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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构建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有利于评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效果。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 5 个一级指标和 17 个二级指标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TOPSIS 加灰色关联法，对我国 2014-2018 年的乡村振兴总体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计算和分析了各

个子系统的灰色关联相对贴近度和年动态趋势。数据表明，2014-2018 年间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呈现增长趋

势。各个子系统和总体水平趋势不完全一致，加大对乡村人才流失等现象的关注和政策扶持力度有利于提高

乡村振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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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in China，which needs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examine the implem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on rural revitalization，five primary indexes and 17 secondary indexes were selected to construct a 

rural revital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sing the TOPSIS an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ethod，an 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18，and the relative closeness and annual dynamic trend of each 

subsystem were analyzed. The data showed that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was overall increased from 2014 to 2018；the trends of each 

subsystem and the overall trend were not fully consistent；more attention and policy supports to the rural brain drain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TOPSIS；grey relational analysis；evaluation system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项

重大战略，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能否得到有效解决有着重大影响 [1]。乡村振兴的

评价是全面观察乡村振兴水平、制定乡村发展战略

和模式、全面部署乡村振兴各项要素和实践的基础

保障 [2]。构建科学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已成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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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求，既有助于合理测度乡

村振兴的进展，为指导各地各部门乡村振兴进程提

供数据支撑，又能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将乡村战略要

求和目标具体化，对于加强战略实施的考核监督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 2017 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国乡村整体

水平如何变化业已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把握其在

时间序列上呈现出的趋势和变化，对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有一定的监测、纠偏作用。文章在构建乡村

振兴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 TOPSIS 和灰色关联

法，评价我国近年乡村的整体状况，探究发展趋势，

观察所选取的各个指标在时间序列上对乡村振兴

有何影响，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做出一定 

贡献。

1  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学者对乡村振兴的评价研究主要从

构建指标体系和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这两方面开展。

首先，为了构建指标体系，响应国家“五位一体”战

略部署任务，最近几年多数研究都从“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 个方

面或其中某个层面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张挺等 [2]

从这五个层面出发，筛选出 15 个三级指标和 44 个

四级指标，对 11 个省份的 35 个乡村进行了实证分

析；闫周府 [3] 则构建起基于这五个层面的 21 个二

级分项指标和 43 个三级分项指标的动态指标评价

体系；申云等 [4] 构建了以农产品、农业多功能以及

农业支撑为主的乡村产业振兴体系理论分析框架，

对全国 30 个省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进行了定

量测度和分析。在评价方法的研究上面，主要包括

筛选指标、确定指标权重及计算评价结果三个方面。

其中，不少学者用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法来筛选

需要的指标，确定指标权重时大多采用专家打分

法、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德尔菲法或者是这几种方

法的组合权重计算法。沈剑波等 [5] 利用层次分析

法和德尔菲法确定的指标权重。评价结果的计算

方法主要有：（1）综合指数法 [6]；（2）系统聚类法 [7]；

（3）TOPSIS 法 [8-9]。

以往的研究多基于地域层面，对所构建的指标

体系进行实证研究，很少有针对时间序列的研究和

分析，针对全国范围乡村纵向发展水平的把握有所

欠缺，且大多都对数据进行了主观赋权，较少使用

科学客观的方法。鉴于各大统计年鉴统一更新至

2019 年，所以文章主要选取 2014-2018 年这五年

作为研究的时间范畴；鉴于乡村振兴战略于 2017

年提出，故对于我国 2014-2018 年的乡村振兴水平

的测度，宜遵循乡村振兴的内涵和理论体系，进行

对比分析。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1）将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 个层面

设为一级指标，在文献研究基础上，选取了 17 个子

指标构成评价体系，以衡量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

平，并比较其他年份具体的成果；（2）运用 TOPSIS

和灰色关联法，计算分析我国 2014-2018 年的指标

数据，得出乡村振兴总水平的灰色关联相对贴近度

以及 5 个子系统的贴近度，并进行年趋势分析。

2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现有研究成果，遵循以下指标原则：（1）

以人为本原则；（2）遵循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原则；

（3）系统性原则；（4）可计算性原则。选取已有文

献中的指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表 1）。

一级指标选取了现有研究成果和国家对乡村振兴

的“二十字”方针，划分为五个层面。通过分析各

一级指标的内涵和目标，下设详细的二级指标，形

成乡村振兴水平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具体的二级

指标选取主要来源于沈费伟等 [10]、贾晋等 [8]、毛

锦凰 [9]、郭翔宇等 [11] 构建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

系和沈剑波等 [5] 采用频数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

统计分析的结果。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力求符合我

国大部分地区现阶段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确保

2014-2018 年的乡村振兴评价真实可靠，反映我国

2017 年前后乡村建设过程中影响较大的因素。

（1）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劳动生产率

反映了乡村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和

第二、三产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比重反映了农民就

业情况和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程度。

（2）生态宜居保障乡村发展质量。乡村以农业

生产为主，化肥使用强度影响生态环境；道路硬化

率体现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是乡村人居环境宜居程度的重要体现；无害化卫

生厕所普及率和供水普及率则反映了乡村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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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度和便利程度。

（3）乡风文明反映乡村文明和社会进步程度。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反映乡村人民精神生

活状况；卫生技术人员和教师数量反映乡村高素质

人才队伍状况，且对于乡村的文明风气有着很大的

引领作用；互联网宽带覆盖率反映了乡村信息化水

平。

（4）治理有效要靠乡村善治。党支部书记兼任

村委会主任比例、党员占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体现了

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党组织领导情况；村委会成员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重反映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人均食品烟

酒消费支出比重和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

数是衡量乡村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人均可支

配收入直接反映了乡村人民的富裕程度。

2.2 评价方法

乡村振兴的评价需考量多个因素，是针对多指

标决策的过程。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是一个动态的

评价体系，评价的是乡村发展实际与预期规划之

间的差距。TOPSIS 法是常用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

法，本质是通过衡量系统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

的欧氏距离来判断系统的发展水平 [12-13]。乡村振

兴是长期、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目标可能

不同，仅仅用距离衡量并不能体现数据序列的动态

变化；其次，在乡村振兴评价的过程中，由于评价体

系的衡量信息具有不完全性，因而具有一定的“灰

色”特征。而灰色关联分析法可以通过测量系统

间的紧密程度，确定样本间的关联程度，很好地反

映系统的变化态势 [14]。所以，采用 TOPSIS 法和灰

色关联分析法的组合法，能够联合欧氏距离和灰色

关联度来衡量系统目前的状态和理想状态之间的

差距 [14-16]。也就是说，用此方法可以科学测量每

个指标到其正负理想解的距离，以及各年现实状

态到乡村“理想化”振兴状态的差距。具体过程如

下：

（1）为避免数据受到量纲的影响，先对数据 xij

标准化处理。

设X=（xij）m×n，xij为第i年的第j个指标。其中，

m 是评价年的个数，n 是指标的个数。设 Yij 为标准

化后的值。

如果 Xij 为正向指标，其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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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Xij 为负向指标，其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表 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x1 产业兴旺

x11 农村中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农村中农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 / 农村总的从业人员数

x12 劳动生产率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x13 第二、三产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比重 第二、三产业收入 / 农民总收入

x2 生态宜居

x21 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强度 农业生产中施用量 / 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x22 农村道路硬化率

x23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x24  x31 供水普及率

x3 乡风文明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 人均消费支出

x32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x33 每千人口专职教师数 专职教师总数 / 农村总人口

x34 互联网宽带覆盖率 农村互联网接入户 / 农村总户数

x4 治理有效

x41 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比率 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数 / 村委会主任总数

x42 村民委员会中党员比例 村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员人数 / 村民委员会委员总数

x43 村民委员会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普及率 村民委员会委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数 / 村民委员会委员总数

x5 生活富裕

x51 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比重 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 人均消费支出

x52 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数

x53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 3 期 93杨  苏，等：基于 TOPSIS 和灰色关联法的乡村振兴评价研究

1

11

max( )

max( ) min( )

−
=

−

ij iji m
ij

ij iji mi m

x x
Y

x x
 

  

  （2）

（2）用熵值法计算 Yij 权重。熵值法是根据指

标变异程度判断不同指标所占权重的一种客观的

赋权方法。熵是对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

被评价指标的熵值越小，则说明该指标的变异程度

越大，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大，权重相应越大 [12]。具

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数据标准化处理，具体见公式（1）、（2）

步骤二，比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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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熵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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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权重计算，权重向量 wj={w1，w2，…，

wn}，下式中 1-ej 表示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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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标准化后的 Yij 进行加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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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各指标的正负理想解，例如：01u+ =max

（u11，u21，…，um1），01u−
=min（u11，u21，…，um1）

正理想解： 01 02 0{ , , , }nU u u u+ + + += 

负理想解： 01 02 0{ , , , }nU u u u− − − −= 

（5）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设 ijp+
、pij

−
分别为第 i 个评价年第 j 个指标与

正、负理想解的灰色关联系数，uoj
+
为第 j 个指标

的正理想值，ξ称作分辨系数，0 ＜ ξ＜ 1，一般取

ξ=0.5。

1 1 1 1

1 1

min min( ) max max( )

max max( )

ξ
ρ

ξ

+ +

+
+ +

− + −
=

− + −

oj ij oj ijj n i m j n i m
ij

oj ij oj ijj n i m

u u u u

u u u u
       

   

1 1 1 1

1 1

min min( ) max max( )

max max( )

ξ
ρ

ξ

− −

−
− −

− + −
=

− + −

oj ij oj ijj n i m j n i m
ij

oj ij oj ijj n i m

u u u u

u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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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i 年与正、负理想解的灰色关联系数矩阵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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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年与正、负理想解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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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灰色关联相对贴近度

, (1, 2,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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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各评价年排序

计算出各年的灰色关联相对贴近度后，对其进

行排序。排名越靠前，说明该评价年的乡村振兴水

平状况越好；反之，说明该评价年的乡村振兴水平

状况越差。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使用数据来自 2015-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

国社会统计年鉴》，反映的是我国 2014-2018 年的

实际数据。

（1）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如表 2 所示：

（2）根据公式（1）-（5），经过计算得出各二级

指标的权重（表 3）。

由上述各指标权重可以看出，X13 所占比例最

高，乡村中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乡村经济增长

不能仅靠第一产业。随着乡村改革不断深化，乡村

工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也逐

步形成并发展，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力巨大；其次是

X21，化肥的使用强度关系到农作物的健康成长，

也影响着乡村的居住环境，所以要合理降低化肥使

用强度，保护乡村生态环境，打造绿色生存空间，对

提高生态宜居子系统的水平有着积极作用；接着是

X43，X33，X32，大学生、教师和卫生技术人员的数

量也占据较高的评价比例，说明大学生、教师和医

护人员的规模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乡村振

兴水平，乡村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将是影响未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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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的重要因素。

3.2 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评价

3.2.1  乡村振兴总体发展趋势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各年的乡村振兴灰色关联

相对贴近度和增长率（表 4）。可以看出，各评价年

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系数分别为 {0.453 3，0.463 2，

0.482 1，051 06，0.554 2}，排序为 2018 年 >2017 年

>2016年>2015年>2014年，其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

其中 2014 年和 2015 年略有增幅，而 2015-2018 年

间每年都以超 2% 的增幅增长，2017-2018 年增幅

最高，达到了 8.54%。总体而言，我国乡村综合评价

系数由2014年的0.453 3提高到2018年的0.564 2，

5 年内正向增加了 0.100 9，说明我国这 5 年的乡村

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逐步向理想水平靠近。

3.2.2  乡村振兴子系统发展趋势评价结果分析

由前文乡村振兴评价指标系统的构建情况可

知，X1、X2、X3、X4、X5 为 5 个子系统，通过公式计

算可以得到各子系统的灰色关联相对贴近度（图

2—图 6）。

由图 2 可知，2014-2018 年我国乡村振兴中的

产业振兴子系统贴近度由 0.424 8 增长到 0.702 4，

增长了 0.277 6。这是由乡村农业人口减少、产值

不断增加而引发的产业振兴，数据趋势显示近几年

我国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不断增强，态势良好。指标

中增长最为明显的是 X13，五年间增长了 1%，表明

我国乡村产业向多元化方向迈进，有利于总体产

业的兴旺。由图 3 可知，生态宜居子系统贴近度由

0.341 7 增长到 0.658 3，增长了 0.316 6。这是由于

化肥使用强度降低、乡村供水、道路等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总体上乡村环境日益改善，发展速度平稳，

逐渐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同时从指标层面说明

乡村的化肥用量控制和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

对提高生态宜居子系统水平具有良好的贡献。

从图4可知，乡风文明子系统贴近度波动较大，

总体上从 0.482 8 变成 0.519 6，是正向发展的。但

是在 2015-2016 年，贴近度由 0.481 4 变成 0.550 6，

曲线呈陡然上升的趋势，客观而言，归功于国家对

乡村医疗系统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2015 年新农

合政策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每千人口卫生

技术人员数量大幅增加，X32 由 3.9 增加为 6.12，人

员规模扩大了接近两倍。而在 2016 年到 2017 年，

曲线又有下滑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每千人口乡村专

职教师数量下降，X33 由 4.48 降低到 4.16。2017

表 3 各二级指标权重表

指标层 指标权重

x11 农村中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0.000 7 

x12 劳动生产率 0.013 1 

x13 第二、三产业占农民总收入比重 0.211 2 

x21 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强度 0.136 6 

x22 农村道路硬化率 0.070 0 

x23 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0.028 3 

x24  x31 供水普及率 0.057 8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0.000 8 

x32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0.083 2 

x33 每千人口专职教师数 0.084 5 

x34 互联网宽带覆盖率 0.013 1 

x41 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比率 0.001 7 

x42 村民委员会中党员比例 0.023 5 

x43 村民委员会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普及率 0.122 9 

x51 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比重 0.064 8 

x52 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数 0.043 4 

x53 农村人均支配收入 0.044 5 

表 4 2014-2018 年综合评价系数和增长率

年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综合评价
系数

0.453 3  0.463 2  0.482 1  0.510 6  0.554 2

增长率 - 2.18% 4.08% 5.91% 8.54%

表 2 乡村振兴指标标准化数据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x11 0.000 0  0.840 6  0.951 7  1.000 0  0.903 4 

x12 0.000 0  0.460 6  0.882 1  0.891 1  1.000 0 

x13 0.000 0  0.000 0  0.100 0  0.400 0  1.000 0 

x21 0.000 0  0.064 9  0.153 7  0.468 4  1.000 0 

x22 0.000 0  0.000 0  0.216 7  1.000 0  1.000 0 

x23 0.000 0  0.315 1  0.726 0  1.000 0  1.000 0 

x24 0.000 0  0.000 0  0.263 6  1.000 0  1.000 0 

x31 0.846 0  0.000 0  0.980 0  1.000 0  0.988 4 

x32 0.000 0  0.042 5  0.768 0  0.882 4  1.000 0 

x33 1.000 0  0.831 2  0.729 4  0.040 3  0.000 0 

x34 0.000 0  0.489 9  0.593 6  0.772 5  1.000 0 

x41 0.820 9  0.813 8  1.000 0  0.986 0  0.000 0 

x42 0.851 2  0.579 6  0.363 6  0.000 0  1.000 0 

x43 1.000 0  1.000 0  0.180 9  0.000 0  0.085 1 

x51 0.000 0  0.149 9  0.383 3  0.683 0  1.000 0 

x52 0.000 0  0.203 5  0.566 4  0.734 5  1.000 0 

x53 0.000 0  0.226 0  0.454 1  0.713 0  1.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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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则出现回升趋势，是因为 2016 年 8 月，农

业农村部印发了《“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

发展规划》，宽带覆盖率增加，使得乡村信息化水平

有所提高，在此期间，乡村教师队伍占乡村总人口

的比例也保持平稳。由图 5 可知，治理有效子系统

在 2014-2017 年呈现下降态势，贴近度由 0.516 4

降为 0.341 6，主要原因是该系统的指标中，村委会

本科及以上的委员数量占比由 2% 下降到了 1%，

而 2017-2018 年，该项指标趋势则开始正向发展，

比例增加了 0.1%，且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

的比例也出现较大提升。

从图 6 可以看出，2014-2018 年的生活富裕

子系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反映乡村人民生活

水平在这五年间有了较大的飞跃。贴近度由 2014

年的 0.162 7 上升到 0.717 3，增长了 0.554 6，其中

2017-2018 年曲线倾斜度最大、增长最快。究其原

因，主要源自 X51、X53 的正向变动，乡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2014 年的 10 488.9 元上涨到 2018 年

的 14 617 元，增长率为 39.86%，人均烟酒消费支

出比重由 33.57 个百分点降低到 30.1 个百分点，两

图 1 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时序发展趋势

图 2 产业振兴子系统发展趋势

图 4 乡风文明子系统发展趋势

图 3 生态宜居子系统发展趋势

图 5 治理有效子系统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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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 2017-2018 年变动幅度最大，分别为 8.82%、

3.53%。

4  结语和建议

TOPSIS 和灰色关联法的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方

法联合了欧氏距离和灰色关联度，能够客观反映各

评价年的乡村发展水平，用灰色关联相对贴近度排

序能从时间序列上纵向分析各评价年以及各个子

系统的乡村振兴趋势。此方法衡量了各评价年到

乡村“理想化”振兴的距离，考虑了指标数据序列

的位置和变化态势，突破传统的评价思维，较为准

确地量化了乡村振兴的水平，使乡村振兴评价结果

更加客观、科学，符合实际。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可知，选取指标构建的乡村

振兴评价体系对于我国 2014-2018 年这 5 年的乡

村发展水平起到了较大的监测作用，具体分析了其

中的偏差因素，为量化乡村振兴增加了经验，对我

国的乡村振兴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我国

2014-2018 年乡村总体发展水平增幅较高，但是在

2014-2017 年，五大子系统发展趋势不完全一致，

尤其是乡风文明子系统呈现较大的波动状态，治理

有效子系统呈现出下滑趋势。而在 2017-2018 年，

得益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无论乡村振兴系统总体

还是各个子系统发展水平都趋于增长，说明乡村振

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变化。

基于各指标的样本数据，根据乡村振兴总体和各子

系统的年趋势突出变化，提出以下建议：

（1）从产业兴旺的角度而言，乡村农业从业人

员比重保持平稳，农林牧渔业产值逐年增加，且乡

村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改善，提高第二、三产业的

占比，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现代化，对乡村产

业兴旺有着正面影响。

（2）从生态宜居的角度而言，乡村化肥的使用强

度对环境影响较大。随着科技水平和环保意识的提

高，合理降低化肥使用强度能够较好地平衡产业发

展和乡村人居环境。同时，完善乡村道路等基础设

施也起到很大的正向作用，有效改善乡村宜居性。

（3）从乡风文明的角度而言，应当关注乡村的

人才流动性。乡村的教育和医疗性人才在整个评

价体系中所占权重较高，扩大相应人才规模，可以

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引进教育和医疗性人才，提高乡村教

育和医疗保障，亦可以提升乡村总体素质，促进乡

村文明和谐发展。

（4）从治理有效的角度而言，治理有效的年趋

势波动主要受村委会中本科生比例的影响。大学

生受教育水平高，综合素质一般较好，应当鼓励大

学生回村发展，提升乡村基层组织的受教育水平，

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5）从生活富裕的角度而言，评价结果显示我

国乡村生活水平整体处于持续平稳向上状态，和现

实情况较为一致，所选取的指标适用于科学度量生

活富裕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在农民人均收入上涨

的同时，应针对性引导农民完善消费结构，在满足

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调整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促进多

方面消费。

（6）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也会出现新

情况，需要依据现实情况完善评价指标体系，跟踪

评价乡村振兴进程，推动政策的制定、调整，促进乡

村实现全面发展振兴。

图 6 生活富裕子系统发展趋势

（下转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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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和不断进步的基础。但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

中大众审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这使得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物插画风格不能一概

而论。但无论如何，在大众审美的引领下，中国人

物插画创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物风格朝着大众

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

革使得插画艺术从纯粹的绘画艺术中剥离出来，因

社会的需求产生了实际的功能，这是插画区别于

纯美术最显著的特征。功能赋予插画实用性，使

插画区别于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绘画创作，因此

插画中的人物形象会因功能的不同而呈现出商业

性、装饰性等特征，以满足社会和受众的需求。总

之，中国人物插画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外来

优秀文化的吸收，在审美大众化和实用主义的影响

下，形成了当代具有自身独特艺术语言的多元化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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