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０卷 第４期

２０２１年　７月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Vol．４０　No．４

July２０２１,６３~７１

高明杰,鲁洪威,李婷婷,等．基于 VAR模型的中国马铃薯产量波动影响因素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０(４):６３Ｇ７１．

DOI:１０．１３３００/j．cnki．hnlkxb．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Ｇ０４Ｇ２２
基金项目: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项(CARSＧ９)
高明杰,EＧmail:gaomingjie＠caas．cn
通信作者:罗其友,EＧmail:luoqiyou＠caas．cn

基于 VAR 模型的中国马铃薯产量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高明杰,鲁洪威,李婷婷,薄沁箐,罗其友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为明确马铃薯产量波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保持我国马铃薯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本研究运用

VAR模型对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影响我国马铃薯产量波动的因素进行分析,揭示我国马铃薯生产影响机制,最后对

合理引导我国马铃薯生产平稳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结果显示:(１)自然因素对产量波动多为负向影响,经

济、科技和政策以正向影响为主;(２)自然、科技和市场因素对马铃薯产量波动的影响较大,科技进步与政策影响

较为长远.研究认为应从制定适当生产引导政策、提升马铃薯生产效率水平、增强应对自然因素冲击能力、拓展

多种马铃薯产品消费途径四个方面采取对策措施,稳定马铃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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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铃薯是全世界人民喜爱的粮菜兼用作物,为
世界人民战胜饥饿、提供均衡营养作出了重要贡

献[１].马铃薯抗逆性强,比较效益显著,目前在我国

大部分省(自治区)皆有种植,为我国第四大粮食作

物[２].２０１５年马铃薯作为未来主粮被农业农村部

正式提出,标志着马铃薯成为继稻米、小麦、玉米之

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３].根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FAO)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在２００１年后

成为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面积和产量均居世

界首位[４].而我国马铃薯生产的不稳定性较强,产
量在年际之间的大幅波动时有发生,从产业链协调

发展的角度看,马铃薯生产的波动对全产业链的健

康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对我国马铃薯生产波动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各种因素对我国马铃

薯生产的作用机制,对于保持我国马铃薯产业平稳

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业是自然和社会经济再生产的过程[５],通过

对过往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影响产量波动的因素

主要包括自然条件、科技、社会经济和政策等四类.

在产量波动的时间序列中往往伴随着受科技进步影

响的单产波动和农户种植决策导致的面积波动[６Ｇ８].

农业产量的高低与当年自然条件的状况密切相关,

而气候条件的不可预知性就决定了农民在农业生产

的过程中应对自然条件变化的困难,诸如旱涝灾害、

病虫害、生长期日照时长等常对农业生产造成冲

击[９Ｇ１０].化肥、农业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和有效灌

溉面积等体现科技水平的变量对总产量波动具有十

分显著的影响[１１Ｇ１２].而其他学者[１３Ｇ１５]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了价格对产量波动的影响关系,进一步厘清

了影响农产品产量波动的社会经济因素.政策亦是

对生产影响因素分析不可忽视的要素.黄季焜

等[１６]认为政策因素对农产品生产的影响是直接且

深远的,往往会对此后数年整体的农业产业发展产

生深远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分

析,而对某些重要农产品的单独研究较少,对马铃薯

产量影响的机制研究更为匮乏,并且在影响因素的

选取中往往侧重于自然、科技、社会经济和政策某一

或几个方面,缺乏对农产品生产影响因素的系统性

研究.马铃薯生产有着自身的波动规律与影响机

制,需要有针对性研究才能得到更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本研究通过构建较为全面的影响因素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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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我国马铃

薯产量波动影响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指导我

国马铃薯生产平稳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推动马铃薯

主粮化战略顺利实施,提升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VAR 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 VAR模型,１９８０年由克

里斯托弗  西姆 斯 (ChristopherSims)提 出[１７].

VAR模型是用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

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目前此模型已得到广泛

应用[１８Ｇ２０].
一般表达式为:

Yt＝A１Yt－１＋A２Yt－２＋＋ApYt－p＋

B１Xt－１＋＋BrXt－r＋εt (１)

式(１)中,Yt是马铃薯产量各影响因素m 维内

生变量向量,Xt是各影响因素d 维外生变量向量,
内生变 量 与 外 生 滞 后 期 分 别 为 p 和r 阶 (A１,

A２,Ap)和(B１,B２,Br)是待估矩阵;εt是

随机项.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从１９８２－

２０１８年包含自然、科技、社会和政策等各变量对我

国马铃薯产量波动的影响,进而得出各影响因素之

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在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 VAR 模型的过程

中,如果数据不平稳,会导致出现伪回归结果,使得

分析结论失去实际含义[２１].在建模前我们先采用

ADF检验法对不同变量时序数据进行平稳分析以

检测各时序数据是否平稳.在此之前需剔除数据异

方差的影响,首先对不包括政策变量的其余所有自

变量和因变量分别取对数.在确定完 VAR模型的

滞后阶数,对模型协整检验通过后,还需要检验

VAR模型的稳定性,才能确定建立的模型与实际相

符.AR根图法可以进一步检验方程是否存在一定

的稳定性.VAR模型不是理论分析模型,在实际应

用中,常常不分析变量间的影响,而是分析模型受到

特定冲击时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我们称之为脉

冲响应法[２２Ｇ２５].运用脉冲响应分析能更直观地说明

各种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发现在滞后１０期后

脉冲响应量趋于稳定,因此,选择脉冲响应的滞后期

数为１０.

1.2　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１)数据来源.本研究涉及的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我

国马铃薯产量、成灾面积、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农
业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城镇化水平、和价格指数数据来自历年

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

统计年鉴»«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机械

工业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年度分省数据库”.涉及

的年均降雨量、年均气温和日照时长来自国家气象

信息中心各地区地面气象监测站数据要素集.

２)指标构建.参考已有文献对生产波动影响因

素的选取,根据指标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从影响马

铃薯产量的自然、科技、社会经济和政策四个方面构

建产量波动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其中自然条件指标

包括年均降雨量X１(mm)、年均气温X２(℃)、日照

时长X３(h)、马铃薯成灾面积X４(khm２)、耕地面积

X５(khm２);科技因素指标包括马铃薯化肥施用量

X６(万t)、马铃薯农业机械总动力 X７(万kW)、马

铃薯机耕面积 X８(khm２)、马铃薯有效灌溉面积

X９(khm２);社会经济因素指标包括农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X１０(元)、城镇化水平X１１(％)、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指数X１２(％)、农业生产者价格指数X１３(％);

政策因素指标采用虚拟变量X１４(０,１);马铃薯产量

指标采用历年马铃薯总产量Y(折粮/万t).

其中马铃薯成灾面积、马铃薯化肥施用量、马
铃薯农业机械总动力、马铃薯机耕面积和马铃薯

有效灌溉面积指标无法从统计数据中直接获取,

本研究进行了估算.估算方法为(以马铃薯成灾

面积为例):马铃薯成灾面积＝马铃薯种植面积/

农作物种植面积×成灾面积,其余数据估算方法

相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马铃薯产量时序变化

我国马铃薯生产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发展过

程,从有官方统计数据的１９８２年以来我国马铃薯总

产量从最初的不足 ５００ 万t(折粮,下同)发展到

２０１８年的近１８００万t,年均增长３．７６％.由图１可

知,我国马铃薯总产量是一个波动增长的过程,不同

年份产量波动较为明显.根据马铃薯产量增速变化

４６



　第４期 高明杰 等:基于 VAR模型的中国马铃薯产量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图１　我国马铃薯产量时序变化

Fig．１　TimeserieschangeofpotatoproductioninChina

可知,１９８２年以来共有２２a我国马铃薯生产处于扩

张期,占总年数的６１．１１％,其余１４a马铃薯产量为

负增长,处于收缩期.我国马铃薯产量年际间波动

较为显著,而影响我国马铃薯产量时序变化的原因

并无量化分析的科学定论.因此,有必要构建计量

模型定量分析马铃薯产量波动影响机制.

2.2　中国马铃薯产量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１)平稳性检验.由表１可知,原始序列是一阶

单整的,符合 VAR模型构建的要求,可以对各变量

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

２)滞 后 阶 数 确 定 和 VAR 模 型 结 果.确 定

VAR模型的滞后期是关系模型有效性的关键环节,

由表２中 AIC和SC信息值可知,模型的滞后阶数

取值为１.据此对各变量进行一阶滞后向量自回

归,VAR模型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R２基本都大于

９０％,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VAR模型可有效反

映各变量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表１　影响因素指标平稳性检验

Table１　Influencingfactorindexstationaritytest

序列

Sequences
ADF统计量

ADFstatistics

显著水平临界值

Criticalvalueofsignificancelevels

１％ ５％ １０％

(C,T,K) 平稳性

Stationarity

lnX１ －８．４２９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０ －３．２０２ CT０ 平稳 Stationary
D(lnX１) －７．５６２ －２．６３５ －１．９５１ －１．６１１ ００１ 平稳 Stationary
lnX２ －４．０６９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０ －３．２０２ CT０ 平稳 Stationary
D(lnX２) －７．７１３ －３．６３９ －２．９５１ －２．６１４ C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lnX３ －７．４３７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０ －３．２０２ CT０ 平稳 Stationary
D(lnX３) －３．８２７ －４．３２４ －３．５８１ －３．２２５ CT７ 平稳 Stationary
lnX４ －１．５５８ －３．６３３ －２．９４８ －２．６１３ C０１ 非平稳 Nonstationary
D(lnX４) －７．９１７ －４．２５３ －３．５４８ －３．２０７ CT１ 平稳 Stationary
lnX５ －１．０６９ －３．６２７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２ C００ 非平稳 Nonstationary
D(lnX５) －５．７８０ －２．６３３ －１．９５１ －１．６１１ CT０ 平稳 Stationary
lnX６ －２．０５３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０ －３．２０２ CT０ 非平稳 Nonstationary
D(lnX６) －７．８３４ －２．６３３ －１．９５１ －１．６１１ ０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lnX７ －２．５１１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０ －３．２０２ CT０ 非平稳 Nonstationary
D(lnX７) －７．３３７ －２．６３３ －１．９５１ －１．６１１ ０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lnX８ －４．６１０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０ －３．２０２ CT０ 平稳 Stationary
D(lnX８) －８．９１２ －２．６３３ －１．９５１ －１．６１１ ０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lnX９ －３．９７３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０ －３．２０２ CT０ 平稳 Stationary
D(lnX９) －９．４０６ －４．２４４ －３．５４４ －３．２０５ CT０ 平稳 Stationary
lnX１０ －２．００７ －３．６３９ －２．９５１ －２．６１４ C０２ 非平稳 Nonstationary
D(lnX１０) －３．６０８ －３．６３９ －２．９５１ －２．６１４ C０１ 平稳 Stationary
lnX１１ －１．６４０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０ －３．２０２ CT０ 非平稳 Nonstationary
D(lnX１１) －２．００２ －２．６３５ －１．９５１ －１．６１１ ００１ 平稳 Stationary
lnX１２ －３．３５９ －３．６２７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２ C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D(lnX１２) －５．９５３ －２．６３３ －１．９５１ －１．６１１ ０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lnX１３ －３．３１４ －３．６２７ －２．９４６ －２．６１２ C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D(lnX１３) －６．１８５ －２．６３５ －１．９５１ －１．６１１ ０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X１４ ０ －２．６３１ －１．９５０ －１．６１１ ０００ 非平稳 Nonstationary
D(X１４) －５．９１６ －３．６３３ －２．９４８ －２．６１３ C００ 平稳 Stationary

　注:(C,T,K)中C 为含截距,T 为含趋势,K 为滞后期,０为没有截距或趋势.Note:In(C,T,K),C meansintercept,T meanstrend,K

meanslag,and０meansnointerceptortrend．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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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型滞后阶数

Table２　Modellagorder

滞后期 Lag 赤池准则 AIC 施瓦茨准则 SC

０ －３６．８９５４２ －３５．６６３７９

１ －５３．７１６５７∗ －４３．８６３５６∗

　注:∗表示最优滞后阶数.Note:∗ Representstheoptimallag

order．

３)方程稳定性检验.由图２可见,检验后发现

所有特征根都位于单位圆内,即 AR根模的倒数皆

小于１,证明所构造的 VAR模型具有稳定性,因此

后续可进行脉冲响应研究和方差分解分析.

图２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

Fig．２　VARmodelstabilitytest

　　４)脉冲响应分析.将各变量对我国马铃薯产量

的影响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
在自然因素影响方面,由图３A 可知,年均降雨

量(X１)对马铃薯产量有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作为

一般需水性作物,在马铃薯生长期仅需要４００mm
左右的降雨即可满足其正常生长,在播种期降雨多

会导致种薯块茎坏死,生长期雨水过多往往会导致

晚疫病的发生.由图３B可知,年均气温(X２)对马

铃薯产量表现为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各地因

气候条件的不同,气温略有差别,但年际间的变化并

不明显.由图３C可知,从长期来看日照时长(X３)
对马铃薯产量有正向影响作用.日照时长关系到营

养成分的积累,进而影响产量.由图３D可知,马铃

薯成灾面积(X４)对马铃薯产量表现为正向效应,马
铃薯成灾面积较大,当年价格行情较好,使得马铃薯

种植获利空间增大,种植面积有所增加.由图３E
可知,耕地面积(X５)对马铃薯产量影响并不明显,
马铃薯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仅为４％左

右,且我国耕地面积的减少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

经济发达地区,而马铃薯大多种植在中西部地区,因
此,全国耕地面积的变化对马铃薯总产量的影响并

不明显.
在科技因素影响方面,由图３F可知,化肥施用

量(X６)对马铃薯产量冲击后,马铃薯产量在第二期

出现了显著增长,第三期后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说明

马铃薯化肥施用量增加对马铃薯产量的正向影响是

较为明显的,肥料对马铃薯增产响应效果显著.由

图３G可知,马铃薯(X７)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影响效

应为负,农业机械的使用往往伴随着农业生产规模

的增加,表现为农业生产由精耕细作向粗放式发展.
由机械总动力增加所体现的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的

提升,对马铃薯总产量具有一定的负面冲击.由图

３H、３I可知,马铃薯机耕面积(X８)和有效灌溉面积

(X９)对马铃薯产量在第二期、第三期均表现为正向

效应,并在此后效应逐渐减弱.马铃薯机械化耕作

和在生长期内进行有效的水分灌溉会对马铃薯增产

产生一定的正向效应,机耕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增

加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整体提升.
在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方面,由图３J和３K 可

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X１０)和城镇化水平(X１１)
对马铃薯产量冲击后产量在第二期都表现为增加,
并在此后渐趋稳定.随着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

加,在市场效益的驱动下,农民增加了马铃薯这种高

投入、高产出的作物种植.并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

提高,马铃薯多样化食品的市场需求逐渐增加.由

图３L和３M可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X１２)和农

业生产者价格指数(X１３)对马铃薯产量冲击后,马铃

薯产量分别表现为负向效应和正向效应.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指数增加意味着马铃薯生产成本的提升,压
缩了马铃薯种植利润,影响农户种植意愿,马铃薯产

量最终减少.而农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增加,意味着马

铃薯市场价格行情向好,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农户

扩大了马铃薯的种植进而增加了马铃薯产量.
在政策因素影响方面,由图３N 可知,政府政策

(X１４)对马铃薯产量施加一个标准差冲击后,马铃

薯产量在第二期、第三期开始增加,并在此后影响趋

势逐渐减弱.政府对农业产业的支持政策往往会促

进某一农产品的生产进而导致农产品产量的增加,
但在市场需求没有扩大的情况下,产量增加最终都

会使得价格下降,并导致收益减少,因此影响产量的

仍然是市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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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图像,表示马铃薯产量对影响因素变量冲击产生的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的标准差偏离区间.Thesolidlineisthe

imageofimpulseresponsefunction,whichrepresentstheresponseofpotatoyieldtotheimpactofinfluencingfactors．ThedottedlineindiＧ

catesadeviationofplusorminustwotimesthestandarddeviation．

图３　马铃薯产量对各变量冲击脉冲响应结果

Fig．３　Impulseresponsefunctionofpotatoyieldtovariousvariableshocks

　　５)方差贡献率分析.由图４可知,在不同滞后

时期各因素对马铃薯生产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且各

变量方差贡献率变化趋势也不尽相同.在各变量

中,年均降雨量(X１)在第二期对马铃薯产量方差贡

献率最大(３．３％).这说明在当期降雨量较其他因素

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更显著,且降雨量对马铃薯生产

的影响在第二期达到最大,随后逐年影响效应减弱.
此外,在第二期马铃薯成灾面积(X４)对马铃薯

生产的冲击仅次于降雨量,方差贡献率为１．６３％,说
明马铃薯成灾面积对马铃薯生产随后的冲击影响同

样很大.由于自然气候因素造成的马铃薯成灾面积

对马铃薯的产量有较为直接的影响,负面冲击往往

在当年就能显现出来,遭受了自然灾害冲击的马铃

薯产量会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
年均气温(X２)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在第二期、

第三期达到最大,此后影响效应逐渐减弱.但气温

在所有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中占比重较小,说明相比

于其他影响因素,气温在马铃薯产量总体波动中的

影响效应非常有限,这与年际间气温的稳定性密不

可分.
日照时长(X３)对马铃薯产量冲击的方差贡献

率较小,且不同时期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较为稳定.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空间差异大,日照时长对个

别地区马铃薯产量的影响较为明显,而放眼全国这

种影响效应则较为稳定.
耕地面积(X５)和化肥施用量(X６)对马铃薯产

量的方差贡献率较小,并且不同时期的变化较为稳

定,说明耕地面积和化肥投入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

效应较为稳定.马铃薯农业机械总动力(X７)对总

产量的冲击在最初并不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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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效应有不断增大的趋势.随着以马铃薯机械总动

力为表征的马铃薯现代化耕种水平不断提升,马铃

薯产量也会受到影响,并且现代化水平较其他因素

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效应更为长久.马铃薯机耕面

积(X８)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效应较小且稳定,说明

机械耕作对马铃薯产量的总体影响并不明显.
马铃薯有效灌溉面积(X９)对总产量冲击的方

差贡献率在最初占比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差

贡献率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说明有效灌溉面积对马

铃薯产量的影响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马铃薯生

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是深

远且广泛的.
由图４可知,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X１０)和

城镇化水平(X１１)为表征的社会发展水平对马铃薯

产量的影响效应较小,说明社会发展水平对马铃薯

产量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伴随着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以马铃薯为

主粮的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居民会减少对马铃薯的

消费,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人们对马铃薯精

深加工品的需求增加,又刺激了高品质马铃薯的生

产,两种力量两相抵消,最终表现为社会发展水平对

马铃薯产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图４　各变量不同滞后期的方差贡献率

Fig．４　Variancecontributionrateofeach
variableindifferentlagperiods

　　市场因素中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X１２)对马

铃薯产量的影响效应在第三期达到最大,并在此后

影响效应逐步减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第三

期对马铃薯产量的方差贡献率仅次于降雨量和成灾

面积.说明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所体现的马铃

薯生产成本变化对马铃薯产量在第三期有较为显著

的影响,且对种植决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农

业生产者价格指数(X１３)对马铃薯产量的影响效应

较小,且方差贡献率较为稳定.政策因素(X１４)对
马铃薯产量波动的影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大

趋势,表明政策对马铃薯产量有较为长期的影响,并
存在一定的时滞.

3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通过 VAR模型对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我国马铃薯

产量波动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得到马铃薯产量

波动与自然、科技、社会和政策系统要素间存在的动

态响应规律,具体如下:

１)自然因素对产量波动多为负向影响,经济、科
技和政策以正向影响为主.降雨量增多、年均气温

增加对马铃薯生产有负向影响,日照时长增加对马

铃薯产量有正向作用,耕地面积对产量影响不显著,
化肥施用量对马铃薯产量有显著正向影响,集约化

水平对马铃薯总产量有负面冲击,马铃薯机耕面积、
有效灌溉面积和政府政策都为正向效应,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化水平都为正向效应,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指数和农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分别表现为负

向效应和正向效应.

２)自然、科技和市场因素对马铃薯产量波动影

响贡献较大,科技进步与政策影响较为长远.在第

二期降雨量对马铃薯生产的影响最大;马铃薯成灾

面积对马铃薯生产的方差贡献率较大;年均气温对

马铃薯产量的影响先增后减;日照时长对产量影响

较为有限;耕地面积和化肥投入影响效应较为稳定;
马铃薯农业机械总动力开始影响较小,但随时间推

移影响效应增大;机耕因素贡献并不显著;有效灌溉

面积影响逐步加深;社会发展水平对马铃薯产量影

响效应较小;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第三期有较

显著影响;生产者价格因素影响程度一般;政策的长

期影响存在时滞.
3.2　对策建议

１)尊重马铃薯生产波动规律,制定适当生产引

导政策.了解马铃薯生产波动客观规律,并在尊重

马铃薯生产波动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挥政策和措施的

引导作用.全国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马铃

薯产量波动规律,采取适当的生产引导措施,在马铃

薯产量的“低谷期”适当采取相应措施刺激生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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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生产者补贴政策、种薯补贴和良种推广措施.
而在马铃薯产量波动的“高峰期”,为避免出现“薯贱

伤农”的局面,最大限度平抑薯价下跌,政府应采取

一定措施,减少市场中马铃薯流通量,如加大政府政

策性采购,对马铃薯种植户建冷藏库入窖给予一定

的补贴资金[２５].

２)提高马铃薯生产效率水平,提升马铃薯种植

现代化水平.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马铃薯产

业大而不强,第一约束即为生产效率水平.对于我

们这样一个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依赖土地密集投

入发展的产业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以此来维持的

产量增长和产业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２６].因此,应
不断提升我国马铃薯生产技术效率,提高单产水平.
通过构建灵活有效的脱毒种薯推广应用体系,提升

病虫害防治水平,促进马铃薯生产的适度规模化,引
进先进生产力要素来推动我国马铃薯生产效率水平

的整体提升.

３)增强抵御自然因素冲击能力,加强主产区自

然气象监测预警.自然条件是马铃薯生产波动的主

要影响因素,作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农作物,
降雨、光照和自然灾害对其生产有显著影响.通过

各级农业主管部门与气象、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的沟

通协调,建立联动工作体系[２７].充分利用气象监测

部门的预警系统,对马铃薯主产区(种植区)提供及

时有效的气象、灾害预警预报,增强种植户抵御自然

气象灾害冲击的能力.

４)提升消费能力,拓展多种马铃薯产品消费途

径.受饮食习惯影响,目前相比于国外,国内马铃薯

消费的数量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提升[２８].应充分

发挥政府和市场的消费引导能力,加大对马铃薯主

食化 产 品 的 宣 传,引 导 人 们 逐 渐 接 受 马 铃 薯 产

品[２９].食品科研机构和企业应加大马铃薯产品开

发创新,不断丰富马铃薯产品种类,生产出更多符合

我国居民消费习惯的马铃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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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modelＧbasedanalysesoffactorsaffecting
fluctuationofpotatoyieldinChina

GAO Mingjie,LU Hongwei,LITingting,BOQinqing,LUOQiyou

InstituteofAgriculturalResourcesandRegionalization,ChineseAcademy
ofAgriculturalSciences,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China

Abstract　Potato,asanindustrythatenrichesthepeoplein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ofChiＧ
na,playsanimportantroleinincreasingincomeoffarmersandboostingtheprosperityoftheindustryin
thecontextofshifting＂agriculture,ruralareasandfarmers＂worktocomprehensivelyfacilitatetherural
revitalizationstrategyinChina．WiththedevelopmentofpotatoindustryinChina,theimpactofitsyield
fluctuationson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heupstreamanddownstreamoftheindustrialchainis
increasingaswell．ToclarifythefactorsaffectingthefluctuationofpotatoyieldandtoexploreitsmechＧ
anismis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formaintainingthestableandhealthydevelopmentofpotatoinＧ
dustryinChina．TheVARmodelwasusedtoanalyzethefactorsaffectingthefluctuationofpotatoyield
inChinafrom１９８２to２０１８．ThemechanisminfluencingpotatoproductioninChinawasrevealed．The
correspondingmeasuresandadvicesforrationallyguidingthestabledevelopmentofpotatoproductionin
Chinawereproposed．TheresultsshowedthatrainfallandothernaturalfactorshadmostlynegativeimＧ
pactonthefluctuationofyield．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characterizedbyurbanizationand
thelevelofpercapitadisposableincomeoffarmers,and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gressandpolＧ
icyfactorscharacterizedbymechanicalfarmingandirrigationareahadmainlypositiveinfluences．NatuＧ
ralconditions,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gressandmarketfactorshadagreaterimpactonfluctuaＧ
tionsofpotatoyield,andtechnologicalprogressandpolicieshadalongＧtermimpactonpotatoyield．Itis
recommendedtorespectthefluctuationrulesofpotatoproductionandmakeappropriatepoliciesofguidＧ
ingproduction．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potatoproductiontoperunityieldthroughimproving
theefficiencylevelofpotatoproduction．Theabilitytoresisttheimpactofnaturalfactors,tomonitorthe
naturalweatherandtowarnthemainproductionareasinadvanceshouldbestrengthened．Thesteady
andhealthydevelopmentofthepotatoindustryshouldbepromotedbyadoptingmeasuresinfourreＧ
spectsincludingimprovingconsumptioncapacityandexpandingconsumptionchannelsforavarietyof
potatoproducts．

Keywords　potato;thefluctuationofyield;influencingfactors;VARmodel;lawofproductionflucＧ
tuation;productionefficiencylevel;staplefoodofpotato

(责任编辑:赵琳琳)

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