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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贵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魏媛 吴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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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对

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的影响却是长期的，且由于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的改变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

受到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以贵州农村为例，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提出贵州如何抓住新冠肺炎

疫情对产业结构调整所产生的机遇，推动农村产业革命持续发展，使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为贵州夺取疫情

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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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按

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总体要求，坚决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任务，多举并措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疫

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当前，全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任务依然艰巨，同时疫情也对经济运行造成明显的短期性和阶

段性影响。贵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进行分区分级，下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等级，取消省内交通卡点，下发关于有序推进企业项目

复产复工的通知。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有序推进企业复产、组织重大项目复工开工，组织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

业，开展脱贫攻坚督战工作，为夺取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2 新冠肺炎疫情对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的发生

给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健康教育课，也普及了人们的预防医学知识。疫情对经济产生了短期的、阶段性的负面影响，贵州仅外

出就业一项，推迟外出就业 2 个月损失高达 572.8 亿元，同时也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疫情期间或疫情过后，

部分行业得到了发展，比如说一些与疫情相关的口罩、消毒液、电子体温计等防护用品生产制造业，网上购物平台、物流配送、

网络教育培训等服务业，中草药、绿色无公害蔬菜、水果种植等传统农业。更多行业受到了负面影响，比如说因疫情防控而不

能及时复产的生产制造业以及与疫情控制有关的餐饮、旅游、交通、线下教育培训等行业，与疫情发生来源有关的产业如特种

养殖业甚至将直接消失，因为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的判断，近 80%急性传染病与动物的关系密切，特别是有的地方吃野生动物，一些动物所带的病毒就可能会传给人，也就

是对本次疫情来源判断可能是野生动物。全国人大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于 2月 24日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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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的决定》。该《决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决定》通过后，全国

的特种养殖业（如竹鼠等）将被全面取缔，从而导致该行业消失，行业内的产业工人将面临失业或转到其它产业。 

3 新冠肺炎疫情对贵州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影响分析表明，总体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其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影响既有积

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的影响却是长期的，且由于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的

改变而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受到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恰恰又给贵州这类疫情不太严重，产业发展又有一定基

础的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论文结合贵州农村产业发展实际，分析如何抓住这次疫情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机遇，促使贵州农

村产业革命实现可持续发展。 

(1）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部分从业人员失业，经济总体上会产生短期的影响，但对贵州农村产业的发展来说也是一次发展

的机遇，因为部分原来在城市务工的农村实用人才由于疫情不能返岗而留在农村，给贵州农村产业革命的推进提供了人才保障。 

(2）城市过大、人口过于集中，在应急能力和应急体系尚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因“封城”或疫情防控需要不允许流动而导

致部分外出务工人员生活遇到困难（如：新鲜蔬菜采购难度增加、不能回出租房居住、住宾馆费用高昂、出行困难等），而此时

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特别是部分刚到城市生活不久，还没有稳定工作的农村实用人才，在疫情过后

就产生回农村创业的念头，这为贵州推动农村产业革命注入了新生力量。 

(3）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本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患者中，绝大多数的患者是轻症。截止到 3 月 6 日的

数据统计，全国累计确诊病例 80566 例，死亡 3016 例，重症病例 5952 例，死亡和重症病例中，大多数人是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等基础病的人群，因为患有基础病的人群免疫力普遍较弱，而基础病的发生往往同人们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

因此，疫情过后，部分人群会选择到农村体验大自然，减轻城市工作和生活压力，以增强免疫力。饮食方面，人们会更加追求

天然、绿色、无公害的原生态新鲜蔬菜或绿色食品。这些生活习惯的改变，为贵州农村发展茶叶、蔬菜、水果、生态畜牧业、

生态渔业以及乡村旅游业带来商机。因为近两年来，贵州通过实施“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已经使上述产业

发展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仅以主推的 12大特色产业中的茶叶、蔬菜、水果、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为例，每年的产值就高达

2662亿元。这些产业的发展壮大，对促进贵州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均带来了积极的作用。 

(4）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的推动下，中医药在此次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中医防治疫情的身份已经跃升，从参与者变成了主力军。全国中医药治疗数以百计的确诊病例，中西协同救治病患取得

明确成效，尤其对轻中型患者使用中药汤剂个体化治疗更有针对性。因此，本次疫情加深人们对中国传统中医的信任，中药材

的市场将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而贵州农村产业革命发展过程中主推的 12大产业中，中药材种植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贵州的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44.0万 hm2，产值超过 150亿元，带动 11.63万户贫困户、37.1万贫困人口增收。 

贵州在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既要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组织复工

复产、多渠道组织外出就业，把损失尽快补回来。同时也抓住这次疫情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机遇，用好贵州省委书记孙

志刚明确的“五步工作法（抓政策设计、抓工作部署、抓干部培训、抓监督检查、抓追责问责）”，用好贵州的绿水青山，以

贵州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筹措资金、组织方式、产销对接、利益联结、基层党建）”为

指导，统筹推动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大战役工作，为贵州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及农村产业革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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