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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推广服务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以农业产

业链为视角，与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科研单位等

多方共同协作打造农业推广服务供给体系。农业推广服

务在开展期间，由于带动者及带动的参与者不同，使得

农业推广服务的效果各不相同。

一、产业链视角下现代农业服务模式的内涵

现代农业产业链上涉及不同的生产、经营与管理环

节，这些环节都具备创造价值的功能，在产业链上下游

的分工与合作中，能产生不同价值的商品。农业生产链

将农业企业、柠檬专业合作组织等连接在一起，让这些

不同参与者位于产业链不同环节，实现在农业产前、产

中与产后的价值。农业推广服务过程中能发挥各自的作

用，强化新技术的推广服务，提升农产品市场附加值与

市场竞争力。构成产业链的要素不同，但就当下的发展

现状而言，以龙头企业为主，获得产品效益最高的是龙

头企业、加工企业等，用户及农民的收益排在末尾。所

以在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需对农户开放，农业可以进入

到利润较高的环节，让农民也能获取更高的收益。

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是农业产业链的基础，为实

现资源的优化整合，成本的控制，要利用好服务组织工

作。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产业链的条件是建立农民自己的

服务组织。农业产业链视角下，农业服务模式也要从

产业链视角进行理解，农业服务体系的建立要保持标准

化，且能提升农民收入。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的出现，与

我国农业现代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农业产业链条上在

不同的环节与服务主体想联系，利用这样的模式，保持

各环节的协调与协同发展，降低产业链成本，提升农业

附加值。

二、基于农业产业链的农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

农业产业链上包括生产部门、加工部门、存储运输

部门、销售部门，这些不同的部门位于农业产业链的不

同环节，通过对这些环节的协调形成有机整体。基于农

业产业链的农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下面

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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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农业产业链为视角，探讨产业链模式下现代农业服务模式的内涵，在分析中指出以农业产业链为视角，需通过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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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龙头企业带动型

1.信誉合同模式。在采购原材料中，龙头企业会与产

量较大的农户形成供销关系，这种关系长期且稳定。一

般不用签订正式合同，双方的交易行为简单约定，并未

对交易价格、时间等做详细规定。对于原材料的供给主

体（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龙头企业无需承担技术推

广与服务。

2.购销合同模式。公司与农户合作时，所达成的协议

局限于农产品的数量与价格，并未再规定或者约定其他

内容，所以公司不用再承担其他义务。同时公司也无需

向农户提供技术推广与服务。

3.订单农业模式。订单农业模式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

的关系相对比较紧密，二者需通过合作完成协议规定内

容。在整个供应链条上，农户的种子（种苗、种牲畜）、

饲料、化肥等均由龙头企业提供，且龙头企业还要提供

技术服务，农产品也要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予以收购，

农户需按照合同要求保质、保量向企业提供合格的产

品。在整个环节中企业需要向农户提供技术服务。

4.“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这种模式龙头企业

通过农村土地的租赁，在上面建立基地，然后通过投资

建设生产设施，农户可以入驻到生产区开展种植与养殖

工作，企业需要将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服务提供给入驻农

户，在对基地所生产的农产品企业需按照保护价格或者

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户以此来获取劳动报酬与土地租

金等。企业在整个环节需要为农户提供统一的技术服

务，在生产过程中服务介入程度相对较高。

5.“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生产计划由合作社

统一组织落实，生产资料由合作社统一采购供应，技术

指导由合作社统一提供，产品运输、加工与销售由合作

社统一组织。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相对比较分散，合作社

并不承担农户的盈亏，在整个环节中合作社需提供技术

服务。

6.“公司+行业协会+农户”模式。行业协会对行业

进行管理，对协会成员的利益进行维护，并能对市场信

息进行收集整理与及时发布。对于农户的技术推广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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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行业协会参与较少。

7.“公司+经纪人+农户”模式。龙头企业在联系农

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时，会与从事农产品经销活动的农

村经纪人为中介，原料生产由农户负责，产品营销由经

纪人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等经营活动则由企业

负责，三者各负盈亏，风险自担，交易费用相对不高。

技术与推广服务的职能一般不用经纪人承担。

（二）服务组织带动型

1.“农技服务部门+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模

式。这类模式的主要形式为以技术服务参股农民合作组

织、以农技站等为主导组织兴办农民合作组织等。这些

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为提供生产技术服务，按照产

业发展需求技术服务部门会结合实际情况，对生产、销

售等进行统一组织，且在全过程提供技术服务，管理服

务等，并由此获取相应的报酬或者分红。全部或者全程

技术服务由技术服务部分承担，对于技术推广与服务的

介入最深。

2.“专业协会+农户”模式。企业、农村基层组织或

专业大户等牵头成立的属于专业协会，为农户提供送餐

资料、技术等各类服务，服务方式更加灵活，且成本相

对较低。技术推广与服务由专业协会承担。

（三）专业市场带动型

主要是“专业市场+农户”模式。这种模式以专业市

场或者农场批发中心为依托，将生产基地、农户与消费

中心连接在一起，在双方的交易下开展各项服务，能有

效带动区域农业产业链的专业化发展，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经济效益。生产技术推广与服务专业市场一般不提

供。专业市场在区域农业产业链中作用显著，能促进农

业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专业市场与农户直接对话，农户

为专业市场直接提供农产品，利用这样的方式能有效降

低交易成本，提升专业市场与农户的收益。

（四）其他组织带动型

其他组织带动型主要是指“科研单位+农户”的形

式，技术服务由科研单位提供，并收取一定佣金或者分

成，生产技术服务由科研单位提供。其他组织带动型在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随

着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综合素养的提升，会充分认识

到科研单位的作用，农户开始接受科研单位的技术服务

指导，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提供帮助。

三、基于农业产业链的农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

优化策略

（一）明确其公共属性

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但是这也为产

业的界定工作产生一定影响，会造成产权缺失，外部性

和消费行为也会在这时发生“搭便车”的情况。政府是

提供农业推广服务的主体，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公共部

门在提供农业推广服务期间，可以确定供给成本，所以

成本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予以控制，在控制成本时就会

转化为与市场机制相同的激励机制，在农业推广服务供

给领域允许并鼓励私人部门进入。但是由于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具有公益性属性，收益外溢问题也存在于私人部

门参与中，对于这种问题可通过下面的方式予以处理：

政府补贴。科技成果由政府部门优惠转让给私人部

门，利用这样的形式补偿私人部门；在成本补偿时，私

人部门要利用好市场谈判与讨价还价等不同的形式，农

业推广服务供给的成本补偿协议要能与农户达成一致；

为将小型农户吸纳到一体化农业企业内，要求私人部门

利用好产业链延伸，契约的内容主要有生产技术指导、

产品销售等，实现收益在农业推广服务过程中的外溢。

（二）建立利益补偿机制

农业事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的提供者是政府和公益性机构，其他主体要以成本

补偿、获取报酬为前提参与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基

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构建需保持多元化，且要将主导

者确定为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确定基础为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并能让涉农企业、农业科研等参与进来，发

挥各自的作用，确保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不同参与者

的作用。为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作用得以发挥，

要建立健全农业推广服务供给主体的利益补偿机制，政

府转移、项目支持等是实现利益补偿的有效方式，同时

也能从市场法则出发，让农业推广服务供给主体的主体

与客体能从外部与内部达成一致的交易协议。

补偿机制具有长期性、广泛性与外部性的特征，以

粮食为例，从生产到销售有固定周期，属于长期性活

动，补偿机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要需保持连续。要对

粮食风险基金补贴制度予以健全，提升补贴标准，提升

最低收购指导价，降低粮农损失，提升其收益。补贴数

量不应低于其种植经济作用或者外出打工所得的收益。

要使用直接补贴、农资补贴等多元化补贴方式。同时也

要完善农村金融机制，引导民间资本的作用得以发挥。

要对农村金融管制放宽，重视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的建

立，通过用于农业生产的小额贷款，支持农业生产。

（三）强化技术链建设

在农业生产链中耦合技术链，要求在产业链上不同

的利益相关者能找准自己的位置，确保产前、产中、产

后价值链上形成产品的实用性，农业科学技术转化与推

广应用过程在技术链的帮助下连接在一起，实现产供销

一体化，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农产品在技术链的不

断完善下，附加值得到极大提升，为农产品价值链的形

成奠定基础，在新型农业推广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建设

中，要求能强化先进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为农业产

业链的优化与发展提供帮助。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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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显著，所以在技术链的完善与推广过程中需发挥好

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在农业科技创新中龙头企业虽然不是主体，但是也

通过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引进，不断消化与吸收新技术，

提升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在农业科技的扩散过程

中，龙头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龙头企业在农业

产业链中，要求从产业链利益机制出发，要求其具备强

大的销售网络、储藏能力，且能提供农业技术服务，提

升农产品质量与附加值。同时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过程

中，不仅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被推广者（农

户）也要具备较高的接受与理解能力，能认识到农业技

术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与龙头企业进行沟

通，充分掌握农业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支持。

（四）发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基于农业链的农业推广服务模式中农业合作经济组

织是重要载体。由于农民自己组织建立起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代表农民利益。农户相对比较分散，且数量众

多，要求能将这些分散的小生产者引入大市场，不仅能

让农民成为市场经营主体，还需为其提供统一的经营服

务与支持。土地等生产资料并没有改变，且各项基本政

策也没有改变，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服务的主

要内容为销售、技术与市场信息，组织分散农户共同走

进市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提供

这些服务的同时，也能让农业最新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与

应用，最大限度拓宽农业技术服务的推广范围。农业产

业链视域下农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的有效实施，要求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农业科技的推广基地，并鼓励基层

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的创新，农业合作组织在对农业技术

推广过程中也能获取相应报酬，确保推广的有效性。

四、结束语

基于农业产业链的农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在我国农

村农业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农业推广服务在农业产业链中，能提供各

项技术服务与指导。在农业产业链上龙头企业处于核心

位置，是农业推广服务的有力推动者。同时，为确保农

业推广服务供给模式的有效实施，需从政府、制度、技

术、农业合作组织等多方出发，共同为农业经济发展提

供帮助，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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