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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Potato is a major food crop and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in Dingxi Cit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relevant

document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potato industry in Dingxi City was expou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sidents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through partial correlation test and path analysis method,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was revealed. The potato market pric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direct path coefficient was 0.517 1; the labor input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irect path

coefficient was -0.411 7. The influence of the total potato yield and the potato production cost was secondary to the potato

market price, with the direct path coefficients of 0.140 6 and 0.097 2, respectively. Finally, It was proposed to further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farmers' employment and

income, strength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nd explore the value of potato industry,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Dingxi City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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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甘肃省定西市主要粮食作物和特色产业。在整理归纳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阐述定西市马铃薯产业

发展现状，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出发，通过偏相关性检验和通径分析，揭示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农民增收带动效

应。马铃薯市场价格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显著正相关性，直接通径系数为 0.517 1；劳动力投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呈显著负相关性，直接通径系数为-0.411 7；马铃薯总产量和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次于马铃薯市场价格，直接通径

系数分别为 0.140 6和 0.097 2。提出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升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民就业增收能力，加强科研创

新能力，挖掘马铃薯产业价值，以推动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发展，为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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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农民

增收是其首要目标和核心任务。近年，中央一号文

件多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确保农民收入稳

定增加”，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促进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1]，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不断强化产业联农

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实现共同

富裕。

马铃薯产业是中国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因马

铃薯耐干旱、耐瘠薄、抗灾能力强、稳产、高产，在

粮食供应、就业、收入保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3]。

马铃薯适宜性强，是能在中国各地大面积种植的农

作物之一，其生产分布与脱贫县分布高度契合，是

中国重要的优势农作物，在保障脱贫地区粮食安全、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4]。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背景

下，如何依托地方优势农业资源提升马铃薯产业

带动农民增收，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5-6]。

马铃薯产业是定西市农民收入重要来源，很多

研究曾采用 SWOT分析[7]、比较优势指数法[8]、波特

钻石模型[9]、DEA-Tobit模型[10]等方法探究定西市马

铃薯产业竞争力、比较优势等特色发展经验，探寻

其现代化发展思路，发现该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存

在产业链不健全[11]、综合生产技术效率较低[10]、生

产工作主要依靠传统经验[12]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制

约定西市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在前人研

究基础上，以定西市马铃薯产业为研究对象，从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出发，通过偏相关性检

验和通径分析方法，识别马铃薯产业在当地农民增

收中具体实现路径，揭示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产业

发展瓶颈，提出针对性解决策略。

1 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1.1 定西市概况

1.1.1 自然及地域条件

定西市地处甘肃省中部地区，在黄土高原、青

藏高原交汇地带，自然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

是中国适宜种植马铃薯的地区之一。该市平均海拔

约2 080 m，平均气温5.7~7.7℃，无霜期140 d，光热

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年均降雨量 360~600 mm，
主要降雨集中在 7~9月，与马铃薯块茎膨大期一

致，有利于块茎干物质积累，生产的马铃薯商品性

状良好，耐运输贮藏[7]。

定西市辖 1区 6县，皆种植马铃薯，因其地形

地貌复杂，各县区自然气候类型区别明显，马铃薯

种植种类较丰富。其中，漳县、岷县、渭源县南部

及安定区南部，地处高海拔地区，高寒阴湿，气候

冷凉，主要布局主食专用型马铃薯品种和种薯繁

育；通渭县、陇西县、临洮县及渭源县北部和安定

区北部，位于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区，日照时数

长，昼夜温差大，作物生产期长，主要布局马铃薯

高淀粉品种栽培种植；地处渭河、漳河、洮河流域

的河谷川地带，地势平坦，灌溉条件丰富，主要布

局加工专用型和菜用型马铃薯品种生产[13,14]。

1.1.2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条件

2021年，定西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76.78
亿元，较2020年增加10.3%，经济贡献率约25.9%。

全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9 798.3元，较 2020年

增加10.8%，其中，人均经营净收入4 503.8元，占

可支配收入的 46.0%；人均工资性收入 2 776.6元，

占可支配收入的28.3%。农村居民消费支出9 773元，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

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

数越大，表明一个地区或家庭生活越贫困；反之，

恩格尔系数越小，生活越富裕）为 33.6%（数据来

源：2022年定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2021年全市有145.94万乡村从业人员，90.31万
人选择从事农林牧渔业工作，农村居民从农业产业

中获得的人均月收入达 4 600元，其中，马铃薯产

业是增加经济收入重要渠道（数据来源：2022年定

西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定西市农民从

马铃薯产业获得的人均月收入达 1 600元，占人均

纯收入的 25%[15]；2018年达 1 700元，占人均纯收

入的 22%；2019年达 1 90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

23%[16]； 2020 年 达 2 034 元 ， 占 人 均 纯 收 入 的

26%[17]；2021年达 2 250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8%[18]。定西市农民从马铃薯产业中获得的收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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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提高，该市种植马铃薯有 200多年历史，当地

农民从事马铃薯产业工作积极性较高。

1.2 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发展情况

1996年，定西市委、市政府因马铃薯耐旱、

经济效益高、适合黄土高原地区种植的特性，提

出“洋芋工程”，在科学育种、种植、加工等环节

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大力推动马铃薯产业发

展[19,20]。目前，定西市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脱毒种薯

繁育基地、商品薯生产基地和薯制品加工基地，

马铃薯产业总产值由 2015年的 135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212亿元[21]。

1.2.1 种植情况

定西市是甘肃省最大的马铃薯主产区。从2016
年的152.38×10３hm2到2021年的182.24×103 hm2，定

西市马铃薯播种面积逐年上升（表 1）；从 2016年的

47.55万 t到 2021年的 68.21万 t，马铃薯产量逐年

增加（表 2）。近十年来，定西市的马铃薯播种面积

和产量均以绝对优势居全省首位。

年份

Year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甘肃省

Gansu Province
播种面积

（×103 hm2）

Planting area
(×103 ha）
684.90
698.70
682.60
664.90
673.90
565.30
570.70
558.70
574.70
586.06

定西市

Dingxi City
播种面积

(×103 hm2）

Planting area
(×103 ha）
180.96
175.00
157.07
152.71
152.38
156.85
165.62
169.66
175.64
182.24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26.42
25.05
23.01
22.97
22.61
27.75
29.02
30.37
30.56
31.10

天水市

Tianshui City
播种面积

（×103 hm2）
Planting area
(×103 ha）
82.16
82.86
79.38
76.70
75.76
79.26
77.77
79.51
80.27
79.20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12.00
11.87
11.63
11.54
11.25
14.03
13.63
14.24
13.97
13.52

白银市

Baiyin City
播种面积

（×103 hm2）

Planting area
(×103 ha）
68.35
69.62
69.10
67.18
67.78
66.32
64.85
67.23
69.48
70.94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9.98
9.96
10.12
10.10
10.06
11.73
11.36
12.03
12.09
12.10

平凉市

Pingliang City
播种面积

（×103 hm2）

Planting area
(×103 ha）
67.03
72.33
77.57
78.32
79.26
70.49
73.09
63.83
60.01
60.34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9.79
10.35
11.36
11.78
11.76
12.47
12.81
11.42
10.44
10.30

陇南市

Longnan City
播种面积

（×103 hm2）

Planting area
(×103 ha）
84.49
87.01
88.42
89.20
89.50
56.62
58.26
58.22
58.36
59.47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12.34
12.45
12.95
13.42
13.28
10.02
10.21
10.42
10.15
10.15

年份

Year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甘肃省

Gansu Provice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239.50
244.60
237.90
225.30
226.10
191.40

定西市

Dingxi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53.80
53.00
51.40
48.60
47.55
50.43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22.46
21.67
21.61
21.57
21.03
26.35

天水市

Tianshui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26.79
26.79
25.15
24.92
23.85
25.19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11.19
10.95
10.57
11.06
10.55
13.16

白银市

Baiyin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14.54
15.03
15.46
14.99
14.70
19.25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6.07
6.14
6.50
6.65
6.50
10.06

平凉市

Pingliang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15.27
17.56
18.75
18.38
19.31
19.26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6.38
7.18
7.88
8.16
8.54
10.06

陇南市

Longnan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24.24
24.45
27.15
28.39
25.19
16.37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10.12
10.00
11.41
12.60
11.14
8.55

表1 2012~2021年甘肃省主产区马铃薯播种面积及其占全省的比重

Table 1 Potato planting area and its proportion in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of Gansu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注：数据来自甘肃发展年鉴。

Note: Data are from the Gansu Development Yearbook.

表2 2012~2021年甘肃省主产区马铃薯产量及其占全省的比重

Table 2 Potato yield and its proportion in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of Gansu Province from 2012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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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定西市最主要粮食作物。定西市 72%
以上农作物是粮食作物，其中，马铃薯在该市主要

农作物播种面积构成中占比最高，近十年平均占比

达 33.75%（表 3）。在定西市三大主要粮食作物（小

麦、玉米、马铃薯）中，马铃薯播种面积近十年以

绝对优势保持最高占比，马铃薯产量在近五年保持

最高占比，播种面积和产量平均占该市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的 42.70%和粮食作物总产量的 39.79%（图

1、图 2），是对全市贡献最大的粮食作物，对保障

定西市甚至甘肃省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马铃薯是定西市规模最大的优势特色农业产

业。多年来，定西市以打造“中国薯都”和“中国药

都”为目标，着力构建农业特色产业体系，以马铃

薯、中草药材产业为培育重点，以果蔬、食用菌等

为补充，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近十年来，定西市的

中草药材和蔬菜播种面积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其播

种面积之和仅占马铃薯播种面积的 35.28%，马

铃薯播种面积占据定西市特色产业播种面积的

“半壁江山”，是该市发展优势特色农业产业主力

军（图3）。

表3 2012~2021年定西市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构成

Table 3 Planting area structure of major farm crops in Dingxi City from 2012 to 2021

年份

Year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农作物播种面积（%）
Planting area of farm crops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粮食作物（%）
Food crop

78.75
76.70
74.11
73.35
73.05
76.10
76.18
74.29
72.24
72.64

主要粮食作物

Main food crops
小麦（%）
Wheat
11.21
9.84
9.76
9.58
9.70
14.64
15.56
13.82
12.75
12.66

玉米（%）
Maize
25.45
25.97
26.58
26.51
25.49
20.26
21.15
21.62
20.41
20.77

马铃薯（%）
Potato
38.02
36.76
33.76
33.44
34.18
31.19
32.44
32.31
32.33
33.02

油料（%）
Oil plant

2.88
2.85
2.48
2.43
2.55
5.21
3.80
4.29
4.20
4.08

中草药材（%）
Chinese medicinal herb

12.63
13.53
15.91
7.04
16.21
14.07
14.50
15.43
16.12
16.41

蔬菜（%）
Vegetable

4.76
5.65
6.40
0.11
7.12
4.02
4.21
4.66
5.68
5.87

瓜果（%）
Melon and fruit

0.13
0.15
0.13
16.18
0.10
0.06
0.09
0.10
0.09
0.07

年份

Year

2018
2019
2020
2021

甘肃省

Gansu Provice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202.30
206.90
222.80
224.61

定西市

Dingxi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56.82
62.67
67.97
68.21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28.09
30.29
30.51
30.37

天水市

Tianshui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23.89
25.76
26.74
27.63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11.81
12.45
12.00
12.30

白银市

Baiyin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19.98
20.83
22.57
22.10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9.88
10.07
10.13
9.84

平凉市

Pingliang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22.72
22.29
22.07
22.11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11.23
10.77
9.91
9.84

陇南市

Longnan City
总产量（万 t）
Total yield
（×104 t）
17.68
18.43
17.60
18.32

占全省

比重（%）
Proportion
8.74
8.91
7.90
8.16

续表2

注：数据来自甘肃发展年鉴。

Note: Data are from the Gansu Development Yearbook.

注：数据来自甘肃发展年鉴。

Note: Data are from the Gansu Development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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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自定西市统计年鉴。

Note: Data are from the Dingxi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图1 2012~2021年定西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及其占比

Figure 1 Planting area and its proportion of food crops in Dingxi City from 2012 to2021

注：数据来自定西市统计年鉴。

Note: Data are from the Dingxi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图2 2012~2021年定西市粮食作物产量及其占比

Figure 2 Yield and its proportion of food crops in Dingxi City from 2012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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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农民增收带动效应分析——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吕健菲，孙一文，王澳雪，等

1.2.2 加工情况

随着马铃薯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增加，定西

市马铃薯加工业也不断发展。2007年，定西市涌

现出定西蓝天淀粉有限公司、甘肃腾胜农产品集

团淀粉公司、定西薯峰淀粉有限责任公司、定西

陇峰淀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甘肃超兴淀粉制品

有限公司和定西博瑞淀粉有限公司 6家首批规模以

上[22]的加工企业，马铃薯加工业发展初露头角[8]；

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马铃薯加工企业达12家，年

加工生产能力达61万 t[13,23]。目前，全市马铃薯加工

龙头企业达32家，其中有两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和 16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年加工能力达 86万 t，
生产各类薯制品 16.8万 t，年加工产值达 12亿元以

上[21]。马铃薯加工业发展不仅延长马铃薯产业链，

增加马铃薯产品附加值，还为加工厂周边农村居

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民增

收渠道。

1.2.3 贮藏营销情况

定西市拓宽销售渠道，开拓增收渠道。一是

利用交易市场，建成安定马铃薯综合交易中心、

渭源会川市场和临洮康家崖市场 3个国家级重点马

铃薯交易市场[24]，陇西文峰市场、安定巉口市场和

岷县梅川市场 3个规模较大的马铃薯专业批发市场

和 50多个中小型马铃薯交易市场[25]；二是利用电

商平台，在淘宝、京东等大型网络零售平台开设

260余家马铃薯及其制品销售网店，年网络销售额

超亿元[21,26]；三是贮藏助力，建成 95万座各类贮藏

库，全市马铃薯贮藏能力达 375万 t，促成年鲜薯

外销200万 t左右；四是产业化经营主体助力，培育

从事马铃薯产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1 521个，家

庭农场达 105个，带动约 17万户农户进行生产销

售[21,27]。销售渠道多元，贮藏体系健全，经营主体

得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

1.2.4 品牌建设情况

目前，定西市已成功注册 37个马铃薯品牌商

标，“临洮马铃薯”获原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定西马铃薯”“渭源马铃薯良种”“安定区

专用型马铃薯及其加工制品”“定西马铃薯脱毒种

薯及其制品”“临洮马铃薯”5个产品获国家原产地

地理标记注册，“腾胜”牌、“鲁家沟”牌、“清吉”

牌 3个马铃薯产品和“通渭”粉丝、“超兴”精淀粉获

国家A级绿色食品证书，“大江”牌马铃薯获国家有

注：数据来自定西市统计年鉴。

Note: Data are from the Dingxi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图3 2012~2021年定西市特色农业产业播种面积对比

Figure 3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planting area in Dingxi City from 2012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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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食品认证[24]。定西市渭源县、陇西县、临洮县、

安定区马铃薯生产基地被认定为省级无公害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其中，安定区、渭源县分别

被命名为“中国马铃薯之乡”“中国马铃薯良种之

乡”[28]，安定区为全国马铃薯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

和第一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该市连续 10年
代表甘肃省参加中国国际薯业博览会，连续 13年
成功举办“中国·定西马铃薯大会”[21]，马铃薯逐渐

成为定西市特色农产品标签。

2 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发展推动农民增收影
响因素分析

定西市马铃薯产业虽在生产规模、全产业链

发展、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该产业

能否有效促进当地农民增收依然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因此，探究马铃薯产业发展与当地农民收入

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制，对指导定西市马铃薯

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2.1 指标选取

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 2005~2021年相关数

据，马铃薯种植面积、马铃薯总产量、马铃薯市

场价格、马铃薯产值、马铃薯生产成本、农业机

械化投入、劳动力投入作为计算指标，对定西市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马铃薯产业相关变量

进行分析。

2.1.1 马铃薯种植面积

种植面积是衡量马铃薯产业发展规模的重要

指标，体现区域内土地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和产业

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本研究选取该指标

衡量其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29]。

2.1.2 马铃薯总产量

总产量反映马铃薯产业生产效率和地区生产

能力。总产量变动直观反映定西市马铃薯产业生

产能力和供应规模，因此，本研究选取该指标作

为衡量农民收入影响的重要变量[10]。

2.1.3 马铃薯市场价格

在马铃薯产业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市

场价格变动直接反映供求关系和市场竞争程度，

进而影响农民收益，因此，本研究选取该指标作

为了解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变量。

2.1.4 马铃薯产值

产值指生产者通过各渠道出售主产品和副产

品所得收入之和，是衡量马铃薯产业较其他农业

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马

铃薯产业链发展程度的重要参考，反映马铃薯产

业环节对农民收入提升的贡献程度，因此，本研

究选取该指标衡量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30]。

2.1.5 马铃薯生产成本

马铃薯生产成本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与

服务费用，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药费、租赁

作业费和其他费用，关系到产业盈利能力。分析生

产成本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成本优化和

管理效率提升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的作用，因此，

本研究选取该指标探究其与农民收入的关系[10]。

2.1.6 农业机械化投入

农业机械化投入水平反映现代化农业生产水

平，机械化投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

成本，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因此，本研究选取该

指标作为探究农民收入关系的重要参考[30]。

2.1.7 劳动力投入

人力资源是农业生产基本要素，其投入水平和

效率对农民收入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本研究选取该指标探究其与农民增收的关系[29]。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设定 y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i（i = 1, 2,
3, 4, 5, 6, 7）为自变量，分别代表马铃薯种植面积、

马铃薯总产量、马铃薯市场价格、马铃薯产值、

马铃薯生产成本、农业机械化投入和劳动力投入，

从历年《甘肃发展年鉴》《定西市统计年鉴》《农产品

成本收益汇编》及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马铃薯网

等获取相关数据。

为确保数据准确性和后续分析有效性，首先

使用 SPSS 26.0软件进行正态分布检验，Shapiro-
Wilk检验结果为Sig = 0.572>0.05，即数据满足正态

分布假设；Durbin-Waston检验结果为DW = 1.98，
接近于 2，可认为模型变量间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通常认为，Durbin-Waston检验值分布在 0~4，值

越接近 2，观测值相互独立的可能性越大），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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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通径分析奠定基础，各影响因素与农民收入

的偏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

马铃薯市场价格（x3）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y）呈极显著正相关性，偏相关系数高达 0.849 1
（P = 0.001 9）；其次是马铃薯生产成本（x5），偏相

关系数为 0.747 0（P = 0.013 0）。此外，马铃薯总

产量（x2）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也存在显

著正相关性，偏相关系数为 0.647 6（P = 0.042 9）。

相较之下，劳动力投入（x7）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y）呈极显著负相关性，偏相关系数为-0.828 2
（P = 0.003 1），这可能与劳动力增加、单位劳动生

产率下降或收入分散等因素有关。最后，马铃薯

种植面积（x1）、马铃薯产值（x4）和农业机械化投入

（x6）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存在正相关性，

但在统计学上关联不显著（表4）。

为深入研究显著变量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参考相关研究做法[31,32]，

在后续通径分析中剔除马铃薯种植面积（x1）、马铃

薯产值（x4）和农业机械化投入（x6）3个相关性检验

不显著的指标，保留马铃薯总产量（x2）、马铃薯市

场价格（x3）、马铃薯生产成本（x5）和劳动力投入

（x7）4个影响因素指标。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
马铃薯种植面积（x1）Potato sown area
马铃薯总产量（x2）Potato total yield
马铃薯市场价格（x3）Potato market price
马铃薯产值（x4）Potato output value
马铃薯生产成本（x5）Potato production cost
农业机械化投入（x6）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劳动力投入（x7）Labor input

偏相关系数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069 0
0.647 6
0.849 1
0.458 8
0.747 0
0.292 1
-0.828 2

显著性检验结果（双侧检验）

Significant test results (Two-tailed test)
不显著（0.849 7）
显著（0.042 9）
极显著（0.001 9）
不显著（0.182 3）
显著（0.013 0）
不显著（0.412 9）
极显著（0.003 1）

表4 各指标影响因素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偏相关系数

Table 4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ch index and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2.3 通径分析原理

通径分析是一种先进的相关性分析方法，能

明确了解并区分每个自变量直接和间接影响，避

免因共线性造成的误导，可处理如相关关系、因

果关系等变量间的复杂关系，为解决多重共线性

问题提供有效思路[33]。通径分析将相关系数分解为

直接通径系数、间接通径系数和总通径系数，其

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程度由直接通径

系数表示，通过其他自变量的间接影响由间接通

径系数表示，总通径系数则是直接和间接通径系

数之和[34]。

本研究采用通径分析方法评估马铃薯产业发

展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复杂联系。

设自变量集合为 X={x1，x2，…，xm}，因变量为

Y，令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偏相关系数为 p，则 p=

{p1, p2 ,…, pi}；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 rij，表示自

变量 xi和 xj 的相关系数；riy 表示自变量 xi与因变

量 Y的相关系数，通径分析模型中各个系数间关

系方程为：

在通径分析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综合作用

为D2。其中，D2代表所选择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决定程度，当D2趋近于1时，表示自变量拟合效果

较好；反之，表示自变量选取存在遗漏。

2.4 通径分析系数求解

综上所述，分析马铃薯总产量（x2）、马铃薯市

场价格（x3）、马铃薯生产成本（x5）和劳动力投入（x7）

■

■

■

||

||

p1 + r12 p2 +⋯ + r1m pm = r1y
r21 p1 + p2 +⋯ + r2m pm = r2y⋮
rm1 p1 + rm2 p2 +⋯ + pm = 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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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分析

马铃薯总产量、马铃薯市场价格、马铃薯生

产成本和劳动力投入 4个关键因素对农村居民可支

配收入的影响路径见图 4。各变量对促进农民增收

影响程度按绝对值排序为：马铃薯市场价格（x3）>
劳动力投入（x7）>马铃薯总产量（x2）>马铃薯生产成

本（x5），在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因素

中，马铃薯市场价格（x3）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y）的影响最大，直接影响系数为 0.517 1；劳动力

投入（x7）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411 7，与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y）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马铃

薯总产量（x2）和马铃薯生产成本（x5）的直接影响系

数分别为 0.140 6和 0.097 2，影响程度次于马铃薯

市场价格（x3）。

表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因素通径系数

Table 5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4个关键因素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y）的直接通

径系数和间接通径系数。根据 2.3中利用Microsoft
Excel 2019软件规划求解方法，求出各因素间接通

径系数和总通径系数（表5）。

影响因素

Influencing
factor

x2
x3
x5
x7

总通径系数

Total path co⁃
efficient

0.647 6
0.849 1
0.747 0
-0.828 2

直接通径系数

Direct path coef⁃
ficient

0.140 6
0.517 1
0.097 2
-0.411 7

总间接通径系数

Total indirect path
coefficient

0.507 0
0.332 0
0.649 8
-0.416 5

间接通径系数

Indirect path coefficient
通过 x2影响

Effect through x2
-
0.042 2
0.012 3
-0.117 2

通过 x3影响

Effect through x3
0.155 3
-
0.455 7
-0.256 3

通过 x5影响

Effect through x5
0.008 5
0.085 7
-
-0.042 9

通过 x7影响

Effect through x7
0.343 2
0.204 1
0.181 8
-

图4 马铃薯总产量、马铃薯市场价格、马铃薯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投入对农民增收的直接影响

Figure 4 Direct influence of potato total yield, potato market price, potato production cost and
labor input on farmers ' income increase

2.5.1 正向影响因素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

通径分析结果显示，马铃薯市场价格（系数：

0.517 1）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核心因素，一定程度上

说明农民收益主要取决于市场波动。马铃薯总产

量（系数：0.140 6）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相对较弱，

但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即马铃薯生产

规模扩大可有效提高农民收益，产生这种现象的

原因主要是近年中国马铃薯市场价格波动剧烈，

而产量相对稳定。马铃薯生产成本（系数：0.097 2）
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原因为种植户在种子、肥

料、农膜购买或种植技术学习等生产管理环节投

入更多成本，提升马铃薯产量和质量水平，产生

的正向收益足以抵消投入的成本，从而带动农民

整体收益提高。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劳动力投入
Labor input

马铃薯总产量
Potato total yield
马铃薯市场价格
Potato market price
马铃薯生产成本

Potato production cost

P2=0.140 6

P3=0.517 1

P5=0.097 2

P7=-0.4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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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负向影响因素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分析

劳动力投入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

析表明（图 5），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呈负向效应，

直接通径系数为-0.411 7；劳动力投入通过马铃薯

总产量、马铃薯市场价格和马铃薯生产成本对农

民收入的间接通径系数为-0.416 5。
通径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力投入对农民收入

呈负相关性，即延续过往的劳动密集型投入不

确定能够带来预期的增长收益，相比之下，生

产效率提高更有利于促进收入增长，主要原因为

劳动力是基础要素，其重要性随着马铃薯种植

户技术水平和机械化应用水平等提升而逐步降

低。此外，劳动生产效率下降和农村劳动力成

本上升也导致劳动力投入对农民收入呈负相关

性。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在

农村的大龄生产者需承担更高强度的劳动任

务同时缺乏现代化生产管理技术，导致马铃薯

生产效率降低，一定程度影响总体收入；另一

方面，劳动力投入成本的增加进一步挤占其他用

于提高马铃薯生产质量的成本空间，产生总成

本升高但产出质量降低等问题，影响总体增收

效益。

图5 劳动力投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分析

Figure 5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labor input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2.5.3 不显著影响因素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理

定西市农业机械化投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偏

相关系数（r值）为 0.292 1，显著性水平（P值）为

0.412 9，说明机械化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呈正

向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效果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

著（表 4）。同时，劳动力流失和劳动人口老龄化导

致的生产效率不足和劳动成本上升等问题会进一

步阻碍农民增收，因此，调整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投入结构，提高马铃薯生产机械化率，降低劳动

力成本，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此外，马铃薯产值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偏相关

系数为0.458 8，显著性水平（P值）为0.182 3，与农

民收入正相关性较大，但其作用效果在统计学意

义上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该市马铃薯产业

价值链在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所偏斜，农

民主要集中在初级生产阶段，而产值的大部分被

中下游环节所吸纳，导致农民未能充分分享全产

业链的增值效益。因此，推动马铃薯产业链整合

升级，创建完善农民利益联合机制有利于促进农

民增收。

3 定西市马铃薯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发展
建议

定西市委、市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将马铃薯产

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第一产业来抓，建立

健全市县各级马铃薯产业工作机构，完善定西市

马铃薯主食产业开发联盟、种薯行业协会、淀粉

行业协会工作职责，指导推动定西市马铃薯及其

制品行业管理、技术服务、试验示范等工作，以

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提升农民收入水平[1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劳动力投入

Labor input

马铃薯总产量

Potato total yield

马铃薯市场价格

Potato market price

马铃薯生产成本

Potato production cost

-0.828 2

-0.416 5

-0.117 2

-0.411 7

-0.256 3

-0.0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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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3.1.1 加大马铃薯产业政策资金扶持力度

就促进农民增收而言，定西市应继续加大对

特色农业产业的扶持力度，尤其是马铃薯作为主

要粮食作物之一，较中草药材等特色产业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应以马铃薯产业发展作为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抓手，落实好促进马铃薯产业

发展各项相关政策。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企

业、合作社、种植大户标准化种植的补贴力度，

提高马铃薯产业生产积极性[35]；另一方面，要进一

步完善并实施马铃薯农机购置补贴、初加工机械

补贴等政策性补贴措施，提高马铃薯机械化生产

水平[36]。

3.1.2 提升马铃薯保险水平

马铃薯保险政策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马铃

薯生产的风险成本，减轻生产者后顾之忧。为使

该产业稳定促进农民增收，应学习借鉴马铃薯保

险政策成功案例，创新保险体制机制，扩大马铃

薯投保面积，积极探索实施马铃薯价格底数保险

试点，有效增强马铃薯产业抗风险能力，促进产

业发展壮大，保障农民增收渠道畅通[25,37,38]。

3.2 进一步提升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能力

3.2.1 提升马铃薯外销能力

种薯销售方面，需加强种薯质量监管力度，

进一步修订完善《定西市马铃薯脱毒种薯质量管理

办法》，督促种薯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切

实保障种薯质量安全，以高质量种薯产量提高销

售量，进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种薯企业带

动农民就业增收能力。鲜薯销售方面，要优化种

植结构，合理布局种薯繁育基地、商品薯基地、

加工专用薯基地[25,39]，引导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和种

植大户坚持适度规模经营，有序推进马铃薯清洁

生产和轮作生产，有效应对和预防市场风险，保

障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同时，以经营组织的形

式培养田间地头“土专家”“田秀才”，以马铃薯能

人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提升鲜薯

外销能力，进而提升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民就

业增收能力[40,41]。

3.2.2 加大马铃薯加工转化力度

引导加工企业，尤其是淀粉加工企业提高废

水废渣综合利用能力，促进马铃薯加工生产环保

达标，有效延长企业生产周期，提高加工能力。

引导企业达成加工项目合作，采取多种方式拓宽

薯制品加工销售渠道，为农民增设就业岗位的同

时，提高农民就业收入[42]。

3.3 进一步加大科研创新力度

3.3.1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进一步加大对马铃薯相关科技成果转化的项

目支持，推动马铃薯新品种选育、新技术示范推

广、新产品研发、新机械装备等科技创新项目和

科技成果应用落地。有效破除马铃薯产业发展难

题，提高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使更多农民深度参

与马铃薯产业发展[43,44]。

3.3.2 加快先进科技成果引进

发挥国家马铃薯产业体系定西试验站、定西

马铃薯研究中心、定西马铃薯重点实验室等工作

站的创新动能，提高马铃薯研发创新能力，加快

先进科技成果引进转化[41]。此外，积极与中国农业

科学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兰州大学、甘肃农

业大学等科研院（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聘请甘

肃省内外马铃薯专家顾问，围绕马铃薯主食产品

开发、水肥一体化种植、测土配方技术、宜机化

种植模式应用等开展技术合作，探寻现代化技术

促进农民增收途径，探索利农惠农发展模式，提高

马铃薯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16,45]。

3.4 进一步挖掘马铃薯产业价值

对马铃薯种植业、精深加工业、服务业等行

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延伸马铃薯产业链和

价值链，提高马铃薯产品附加值，打造定西市马

铃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46]。

3.4.1 挖掘产业文化

充分发掘马铃薯产业核心文化，弘扬定西人

文精神，创作一批反映定西市人民通过种植马铃

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文学艺术作品，宣扬正能量，

坚定定西市农民通过马铃薯产业创收的信心[47]。在

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和城镇建设中注入马铃薯文化

元素，适时举办各类马铃薯美食节、文化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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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节会，广泛传播马铃薯美食文化，推进马铃薯

产业经济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提高定西市马铃

薯对外吸引力[21]。

3.4.2 加强品牌建设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重大节会的宣传作用，

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提高定西市马铃薯市场知名

度和美誉度，发挥“定西马铃薯”“定西马铃薯脱毒

种薯”等区域公用品牌效应，推动区域公用品牌与

企业产品品牌融合发展[48,49]。进一步加大原产地地

理标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申请认定工作和地

理标志商标等申请注册，创建从种薯、鲜薯生产

到精深加工产品的全国知名品牌体系，通过品牌

效应带动马铃薯产业发展，进而提高农民收入[12]。

4 结 语

“洋芋工程”让定西市的“救命薯”变成“致富

薯”[16]。正如林毅夫[19]所说，“一个地区的经济要想

发展成功，就必须根据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

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同时发挥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才能将比较

优势变成竞争优势”。马铃薯产业是有效促进定西

市农民增收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要一以贯之

全方位推动该市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中国粮食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乡村产

业富民增收能力弱等问题依然突出，定西市马铃

薯特色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不突出等问题依

然存在，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造成影响。马铃薯

产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空间依然巨大，仅有在借

鉴已有成功案例和研究成果基础上，不断挖掘马

铃薯产业发展活力，不断创新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才能使马铃薯产业经久不衰地带动农民增收活力，

实现马铃薯产业发展成果与民共享，成为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产业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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