个二级指标的

乡村振兴政策评价指标体系，选取5项代表性政策构建PMC指数模型，测算其PMC指数，并绘制PMC曲面

图进行可视化。结果表明：其中3项政策评价等级为良好，2项为可接受。研究表明山东省乡村振兴政策

在政策性质上要注重阶段性，长期性政策与中短期政策相结合。在后期加大监管保障力度并且重视政策

连续性，提高政策可操作性，针对政策措施的基础性变量展开细化完善，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坚决完成好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大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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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dong Province is a major agricultural province in China,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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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consistently ranking among the top in the countr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instructions emphasize th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Shandong and 
create a model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Qilu. Thu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valuate the issues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By using text mining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 poli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nsisting of 9 pri-
mary indicators and 44 secondary indicators was established. Five representative policies were se-
lected to construct the PMC index model, and their PMC indices were calculated, followed by the 
creation of a PMC surface map for visu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ee policies received a 
“Good” rating, while two were rated as “Acceptabl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Shandong’s rural revi-
talization policies should emphasize both long-term and short-term phases, combine long-term pol-
icies with medium- and short-term policies, enhance regulatory safeguards, focus on policy con-
tinuity, improve policy operability, and refine basic variables of policy measure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upgrading, rural progress, and farmer develop-
ment, thereby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the major political task of creating a Qilu model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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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强调“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1]。山东省作为全国农业大省，

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要指示为指引，要在山东省创建乡村振兴的典范，

通过政策创新与实践探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 
当前学者在研究乡村振兴领域研究主要聚焦在乡村振兴内涵、路径方面以及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上；另外学者们采用不同政策分析工具，如抽样调查法、对比评价法、成本—收益分析法以

及回归分析法等研究乡村振兴政策发展及演变[2]。不同维度上对各自乡村振兴政策发展情况进行比较，

并提出针对性且可操作性的建议[3]，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构建政策分析框架对乡村振兴领域的政策进行文

本分析，重点研究脱贫攻坚、产业振兴等政策，从微观角度剖析存在问题以及政策实施成效提出相应建

议[4]。 
山东省第一阶段乡村振兴工作已基本完成。本文针对山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各部门出台的乡村振兴

政策开展定性定量研究，选取山东省出台的 95 项乡村振兴政策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法与 PMC 指数模

型，选取 5 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振兴政策开展量化评价，以期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建议。 

2. 山东乡村振兴政策 PMC 指数模型构建 

2.1. PMC 指数模型及其应用 

PMC (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 Index)指数模型是由 Ruiz Estrada 等人建立的[5]，其模型构建主要

包括变量选取与参数识别、多投入产出表构建、PMC 指数计算、PMC 曲面绘制 4 个步骤[6]。PMC 指数

模型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评估模型，其建立的逻辑是待评估的政策与任何其他变量之间都存在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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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当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变量的影响[6]。通过将政策文本与构建的体系中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能够

直观地揭示政策所涵盖的各个要素，并反映出研究政策制定的实际效果，进而更深入地理解该主题政策

文本制定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 

2.2. 数据处理与高频词分析 

本文通过整理汇总山东省乡村振兴政策文件，利用 Python 语言结合 JIEBA 库，对筛选得到的政策文

本进行文本挖掘，及关键词检索，筛选后得到 2017~2023 年山东省乡村振兴政策文本 95 项，形成政策样

本库。经整理对政策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剔除无直接相关性词汇，总结出现频率排名前 30 的词组，如表

1 所示： 
 

Table 1. High frequency phrases in policy texts (30 groups) 
表 1. 政策文本高频词组(30 组) 

序号 词汇 频数 序号 词汇 频数 序号 词汇 频数 

1 乡村 17,448 11 组织 5085 21 农产品 3354 

2 建设 14,223 12 推动 4677 22 体系 3318 

3 农村 13,005 13 社会 4461 23 生态 3174 

4 发展 12,939 14 完善 3753 24 保护 2985 

5 农业 12,816 15 文化 3597 25 项目 2976 

6 振兴 9042 16 创新 3540 26 生产 2913 

7 服务 6639 17 机制 3525 27 特色 2883 

8 工作 5772 18 农民 3501 28 企业 2883 

9 产业 5490 19 政策 3498 29 帮扶 2856 

10 支持 5211 20 脱贫 3375 30 国家 2841 

 
由表可见，高频出现的词汇有“农村”、“乡村”、“建设”、“发展”等，体现出乡村振兴政策实

行过程中主要围绕农村建设或乡村发展，建设和发展是现阶段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旋律。加强农业

特色产业帮扶力度可以有效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2.3. 变量分类及参数设定 

在进行参数识别时，本文以政策高频词为基础，参照已有文献，构建山东省乡村振兴政策变量评估

体系，该体系由 9 个一级变量和 44 个二级变量构成，如表 2 所示。 
 

Table 2. First level variables and corresponding second level variables 
表 2. 一级变量及对应二级变量设置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二级变量编号 二级变量名称 

X1 政策性质 

X1:1 预测 

X1:2 建议 

X1:3 保障 

X1:4 引导 

X1:5 监管 

X1:6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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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X2 政策时效 

X2:1 长期(>5 年) 

X2:2 中期(3~5 年) 

X2:3 短期(<3 年) 

X3 政策级别 

X3:1 国家级 

X3:2 省级 

X3:3 地市级 

X3:4 区县级 

X4 政策领域 

X4:1 政治 

X4:2 经济 

X4:3 技术 

X4:4 社会 

X4:5 制度 

X5 政策内容 

X5:1 乡村产业发展 

X5:2 人才培育 

X5:3 文化建设 

X5:4 生态保护 

X5:5 特殊群体和乡村治理 

X6 政策功能 

X6:1 经济发展 

X6:2 示范推广 

X6:3 规范引导 

X6:4 人才建设 

X7 政策评价 

X7:1 目标明确 

X7:2 方案可行 

X7:3 规划详细 

X7:4 依据充分 

X8 保障措施 

X8:1 组织领导 

X8:2 政策支持 

X8:3 督查落实 

X8:4 人才引进 

X8:5 资金支持 

X8:6 技术投入 

X8:7 宣传引导 

X9 政策目标 

X9:1 粮食稳产保供 

X9:2 农业设施加大建设 

X9:3 农业科技装备支持 

X9:4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X9:5 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X9:6 健全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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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投入产出表的构建 

本文构建多投入产出表的目的在于搭建起数据分析结构，从而使政策评价者能够多维度且系统地对

单个变量进行量化。实证分析部分将基于政策文本对选取的典型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多投入产出表中的

二级变量进行赋值。 

2.5. PMC 指数计算公式 

参考 Estrada (2008, 2011)的研究，把政策文本 PMC 指数的计算划分为二级指标赋值、二进制计算一

级指标数值与计算 PMC 指数三个步骤。首先，利用公式(1)和(2)计算二级变量数值，公式(3)计算一级变

量数值，公式(4)计算各政策 PMC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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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MC 指数模型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Table 3. Sampl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docum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表 3. 山东省乡村振兴政策文件样本 

序号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文件名称 

1 2019.04.28 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进一步做好

“三农”工作的实施意见 

2 2020.02.27 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的指导意见 

3 2021.10.22 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4 2021.12.27 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5 2022.07.07 
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乡村振兴局 
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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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MC 指数模型对于政策的分析与评估能力，根据山东省发布的不同领域的政策，宏观筛选出山

东省乡村振兴政策共 95 项，政策时间跨度为 2017 年~2023 年，综合考虑政策样本的时效性、代表性等。

拓宽政策涵盖到中央及市级范围，降低人为因素等带来的主观偏差。本文共选取 5 项山东省乡村振兴政

策进行量化评价(见表 3)。 

3.2. PMC 指数计算 

根据以上计算步骤，得出政策样本的 PMC 指数，数据见于表 4。并进行等级划定以及排序。本文的

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了 9 个一级变量，其 PMC 指数得分等于 9 个一级指标的加和，其各项政策的取值范

围为[0, 10]之间。结合 Estrada 等学者的评价等级标准划定，本文将政策效力分为 4 个等级：[8~10]为优

秀、[6~7.99]为良好、[4~5.99]为可接受、[0~3.99]为效果较差，结果如表 5 所列。 
 

Table 4. 5 sample PMC index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表 4. 5 项乡村振兴政策样本 PMC 指数 

变量 P1 P2 P3 P4 P5 均值 

X1 0.60 0.67 1.00 0.83 0.83 0.79 

X2 0.33 0.33 0.33 0.33 0.33 0.33 

X3 0.25 0.25 0.25 0.25 0.25 0.25 

X4 0.80 0.60 0.80 0.60 0.50 0.66 

X5 1.00 0.50 1.00 1.00 1.00 0.90 

X6 1.00 0.75 1.00 0.75 0.75 0.85 

X7 0.75 0.50 0.75 0.50 0.50 0.60 

X8 0.57 0.57 1.00 0.86 0.86 0.77 

X9 1.00 0.67 1.00 1.00 0.50 0.83 

PMC 6.30 4.84 7.13 6.12 5.52 5.98 

 
Table 5. Sample policy ranking 
表 5. 样本政策排名 

政策等级 编号 PMC 指数 排名 

良好 

P1 6.30 2 

P3 7.13 1 

P4 6.12 3 

可接受 
P2 4.84 5 

P5 5.52 4 

3.3. 结果分析 

根据 PMC 矩阵用 MATLAB 软件绘制 PMC 曲面图，下图所示为 5 项乡村振兴政策 PMC 曲面图：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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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曲面图                                        P2 曲面图 

  
P3 曲面图                                          P4 曲面图 

 
P5 曲面图 

Figure 1. 5 PMC surface diagra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图 1. 5 项乡村振兴政策 PMC 曲面图 

 
P1 政策的 PMC 指数为 6.30，排名为第 2 位，等级为“良好”。P1 政策在各项指标均保持较高分数，

高于均值，但是在 X1 政策性质及 X8 保障措施两项低于均值，说明该政策在预测、监管方面缺乏相应办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5.154067


陈培友，张思淼 
 

 

DOI: 10.12677/hjas.2025.154067 554 农业科学 

 

法，应构建完善政策体系，明确政策引领，构建监督反馈机制，重视人才政策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利用媒

体宣传和政府引导的力量，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山东省的乡村产业项目。 
P2 政策的 PMC 指数是 4.84，等级为“可接受”。排名为第 5 位。该政策内容涵盖性比较广，具体

政策实施不够详细，在 X1 政策性质尚缺乏预测监管等内容，在 X5 政策内容上缺乏详细的具体上的可操

作性，在 X6 政策功能上缺乏目标性，在 X7 和 X9 政策评价以及政策目标指标上缺乏完善的政策评估体

系和明确目标导向，整体方向清晰，还需在政策落实实施上增加具体措施。在 X8 保障措施上需要联合多

部门共同展开工作，做好政策监督反馈工作。 
P3 政策的 PMC 指数为 7.13，排名为第 1 位，等次为“良好”。在 X4 政策领域、X8 政策保障措施

及 X9 政策目标上取得较高的分，均高于均值，政策结构合理，实施细则较为具体，对于山东省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政策内容包含提升产业质量，打造宜居生态环境，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

涵盖范围广泛。 
P4 政策的 PMC 指数为 6.12，排名为第 3 位，等次为“可接受”。整体分值较高，在 X4 政策内容、

X6 政策功能及 X7 政策评价三项上低于均值，政策内容主要聚焦于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

高质量效率，保障乡村宜居宜业，保障农民生活富足，在政策功能上加强示范推广和规范引导。重视乡

村人才支撑作用。 
P5 政策的 PMC 指数为 5.97，排名为第 4 位，等次为“可接受”。在 X4 政策领域、X6 政策功能、

X7 政策评价、X9 政策目标上均低于均值。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引导、统筹协调和规范

监管，县级乡村振兴部门完善帮扶合作机制，对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搞好跟踪服务。在基层执行过

程中，各类乡村社会组织通过可操作性实地检验的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组织自身的职能实施，另一方

面又能营造出真正具有公信力、认可度的乡村生态环境，从而发挥乡村治理中的制度协同效应[6]。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山东省 2017 年至 2023 年出台的 95 项乡村振兴政策为研究对象，根据 PMC 指数模型进行政

策文本分析以及量化评价，根据得分结果，为山东省乡村振兴政策提出改进和优化建议，促进其进一步

完善，本文总结出以下结论。政策设计总体合理，在良好等级范围内政策有 3 条，处于可接受政策范围

内有 2 条，说明政策设计总体科学合理，但是各政策在政策性质、政策时效、政策功能、政策评价和保

障措施等方面有待调整和完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政策体系，增强政策协调性。长期性规划概括性强，但缺乏具体目标，可操作性差。中短

期规划内容较为细致具体，不够具有总括性。因此首先要结合各乡村具体发展情况，统筹规划长期、中

期、短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并提高政策后期监管和保障，当前政策主要以引导，建议及规划为主。因此

应加强对于政策实行效果的追踪和监测。 
第二，扩大政策领域，构建协同发展机制。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包括“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7]，虽然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石，承担着乡村发展

的经济效益，理应先扶持发展，但是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要重视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组织振兴多领域政策协同发展[8]。政府要加大对乡风文明建设，注重村民的精神文化建设及对优秀文化

的延续传承。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发挥人才支撑的领导作用[9]。 

第三，明确责任分工，保证政策有效落实。关于乡村振兴政策在具体实施的问题上，各级政府、有

关部门、社会组织等必须调整工作重点，建立高效联动工作执行机制，承担各部门责任，同时确保要求

和程序明确透明，加强政策保障与引导作用。政府部门要加大媒体宣传力度和政策导向作用，有效推动

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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