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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减少农民多维贫困离不开产业发展和金融创新，梳理其研究动向对夯实我国脱贫攻坚的成果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2000－2021年合作社供应链金融相关CSSCI文献为研究对象，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发现：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融合的文献数量趋势划分为三个阶段；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融合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三个方面；

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融合存在动态演化趋势。当前二者融合减贫研究尚存在着机遇与挑战，未来应更多挖掘二者融合减

贫耦合机理、创新其信贷供给模式、促进产业链整合发展以及构建农村征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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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何将产业发展、金融创新与农民减贫结合起来？中央提出了两条思路：第一，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出要“重点培育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

农业产业链”，即通过让农民融入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实现减贫；第二，《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

（2019）》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强化利益联结机制，依托核心企业提高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

得性”，即通过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推进减贫。这在《关于做好 2020 年产业扶贫工作的意见》中得到了进一步

强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这两条思路，且在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提出“强化乡村振兴金融

服务，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

众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根植于农业产业链的发展，集成了农民合作社的组织优势和供应链金

融风险管控的优势，其运作逻辑契合中央解决农民贫困的思路，是一种带有精准扶贫特色的金融创新，可以

在促进农村实体经济发展和减少农民多维贫困方面产生积极影响。然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风险因素，

以及难以定量的绩效评价等内外部因素，使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的减贫效能受到制约，减贫功能得不到

充分发挥。因此，有必要弄清其多维减贫的机理与效应、优化其多维减贫的机制，这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和可

持续减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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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作为新型文献计量方法之一，一方面，研究者可通过对知识图谱上节点文献进行解析，确定具

有标志性、里程碑特征的文献，然后对研究领域热点和前沿进行梳理[1]；另一方面，通过引文分析，可得到某

一领域的知识基础，加强对这一研究领域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2]。基于此，本文基于WOS检索得到的数

据，使用CiteSpace软件（5.8R3版本）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揭示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领域的在不

同历史时间段上的研究热点及其趋势变化。

（二）数据来源

目前专门针对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的研究比较少见，仅有少量文献进行了粗颗粒度的初步

理论分析。因此，为了尽可能囊括我国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方面的所有研究，本文以CNKI数据

库CSSCI子库为研究对象，检索条件定为SU=金融扶贫+农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农民减贫，即以“金融扶

贫”“农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农民减贫”等主题词分别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文献的时域设定为2000－
2021年，操作日期为2021年11月15日，初获数据711份。由于在CNKI数据库中同时检索多个主题词，为避

免掺杂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经过人工甄别剔除新闻报道和年鉴后，通过对文献中摘要的深入研读，排除信

息不完整和与内容无关的论文，最后得到606篇文章，而后导出数据。在CiteSpace软件中分别勾选Author、
Institution、Term、Keyword、Category、Reference，可获得相应分析图谱，进而分析目前国内合作社供应链金融

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三、关于融合减贫的文献统计分析

通过对检索的数据分别进行发文量分析、作者力量分布分析[3]，掌握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领

域的年发文量、作者发文量状况，能够得到该领域的基础研究情况。

（一）年度发文量统计

图1是2000－2021年每年CNKI数据库收录的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领域的CSSCI文献。从

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供应链金融减贫研究文献的数量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

图1 研究文献近20年时区分布

1. 初步探索期（2000－2012年）。第一个阶段以2012年作为分界点，发文量均低于10篇/年，这表明，这

一时期我国对农户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扶贫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获得的关注较少。

2. 高速增长期（2013－2015年）。第二阶段为2013－2015年，这一阶段的发文量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

势，表明该领域正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热度持续上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全面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扶贫攻坚调研

时强调“要精准扶贫，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自此，“精准扶贫”重要思想诞生，随后“精准扶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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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脱贫”上升为国家战略[4]。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对扶贫领域的相关研究热度逐渐升高，相关发文量逐渐

增长。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出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进一步

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时期关于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精准

扶贫方面。

3. 理性回归期（2016年至今）。从2016年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发文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平均每年都有70多篇文章发表，2018年达到最高值86篇，说明这一阶段研究活跃度大幅提高，得到了学术

界的高度重视。随着党中央对扶贫工作的重视逐渐增强，201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面提升金融扶贫服

务质量，增强金融扶贫的准确性和有效性。2019年，《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鼓励发展供应链

金融，强化利益联结机制，依托“核心企业提高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即通过创新农村金

融服务推进减贫。《关于做好2020年产业扶贫工作的意见》则进一步明确提出“突出产业联贫带贫”“加大对

带贫成效突出的农民合作社的信贷支持力度”。

将国家政策颁布的时间点和文献历年发文量的节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内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

多维减贫研究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影响，有较明显的政策性导向。

（二）作者与研究机构统计

在图谱修建技术支持下，供应链金融减贫相关研究文献作者力量分布见图2。通过分析我国高产作者

及研究机构，可获得这一阶段本领域核心研究力量。

图2 作者力量分布

观察图谱，结合表1数据可知，发文量较多的团队是中国人民大学宋华教授团队（22篇）、西南大学温涛

教授团队（6篇）、西南政法大学徐鹏教授团队（6篇）以及湖南农业大学周孟亮教授团队（6篇）。这些均为该

领域的高产作者，其中宋华教授对这一领域研究最具影响力，其研究重点是供应链金融、服务供应链等，为

国内供应链管理的探索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 迅，何梦琪：基于文献计量的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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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发文量大于5篇的作者

序号

1
2
3
4
5
6
7

作者名

宋华

温涛

徐鹏

周孟亮

刘露

卢强

何娟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发文量

22
6
6
6
5
5
5

四、融合减贫聚类分析

（一）研究关键词分析

文献中列示的关键词是其研究核心议题的高度浓缩。通过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可以对样本数据进行挖

掘和聚类，理解掌握某一领域内的关注主题和研究热点。本研究利用CiteSpace关键词词频分析功能，获取

表2出现频率居前10位的关键词，其中，前3位关键词（供应链金融、金融扶贫、精准扶贫）的出现频率十分活

跃，已达50余次。

表2 高频关键词（前10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关键词

供应链金融

金融扶贫

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

区块链

信用风险

乡村振兴

农业供应链金融

农村合作社

农村金融

频次

239
100
65
24
18
17
16
14
12
12

中心性

1.03
0.35
0.23
0.09
0.06
0.02
0.10
0.05
0.14
0.03

为进一步厘清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例如由检索得到的数据中共同出现的关键词所构成的共词网络，还

需由关键词图谱共现图谱进一步揭示。在对图谱进行过滤后，得到以供应链金融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图

（见图3），由481个节点和1065根连线组成，其密度达到0.0092。其中节点越大说明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

线条颜色愈深代表关键词时效性愈强。

从图谱中可以看出，国内关于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的研究主要是在现阶段中国制度背景

下，聚焦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金融扶贫和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及成果[5]。此外，CiteSpace中心性大于0.1的
节点属于关键节点。因此，“供应链金融”“金融扶贫”“精准扶贫”和“农村合作社”成为国内农民合作社供应

链金融多维减贫研究的关键节点。表明我国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

府如何推进金融扶贫政策实施、如何有效结合农村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如何提高金融

赋能脱贫工作的有效性等现实问题的推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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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关键词共现图

（二）研究聚类分析

为了全面展现国内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研究的面貌，本文在图3关键词共现图的基础上，采

用LLR与LSI算法对WOS数据库中的研究样本进行聚类分析，整理得出图4关键词聚类图和表3农民合作

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关键词聚类信息汇总[7]。表3的S值为聚类平均轮廓值，用以判断图谱绘制效果是否

合理；一般认为S>0.5时，聚类结果较为合理，当S>0.7时，聚类结果明显。

图4 关键词聚类图（聚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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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供应链金融减贫关键词聚类信息汇总

聚类序号

#0
#1
#2
#3
#4
#5
#6
#7
#8
#9
#10

S值
0.975
0.917
0.876
0.941
0.887
0.949
0.977
0.996
0.898
0.993
0.968

名称

供应链金融

金融扶贫

区块链

农村合作社

信用风险

中小企业

农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

金融风险

供应链协调

互联网金融

（三）研究主题分析

供应链金融与合作社结合的减贫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 供应链金融对农民减贫的制约与促进因素研究。具体来看，其一，供应链金融的信贷甄别机制能降

低农民信贷违约风险，有效缓解农民的融资约束；其二，不同供应链金融模式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别；其三，供

应链金融是促进农民减贫增收的有效路径。但也有学者指出，供应链金融发挥减贫作用受技术与制度环境

的制约，因此要加强引导[8]。

2. 农民合作社减贫效果研究。总体上认为农民合作社对缓解农民贫困有积极作用[9]，其一，农民合作社

能直接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及福利改善效应被多位学者证实。具体表现为：能够节约

农民的交易成本；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提升农民的市场议价能力；获取农产品的溢价。其二，农民合作社能

间接促进农民减贫：即累积农民的资本[10]。合作社能缓解农民资金约束和累积物质资本，能帮助贫困农民累

积人力资本，如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和管理水准等。其三，合作社一方面构成了农民的社会资

本，另一方面能提升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11]。例如在农村产业的发展方面，合作社是农村发展特色产业的重

要组织力量，它们在夯实农村产业发展上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合作社嵌入农村产业，从内涵上增强了农村

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在农民的社会保障方面，为农民提供了就业保障[12]。但也有学者对

农民合作社能够减贫的观点提出质疑：在合作社制度异化的情况下，由于贫困农民先天禀赋差、风险抵御能

力低，容易成为合作社排斥的目标，不利于他们减贫[10]。

3. 农民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的组合运作方式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农民合作社与供

应链金融具有组合效应，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具有独特的易贫性，另一方面供应链金融具有对风险进行结构

性管控的特长，两者的嫁接既能做实“三农”产业，又能推动乡村振兴，还有助于农民脱贫[13]；其二，合作社供

应链金融具有独特的类型、运作方式和运行绩效，合作社供应链金融的类型可归类为异质性主体主导型、价

值链分工型、融资业务型、产业特色型，不同类型的运作方式有较大差别，如在授信担保、贷款发放和激励惩

戒等方面的差别明显，其运行的绩效也有差异，需分别探研。

（四）研究历程分析

为了解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研究领域的动态演化趋势，本文梳理了不同时期出现的高频关

键词。从中可以发现某一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以及两个关键词之间共现关系连线，表明二者同时出现

在一篇论文之中。此外，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将以年轮的形式展现，关键词年轮越大，其出现频次越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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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不同时间段关键词的变化，时区图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学术积累纵向

进程的演变，从宏观角度呈现研究的主要思路以及主题之间的连续性。分析图5可以发现，自2000年以来，

国内关于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的研究主题与内容不断丰富，理论处于不断完善的状态之中，领

域研究区域逐渐走向成熟[14]。在农村合作社研究的基础之上，朝着普惠金融的方向，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了科

技金融助力脱贫。

图5 关键词时区图

突现词就是在某一时段被引频次快速增加的关键词，即突发性检测，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某个方面研

究变化趋势的体现。图6、图7将突现值排在前12位的关键词，按照第一次出现的年份顺序及突现值的大小

依次排列。图6显示，国内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的研究起始于“农民合作社”和“合作社”，并且持

续时间长达10年左右，之后才陆续出现“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农村金融”等研究[15]。

结合图6和图7综合分析发现，“金融科技”与“农村金融”出现时间较晚，两者的出现与相关政策的出台

紧密相连。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信

贷资源及产品模式创新、农村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进行部署[16]。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快农村金

融创新，特别是抵押融资产品范围的拓宽、保险制度的设立及对涉农企业的综合金融服务等。农村金融、金

融科技的进一步研究逐渐成为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的重要前沿。

图6 关键词突现图（时间排序） 图7 关键词突现图（强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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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随着时间的推进，达到突现程度的关键词也逐渐由农村合作社转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减贫

研究，这个趋势与前文的分析十分同步，佐证了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减贫目前处于主要发展阶段。

五、供应链减贫和融合减贫对比

本文基于上述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分析中提取到的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见表4），从传统供应链金融

减贫的缺陷和融合减贫的优势两个方面进行观点梳理。

表4 高频关键词（前5位）
关键词

供应链金融

金融扶贫

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

区块链

频次

239
100
65
24
18

中心性

1.03
0.35
0.23
0.09
0.06

（一）传统供应链金融减贫的缺陷

供应链金融是解决农户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有力工具，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但从资金的供给端和

需求端来看，传统供应链金融存在两个缺陷[17]。其一，供应链金融机构授信难度大、减贫效率低下。传统的

供应链金融扶贫模式及产品大多聚焦于金融机构对贫困农户的直接授信[18]，由于农户信用信息难以收集，导

致存在信贷精确度不高的现象和信贷供给上的“嫌贫爱富”倾向，因此对贫困农户的信贷减贫效果不理想。

其二，贫困农户往往缺乏金融抵押或担保，加大了双方的信贷成本，使得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积极性不高，

贫困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尤其突出[19]。

（二）融合减贫的优势

1. 合作社使得贫困农户享有平等权利。合作社秉承“自愿、开放的成员资格”的原则，使得贫困家庭也

能够参与其中[5]。得到供应链金融机构服务时，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共同参与市场交易，形成一种制衡谈判权

利垄断者的力量。同时实行“一人一票”内部民主管理机制，使弱势群体在合作社中获得平等的权利。

2. 农民合作社减贫机制丰富。农民合作社能够通过发挥其农业专业化服务功能提高社员收入水平、增

进社员福利[20]。通过开展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利用供应链金融信贷的资金优势，能有效缓解社员农户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约束，削减资源禀赋弱的影响，增强资本培育与积累[21]。另外，农民合作社是进行

合作金融扶贫的一种形式[22]，通过农民合作社，能够实现农业新型科技的衔接与扩散，提升科技促进贫困农

户富裕的能力[23]。

六、主要研究结论

（一）研究基本情况概括

本文选取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2000－2021年有关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CSSCI文献作为分

析样本，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方法对其外部特征、研究热点和演进趋势等进行分析。通过定量化的操

作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1. 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融合的文献数量趋势划分为三个阶段。2013年以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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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战略，国内学术界对减贫领域相关研究文献迅速涌现。2016－2020年文献出刊量逐渐恢复理性，但

仍然是近年热门话题。预计未来几年减贫研究将趋于平稳，将更多倾向于供应链金融与减贫衔接研究。作

者分布相对集中，个别作者长期致力于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研究并且科研成果丰厚，体现了研

究文献的专业性与持续性。

2. 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融合的研究主题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供应链金融对农民减贫的制约与

促进因素研究、农民合作社减贫效果研究[9]和农民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的组合运作方式研究。

3. 合作社与供应链金融融合存在动态演化趋势。早期关于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研究时期

重点关注农村合作社的理论及影响因素研究[24]。研究中期关于农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多维减贫理论的研究

得到进一步深化[25]，且相较于影响因素的研究，经济后果研究更受关注。近期学者们以农村金融、金融科技

作为研究对象，对经济后果展开进一步细致探讨。

（二）研究展望

通过对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的梳理，本文认为二者融合减贫研究存在着机遇与挑战，未来有以下几个

方向值得关注：

1. 挖掘融合减贫耦合机理。进一步厘清合作社嵌入供应链金融的基础逻辑，发挥二者减贫的叠加作

用。例如农民合作社的功用（如社会资本、产业支持、信息共享和信誉培育等）如何与供应链金融的五流（人

流、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对接？农民合作社如何在贷前、贷中和贷后发挥作用？

2. 创新信贷供给模式。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机

构的信贷供给模式，加大对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在农业生产、农业资金供应等环节加大产品创

新力度，进一步降低信贷门槛，提高融合扶贫的可持续性。

3. 强化合作社促进产业链整合发展。主要强化农户与合作社的利益联结，使小农户与产业链有效衔

接；同时提高技术能力强的农户与管理能力高的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供给，增强其扶贫带动作用，激发内

生脱贫动力。

4. 发挥“互联网+合作社供应链金融”构建征信体系作用。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构建农户的征信体系，

提高农民信贷可获得性，用科技手段推动合作社供应链金融信贷的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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