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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助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基于苏南

地区农户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影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促进

农民增收的利益机制尚未健全;对产业融合的内涵认识存在偏差;融合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有

待培育;融合的公共服务体系亟须完善以及融合中金融支持服务仍显不足等.据此提出相

关政策建议如下:加快建立“保底收益＋后续分红”的利益机制;加快推进农村集体资产产权

制度改革;加快培育多元化融合主体;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创新金融扶

持政策和方式;加快推进人才培育和乡村文化传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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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通过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顺应了农业农村发展实情因而取得了良好成

效,以乡村旅游为例,２０１６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近２１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５７００亿

元,带动６７２万户农民受益[１].然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表明,尽管

有８７．２４％的受访农户认为近５年来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力度很大,６６．３５％的农户评价扶持效

果良好,仍然有３４．２７％的农户认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状一般或较差,表现在部分地区对产业融合

的核心目的、融合内涵及融合主体等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认识不足和行动偏差.分析产业融合过程中

的相关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１．促进农民增收的利益机制尚未健全

课题组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当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不断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新

型经营主体,“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不断发展壮大.然

而,部分经营主体为了扩大种养殖规模,向农民流转土地,租期长达十年甚至数十年,但租金长期较

低,或者涨幅明显低于同类耕地租金的涨幅.以流转至农业用途的土地为例,每亩租金均值为４００
元,中位数仅为１５０元[２].有些地区鼓励农户以土地入股方式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但在后期经营过

程中,合作社的收益未能按股份量化到户或量化到人,农民仅仅分享了土地资产增值收益的极小部

分.换言之,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农民未能成为直接受益者,农民增收的核心目的尚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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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产业融合的内涵认识存在偏差

部分地区对“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认识尚不到位,有些地方简单地把“产业融合”等
同于“农业产业化”.比如,个别省份把产业融合定位为“产业化的升级版”,因此大部分工作围绕着产

业链的前向和后向延伸展开,认识的片面导致了行动的片面.“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在

于,农业产业化是单一产业内部分工的思路,强调对单一的农业内产业的建设,而农村产业融合则立

足第一产业,强调与第二、第三产业中高度发达的细分产业的融合,要求实现农业与其他产业中的组

织发生大规模的、跨越产业边界的分工合作,因而与单一产业内深化分工有着根本差异[３].从这个角

度而言,判断“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的主体标准存在客观差异.判断是否发生了农业产业化,可
以把个别企业作为评价对象,而判断是否发生了农村产业融合,必须把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整体作为

评价对象.换言之,个别企业的产业一体化行为不能视为实现了农村产业融合.

３．融合主体的核心竞争力有待培育

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表明,在传统种粮农户中,６１．４９％的农户选择把农产品销售给批发商,相对于

批发商而言,农户拥有的定价话语权非常有限;２２．１８％的农户选择分散自销,这一方式尽管获得了相

对较高的销售单价,但销售率不足５０％.在农业龙头企业中,８５．３３％的龙头企业认为最突出的问题

是缺乏专业农业技术人才,自主培养的农技人才流失率较高,同时还存在着和生产渠道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在农村合作社中,其主要问题在于缺乏独特的农产品或农业生产技术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同时

合作社总体上生产效率较低,管理较为松散,社员积极性不足.总而言之,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市场

营销技能缺乏、专业技术人才流失、生产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了融合主体缺乏核心竞争力,阻碍

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４．融合的公共服务体系亟须完善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配套建设较为滞后,制约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

广度和深度.具体来说,一方面,农村的水、电、通信设施相对落后,公共厕所与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较

少,大部分农村地区不具备专业的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二、三产业的配套支撑不足.另一方面,农村

的信息化水平相对落后,缺乏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无法实现农业公共信息资源的跨部门、跨地区、
跨行业的互联、互通、共享.从调研结果看,农村平均有１８．４６％的地区建立了村级公共服务站点,但
主要提供一些政府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培训信息,比如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农技知识讲座等,全方位、
多维度、广关联的农村信息服务平台还没有建立起来,无法对农村产权流转、农业生产经营以及农民

创业创新等信息有效整合和利用.

５．融合中金融支持服务仍显不足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金融支持依然是短板.调研结果表明,在产生借贷需求时,有

６２．１６％的比例倾向于向亲戚朋友进行借贷,有３７．８４％的比例倾向于向金融机构借贷.而从金融机

构的类型看,农民主要是向农村信用社或者农村商业银行进行借贷,其借贷规模主要为５万元以下的

小额贷款.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农民受限于传统文化、自身知识和经验等,在观念上对于主动融资存

在一定的警戒心理;二是农民的还款能力缺乏相应的抵押品和质押品作为保障;三是从金融机构来

看,农民借贷业务的投入产出比相对较低,银行主动营销的动力不足[４].

　　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１．加快建立“保底收益＋后续分红”的利益机制

应该区别于过去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通过创新产权关系、组织模式和经营方式,让农民同步共

享产业融合收益,激发农民主动参与产业融合的动力,从而构建产业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一
方面,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部分采取特殊保护,以土地、林地为基础的各种形式合作,凡是享受

财政投入或政策支持的承包经营者均应成为股东方,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或“保底收益＋二次

分红”等形式,让承包农户参与全产业链利益分配,分享与经营收益增长同步的财产性收益和资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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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５Ｇ６].另一方面,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包括社区股份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以

及全体社员大会在内的“一社三会”[７],着力形成“成员共有、自我管理、共同受益”的管理机制和运行

机制,不断夯实农民增收的制度基础.

２．加快推进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近年来,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较快,农地集中化趋势明显,农地细碎化现象有所减轻.基于对全国

代表性农户的调查表明,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比例由２０１３年的２４．１％上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３１．４％,农
户户均土地经营面积从８．３亩上升至１２．９亩.从产业融合要求出发,一是加快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

的流转和集中,通过农村村庄整治、闲置宅基地整理、土地整治等节约的耕地和建设用地,建议以村民

入股或联营等方式参与农地流转[８];二是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村民民主

决策程序,妥善完成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户,赋予农民对落实到户的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

退出以及抵押、担保和继承权[９];三是加强农村集体非经营性资产的运营维护,对于农村公共服务领

域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非经营性资产,建议根据其不同投资来源和有关规定统一

运行管护.

３．加快培育多元化融合主体

一是大力培育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具备产业化组织模式连接传统农业资源,同时又具备较高管

理效率和较强市场能力,拥有着理念、资金、技术等先进要素,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推动者.进一

步加大对龙头企业的引导扶持,发挥其在产业环节融合和资源环节渗透的作用.二是大力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鼓励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土地自由流转,获得适度规模的土地扩大自身经营,通过规模化经

营和精细化管理取得更多的收益.出台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实现持证上岗,政府从社会保险、教
育资助、标兵奖励等方面对经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优惠及补助.三是大力培育农民合作社.鼓

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加工、物流配送、市场营销拓展,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持解决初级加工关键环

节的问题,探索“农民＋合作社＋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提高合作社和农

民收入.

４．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

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加快公共交通、通信网络、电网改造、垃圾与污水处理、公共厕所与停车场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经营者自行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给予一定程度的奖励和补助支持.加快建设公

共服务平台.以县市区为基础,搭建农村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提供电子商务、乡村旅游、农业物联

网、价格信息、公共营销等服务,实现农业公共信息资源的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互联、互通、共享;搭
建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及交易市场,采取政府购买、资助、奖励等方式,支持农村信息化、创业孵化、产权

流转、科技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平台和交易市场建设,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受益面,化解农村产

业融合的平台障碍.

５．加快创新金融扶持政策和方式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支持各省市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合作关

系.从业务创新看,建议推广产业链金融模式,鼓励涉农金融机构推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

贷款、“公司＋农户”等多种形式贷款;探索开展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订单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业

务;深入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开展大型农机具、农业生产设施抵押

贷款业务[１０].从政策支持看,一方面,建议增加农业信贷投入,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业务布局,采
取财政贴息、融资担保、扩大抵押物范围等综合措施提高信贷投入;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农业信贷担保

体系,完善政策性保险政策,稳步推进“财银保”贷款保证保险有关工作,鼓励发展政府支持的“三农”
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同时,积极推动涉农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通

过发行债券、股权交易、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融资.

６．加快推动人才培育和乡村文化传承

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培育力度.加快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家庭

林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等为重点,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力度.支持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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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任职兼职,鼓励各类农业企业采用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

式,完善知识产权入股、参与分红等激励机制,服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发挥乡村文化传承功能.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不仅要吸纳城市的思维、理念和技术,更要

努力保留和提升原有乡村的生态肌理,发挥乡村的文化传承功能[１１].建议顺应农村乡土社会的风俗

习惯和治理路径,制定村规民约,实现村民自治,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率,继承和发扬乡土文化,努力

形成“自觉生长的乡村”,实现“村的新型产业化”,带动“人的重新乡村化”,通过农村与城市的嵌入式

发展实现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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