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研究

孟秋菊

渊四川文理学院 财经管理学院袁四川 达州 635000冤

基金项目院 四川省科技厅资助项目 渊2018ZR0103冤曰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渊SLQ2017A-05冤曰四川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渊17SA0144冤

作者简介院孟秋菊袁教授渊E-mail院1574373694@qq.com冤

摘 要院农村产业融合已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和学界研究热点袁弄清农村产业融合的
内涵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落地的前提袁也是农村产业融合系列研究的基础遥 通过梳理学
界有关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文献发现袁我国学界对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认识经历了由模糊到
清晰尧由雏形到丰满尧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遥 目前学界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众说纷纭袁而且
抽象尧概括袁缺乏完整且简洁尧具体且系统的梳理尧凝炼与解读袁这不利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
究袁不利于相关人员认识水平的提高袁不利于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的落地遥 尽管我国农
村产业融合思想的产生和日本野第六产业冶思想的产生基本同步袁二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较丰
富袁二者最终都上升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加以实施遥 但与日本的野第六产业冶思想相比袁我国农
村产业融合思想在诸多方面凝炼不够尧解读不够和辨析不够袁造成从凝聚共识到付诸实践的
时间较长遥 因此袁完整凝炼尧系统解读和深刻辨析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
论意义遥 农村产业融合又称农业产业融合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袁是以农业为基本依托袁以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引领主体袁以利益联结机制为联结纽带袁以技术创新尧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
创新为发展动力袁以产业链延伸尧产业功能拓展和新业态的形成为典型特征袁以资源在农村优
化重组和农业相关产业有机整合为基本目标袁以实现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最终
目标的长期发展过程遥 农业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点和落脚点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
进农村产业融合的中坚力量袁利益联结机制是农村产业融合的联结纽带袁技术创新尧制度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动力袁产业链延伸尧产业功能拓展和新业态的形成是
农村产业融合的典型特征袁资源在农村优化重组和农业相关产业有机整合是农村产业融合的
基本目标袁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是农村产业融合的最终目标遥 农村产业融合源于农
业产业化袁但又高于农业产业化袁农村产业融合丰富了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袁拓展了农业产业化
的外延袁是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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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袁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袁我国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的转型袁在转型过程中正面临着诸多困境袁为破解困境袁2015年中央野一号文件冶首次提出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渊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冤发展袁2016年中央野一号文件冶具体明确了推进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举措遥 可见袁农村产业融合已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袁农村产业
融合亦成为学界研究热点遥 弄清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落地的前提袁
也是农村产业融合系列研究的基础遥 目前学界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众说纷纭袁而且抽象尧概
括袁缺乏完整且简洁尧具体且系统的梳理尧凝炼与解读袁这不利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袁不利于
相关人员认识水平的提高袁不利于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的落地遥 基于此袁本文专门系统
研究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遥 首先综述了学界有关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研究文献袁其次凝炼
了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再次解读了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要点袁最后辨析了农村产业融合是农
业产业化的升级版遥

一尧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研究文献综述

在国外袁早在 20世纪 70年代袁西方学者就提出了产业融合的概念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Negrouponte渊1978年冤提出了野圆圈交叉说冶袁标志着学界产业融合研究的发端袁直到 20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袁产业融合研究才掀起高潮[1]遥 西方学者主要从市场尧技术尧产品等角度分析了产业
融合的内涵和类型袁从放松管制尧技术创新与扩散尧市场需求尧商业模式创新等层面分析了产
业融合的驱动力[2]袁从产业绩效尧产业创新尧产业升级等方面研究了产业融合的效应[3]遥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袁国外产业融合研究成果开始引入国内袁成为国内学者研究我国产业融合的重要
依据遥 由于此阶段的国外有关产业融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内涵尧类型尧动力及效应分析袁
涉及的主要是二三产业内部融合问题与二三产业之间融合问题袁较少涉及第一产业即农业内
部融合问题以及一产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问题袁因此袁此阶段的国外有关产业融合的研究
成果对国内农村产业融合研究的启迪与借鉴作用有限遥 20世纪 90年代末袁日本农业专家今村
奈良臣提出野第六产业冶概念后袁西方学者才正式把第一产业即农业纳入产业融合研究的视
野遥 野第六产业冶是指以农业为基础袁通过产业链延伸与产业范围拓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4]遥 2008年袁日本政府在叶农山渔村第六产业发展目标曳中首次提及野第六产业冶袁表明野第六产
业冶理论已成为日本国家战略得以贯彻运用遥 随后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袁大力推进野第六产
业冶战略遥目前日本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遥由于日本推进野第六产业冶战略的背景
与我国农村有很大相似度袁所以袁野第六产业冶的内涵对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凝炼与解读
应该具有较强的启迪与借鉴作用遥

在国内袁 学界对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遥 第一阶段院20世纪 90
年代中期要20世纪末遥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袁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的试点探索袁有学者针
对农村经济从单纯的大田作业到一二三产业的多元发展袁提出了农村多元经济协调发展和经
济融合的思想[5]袁使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初见端倪遥 第二阶段院21世纪初要2015年前遥 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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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袁随着日本野第六产业冶理论的引入和国内农业产业化实践的深入袁一些学者对农村产业融
合的内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袁使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渐趋明朗遥 主要有院农村产业融合是
农业与二三产业在技术尧产品尧服务尧市场等方面相互融合袁合成或发展出新产业 [6]袁创造另一
种形式价值体[7]曰农村产业融合是使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或服务在同一标准元件束或集合下袁
重组为一体的整合过程[8]尧产业创新过程[9]遥 第三阶段院2015年要至今遥 由于 2015年中央野一号
文件冶首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袁使得农村产业融合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袁引起了政
府官员尧专家尧学者纷纷解读袁掀起了农村产业融合研究热潮遥 该阶段的研究者在已有相关研
究基础上袁进一步从依托尧引领尧纽带尧路径尧特征尧结果和目标等方面丰富完善了农村产业融合
的内涵袁使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更加丰满遥 典型的主要观点见表 1院

表 1 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构成要件

通过梳理国内外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研究文献发现院第一袁我国农村产业融合思想的产
生和日本野第六产业冶思想的产生基本同步袁二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较丰富袁二者最终都上升
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加以实施遥 但与日本的野第六产业冶思想相比袁我国农村产业融合思想在
诸多方面凝炼不够袁造成从凝聚共识到付诸实践的时间较长遥 第二袁我国学界对农村产业融合
内涵的认识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尧由雏形到丰满尧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遥 但目前学界对农村产
业融合内涵的认识还众说纷纭袁虽然对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表述很多袁但表达各异袁意思完整
且简洁的凝炼还较欠缺袁对要点的深入解读更是欠缺遥

二尧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凝炼

集众家之长袁本文将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凝炼为院农村产业融合又称农业产业融合或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袁是以农业为基本依托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引领主体袁以利益联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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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结纽带袁以技术创新尧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发展动力袁以产业链延伸尧产业功能拓
展和新业态形成为典型特征袁 以资源在农村优化重组和农业相关产业有机整合为基本目标袁
以实现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最终目标的长期发展过程遥 其构成要件有基本依托尧
引领主体尧联结纽带尧发展动力尧典型特征尧基本目标和最终目标渊见表 2冤遥

表 2 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构成要件

该内涵的凝炼具有两个特点院一是统一了名称袁避免了争议遥 目前学界和业界更多地使用
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冶的名称袁有少量使用野农村产业融合冶或野农业产业融合冶的称谓遥 为避免
因名称不一致而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袁该内涵将目前学界和业界同时存在的农村产业融合尧农业
产业融合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视为同一概念遥 二是意思表达完整且简洁遥 目前学界对农村产
业融合内涵的表述很多袁表达各异袁意思完整且简洁的凝炼还较欠缺遥 该内涵把农村产业融合
视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袁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袁农业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点和落脚点袁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中坚力量袁利益联结机制是农村产业融合的联结纽带袁
技术创新尧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动力袁产业链延伸尧产业功能拓展
和新业态形成是农村产业融合的典型特征袁 资源在农村优化重组和农业相关产业有机整合是
农村产业融合的基本目标袁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是农村产业融合的最终目标遥

三尧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要点解读

目前学界缺乏对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深入解读袁导致农村产业融合内涵抽象袁难以准确
把握遥 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要点进行如下解读遥

渊一冤以农业为基本依托
改革开放以来袁野三农冶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袁为此袁国家也采取了不少措

施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遥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袁我国广袤的农
村逐渐出现野四化冶现象袁即农村空心化尧土地荒芜化尧农业劳动人口的老龄化袁进而导致农业副
业化遥 野谁来种地冶尧野如何种地冶问题成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难题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尧
农业发展又面临野双板挤压冶的形势下袁如何根本解决野三农问题冶袁实现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和
农村繁荣袁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遥为此袁2015年中央野一号文件冶从推动农村经
济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出发袁首次提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思想遥 中央提出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战略的基础点和落脚点都是农业袁只有以农业为基本依托袁延伸农业的产业链
和价值链袁开发和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袁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袁增加农村就业机会袁才能
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袁才能建设美丽幸福的新农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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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引领主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已实行了近 40年时间袁这一以家庭为单位尧以野分散经营冶为

特征的农业生产制度为增加粮食供给尧解决温饱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遥在当前工业化尧城镇化尧
信息化尧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下袁这一制度越来越难以解决我国农村出现的新问题遥 农村产
业融合涉及面广尧技术要求高袁新业态尧新产业层出不穷袁普通农户传统农业理念严重袁现代经
营意识不强袁很难在农村产业融合中发挥引领作用遥 因此袁必须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袁以发
挥新型经营主体在农村产业融合中的示范引领作用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经营规模较大尧
物质装备条件较好袁具备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袁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较高袁以商品化生
产为主要目标的农业经营组织遥 主要有专业大户尧家庭农场尧农民专业合作社尧龙头企业等袁具
有适度规模尧专业化尧集约化尧市场化等基本特征[13]遥 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力军袁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推进农业产业融合的中坚力量遥

渊三冤以利益联结机制为联结纽带
农村产业融合从内在看是要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袁激发不同经营主体参与农村产业

融合的主动性尧积极性和创造性袁形成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分工协作尧优势互补尧互惠共赢尧风险
共担的新格局遥 因此袁有效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关乎农村产业融合方方面面的利益袁关乎农村
产业融各经营主体的动力发挥袁更关乎农村产业融发展的成败袁因此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必须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袁并以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为联结纽带遥 要大力发展以资本入
股尧以技术入股尧以劳动力入股尧以土地入股等股份合作制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袁发挥各自优
势袁实现利益相连遥

渊四冤以技术创新尧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发展动力
农村产业融合实质是新经济技术条件下旧产业的聚变与新生遥 当今的我国正面临着第四

次科技革命的浪潮袁以信息技术尧生物技术尧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迅猛发展并在各个
领域得以广泛运用遥 农村产业融合一定要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袁顺势运用新兴技术改
造野三农冶问题袁唤醒农村各方资源潜力袁激发农村一二三融合发展新动能遥 政府应当积极创造
条件袁一方面鼓励各经营主体抓住技术革命的机遇进行自我技术革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袁另一
方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袁积极引进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人员进入农业领域袁帮助各经营主
体实现技术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遥同时袁由于农村产业融合涉及工商尧国土尧财税尧旅游尧农业等
多个部门袁如果各部门管制过多袁各自为政袁互不配合袁必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不利影响袁从而袁
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和体制机制创新袁进行统一的统筹协调和规划引领袁进一步下放权力和放
松管制袁激发新型经营主体的创新动能袁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源遥

渊五冤以产业功能拓展尧产业链延伸和新业态形成为典型特征
农村产业融合核心是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和价值袁延伸产业链袁打造供应链袁培育新业态遥

农业功能拓展可分为纵向拓展和横向拓展袁纵向拓展主要反映农业的种养加尧产供销尧贸工农
一体化经营袁也就是农业产业化水平遥 横向拓展主要反映的是农业的非生产功能袁如生态尧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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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尧文化尧科技尧教育等遥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就是要在保证农业生产功能的基础上袁拓展加工尧
销售尧流通等功能袁使农业由一产业向二尧三产业拓展袁使原来在二尧三产业产生的价值和收益
继续留在农业袁实现农业价值链的延伸遥 要积极顺应大众旅游时代和富裕起来的人们对健康
养生的需求袁对科技文化的需求袁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袁如休闲农业尧观光农业尧体验农业尧会展
农业尧设施农业尧创意农业等袁进一步创造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遥

渊六冤以资源在农村优化重组和农业相关产业有机整合为基本目标
我国农业正面临资源环境恶化袁农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尧农业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困

境遥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驱动相关主体关注野三农问题冶袁关注新农村建设和
现代农业发展袁进而准确把握市场需求袁推动城乡尧农工商之间资金尧技术尧人才尧信息等资源充
分流动袁实现资源在农村的优化重组和农业相关产业有机整合遥 农业相关产业有机整合可以
有农业内部的整合尧农业和工业的整合尧农业与第三产业的整合尧农业与第二产业尧第三产业
的整合等形式遥 农业内部的整合主要表现为农林牧渔之间的融合发展曰农业和工业的整合主
要表现为发展农产品加工尧制造业曰农业与第三产业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发展农家住宿尧果蔬采
摘尧休闲观光等袁也就是发展乡村旅游曰还表现为农业与现代信息技术尧互联网尧物联网尧金融科
技等进行融合曰农业与第二产业尧第三产业的整合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尧加工尧流通尧服务等领
域的融合遥

渊七冤以实现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最终目标
野农村穷尧农民苦尧农业弱冶一直是党和政府致力要解决的问题袁而解决野农业弱冶问题又是

解决野三农冶问题的核心袁只有农业问题解决好了袁才能持续顺利地解决好野农村穷冶尧野农民苦冶
问题遥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袁就是要通过拓展农业新功能尧延伸产业链尧提升价值链尧培育
新业态袁通过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培养一大批职业农民袁通过政府的制度创新和管
理体制创新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袁通过新型经营主体的理念创新尧技术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
创新袁把我国的农业由弱势产业变为优势产业袁实现农业增效尧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的最终目标遥到那时袁农村不再是野落后冶尧野贫穷冶的代名词袁而是人们向往的天地袁创业的舞台遥

四尧农村产业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优化升级辨析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着力推行的一项政策袁现在国家又提出了推进农村产
业融合的政策遥 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是否是同一概念钥 农村产业融合是否是农业产业
化在新时期的翻版钥 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钥 这些问题可能困扰着学
界尧政界尧业界许多人袁更别说普通大众遥 因此袁辨析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异同是准确
把握农村产业融合内涵的题中之义遥

农业产业化政策是我国 20世纪末推广的一项三农政策袁 是农村改革自家庭联产承包制
以来的又一次飞跃遥 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探索袁为农村产业融合的主体引领尧产业链条延伸尧利
益联结机制尧产业业态等方面取得了有益经验遥 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袁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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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政策的理解和政策的落实出现了偏差袁 导致农业产业化政策措施最终演变成只对
龙头企业的培育和扶持袁造成龙头企业吞噬和兼并农业遥 为了纠偏这种现象袁2015年袁中央在
野一号文件冶中首次提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遥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相比袁一是更加
重视农业基础地位遥强调立足农业袁打造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袁增加农村就
业增收机会遥 二是更加强调农业功能横向拓展即农业的非生产功能如生态尧旅游尧文化尧科技尧
教育等遥三是更加注重业态创新遥在挖掘农业的非生产功能的基础上袁通过要素渗透袁模糊产业
边界袁催生新产业新业态遥四是更加注重多元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引领遥农业产业化特别重
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和引领袁忽视了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引领遥农村产业融合则更加注重
多元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引领遥新型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尧家庭农场尧农民专业合作社尧龙
头企业等袁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具有适度规模尧专业化尧集约化尧市场化等基本特征遥 五是更加注
重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打造遥强调打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袁激发不同经营主体参与农村产业融
合的主动性尧积极性和创造性袁形成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分工协作尧优势互补尧互惠共赢尧风险共
担的新格局遥

基于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的异同比较可见袁 农村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并非同一
概念袁农村产业融合丰富了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袁拓展农业产业化的外延袁是农业产业化的延伸
和发展遥

总之袁作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农村产业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袁它的研究和实践会成为今
后一段时期学界和业界的重要课题袁 准确把握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对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的实
践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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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MENG Qiuj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6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cademic research hotspot. It is a precondition to find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t is also the basis for a series of
studies o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n China爷s academic circles have experienced from fuzziness
to clearness, from embryo to maturity, and from surface to depth.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hich are abstract and general and lack
complete and concise, concrete and systematic combing, condensing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tudy o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people. It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trategy. Although the
emergence of China爷s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ought and Japan爷s 野sixth industry冶 thought are basically in
synch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two are relatively abundant, and both of them eventually are
implemented as important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mpared with Japan爷s 野sixth industry冶 idea,
China爷s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deology is insufficient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resulting in a long time from reaching consensus to putting into practice. Therefore, complete
condensing,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and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also known 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first,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is based
on agriculture. It is led by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y, linked by a benefit -linked
mechanis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or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the extension of industrial chain,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func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business forms ar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basic goal is to optimize the reorganization of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farmers爷 income increase, and rural prosperity, which is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process. Agriculture is the basic point and end-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The
main body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s the backbone of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benefit -linked mechanism is the link betwee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re the developing impetus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industrial chain extension, industrial function expansion, and new business formation are
typical features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optimiz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resource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related industries are the basic goals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peasant income increase, and rural prosperity are the ultimate goal of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rural areas is originated from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but it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has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expanded th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t is an upgraded vers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body; industrial chain; industrial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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