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
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此外，
文件中还明确表示要以农民的增收为主体，推动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产业发展了才能带动农村的经济的发展，解决农民就业实现共同
富裕，最终实现三产融合，使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可
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发展在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

一、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基本概念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顾名思义，就是各个农业经营主体之

间的互相联合。由龙头企业主动承担带头重任，各个农民合作社
以及独立的个体农场共同参与，将服务与共赢融为一体的新型产
业形态。

在农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农业产业与
时俱进的必然结果。目前，单一个体早已被淹没在市场中，市场
竞争的主体地位被产业链之间的相互竞争取而代之。农业产业化
飞速成长的进程中，带头企业从原始的经营发展方式到如今的自
产自销，但依然难以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监督成本超出预算的
难题，致使企业发展规模受到束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出现，
让家庭农场提供生产，农民合作社专注于服务，各施所长，使企
业能够打破枷锁，将全部心力集中于农产品加工，进而形成能够
适应当下市场发展的产业链。

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意义
（一）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发展富民产业的重要载体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不断发展，不仅对农业产业横向发展中

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还有利于在纵向发展
中建立起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条，进而形成农业产业网，为农村富
民产业的不断发展夯实基础。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相融合，跟紧时代发展的步伐，使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为
振兴富民企业的重要载体，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有利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规模的个体农场这种单一的农业经营模

式抗风险能力较弱，已经不能与市场发展的需要相匹配。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使多个经营主体之间进行有机结合，从而进行优势共
享、劣势互补，符合振兴富民产业的发展战略与原则，有助于推
进农村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三）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振兴富民产业的本心，就是希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能够在有

限的发展空间与条件下，帮助农民构建产业链，摒弃各个经营主
体“自产自销”的经营现状，实现“多方获利”，从而使农民都
能有相对可观的收入，实现农村向城市靠拢。由此可见，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在推进农村产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更是致力于实现
农民富足，企业兴旺。

三、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振兴富民产业的具体措施
（一）利益共享，专注各自所长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需要企业肩负起领导与带头的责任和重

担，个体小规模农场与农民合作社积极配合，明确分工。带头企
业可以拿出自身所长（如技术、信息、资金等），专注于产品加
工与市场研发；合作社被农民群体所信任，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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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潜心负责相关的社会化服务；个体小规模农场拥有得天独厚
的长处（如土地、劳动力等），可以专心负责种植、养殖。

除此之外，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需要多方共同签订相关协议，
为健康长久的合作关系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企业可以适当为困
难个体小规模农场及农民合作社垫付部分资金，与其他合作方共
同承担市场带来的多种风险，缓解各个环节的资金紧张问题，确
保各个环节稳定进行，形成资金共享。

（二）对外共享营销渠道
1.包装标识共享。农业产业联合体中拥有其独有的精品包装

盒，在农业产品加工完成以后，对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标准的蔬菜
授权使用品牌和包装箱，同时联合基地四周的农业产业基地，将
包装标识进行推广，以促进周边基地提高蔬菜品质，提高蔬菜收
益。

通过使用独有的包装标识，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对合格产
品的严格验收与把控后，逐渐树立起被人们接纳与信赖的个体品
牌，不仅节省了包装原材料，又可以通过合作多方的共同努力，
提升公司的产品形象，保障联合化的顺利推进。

2.冷链运输共享。农业产业联合体为保障自身农业产品的新
鲜与安全，往往会在基地内建设果蔬冷藏保鲜库，以保证产品在
销售时不会出现腐败变质的现象。与此同时，当收获季节为淡季
时，公司还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向周边地区共享空余的保鲜库，
有效避免资源浪费。

3.销售市场共享。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在销售市场中站稳脚
跟是每一个商业产品面临的头等难题，无论多优秀的产品、多好
的营销手段，一旦市场匮乏，就会导致整体的崩盘。而作为农业
产业联合体的公司，与各大一线城市都签立了合作协议，确保商
品有固定的渠道销往市场。淡季时处理接收库存蔬菜，旺季时联
合周边地区基地统一销售，实现销路共享。

（三）有效增值产品
1.降低生产成本。公司对合作社社员及周边大棚种植户统一

提供优质果蔬种苗，统一供肥供药，统一回收产品、统一品牌销
售，统一技术指导、培训，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的
衔接配套。缓解农场、合作社资金困难。通过膜下滴灌高垄覆膜
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设施果菜秸秆原位还田技术等的应用，
减少 50%的肥料用量，节水 30% ～ 50%，每年节省的肥料和农药
700 元左右。

2.提升产品质量和产量。推广应用膜下滴灌高垄覆膜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臭氧杀虫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技术的
应用，达到省工省时、减轻病害、控温调湿的作用，直接有效地
控制土传病害的发生，避免了因浇水过大而引起的作物沤根、黄
叶等问题。推广应用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生物炭土壤改良、
LED补灯等基础设施的改进，实现了 20%的农业生产力增长、达
到增加产量，改善品质，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推广应用设施蔬
菜低温诱抗技术使冬春茬黄瓜增产 30%以上，增效 20%以上，冬
春茬甜椒增产 15%以上，增效 20%以上。推广应用壮苗型氨基酸
水溶肥使冬春季节黄瓜幼苗壮苗指数增加 15%以上。

3.提高产品附加值。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电商销售逐
渐成为主流。公司需要做好产品的推广和宣传工作，实现线上销
售，并实行农产品+电商平台+直播+认养+可视化的营销模式，



直接从菜园子到餐桌，减少中间商增加种植户收入，让资金快速
回笼到农户手中。同时依托乡村旅游种植基地，开展旅游、采摘
等业务，吸引大批游客来基地观光、采摘，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四、结束语
农业产业联合体作为曾在起步阶段面临着种种困难，不仅要

下乡宣传，引导农民发现农业产业联合体的优势，确保农业产品
供应源的稳定；还要自身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方
式与培育手段；最后要保证销路的畅通，无论淡季旺季，都可以
使农产品不积压不短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发展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因素，同时注重政府在关键领域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通过多
元经营主体的培育，建设各经营主体之间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和
分工协作等机制，通过联合体的建设充分带动农民增收，最终通
过联合体的建设实现要素、主体以及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农业
现代化。

基于富农经济的影响，在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当中，必定以
农业产业联合化作为主导，将整个从种植、采集、包装、运输、
销售集于一体。这项措施，改变了农业小、散、乱的发展方式，
集约优化发展，避免了生产的盲目性，销售的随意性，利于农业
提质增效、节约社会资源。新形势下的农产品发展，必然会从供
量不足的模式下脱离出来，走上一条优质可靠、互利共生发展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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