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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构建了金融支持、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普洱市金融支持、茶产业

结构优化和民生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2009-2019 年期间普洱市金融支持水平、茶产业结构水

平得到不断发展，而由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总体来看，产业结构、民生效益滞后于金融支持

水平。综合耦合度、协调度表明，普洱市产业结构、金融支持和民生效益处于中度耦合效应，在这期间，金融支持

与普洱市茶产业结构的的升级有一定相互促进作用。普洱市在推进金融支持、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不断耦合升级

发展过程中，金融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效化，使得普洱市茶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带动普洱市茶产业进入

到中度耦合阶段至高度耦合阶段的演化过程，然而在演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波动现象。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普洱市茶

产业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耦合模型应采取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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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总值从 1978年的 3645亿元升至 2020年的 1015986亿

元，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现在，我国已经

进入经济结构战略调整阶段，依靠高新技术，培育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矛盾的关键举措。 

金融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血液，影响社会的储蓄和投资，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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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纽带。在现代金融体系背景下，金融支持通过金融资源的合理分配，扩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广度，降低融资成本、合理

引导金融流动方向、降低金融风险，在各产业领域中，特别是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金融在对社会资源以资金的形式进

行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也能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进而对民生改善产生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为行业带来良好的

市场机会，为金融支持提供投资的项目。而民生的改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提供了支持。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民生效益

的改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对金融发展、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外研究结果主要集中下面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

阐述了金融运行的机制及其效率，以及对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1];二是金融支持和服务对产业技术的推动作用[2];三是金融结构与

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3]。四是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之间相互制约关系，为克服经济发

展和金融体制之间制约作用，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 

我国学术界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涵盖下面几个层面：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4-5]。第二，研究金融支持与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耦合机理，包括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6-9];金融供给侧与产业协调关系[10]、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

的耦合协调度分析[11]等。第三，探讨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最优耦合机制[12-14]。第四，探讨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减贫效应的耦合

协调关系的新路径
[15-16]

。第五，探讨金融支持服务于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17-19]

,如茶产业、旅游业、海洋业等。金融支持

与产业结构耦合模型日益得到学者关注[8-9],研究方法上，部分学者采用实践案例对某些具体产业的结构升级进行实证分析[14,16-18]。

从以上研究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两个系统的耦合，仅仅文献[16]研究了三个系统的耦合模型。

本文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和民生效益三个系统的作用机制入手，制定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和民生效益的指标体系，

并基于普洱市茶产业实际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对普洱市金融支持、茶产业的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分析。

以此来探讨金融支持、茶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民生效益之间的关系为普洱地区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

据和参考意见。 

二、研究样本概况 

云南省是农业大省，全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60%,而云南省茶产业是云南重点发展的高原特色农业产业之一，也是惠及民

生的重要产业。云南全省 2019 年茶叶产量近 43.1 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 936 亿元。云南茶农超过 600 万人，占到全省乡村人

口 2482.1 万人的 40%左右，涉茶人口将近 1200 万人。普洱市作为云南茶叶主产区之一，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云南省面积最

大的州),气候的独特性(年均气温 15℃-20℃,年降雨量 1100-2780毫米),使得普洱市的‘一区九县’均有茶叶种植。普洱市茶农

人数超过 116万人，涉茶人口近 125万人。截至 2019年普洱市茶叶产量达 11.49万吨，占全省茶叶产量的 1/4,茶产业综合产值

255亿元，为全省茶产业贡献近 1/3产值。2019年普洱市茶产业产值占到全市 GDP的 30%以上，高产量与高经济贡献值使普洱茶

产业毫无疑问的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普洱市委市政府始终将茶产业的发展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一直给予多方的政策支

持，通过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促进普洱茶产业的发展。普洱市目前对于茶产业的金融支持仅限于较少的财政农业资金投入和普

洱市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证券、保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研究普洱市茶产业的发展状况既

能从原产地的视角了解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对农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同时也可更好的找到我国金融体系的短板-农村金融在助力农

村产业升级中不足，通过改革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乡村振兴。 

(一)普洱市经济发展和茶产业发展情况 

最近十年普洱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见表 1),2009-2019年普洱市 GDP总量和人居 GDP几乎翻了 4倍，2009-2013年普洱市 GDP

的增长率、人均 GDP 的增长率都在 15%以上。2009-2019 年普洱市大力推进茶产业的发展，十年间茶园面积从 90 多万亩扩大到

154多万亩；大力发展有机茶园，有机茶园面积已经达到 25万多亩，占总茶园面积的 16%;干毛茶产量增加了近三倍，亩产值近

扩大了 10倍，茶产业产值总量增加了 16倍；2009-2015年普洱市茶产业的增长率均保持在 30%以上，特别是 2011、2012和 2015

年，增长率达到 60%以上。普洱市茶产值发展的速度远远高出普洱市 GDP 的发展增速，茶产业产值对 GDP 的贡献越来越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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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 8%上升到 2019年的 38%,已经成为普洱市的支柱产业。 

表 1 2009-2019年普洱市 GDP和茶产业产值 

年份 总 GDP(万元) 人均 GDP(万元) GDP增长率 人均 GDP增长率 茶产业产值(万元) 增长率 

2009 2117000 0.82 0.1770 0.1714 169326 0.1370 

2010 2480800 0.96 0.1718 0.1707 216820 0.2805 

2011 3011900 1.18 0.2141 0.2292 361867 0.6690 

2012 3668500 1.42 0.2180 0.2034 603790 0.6685 

2013 4253900 1.65 0.1596 0.1620 860003 0.4243 

 

续表 1 

年份 总 GDP(万元) 人均 GDP(万元) GDP增长率 人均 GDP增长率 茶产业产值(万元) 增长率 

2014 4769500 1.84 0.1212 0.1152 1075081 0.2501 

2015 5140100 1.97 0.0777 0.0707 1836961 0.7087 

2016 5680400 2.17 0.1051 0.1015 2034145 0.1073 

2017 6245900 2.38 0.0996 0.0968 2313613 0.1374 

2018 6624800 2.51 0.0607 0.0546 2550998 0.1026 

2019 8752800 3.30 0.3212 0.3147 2719721 0.0661 

 

(二)普洱市经济发展和茶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在过去十年里，普洱市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大力调整，第一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见图 1)。随着

普洱市经济的发展，2000年以来，普洱市茶产业产值维持稳步增加的趋势，特别是 2009年以来，随着有机茶园面积的不断扩大，

有机茶产业的不断发展，普洱市茶产业得到快速的发展(见表 2)。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2010 年以后，普洱市茶产业总

产值和第一、二、三产值都在稳定增加，特别是第二、三产业产值增加更加明显。第二，随着普洱市茶产业结构的调整，茶产

业第一产业产值占比逐渐减少，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有所增加，特别是在 2014 年(见图 1)。第三，普洱市的 GDP 和茶农的收入

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茶农的收入，2019年茶农的年收入是 2010年茶农收入的 6倍(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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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普洱市各部门和茶产业各部门结构变化 

表 2 2009-2019年普洱市茶产业基本情况 

年份 
茶园采摘 

面积(亩) 

有机茶园 

面积(亩) 

干毛茶总 

产量(吨) 

成品茶总 

产量(吨) 

亩产量 

(公斤) 

亩产值 

(元) 

茶农年收入 

(万元) 

2009 908669 64054 44364 20735 22.82 1863.45 742 

2010 1000477 87763 53456 21655 21.65 2167.17 1046 

2011 1166024 112925 60835 21524 18.46 3103.43 1293 

2012 1231786 117959 78702 34557 28.05 4901.74 1988 

2013 1361368 128341 89311 45969 33.77 6317.20 2837 

2014 1412938 130127 96085 53808 38.08 7608.83 3031 

2015 1483057 133716 102189 56133 37.85 12386.3 3393 

2016 1545128 200741 106736 60530 39.18 13164.9 3747 

 

续表 2 

年份 
茶园采摘 

面积(亩) 

有机茶园 

面积(亩) 

干毛茶总 

产量(吨) 

成品茶总 

产量(吨) 

亩产量 

(公斤) 

亩产值 

(元) 

茶农年收入 

(万元) 

2017 1545128 227020 114729 71644 46.37 14973.6 4235 

2018 1545128 249439 116516 72870 47.16 16509.9 4723 

2019 1545128 250500 117600 75441 48.83 17601.9 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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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洱市金融支持基本情况 

2008-2020 年间普洱市社会融资总量不断扩大(见图 2),金融机构贷款增速逐渐提高，但受限于财政农业资金投入的相对不

足，普洱市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机构主要还是以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为主导，证券、保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

不足。2008-2019年间普洱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 2008年的 155.23亿元上升至 2019年的 850.92亿元，年

均增加 63.25 亿元。2019 年涉农贷余额为 392.19 亿元占所有贷款总额的 46%,金融机构存贷比上升明显，信贷规模逐步增大，

从 2008年 72.7%升至 2019年的 91.7%,11年之间上升了 19%。截至 2020年底普洱市有银行营业网点 146个，保险业分支机构 105

个，金融规模逐年扩大。 

 

图 2普洱市金融支持情况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 

耦合概念已经在物理学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主要分析两个和多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的现象，在研究经济社会问题时，耦合

协调模型得到广泛的应用。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为行业带来良好的市场机会，为金融支持提供更好的投资项目；金融发展有助于

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经济增长必然创造大量的就业条件促使普通阶层从工作中收益，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

使得政府财政收入不断提升，普通阶层从财政支出中获益。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可以看作三

个子系统，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子系统的相互发展的过程，可以看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民生效益”耦合过

程。本节主要通过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的耦合模型分析。耦合度主要反映金融支持、产业结

构和民生效益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同情况，并不一定反映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的整体水平和协同效应。而协调度是

耦合度与整体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既反映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应的耦合关系，又能体现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一)指标选取 

根据产业结构、金融支持和民生效益体系的特征，参照已有的相关文献[16-20],建立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系统综合

测度指标体系。产业结构系统通过 4 个维度高级化、高效化、合理化和均衡化进行测评，其中，高级化指标衡量产业结构的升

级，高效化指标反映产业的产出效率；合理化和均衡化指标反映资源在各产业的合理配置。金融支持指标考虑金融结构、金融

效率和金融深度三个维度。金融结构通过金融机构的存贷比测试，金融效率通过金融机构存款总额/GDP 测试，金融深度通过金

融相关比率(FIR)和保险深化率(IDR)测试。民生改善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改善，还应体现居民消费的改善、社会参保人数的增加

等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收入水平、消费支出、社会保障三组数据来反应民生效益发展情况。收入水平通过农民可支配收入/

纯收入(元)测试，消费支出通过农民消费支出(元)测试，社会保障通过参加农民医疗保险/城乡医疗保险人数(万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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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给出产业结构各指数的计算公式：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计算公式[4]: 

 

其中，HL1表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指数，Y 表示产业总产值；L 表示产业就业人数。其指标值越接近于 0,则表明产业结构越

合理。 

均衡化指标计算公式：  

当 HL2=0表示经济结构均衡，当 HL2>0,且值越大，则结构不平衡，不稳定。 

 

(二)耦合模型构建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和民生效益是三个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子系统，假设 V1 表示金融支持子系统变量，V2

表示产业结构子系统变量，V3表示民生效益子系统变量，vij(i=1,2,3;j=1,2…,m)表示系统的观测指标，xij表示原始数值；当 vij

为正向指标，则 

 

当 vij为逆向指标，则 

 

设 Wi表示子系统对该系统的贡献值，λij表示权重，则子系统的指标贡献函数可表示为[20] 

 

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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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值在 0 和 1 之间，当 C 接近于 0 时，表明两个系统不存在耦合相关性；当 C 接近于 1 时，表明两个系统高度耦合相关，

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耦合度模型评价表 

C的取值范围 子系统耦合关系 

C=0 不存在相关性 

(0,0.3] 低水平耦合阶段 

(0.3,0.5] 拮抗阶段 

(0.5,0.8] 良性耦合阶段 

(0.8,1) 高度耦合阶段 

C=1 良性共振耦合协调阶段 

 

(三)耦合协调度模型 

定义耦合协调函数[16]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T代表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和民生效益的匹配调和指数；α,β,γ表示三个子系统在总系统

的重要程度，考虑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和民生效益同等重要，我们选取α=β=γ=1/3,耦合协调标准见表 4。 

表 4耦合协调分类标准及含义 

协调程度 协调度 D 耦合协调类型 

极度协调 
0.91-1.00 

0.81-0.90 

极度协调类 

优质协调类 

高度协调 

0.71-0.80 

0.61-0.70 

0.51-0.60 

良好协调类 

中级协调类 

初级协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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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协调 
0.41-0.50 

0.31-0.40 

调和协调类 

勉强调和协调类 

低度协调 

0.21-0.30 

0.11-0.20 

0-0.10 

轻度不协调类 

中度不协调类 

严重不协调类 

 

四、实证分析 

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耦合机理可以得到：当产业刚刚起步时，主要依靠投入生产要素，扩大生产规模，促进

产业的发展，生产效率和创新要素弹性不高，民生效益不高，该阶段为低度耦合阶段；随着产业的发展，低度耦合阶段演化为

中度耦合阶段，通过合理配置资本，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弹性增高，产业结构得到一定升级，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民生

效益不断显现；产业进一步发展，技术革新起到核心作用，生产要素弹性降低，主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的

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该阶段演化为高度耦合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惠及民生。本节利用耦合模型对普洱市金融支持、

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进行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分析。 

通过公式(1)-(4),利用普洱市茶叶局统计的数据以及各银行金融支持的数据，得到普洱市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均衡化、

高级化、高效化以及金融支持四个指标(见表 5)。通过各指标数据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普洱市茶产业 4个产业结构指标(见表 5)可以得到：2009-2019年期间，高效化和高级化指标都有明显的跨越发展，

与普洱市 2012年以来大力推进茶产业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推进茶旅融合产业的发展，使得普洱市的茶产业整体产业结构水平

有了较大的发展。合理化和均衡化指标为负向指标，2009-2019年期间随着普洱市茶产业的发展，又滋生了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的问题，即合理化和均衡化指标越来越差，特别是均衡化指标，说明 2014年以后普洱市在推进茶产业的发展的过程中，资源配

置不尽合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产业布局的协调是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而

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发展目标，普洱市处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水平都比较低，现在还不能做到全面

发展，通过普洱市合理性和均衡性数据显示，普洱市茶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均衡性水平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表 5 2009-2019年普洱茶产业结构指标 

年份 高级化 合理化 高效化 均衡化 

2009 0.2369 0.0022 0.0967 7.6997 

2010 0.2786 0.0126 0.1000 4.1170 

2011 0.2015 0.0097 0.1000 7.3591 

2012 0.2125 0.0241 0.1100 4.2783 

2013 0.2990 0.0142 0.1430 6.5065 

2014 0.3045 0.0397 0.1510 9.3487 

2015 1.3134 0.2415 0.4435 22.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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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1.3155 0.2049 0.4465 22.5925 

2017 1.2292 0.1545 0.4341 21.3418 

2018 1.2431 0.1343 0.4345 21.8636 

2019 1.2232 0.1297 0.4339 22.5805 

 

表 6 2009-2019年普洱金融支持指标 

年份 金融机构的存贷比 金融机构存款总额/GDP 金融相关比率(FIR) 保险深化率(IDR) 

2009 1.3761 1.1876 2.0507 0.0269 

2010 1.4317 1.2877 2.1872 0.0243 

2011 1.5685 1.4668 2.4020 0.0268 

2012 1.5368 1.4068 2.3222 0.0263 

 

续表 6 

年份 金融机构的存贷比 金融机构存款总额/GDP 金融相关比率(FIR) 保险深化率(IDR) 

2013 1.5099 1.3434 2.2332 0.0263 

2014 1.5074 1.4122 2.3490 0.0259 

2015 1.4022 1.3984 2.3958 0.0272 

2016 1.3870 1.4796 2.5463 0.0314 

2017 1.4607 1.5476 2.6071 0.0350 

2018 1.3354 1.4636 2.5595 0.0341 

2019 1.1658 1.3567 2.5205 0.0368 

 

表 7 2009-2019年普洱民生效益指标 

年份 收入水平 消费支出 社会保障 

2009 0.0667 0.5828 0.0637 

2010 0.0887 0.6242 0.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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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0.1079 0.6171 0.0850 

2012 0.1141 0.5915 0.0867 

2013 0.1287 0.6425 0.0869 

2014 0.1321 0.7148 0.1027 

2015 0.1376 0.6237 0.1508 

2016 0.1478 0.5784 0.1594 

2017 0.1519 0.6496 0.1644 

2018 0.1592 0.6727 0.1786 

2019 0.1604 0.6405 0.3222 

 

第二，从普洱市 4个金融支持指标(见表 6)可以得到：从金融结构指标来看，2009-2014年金融机构的存贷比有所增加，而

2014-2019年逐步下降，2009年-2019年金融机构的存贷比整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反映普洱市的金融支持主要来自各银行

的贷款，融资渠道相对单一，普洱市金融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从金融效率指标看，2009-2019 年金融机构存款总额/GDP 整

体水平有所增加，然伴随着一定的波动性，发展水平比较慢，比起其他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金融深度指标看，2009-2019

年金融相关比率(FIR)和保险深化率(IDR)整体水平都有所提升。 

第三，从民生效应的三个指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见表 7)可以得到：从收入水平来看，2009-2019年茶农收入

水平不断提高，普洱市茶产业的发展不断惠及民生，从表 1我们也可以看到，2009-2019年普洱市茶农收入不断提高，几乎提高

了 7倍。从消费水平来看，2009-2019年农民消费水平有了一定在发展，但是总体提高程度不高，并伴随着一定的波动性，明显

于收入水平不匹配，说明普洱市茶产业发展还不足以让农民敢消费。从社会保障水平来看，随着国家保障制度的健全，特别是

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2009-2019 年普洱市社会保障水平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 2014 年以后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说明普洱

市茶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惠及民生保障，但总体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利用公式(5-9),可以得到金融支持、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子系统的综合值，以及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见图 3和

表 8)。通过耦合度和协调度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金融支持综合值来看，随着国家以及云南省对农业的倾斜，金融支持综合值逐步提升，特别是 2014年以来，普洱

市茶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得到跨越式的发展；从普洱市茶产业结构来看，2012 年以来，普洱市对茶产业进行结构调整，茶产业结

构基本稳定，然由于普洱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使得普洱市茶产业结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从民生效益综合值来看，随着普

洱市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金融支持水平的发展，普洱市茶产业发展不断惠及民生，普洱市茶产业民生效益不断发展，特别是 2014

年以后民。总体来看，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滞后于金融支持水平。 

第二，从三个子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看出：除了 2014年，耦合度和协调度有突变，其他年份耦合度和协调度基本稳定，

主要原因 2013-2014 普洱市大力推进茶旅融合，而带动茶产业第三产值大幅度提升引起的。总体来看普洱市现阶段三个子系统

属于良性耦合阶段到高度耦合阶段的演化过程，并且在演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波动现象，说明普洱市茶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

经营规模小、管理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该阶段普洱市茶产业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应耦合模型应采取提高生产效率和

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的发展，同时茶产业应主动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革新，推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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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耦合度、协调度演化图 

表 8 2009-2019年普洱市茶产业结构、金融支持和民生效益综合计算结果 

时间 
金融支持 

综合值 

产业结构 

综合值 

民生效益 

综合值 
耦合度 C 协调度 D 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类型 

2009 0.9557 0.5074 0.6568 0.5334 0.6139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0 0.9533 0.5077 0.6357 0.5352 0.6116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1 0.9561 0.5091 0.6257 0.5355 0.6109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2 0.9697 0.5103 0.6062 0.5352 0.6101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3 0.9516 0.5159 0.4172 0.5482 0.5869 良性耦合阶段 初级协调类 

2014 0.9752 0.5128 0.5554 0.5377 0.6052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5 0.9773 0.5083 0.5532 0.5379 0.6046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6 0.9793 0.5086 0.5635 0.5370 0.6059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7 0.9807 0.5092 0.5688 0.5364 0.6067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8 0.9828 0.5097 0.5653 0.5364 0.6066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2019 0.9881 0.5093 0.6039 0.5333 0.6112 良性耦合阶段 中级协调类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金融支持和民生效益的指标体系，并建立了三个系统的耦合模型，并基于普洱市产业结构、金融支

持和民生效益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9-2019年期间普洱市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滞后于金融支持水平；金融支持、

普洱市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处于中度耦合效应，在这期间，金融支持与普洱市茶产业结构的升级有一定相互促进作用，普洱

市现阶段茶产业属于中度耦合阶段到高度耦合阶段的演化过程，并且在演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波动现象，普洱市茶产业金融支持

和产业结构耦合模型应采取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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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普洱市在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耦合发展时需要注意： 

第一，高度重视金融对普洱茶产业发展作用，将茶产业作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产业予以打造。“十三五”期间，普

洱市虽然和全国人民一道完成了脱贫攻坚伟大任务，建成了全面的小康社会，但是在“十四五”乡村振兴过程中，普洱市发展

基础较弱，仍然属于乡村振兴的攻坚地区，乡镇振兴任重道远。普洱市要高度重视金融支持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在金融改

革中，将茶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予以重点支持，不断加强金融支持茶产业发展了力度，以茶产业的现代化促进乡村振

兴的全面实现。 

第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支持普洱茶发展形式。目前普洱市的金融支持主要依赖于政策性金融支持和银行商业

贷款，金融支持来源单一，力度不大，难以满足茶产业持续发展需要。为全面加大金融支持普洱茶产业发展的力度，目前迫切

需要丰富金融支持茶产业发展方式。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引进民间资本，由政府统筹推进企业治理的规范化，通过

企业管理能力提升，促进企业进入证券市场融资能力的提升，让更多的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的形式吸收民间资本，增

加茶企经营资本，增强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的能力。要支持保险公司，针对茶叶生产和销售的特点，设立茶叶生产和经营保险，

增强茶农和茶企抵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第三，创新商业银行的金融服务模式，促进普洱市茶产业发展均衡发展。在银行金融支持普洱茶发展过程中，弱势农户和

中小企业获取金融贷款力度较小，严重影响了普洱茶产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增强普洱茶产业发展潜力，普洱市应该进一步推进

茶农和茶企信用评价体系体系建设。在茶农信用等级范围内，简化茶农获得金融贷款程序，让弱势茶农也能获得金融贷款支持，

持续改善茶园生产条件，推进有机茶园建设。通过茶企信用体系建设，由金融行政部门对茶企进行评级，对于有过硬技术和发

展潜力的茶企可以提供免抵押贷款，降低中小茶企获得金融资本支持的成本，促进中小茶企的成长，同时也为商业银行扩大业

务范围。 

第四，加强普洱茶产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提升普洱茶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现阶段，普洱市茶产业仍处于种植决定产值

的低端发展层次。茶园面积、采摘面积和总产量的多少决定茶产业的总产值，普洱市茶叶加工企业数和专业合作社数影响因子

值却较低，普洱市茶叶种植管理、茶叶加工与流通效率还比较低。为增强茶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

性金融支持，以财政投入形式加强对茶山、茶园公共水利设施的投入，降低恶劣气候对普洱茶产业发展的不良影响；要进一步

加大有机茶园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推进普洱市普洱茶产种植的有机化，提升的普洱茶的生态价值，提升

普洱茶产业的科技含量；此外，还得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财政资金投入形式加强对茶企负责人的培训，通过培训，大力完善

普洱茶生产销售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普洱茶茶企的生产效率，促进普洱茶产业发展的质量提升；另外普洱市科技行政部

门要加强对高校、科研院所等普洱茶科研机构的投入力度，以项目化的形式推进普洱茶生产工艺的提升、优质种质资源的建设

和科学病虫害管理体系的建设，通过科研攻关不断提升普洱茶产业的科技含量。 

第五，商业银行大力支持普洱茶销售平台间建设，促进普洱茶产业流通体系建设。茶产业的发展需要高效的流域体系予以

支撑，目前普洱茶的流通平台数字化水平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需要商业银行在资金放贷过程中，对于数字化销售

平台、物流平台建设进行重点支持，通过数字化销售平台和物流平台的建设，为普洱市普洱茶产业的发展提供通畅高效的市场

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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