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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摘要：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我国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封闭发展，农业产业链也被分割在不同地区和部
门，无法整合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整合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的市场地位，使农民
能够分享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非农产业环节的收益，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分析和比
较了我国当前农业产业链整合中存在的集贸市场直接交易型、市场批发交易型、农民合作组织型、“公
司加农户”型产业链整合模式的利弊，提出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选择农民合作组织型农业产业链
整合模式作为未来农业产业链整合的主导模式，使农户能够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建立起各种
农民合作组织，从而把农户经营的产业链延伸到农产品生产的产前和产后等非农环节，分享农业产业链
中非农产业环节的利润，并改善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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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承包制和农业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是我国农村发生的
一次重要制度变迁。当时改革的重点是在国家、集体和农户之间对农村土地产出的收益进行了分割，形
成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契约结构。这场改革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农业生产
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基本解决了我国主要农产品供应长期短缺的问
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场改革仍只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
、商品化和化程度提高以及农产品供求格局改变，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受市场需求的约束越来越明
显。小农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新阶段突出的难题。近年来我国农
产品市场经常发生“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过度竞争以及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现象，充分说明我国
分散经营的小农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市场，还没有解决好农业比较收益低、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国际农
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增加农民的收入，需要拓宽农业发展
领域和产业链条，向农业的产前和产后延伸，把现代工业、商业乃至运输、金融、保险等同种植业、养
殖业紧密结合起来，整合成完善的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合作化经营，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



现代小农。这一方面可以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力，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农民能够分享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
环节的收益，从而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理论界和农业生产
实践部门纷纷致力于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力图整合农业产业链。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要“鼓励工商企业投资发展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积
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自此，全国各地也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业链整合的新模式。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减少交易费用，提高
农业一体化经营水平，拓宽和延长农业产业链，而忽视了农业产业链整合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其结
果是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形成后，非农企业控制着农业链中的关键环节，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收益主要
落入企业之中，广大从事种植环节的农民仍然无法分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收益。因此，我国在实现农业
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不但要关注构建完整的农业产业链，而且要选择合适的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这是
关系到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我国当前主要的农业产业链
整合模式利弊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选择农民合作组织型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作为主
导模式的政策主张。

二、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的比较分析

产业链(IndustryChain)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原材料采购、中间产品和终产品的生产制造
、终产品配送到消费者等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所构成的链条。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赫
希曼(Hirschman)就从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的角度解释了产业链的概念。他认为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
各产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正是经济活动中各产业之间前、后向的关联
关系组成了产业链[1]。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Michael�Porter)又提出了价值
链(ValueChain)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
增值活动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构成企业的价值链。随着产业内分工的深化与发展，原先在一
个企业内部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价值创造活动逐步分离到多个企业，这些企业相互构成
上下游关系，共同创造价值，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波特教授认为，现代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
扩展到产业链的竞争，竞争的优势依赖于企业与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系统协调[2]。在这种形势下，
整合产业链，已经成为产业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与非农产业相比，农业由于自身的特性，分工的演进相对比较缓慢，生产的迂回度不大，产业链也较短
。特别是我国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一直受到一道道“无形城墙”的阻隔，结
果我国形成了“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产业发展格局。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封闭发展，农业产业
链也被分割在不同地区和部门，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以我国的饲料产业为例，就能充分说明我国农
业产业链分割断裂的状况。我国饲料工业一般发源于国有粮食部门，正规饲料厂一般建在县以上的城区
，饲料原料如玉米、豆粕等主要来自农村，加工以后的饲料也主要销往农村。但饲料厂的技术和营销人
员一般只跟经销商接触，很少深入养殖户，更没有与养殖户组成紧密的联合体。饲料产业链的上游与下
游环节即饲料加工业企业与养殖户是严重脱节的[3]。近年来，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组织的创新，
我国农业产业链中的产前、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分工不断深化。传统自给自足、分户经营
的农业经营模式正在逐步被现代经营模式所取代。整合农业产业链，将分散布局于农村、郊区、城市的
农业产业链整合成畅通、统一、协调的产业链，已经成为统筹我国城乡发展的关键[4]。在全国各地，各
种各样的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也应运而生。从目前我国存在的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来看，我认为大体上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模式(见图1)。

1．集贸市场直接交易型。这是分散的小农与分散的农产品消费者在传统的集贸市场直接进行交易，集贸
市场成为整合产业链的关键。这种整合模式虽然可以减少交易的中间环节，但没有规模化和的优势，而
且交易范围有限，交易成本较高，交易数量和价格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纯粹的、面对面的即时
买卖，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也是在各个传统社会里普遍存在的基层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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