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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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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10—2021 年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融合示范县、示范园和先导区试点县域的

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与中介效应方法，实证分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县

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乡村产业融合显著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

济韧性，提升水平约 1.5%，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农业劳动

生产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乡村产业融合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的两个重要渠道，其中产业结构高

级化政策效应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乡村产业融合对西南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提升的

政策效应更加明显；分维度分析表明，乡村产业融合主要从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等 3

个维度对县域经济韧性发挥积极作用，在恢复能力维度作用还不显著。据此，建议西部民族地

区增设县域产业园区，构建全产业链；提高经营主体劳动效率，优化乡村农业产业结构；强化

农业风险管理意识，推广农业技术。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融合；县域经济韧性；渐进双重差分法；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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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n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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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tilizing panel data spanning the period from 2010 to 2021，covering pilot counties engaged i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demonstration parks，and pilot zones in ethnic areas of western China，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these counties.Employing the method of asymptotic double-difference and mediated effect，

the study discloses that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bolsters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ounties in 

Western ethnic areas by approximately 1.5%.This finding withstands rigorous testing ， ensuring its 

robustness.Mechanism analysis identifies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advancements in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pivotal conduits through which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enhances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counties.Notably，the policy effect of advanc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underscores that the policy's impact on enhancing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is notably evident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Sub-dimension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predominantly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 across three dimensions：resistance capacity，adaptive capacit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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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capacity.However ， the role of the resilience capacity dimension is not ye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Consequently，recommendations encompass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e rural industrial parks in Western 

ethnic areas，the cultivation of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s，the enhancement of labor efficiency in business entities，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reinforcement of awareness regarding agricultural risk 

management，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eywords：western ethnic areas；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county economic resilience；gradual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mediating effects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新冠疫情、地缘冲突和大国博弈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如“新疆棉”等事件抑

制我国西部经济发展，对其经济韧性构成挑战。西部多为少数民族集聚区，县域经济相对滞

后，韧性较弱，抵御风险能力不足。增强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关乎整体经济韧性。

2022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提出，加快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将产业链留在县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民族地区带来政策

红利，为乡村产业融合奠定基础。新型农业主体的出现是乡村产业融合的成效。截至 2023

年，西部地区有 106 家全国 500 强合作社，所占比例为 21.20%，新疆有 23 家，全国排名

第五。2022 年，西部地区合作社社均经营收入 2 270.65 万元，可分配盈余 336.13 万元。

可见，西部地区乡村产业融合已取得初步成效，为农民创造增值收入①。因此，西部民族地

区乡村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政策红利，均为产业融合提供发展场域。然而，西部民族地区乡

村产业融合是否能够增强县域经济韧性？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经济韧性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成果也较

为丰富，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以下两部分。一是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韧性”起

初用于描述系统受到干扰后恢复至原始状态的速度[1]，后用于生态学研究，如“工程韧性”，

以及经济学领域的“经济韧性”，强调经济主体在遭受经济危机的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更

新能力及重新定位能力等[2]。因此，国外部分学者从经济脆弱性视角测评经济韧性[3-4]，测

评了意大利对抗危机的经济韧性能力[5-6]。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基于中国国情的经济韧性研

究，发现中国经济韧性虽呈现上升态势，但存在显著的东、中、西部地区非均衡化发展特征，

尤其是西部地区不仅经济韧性较弱且内部差异突出[7-8]。二是关于乡村产业融合对经济韧性

的影响研究。我国乡村地区经济韧性水平较低，农业产业融合程度是影响中国农业经济韧性

的关键因素之一[9-10]，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1]。进一步地，2016 年，我国首次出台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随

后陆续出台相关农村产业融合政策，以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县、示范园和先导区的形式进行试

点发展。因此，许伟[12]基于江苏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政策验证其对县域经济增长存在

显著促进效应；郝爱民等[13]以农业经济韧性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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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具有显著正向效应；郝爱民等[14]通过面板数据 OLS 回归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有助

于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综上，现有关于经济韧性测评的研究比较丰富，为本文构建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

评价指标体系奠定基础，但依然存在如下不足：首先，现有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的经济韧性较

弱且存在内部差异，但对如何进一步提升其经济韧性的研究较少；其次，关于乡村产业融合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城乡收入缩小等方面，而将其与县域经济韧性进行因果关系检

验的研究较少，且相关实证研究方法主要使用面板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存在内生性问题，

可能会降低结果准确度。基于此，本文以西部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与县域经济韧性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分析，丰富了民族区域性研究，以期为其他民族地区有

效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提升经济韧性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本质在于推进县域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使产业链条完

善、业态丰富、功能多样、利益联结紧密，赋予农村更强的经济韧性[14]。一是完善现代化

农业产业体系。乡村产业融合为调整农业结构提供外源驱力，促进城市先进生产、管理、运

输、技术与乡村自然资源禀赋结合，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发展功能，丰富农业供销网

络，增强盈利能力。二是促进农业利益主体紧密联结。乡村产业融合以农业为核心驱动一二

三产业多样化集聚，不仅形成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还增强产业利益主体间的联系，形成共同

发展目标，为乡村产业经济韧性赋能[15]。三是激励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乡村产业融合为产

学研、农村科技人才战略、农业技术创新应用提供平台，并通过技术交叉交流合作为农业产

业链各环节技术创新打造培育温床。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乡村产业融合对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正向效应。 

乡村产业融合能够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升农民收入，进而增

强县域经济韧性[16]。乡村产业融合突破了生产要素跨界流动障碍，促使农村生产要素投入

重新组合，提升农业技术效率，创新农业生产组织模式，进而提高劳动力产出效率。同时，

乡村一二三产业链耦合进一步加速技术扩散，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混合经营活力，改善农村市

场功能性缺点。进一步地，乡村产业融合为农村经营注入新的血液，如“农业+电子商务”

新模式。农产品通过互联网助力在众多网络平台中得以展示，形成广泛的广告效应，为消费

者提供购买平台，从而降低农产品销售成本。由于市场信息透明化，农产品销售和运输可以

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高销售效率和利润。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乡村产业融合能够通过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县域经济韧性。 

乡村产业融合能够调整产业结构，促使农业不断地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形成农产品制

造业以及农产品服务业，凸显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经济效应[17]，进而提升县域经济

韧性。虽然我国乡村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但依然存在脆弱之处，如农业结构简单、就业岗位

少、创收能力弱等问题，并且乡村产业融合成效还存在区域差异性。另外，乡村产业融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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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够推动乡村资源优化配置，促使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融合转型发展，减弱乡村生

计脆弱性，增强生计恢复能力，还能够改善邻近地区的经济系统脆弱性问题。可见，乡村产

业融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开辟了供销一体化新市场

结构，从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增强乡村产业结构韧性。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乡村产业融合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县域经济韧性。 

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影响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0－2021 年西部民族地区 682 县域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基于数据可

获得性以及剔除重复政策试点县域，其中处理组县域个数为 92，另外 590 个县域为对照组。

由于政策通常在设立之后生效，暂未有 2021 年之后的数据，因此未将 2021 年批示的示范园

纳入此次研究范围。所以处理县域包括 2016—2019 年批示的乡村产业融合示范县、示范园

和先导区，具体名单可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查阅。西部民族地区包含

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

族自治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9 个省份。县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机

制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2011—2022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部分缺失值通过西部

民族地区各省市统计公报进行补充。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县域经济韧性。借鉴郝爱民等[14]、段进军等[18]、

李东麟等[19]的研究，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等 4 个维度构建西部民

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1），并采用相对化处理法和变异系数法两者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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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测算[20]。 

表 1  县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县域经济韧性 

抵抗能力 

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万元 正向 

人均粮食产量/吨/人 正向 

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 负向 

中学生所占比例/% 正向 

恢复能力 

人均 GDP/元 正向 

GDP/社会消费品额 正向 

财政自给率/% 正向 

适应能力 

人均财政支出/元 正向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个 正向 

GDP/全社会固定资产 正向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个 正向 

变革能力 

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 正向 

固定电话用户数/户 正向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户 正向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根据乡村产业融合政策示

范县、示范园等批示文件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是否属于政策试点县域进行分组，属于试点县

域的作为处理组，其他县域即为对照组，处理组县域取值为 1，对照组取值为 0。 

3.机制变量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指乡村产业融合政策推动农业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进

行融合，以科学技术反哺农业，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效率，参考杨仁发等[16]的研究，使用

各县域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农林牧渔劳动力数量比值作为代理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农

业产业融合延伸了产业链，向服务型农业转型，参考干春晖等[21]的研究，使用各县域第三

次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来作为代理变量。 

4.控制变量  为了使实证估计结果更加稳健，尽量控制其他影响县域经济韧性的相关变

量。借鉴何珮珺等[22]的研究，最终选取人口密度、福利水平、金融机构存贷款率、工业发

展水平、乡（镇）个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n=8 184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县域经济韧性 县域经济韧性测度水平 0.048 4 0.023 6 0.009 1 0.288 3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属于政策试点的县域取值项为 1；否则为 0 0.055 0 0.228 0 0 1 

农业劳动生产率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农林牧渔劳动力数量/% 3.080 8 11.459 6 0.003 6 304.573 3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次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1.556 4 1.444 1 0.057 9 50.979 5 

人口密度 单位面积人口数/人 0.013 7 0.023 1 0.000 1 0.340 0 

福利水平 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个 22.785 3 28.637 5 0.166 7 659.740 0 

金融机构存贷款率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例/% 0.758 1 0.806 5 0.000 3 44.822 5 

工业发展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占 GDP 的比例/% 0.867 2 2.394 7 0.000 1 51.566 5 

乡（镇）个数 每个县域乡镇总个数/个 11.336 5 5.497 8 1 41 

 

（三）模型选择 

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可视为一项自然实验，渐进双重差分法能够检验和估计不同时点乡村

产业融合政策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影响的政策效应。该模型可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

的情况下，检验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经济韧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模型如下： 

           
ittiititit εγτcontrolβDIDββY  2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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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Yit代表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的代理变量；DIDit=treati×timet，代表乡

村产业融合政策的交互项，如果 i 所在的县域属于政策试验区，则 treati=1，否则 treati=0；

当 t≥2 016 时，timet=1，否则 timet=0；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县域和年份；controlit为影响县

域经济韧性的控制变量； i 为县域固定效应； i 是指时期效应； it 为误差项；政策效应由

系数
1β 表示，若该系数显著为正，则政策有效。 

四、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表 3）。基

准回归分析中，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

结果，两者系数均是正值，取值分别为 0.015 5 和 0.014 3，且均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对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政策实施后，获批建设乡村产

业融合示范县、示范园以及先导区县域（处理组）的经济韧性比其他县域（对照组）的高约

1.5%。模型（3）为政策效应的动态模型，依据 2016—2021 年的动态政策效应系数，其取

值均为正数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呈现递增趋势，其中 2016 年系数取值为 0.011 2，

在 2020 年达到峰值 0.018 3，涨幅为 63.39%。可见，乡村产业融合政策的确提升了西部民

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且政策效应也在不断地增强。据此，H1 得以验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n=8 184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15 5***（4.83） 0.014 3***（5.32） 0.002 5**（2.06） 

2016 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11 2***（24.93） 

2017 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12 4***（24.11） 

2018 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14 2***（24.61） 

2019 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16 9***（26.82） 

2020 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18 3***（25.90） 

2021 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16 2***（20.52） 

常数项 0.047 5***（59.09） 0.027 4***（14.26） 0.037 7***（9.67） 

F 值 23.38 189.05 58.53 

R2 0.022 5 0.298 1 0.907 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控制变量、年份和县域固定效应均已控制。 

（二）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是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准确性的前提。参照 Boler 等[23]的研究进行

事件分析，检验政策是否存在平行趋势。具体公式如下： 

ittiitz zit controlDIDY    

5

60 )z(             （2） 

式（2）中：DID（z）表示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是否属于乡村产业融合示范县、示范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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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区，即乡村产业融合政策试验区，令 iq 表示西部民族地区县域 i 获批建设第一批乡村产

业融合示范县、示范园或先导区的年份，且当 6-t-q  时，令 DID（-6）=1，否则为 0；当

zt-q 时，DID（z）=1，否则为 0，其中 z=-6，-5，-4，-3，-2，-1，0，1，2，3，4，5；

当 5t-q 时，DID（z）=1，否则为 0，与基准模型设定保持一致。如果满足 z＜0 时，系数

z 不显著，即可说明政策效应符合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其中横轴、纵轴分别表示年份、估计系数。西部民族

地区的乡村产业融合对县域经济韧性影响的第 z 年政策效应则由空心点表示，虚线表示估计

系数的置信区间。可见，在乡村产业融合政策执行之前，西部民族地区处理组县域与对照组

县域在经济韧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乡村产业融合政策执行之后，其处理组县域的经济韧

性有显著上升趋势，表明政策效应是存在的，且对照组的选择也是合理的。因此，本文构建

的渐进双重差分法模型能够准确估计西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融合与县域经济韧性的因果关

系。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模型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

IV 工具变量、改变样本年份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第一，PSM-DID 方法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渐进双重差分法能够更精准地根据处理组的

具体特征，筛选出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尽可能做到除了是否受到乡村产业融合政策的影响

以外，保持其他的主要特征一致，以实现“反事实”分析。因此，PSM-DID 模型利用半径

匹配、核匹配和近邻匹配三种匹配方法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的偏差进行稳健性检

验，具体结果如模型（4）~模型（6）所示。具体来看，模型（6）为近邻匹配回归结果，

其系数显著为正的，取值为 0.010 9，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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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响。另外，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变量前后差异图表明多数

控制变量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缩小了差异，使得处理组与对照组更精准匹配，提高了政策效

应估计的准确性（图 3）。  

第二，IV 工具变量检验。现实中处理组的选择很难符合在全样本中进行随机选择的条

件，因此为了进一步保障政策效应结果的准确性，借鉴张明斗等[24]的研究，采用工具变量

法来克服内生性问题，选取县域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是天然的地理指标，满足

强外生性基本假设，同时也会对农业运输成本产生影响，与乡村产业融合生产等活动具有密

切相关性。又由于地形起伏度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所以把标准化后的县域地形起伏度与年

份的交互项作为最终工具变量。具体结果如模型（7）~模型（5）所示，第一阶段回归模型

中 LM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23，拒绝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无关的原假设；Wald-Ｆ统计量取值

为 225.41，且大于 10，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同时，第二阶段回归模型中政策效应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的，表明在排除其他潜在影响因

素的影响下，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水平提升依然存在促进作用。 

第三，改变样本年限检验。基准回归模型选取政策执行前 6 期的年限，执行前样本年

限较长会增大其他政策或者制度影响的概率，即期间可能存在其他政策也提升西部民族地区

县域经济韧性的情况，因此为了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将样本年限缩至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前

3 期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模型（9）所示，政策系数依然是显著为正的，更能够表明西部

民族地区县域经济水平提升是由乡村产业融合政策所致，进一步保障结果的可靠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半径匹配 核匹配 近邻匹配 
工具变量：第一阶

段 

工具变量：第二阶
段 

改变样本年
份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094*** 

（7.64） 

0.0097*** 

（7.87） 

0.0109*** 

（8.79） 
 

0.0185*** 

（7.52） 

0.0069*** 

（8.55） 

县域地形起伏度    
0.5348*** 

（6.29） 
  

常数项 
0.0420*** 

（8.67） 

0.0434*** 

（9.00） 

0.0467*** 

（9.67） 

0.1258*** 

（8.69） 

0.0558*** 

（9.79） 

0.0438*** 

（3.72） 

Wald-F 统计量    225.41   

LM 检验    128.371***   

样本量 8154 8181 8184 8184 8184 5456 

F 值 27.29 27.67 27.75 359.51  19.58 

R2 0.8532 0.8518 0.8463 0.9521 0.8894 0.917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控制变量、年份和县域固定效应均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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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变量前后差异   

（四）安慰剂检验 

为了确保渐进双重差分法不受非观测因素影响，模型进行安慰剂检验（图 4）。虽然

模型中进行县域层面多个变量的控制，但依然可能存在其他难以控制和测量的影响因素。对

此，借鉴周茂等[25]的研究，进行安慰剂检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的交互项系数表达式如下： 

                      
)Qvar(DID

))Q(εcov(DID,
γββ̂                           （3）         

式（3）中：Q 表示所有控制变量，只有当γ=0 时，才能说明估计结果无偏。但γ取

值是否为 0 是无法直接检验的，因此需要借助其他变量替代 DID，且在理论上对相应

sophistication 不会产生真实影响，即意味着此时 β=0，在这个前提下如果 β̂ 的估计结果也

为 0，则能反推γ=0。因此，本文随机生成 1 500 次政策冲击对象，这样的随机处理能保证

相应 sophistication 不会产生影响，便可认为 β=0，进而估计出 β̂ 的均值。具体来看， β̂ 均

值估计结果非常接近于 0，因此可以反推γ=0，表明之前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图 4 安慰剂检验 

（五）作用机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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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前文作用机制理论分析，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视角，使

用中介效应模型，逐一验证其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水平的作用机制（表 5）。具

体来看，借鉴温忠麟等[26]中介效应模型，并将之与渐进双重差分法结合进行检验，即在政

策效应基准回归基础上构建模型如下： 

ittiitcontrolDIDY   2it10it
                      （4） 

ittiititit controlDIDM   210
                     （5） 

ittiitititit controlMDIDY   3210
                  （6） 

式（4）~式（6）中：Mit 为中介变量，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根

据中介效应模型，β1 为指政策总效应，λ1 为直接效应，α1λ1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由于 β1

在上文中已验证显著，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可知，若 λ1 和 λ2 都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

模型（10）和模型（11）是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其系数估计结果均为正数，且均通过显著性

水平检验，表明两个机制变量均存在中介效应，即乡村产业融合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农业劳动

生产率和促进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两种作用机制来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即 H2

和 H3 得以验证。具体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取值分别为 0.000 

3 和 0.002 4，可见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制效应更加明显。 

表 5   作用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n=8 184 

变量名称 模型（10） 模型（11）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106***（8.62） 0.0091***（6.90） 

农业劳动生产率 0.0003***（3.87）  

产业结构高级化  0.0024***（3.21） 

常数项 0.0461***（9.73） 0.0435***（9.12） 

F 值 27.15 25.88 

R2 0.8498 0.856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控制变量、年份和县域固定效应均已控制。 

（六）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

的政策效应也不完全一致，因此分别对西北、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验证分析（表 6）。

模型（12）和模型（15）为西北、西南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提升政策效应的验证结果；

模型（13）和模型（16）为西北、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一机制的验证结果；模

型（14）和模型（17）为西北、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一机制的验证结果。可见，

就整体效应来看，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对西北、西南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均具有显著正向促

进效应，但西南民族地区的政策效应更高，比西北民族地区的高出 68%，即验证了政策效

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一结论；就机制变量政策效应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两个机制变量对西北、西南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均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西南民族地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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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机制变量的政策效应均显著高于西北民族地区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北民族地区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效应是高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然而西南民族地区的结果却是相反

的。 

表 6 异质性检验 

变量名称 
西北民族地区 西南民族地区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乡村产业融合
发展 

0.0075*** 

（7.41） 

0.0073*** 

（7.32） 

0.0066*** 

（6.36） 

0.0126*** 

（5.37） 

0.0067*** 

（2.70） 

0.0080*** 

（3.37） 

农业劳动生产
率 

 
0.0002*** 

（7.19） 
  

0.0082*** 

（12.92） 
 

产业结构高级
化 

  
0.0014*** 

（2.79） 
  

0.0066*** 

（9.08） 

常数项 
0.0102 

（1.11） 

0.0106 

（1.16） 

0.0097 

（1.06） 

0.0485*** 

（11.04） 

0.0318*** 

（8.39） 

0.0397*** 

（9.09） 

样本数 4560 4560 4560 3624 3624 3624 

F 值 21.55 26.08 21.66 28.47 60.98 33.97 

R2 0.8866 0.8901 0.8929 0.8324 0.8689 0.853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控制变量、年份和县域固定效应均已控制。 

（七）县域经济韧性分维度效应进一步讨论 

鉴于前文县域经济韧性指标体系由抵抗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和变革能力第 4 个

维度组成，各维度均衡改善是县域经济韧性水平可持续提升的关键之一，因此本部分将进一

步探析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 4 个维度的影响效应（表 7）。由表

7 回归结果可知，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变革能力等 3 个维度的回归系数均是正数，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只有恢复能力维度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取值最

小。上述结果表明乡村产业融合政策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中的抵抗能力、适应能力、

变革能力等 3 个维度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然而并未对恢复能力这一维度具有显著效应，

意味着西部民族地区一旦遭受经济冲击，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来恢复，这可能是因为西

部民族地区的产业体系发展相对薄弱，如存在工业化水平弱、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等问题。 

                        表 7 县域经济韧性分维度回归分析                    n=8 184 

变量名称 抵抗能力 恢复能力 适应能力 变革能力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0.000 7***（7.80） 0.000 1（0.47） 0.000 5**（2.10） 0.000 8***（8.12） 

常数项 0.004 7***（18.97） 0.001 8***（8.26） 0.001 4***（2.92） 0.002 7***（13.06） 

F 值 19.47 0.90 11.64 23.61 

R2 0.897 4 0.434 9 0.122 0 0.640 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控制变量、年份和县域固定效应均已控制。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使用 2010—2021 年西部民族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模

型，实证分析乡村产业融合对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主要得出

如下研究结论。第一，从整体上来看，乡村产业融合试验区、示范县和先导区的建设有效提

升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乡村产业融合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农

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机制来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但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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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高级化的政策效应更显著。第三，从异质性分析来看，西南民族地区的政策效应比西北民

族地区更突出，且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制效应也更高。另外，西南民族

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机制效应更高，而西北民族地区产业机构高级化的机制效应更高。第

四，从分维度分析来看，政策效应显著提升西部民族地区县域经济韧性中的抵抗能力、适应

能力和变革能力，但对其恢复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增设产业园区，推动全产业链同构。增

设西部民族地区的县域乡村产业融合园区，采用“特色+规模”模式，坚持延链、补链、强

链三链同构，由涉农龙头企业主导，推动全产业链一体化。第二，提高经营主体劳动效率，

优化县域乡村农业产业结构。西北民族地区可优先支持本地大学生在乡创业，吸引农民工返

乡就业，培养“田秀才”和“土专家”，推动乡村产业融合，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第三，强化农业风险管理意识，推广农业技术。各地农业部门制定风险

管理手册，成立农业风险管理专业团队，向农户宣讲、展示和培训，进行实验示范推广。同

时，将农业技术和机械化技术融合，利用高新设备覆盖选种、培育、自然灾害等全方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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