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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potato industr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analyzed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n, through combing the literature,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potato industry in

poverty reduction was expounded. The relevant data was selected from 2011 to 2020, and the changes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xpansion of potato industry and the poverty level in China were analyzed.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f potato industry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dium effect model.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reached: (1) the tertiary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hina had gradually advanced and rationalized, and the

potato industry as a whole had an expanding trend and had a significan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2) the thre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s played a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potato industry,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Finally, the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of potato industry was discussed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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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产业结构、马铃薯产业与缓解贫困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通过梳理文献阐述马铃薯产

业在减贫事业中的重要贡献，选取了2011~2020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马铃薯产业扩张情况和中国贫困程

度，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马铃薯产业的直接和间接减贫效应。得出（1）中国三次产业结构逐渐走向高级化、合理化，

马铃薯产业整体呈现扩张趋势且有显著的减贫效应；（2）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在马铃薯产业减贫效应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且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最后结合实证分析讨论马铃薯产业的减贫机制。

关键词：产业结构；马铃薯产业；减贫效应；中介效应

产业结构变迁视角下马铃薯产业减贫效应研究——刘巧彦，张艳荣

贫困是“无声的危机”，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社会经济

发展。长期以来，中国“造血式”扶贫成效显著，不仅为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减贫经验，也为

中国开展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地理位置分布

角度来看，全球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积极发

展农业产业对于贫困地区减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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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增长速度不同，为实现经济不断增

长，需要将增长速度较低地区的资源向增长速度较高的

地方转移，减少增长速度较低地区资源过剩并为增长速

度较高地区提供充足的资源，产业结构的变迁就是在资

源转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讲，产业

结构的变迁加速了经济增长。马铃薯是全球第四大粮食

作物，中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种植

区域与中国贫困地区高度重合，其在中国发展历史中承

载着“救命薯”到“温饱薯”到“减贫薯”再到“致富薯”的历

史使命。为缓解粮食危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

将2008年确定为“国际马铃薯年”，这是联合国有史以

来第2个以作物命名的年份，充分说明马铃薯在保障粮

食安全方面的重要地位[1]。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

下，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变迁，进而推进马铃薯产业

发展，2015年农业农村部提出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

为马铃薯产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1 文献综述

Christiaensen和Demery[2]对多个国家进行数据样

本分析，证明减贫成效与产业结构变动密切相关。

Datt[3]运用数据分析了印度地区不同经济增长和产业

结构部门对减贫成效的影响，发现农业相关类的产

业和非农业相关类产业有所不同，前者不存在减贫

成效的地区间差异，后者存在地区间差异且减贫成

效更为显著。Montalvo和Ravallion[4]的研究表明，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减贫成效存在部门与地区

间的非均衡性，农业部门的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主要

动力。汪三贵和胡联[5]从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视角研

究发现，产业发展和产业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对农村

减贫的效应是不同的，不同地区间产业发展的减贫

效应也有所差别。纪玉山和吴勇民[6]整理分析1978~
2003年的产业相关数据，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格兰杰检验表明

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经济增长。

马铃薯是中国重要的粮食兼经济作物，营养全

面、产量高、适应性强，已经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粮

食作物之一。针对农业发展方面，马铃薯产业的发

展，能有效弥补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竞争优势的不

足、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产

业减贫方面，马铃薯种植区域与中国贫困地区高度

耦合，推动马铃薯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并推动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加，对粮

食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马铃薯作为全球第四大粮食

作物，其营养的全面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在保障粮食

安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铃薯的功用曾被概

括为“疗饥救荒，贫民之储”[7]。Walker等[8]分析了全

球马铃薯供求以及种植分布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特

征，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更为严峻的人口压力和

饮食压力，应将马铃薯消费多元化和生产专业化放

在首位。张继武和刘立军[9]通过研究调整农村经济结

构，拉动农民收入增长，发现定西市通过农业结构

调整，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发展马铃薯产业，推动了

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同时形成马铃薯产业链，带动

了当地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农村的整

体效益。

综上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有着

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农业部门的增长是减少贫困

的主要动力。马铃薯产业是农业类的重要产业，该

产业的发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的

变动，提高了农村整体经济效益，对减贫事业做出

重大贡献。梳理文献发现，许多学者主要研究马铃

薯种植技术及增产技术，鲜有关于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将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分

析马铃薯产业的直接和间接减贫效应，为马铃薯产

业发展和缓解贫困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建议。

2 研究方法及指标构建

2.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二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达

到减缓贫困的效果。通过梳理文献，参考张恒和

郭翔宇[10]、刘华珂[11]的研究，采取产业结构变迁的

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其与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及减贫

效应三者的逻辑关系。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农业农村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选取

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2 模型路径

梳理文献可得，马铃薯产业在中国减贫历史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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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变化，尤其近年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下，

产业结构的变化辐射到各个行业，带动各个行业发

展提质增效。通常研究产业结构变迁主要分析产业

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指标，本研究采

用中介效应模型、以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分析马铃薯

产业的减贫效应，得出马铃薯产业的直接减贫效应

和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减贫中介效应。模型路径如

图1。

马铃薯产业

Potato industry
相对贫困度

Relative poverty

产业结构高级化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产业结构合理化

Ra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马铃薯产业

Potato industry

Relative poverty

图1 产业结构、马铃薯产业和相对贫困度中介效应模型图

Figuer 1 Model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otato industry and relative poverty

2.3 指标构建及说明

2.3.1 产业扩张弹性系数

产业发展的水平影响着产业结构变动及社会经

济水平。产业扩张弹性系数体现了一定时期内某产

业发展规模变化的趋势，通过动态系数度量产业发

展的规模优势程度。产业扩张系数大于1，表明该

产业呈扩张趋势，系数大于0小于1，表明该产业呈

现相对萎缩趋势，系数小于0，表明该产业呈现绝

对萎缩趋势[12-14]。其计算公式是：

式中：δ表示由 j年到 j+1年的产业扩张弹性；Qi,j

表示 j年 i产业的产值；Σn
i=1Qi,j表示 j年各产业的产值

之和。

2.3.2 相对贫困度

相对贫困度是缓解贫困的一个综合性、有代表

性的重要指标。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选取

人均生产总值、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3个经济指标测算全国相对贫困度[15]。其

计算公式是：

式中：F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即相对贫困度，F
值越大，经济发展状况越好，相对贫困程度越低，

反之则越高；yij为修正后 i年 j项指标值；ωi为指标权

重；n为不同年份。

指标修正采用标准差标准化方法，消除各影响

因素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公式如下：

式中：xij为 i 年第 j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μ为所

有指标原始数据的均值；σ为所有指标原始数据

的标准差。

2.3.3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

理化两个维度，前者主要强调产业的提升程度，后

者主要强调产业的协调程度，本研究选取以上两个

指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11]。

产业结构高级化（TS）：产业高级化是指某

一产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转移过程。计算公

式如下：

式中：TS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Y1代表第

Qi,j+1-Qi,j

Qi,j
/ Σn

i=1Qi,j+1 - Σn
i=1Qi,j

Σn
i=1Qi,j

δ =

F（X）= Σ
i

n

yijωi

yij = xij - μ
σ

TS = Y1
Y2

相对贫困度

Relativ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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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Y
In( )Yi/Li

Y/L

一产业产值；Y2代表第二产业产值。TS值越大，表

明第二产业越发达，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产业结构合理化（TL）：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

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各个产业间的协调程度，通常采

取产业结构偏离度、产业结构效益指数、泰尔熵指

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其中泰尔熵指数综合

了产业产值与劳动力资源两个要素，度量产业结构

偏离程度的同时能够测出组内和组间差异对总差异

的贡献度，因此本研究借鉴干春晖等[16]的做法，采

用泰尔熵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公式如下：

式中：TL为泰尔熵指数，代表产业结构偏离

度；Y为部门产值；L为从业人数；i为三次产业。

Yi/Li表示某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Yi/Y表示部门产值

占总产值的比重，Y/L 表示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

结合理论依据，当各产业的生产率相同时，Yi/Li =
Y/L，TL = 0，产业结构处于最优的合理状态，当TL

不为0时，表示产业结构不合理，且TL值越大，产

业结构偏离合理的程度越大。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马铃薯产业扩张弹性

马铃薯是中国第四大主粮作物，凭借其自身特

征优势，成为贫困地区的主要粮食、经济作物。本

研究选取2011~2020年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和薯类

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数据，计算马铃薯产业扩张弹性

（表1）。表1中显示2012，2013，2016和2018年马

铃薯产业快速扩张，其他年份马铃薯产业呈现相对

萎缩趋势。查阅资料显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国办发

《2012》59号），将马铃薯作为五种主要粮食作物之

一；2015年农业部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直接影

响其产业规模，2019和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马

铃薯及附属产品销售困难，给薯农带来滞销压力，

产业出现相对萎缩趋势。

TL =Σn
i=1 i = 1, 2, 3

年份 Year
弹性系数

Coefficient of elasticity

2012
3.679

2013
7.767

2014
0.759

2015
0.424

2016
3.748

2017
0.814

2018
1.665

2019
0.579

2020
0.076

表1 马铃薯产业扩张弹性系数

Table 1 Expansion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potato industry

3.2 相对贫困度

经过处理计算数据，得出2011~2020年中国相

对贫困度（表2）。发现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

状况越来越好，贫困程度逐年降低，扶贫成效显著。

3.3 产业结构

通过整理计算2011~2020年各产业产值与就业

人数数据（表3），发现中国三次产业结构2012~2016
年保持微小的不稳定变化，2017年开始逐渐优化升

级，第二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拉动产业高级化的主

要力量；同时三次产业偏离程度逐渐减小，产业结

构趋向最优合理化。

3.4 中介效应

运用 SPSS 的 Process 插件模拟中介效应模型，

确定相对贫困度为因变量（Y）、马铃薯产业扩张弹性

系数为自变量（X）、产业结构高级化TS和产业结构

合理化TL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

年份Year

贫困度

Poverty degree

2012

-1.44

2013

-1.09

2014

-0.68

2015

-0.34

2016

-0.05

2017

0.28

2018

0.7

2019

1.1

2020

1.53

表2 2012~2020年全国相对贫困度

Table 2 Relative poverty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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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Year

高级化

Advanced
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2012

5.070

0.185

2013

4.984

0.170

2014

4.940

0.150

2015

4.985

0.135

2016

4.870

0.125

2017

4.912

0.123

2018

5.340

0.127

2019

5.635

0.127

2020

5.402

0.114

项目

Item

常数Constant

X
TS
TL
R2

F值 F value

Y
β

-1.300 6

2.800 2

0.941 9

97.274 5

P
0.000 3

0.000 1

TS
β

4.701 1

0.817 4

0.798 2

23.732 5

P
0.000

0.002 8

TL
β

0.155 4

-0.040 7

0.510 0

6.246 1

P
0.000

0.046 6

Y
β

1.583

2.209 3

-1.250 4

-15.966 4

0.994 2

229.843 3

P
0.036 5

0.010 9

0.048

0.019 4

表3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Table 3 Upgrading and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表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表 4 显示，第一类 X 关于 Y 的回归模型，P <
0.01，系数为2.800 2，马铃薯产业扩张对减贫有显

著正向促进作用，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贫困减

缓；第二类X关于TS的回归模型，P < 0.01，系数

为0.817 4，表明马铃薯产业扩张对产业高级化有显

著的推动作用，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

高级化；第三类X关于 TL的回归模型，P < 0.05，
系数为-0.040 7，马铃薯产业扩张对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回归系数有显著意义，表明马铃薯产业结构扩

张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第四类自变量X和中介变

量TS、TL关于Y的回归模型，P < 0.05，系数分别

为2.209 3、-1.250 4、-15.966 4，表明马铃薯产业

结构扩张、中国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三个条件均对

马铃薯产业减贫有着促进作用；四类路径方程分别

如下：

Y = -1.300 6 + 2.800 2X
TS = 4.701 1 + 0.817 4X

TL = 0.155 4 - 0.040 7X
Y = 1.583 + 2.209 3X - 1.250 4TS - 15.966 4TL
根据Bootstrap检验结果（表5）显示，中介效应

检验的区间为（0.145 8，1.170 8），区间内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即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马铃

薯产业减贫效应发挥了中介效应。结论中总效应的

P < 0.01，是显著的，说明马铃薯产业对贫困减缓有

显著的不完全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变迁发挥的中介

效应作用占21.106%（中介效应/总效应）。其中，产

业高级化TS的中介效应为-0.065 9，产业合理化的

中介效应为0.724 8，由此看出产业合理化的中介效

应大于产业高级化的中介效应。综上所述，马铃薯

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

结构变迁对马铃薯产业减贫发挥了中介作用。原因

可能是：一是2015年农业部提出了马铃薯主粮化战

略以及2016年农业部发布的《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

开发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马铃薯产业在新时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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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战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地位及其目标，许多科研人员

开始研究马铃薯种薯繁育、防虫害、种植以及加工

等方面的技术，不断推进马铃薯产业的全产业链发

展，在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过程中发挥作

用，从而促进贫困程度减缓；二是精准扶贫政策引

导，精准扶贫提出，“一村一品”产业扶贫是根本。

产业扶贫是开发式、造血式的可持续发展扶贫方

式，马铃薯有着高产、耐贫瘠、耐旱等优越属性，

其种植地区与中国贫困地区高度吻合，成为贫困地

区重要的脱贫产业。在政策引导下，各地积极发展

马铃薯产业，其产业链各个环节发展需求带来了技

术的不断进步，为马铃薯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人力

资源。综上，产业结构变迁是马铃薯产业减贫的一

个重要渠道。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梳理文献，从理论层面分析了马铃

薯产业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运用Process中介效应模

型进行实证分析。理论层面，提出马铃薯产业的减

贫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马铃薯产业通过

促进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对贫困减缓产生影响，故而

产业结构变迁是马铃薯产业减贫的重要路径。实证

分析层面，以中国2011~2020年马铃薯产业、三次

产业、GDP、农村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发展

指标相关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马铃

薯产业发展能够直接影响贫困减缓，同时还可以通

过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贫困减缓。中介效应结果表

示，马铃薯产业减贫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

占 21.106%，其余由马铃薯产业直接影响贫困减

缓。产业结构变迁中介效应中，产业高级化系数小

于产业合理化，表明马铃薯产业通过产业结构合理

化缓解贫困的效应大于通过产业高级化缓解贫困的

效应。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启示。

4.1 马铃薯产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

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中国针对马铃薯产业出台

的相关政策鼓励，如2016年农业部出台《农业部关

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将马铃薯种薯

列入良种、农机具、贮藏窖补贴等，促进马铃薯产

业在种植、生产、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的发展，进

而推进产业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是近年来中国科

技发展迅速，关于马铃薯种薯繁育、病虫防治、加

工、耕作机械、冷藏等技术逐渐成熟，从质量和效

率上保证了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全国以及

全球重要的五大粮食作物之一。

4.2 产业结构变迁对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反推作用

根据文中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三

次产业结构逐渐趋向高级化和合理化，一是中国第

三产业发展迅速，带动了马铃薯的市场需求，通过

市场供需影响马铃薯产业发展；二是三次产业趋向

合理化，加速了三次产业的有效融合，推动第一产

业“接二连三”高效发展，马铃薯也从中实现了全产

业链发展，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

4.3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减贫模式启示

据统计，中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549个是马

铃薯主产县，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70％以上分布在

贫困地区，可见马铃薯种植区域与中国贫困地区高

度重合。根据产业结构变迁和马铃薯产业规模变化

情况，结合近年来马铃薯全产业链模式的发展趋

势，分析得出，中国产业高级化即二产业的迅速发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项目

Project

检验值

Inspection value
P

总效应

Total effect

2.800 2

0.000 1

中介效应

Mediating effect
TS
-0.065 9

TL
0.724 8

直接效应

Direct effect

2.209 3

0.010 9

中介效应占比（%）

Proportion of intermediary
effect
21.106

中介效应区间

Mediating effect range
LLCI
0.145 8

ULCI
1.17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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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马铃薯产业的减贫效应影响较小，同时，产业

结构合理化对马铃薯产业的减贫效应影响较大，一

方面是中国马铃薯的工业化用途较少；另一方面马

铃薯作为粮食经济作物，不能忽视第三产业对其发

展的影响作用。故而，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与中国三

产业密切关联，需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马铃薯全产业链模式发展，实现马铃薯产业的标准

化、规模化种植，提高马铃薯产业的总产量以及单

位产量，同时提高马铃薯的加工转化率，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提高贫困户的经济收入。在中国精准扶

贫政策引导以及三产融合发展趋势下，形成了“龙头

企业 + 合作社 + 种植大户 + 小农户”的农企合作发

展模式，有效避免了“谷贱伤农”现象，也很大程度

上减少了传统小农户种植的马铃薯销售难、运输费

用高等问题，大大减少了贫困户种植成本，推进贫

困户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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