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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六次产业发展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严　瑾

(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合作处/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日本于２０１０年正式以法律形式推进农业六次产业化,此后的发展实绩表明,
六次产业推动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

收致富、激发了农村活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其成功经验主要在于注重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

合,实现农业增效;注重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优打造品牌,实现产品增值;注重激活多元经营

主体和多样营销策略,实现农民增收;注重活用地域各类特色资源,实现农村增色.我国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日本发展六次产业的背景和目标相近,日本的实践经验可为我国提供有

益的借鉴和启示,推进乡村振兴要优化顶层设计,做好产业融合发展引导;加强平台建设,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加大人才培养,激活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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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日本在推进农业农村振兴的进程中,一项重要

的举措就是发展六次产业.六次产业的概念最早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今村

奈良臣提出,是指要推进与农业相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农户从事多种经营,不仅从事种养

业,同时还从事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销售以及观光旅游等二三产业,以此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农

民收入.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今村奈良臣将原有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六次产

业”的定义改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六次产业”[１],这一方面体现了从一二三产业的简

单相加过渡到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与深度合作,另一方面更强调了农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主体

地位,因为乘积中如果第一产业为０,即农业、农村衰退的话,六次产业将变为０而失去意义,正是有

了农业、农村的活力才能体现六次产业的活力.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日本农民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与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的最高水平相比,２００８年甚至不到１９９５年的一半[２].同时出现了农业缺乏吸

引力、劳动力老化,农村缺乏活力、空心化[３]等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逐步采纳了今村奈良

臣的六次产业发展理念,并于２０１０年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大力推进六次产业,推动将农产品生产、加
工、销售及相关服务业融合起来,形成经营多样化和规模化格局.近年来,日本通过大力发展六次产

业,极大地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激发了农业农村的活力,促进了农村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取得了显著效果.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实现“三农”发展新突破的

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日

本学者今村奈良臣首倡的六次产业理念,以及日本积极推进的六次产业实践也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

关注.路征对六次产业的概念、类型与特征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日本六次产业的成效和挑战[４];张佳



书等指出日本发展六次产业主要有农产品加工、面向企业直接销售、实体店铺销售、农家餐馆、通信销

售５种模式[５].姜长云[６]、崔振东[７]、邱灵[８]等均指出日本六次产业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地产地

消”,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推进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张来武指出日本发展六次产业的实

践具有以农业为基础、充分开发农业多重功能与价值,提高农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重视技术创新的作

用等特点[９],同时提出了产业融合背景下六次产业划分理论,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基础上提出了第四

产业信息(互联网⊕)①产业和第五产业文化创意(文化创意⊕)产业[１０],并提出通过发展四、五产

业进一步加深一二三产业融合来推动六次产业,是对六次产业理论的又一发展和创新.在我国乡

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农业“新六产”作为产业升级的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战

略意义[１１].
概言之,日本实施六次产业取得了明显成效,其六次产业的内涵和我国推进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鉴于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国家,有着地理位置相近、农业资源禀赋相近、乡村

空心化与老龄化现状相近等相似因素,文章通过回顾与反思,深入剖析日本六次产业发展的政策背

景、实施路径及其实践成效与有益经验,寻求其对中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启发.

　　一、日本六次产业的实施概况

　　六次产业理论提出后,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制度,强化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推进农工

商协同合作,培育多元化经营主体,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在深入挖掘地域资源、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基

础上,将农业相关的工商活动内化于乡村地域振兴动能,强有力地推动和保障了六次产业的实施,对
提升农业竞争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１．日本政府推动六次产业的政策支持措施

(１)通过政府文件、法令等确定农业“六次产业化”政策.２００８年,日本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农山

渔村第六产业发展目标»,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政策大纲中提及六次产业.同年,日本颁布了«农工商

合作促进法»,该法令鼓励第一产业从业者与中小企业联合,联合开发新产品提升农业综合价值.为

保证第一产业从业者利益,要求工商业所占股份比例必须低于４９％.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日本农林水产省

专门制定了«六次产业化白皮书».２０１０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制定并颁布了«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

法»,促进农山渔村资源的活用,鼓励农产品在产地进行加工、利用和消费,标志着日本正式以法律形

式推进农业“六次产业化”.同年,政府随即出台了«农山渔村六次产业化政策实施纲要»«农山渔村六

次产业化政策工作相关补助金交付纲要»«农业主导型六次产业化准备工作实施纲要»«农业主导型六

次产业化准备工作补助对象事业及补助对象事业费»[１２]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大力支持、鼓励和推动六

次产业发展.日本还于２０１２年颁布了«六次化基金法»,设立了专门基金及其管理机构,充分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六次产业.
(２)成立专门机构提供服务保障.日本政府自上而下成立了专门机构来保障六次产业的顺利推

进.如农林水产省的“食料产业局”专门负责推进六次产业相关工作,并在北海道、东北、关东、北陆、
东海、近畿、四国、九州、冲绳等地的农政局都专门设立了“推进六次产业化办公室”.到２０２０年,日本

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共设立了４６个“六次产业化支援中心”[１３],向社会公布联系方式,免费为各地农业

从业者提供关于六次产业的咨询与服务,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推广体系.
(３)培育专门人才予以专业指导.日本政府在全国配备了具有农产品生产、加工、商品开发、市场

经营、法律知识和经验的人才担任“六次产业策划者”,对农户在六次产业的新商品开发、市场扩大、项
目申请、知识产权、广告策划等方面进行帮助和指导,政府定期对其工作进行评价,以需求为导向不断

完善对六次产业人才的培养,提升指导服务的质量.日本政府还在各地开展了以培养六次产业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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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来武对在六次理论中为何用“⊕”符号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因为“⊕”可以代表世界上任何运算规则,所以用文学语言来表

达,“⊕”是指融合;用经济学语言表达,是指创新.



者为目的的人才研修班,聘请有着六次产业成功经验的农户、餐厅经营者、乡镇企业家等担任志愿者,
完善人才支撑体系,不断培养六次产业专门人才.

２．日本六次产业的实施路径

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六次产业的意义在于,综合推进农林渔业的第一产业和制造业的第二产

业、销售业的第三产业等一体化,活用农山渔村丰富的地区资源产生新的附加值,由此促进农山渔村

的收入和就业增加.其强调农业向后延伸,融合发展基于地域农业资源的第二三产业,使农林渔生产

者能够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收益,而不是让现有的工商资本向前整合或者兼并农业.
面对乡村发展困境,日本通过实施六次产业发展来推动农村振兴.六次产业中一二三产业间的融合,
无论是简单相加的“１＋２＋３”模式还是相互融合的“１×２×３”模式,都离不开农业的主体地位.日本

六次产业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正是基于乡村原有农业资源,通过资源活用和开发特色以产生新价值,
通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来延伸产业链、催生新业态,以此来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产业发展,激发乡村

活力(图１).

图１　日本六次产业实施路径

　　二、日本发展六次产业的实践成效

　　日本以六次产业为链接,通过拓展多样发展内容、培育多元发展主体、融合多种发展形式,实现了

农山渔村的农业资源向新兴产业转变的过程,有效提升了农业竞争力,增强了农村经济社会活力,促
进了农民收入增加,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其实践成效主要体现在:

１．相关发展指标同比提升显著

对比日本«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刚落地的２０１０年、实施７年后的２０１６年以及日本农林水

产省２０２０年最新公布的２０１８年六次产业各相关事业开展情况(表１),可以看出日本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发展六次产业以来,不仅农民的参与数量明显增长,而且总销售额和农民收入均有了显著提升,从而

使农民获得了实在效益.
由表１可见,日本在六次产业实施形式和农民收益上,三个年度均是以农产品加工和直接销售两

类占主体地位,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均占到六次产业化经营数量的８２％以上,销售金额共占全体销售额的

９５％以上.三年度经营体数量最少的均是农家餐馆,这与日本农村地区人口密度低、交通不方便、餐
厅经营的季节性等有一定关系.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六次产业从业总数量增长了５．４％,生产总销售金额

从１６５４３．７２亿日元增长到２３３８４．２１亿日元,增长了４１．３％,户均销售额增长了３４．３％,相当可观.其

中,农产品加工、直销、农家民宿和餐馆四类的数量和销售额均显著提升.观光农园的经营数量虽减

少２４．８％,但总销售额逐年增加,户均销售额增长了５２．２％,体现了该类型经营效益的显著提升.涨

幅最突出的是农家民宿和餐馆,２０１８年数量较２０１０年分别增长了５２．６％和４７．５％,年销售额分别增

长了１５３．０％和１７０．９％,户销售额分别增长６６．０％和８４．４％.这表明六次产业通过充分挖掘地方特

色,发掘农业的多重功能,将第二、三产业的加工、销售、文化体验和观光旅游等与第一产业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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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融合,注重将重心转移到更有潜力提升农业附加值的观光体验等行业,拓展了农业的多种功能,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各相关事业数量及年销售金额统计比较①

比较类别 年份

参加六次产业的类型

农业六次产业

相关事业总和
农产品加工 农产品直销店 观光农园 农家民宿 农家餐馆

参加事业经营

体总数量

２０１０ ６２３００ ２８１８０ ２２０５０ ８７６０ １９２０ １３９０

２０１６
６４８６０

(＋４．１％)
２９１８０

(＋３．５％)
２４１２０

(＋９．４％)
６６７０

(－２３．９％)
３０６０

(＋５９．４％)
１８３０

(＋３１．７％)

２０１８
６５６５０

(＋５．４％)
２９３９０

(＋４．３％)
２４７００

(＋１２．０％)
６５９０

(－２４．８％)
２９３０

(＋５２．６％)
２０５０

(＋４７．５％)

年销售额总额/
(百万日元)

２０１０ １６５４３７２ ７７８３３２ ８１７５８６ ３５２４６ ５１０２ １８１０６

２０１６
２２５７５２４

(＋３６．５％)
１０９２３５７

(＋４０．３％)
１０６９６８２

(＋３０．８％)
３９２０９

(＋１１．２％)
１２９０７

(＋１５３．０％)
４３３６９

(＋１３９．５％)

２０１８
２３３８４２１

(＋４１．３％)
１１１７３１７

(＋４３．６％)
１１１８８１５

(＋３６．８％)
４０３３４

(＋１４．４％)
１２９０６

(＋１５３．０％)
４９０５０

(＋１７０．９％)

平均每户销售额/
(万日元)

２０１０ ２６５３ ２７６２ ３７０７ ４０２ ２６５ １２９８

２０１６
３４８１

(＋３１．２％)
３７４４

(＋３５．６％)
４４３５

(＋１９．６％)
５８８

(＋４６．３％)
４２２

(＋５９．２％)
２３６９

(＋８２．５％)

２０１８
３５６２

(＋３４．３％)
３８０２

(＋３７．７％)
４５３０

(＋２２．２％)
６１２

(＋５２．２％)
４４０

(＋６６．０％)
２３９３

(＋８４．４％)

　注:数据系笔者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的«六次产业化综合调查»统计资料分析得到,括号中百分数为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的增
长比.

　　２．横向比较优势明显

从横向比较来看,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对同样得到资金支持的１００例积极参与六次产业事业的农

户和１０３例没有开展六次产业事业的农户开展的调研表明,在同样融资后的３年中,实施六次产业事

业的营业额增加率为２４．７％,而未实施的增加率仅为１４．６％;上述两类对象创造的附加值额增加率分

别为２９．３％和１７．８％,三年间对提供就业岗位的员工工资增加率分别为３２．０％和９．１％(表２),差别

明显.日本农林水产省食料产业局在２０１９年５月“关于六次产业化推进”的调研表明,２０１５年从事

六次产业综合化事业的经营体平均每户雇佣人数为５人,到２０１９年平均每户雇佣人数上升为１５人,
由雇佣、投资产生的经常性利润和创造的附加值等,平均每户约达４６００万日元[１４].由此可见,参加

发展六次产业的经营体对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户收入、带动地方就业等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效更为显著.
表２　同样得到资金援助后实施六次产业与非实施六次产业经营体的成效比较

比较内容 实施六次产业的经营体 未实施六次产业的经营体

营业额增加率/％ ２４．７ １４．６

附加值额增加率/％ ２９．３ １７．８

提供岗位的员工工资增加率/％ ３２．０ ９．１

　注:数据系笔者根据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农业的六次产业化相关调查»中数据整理得到.

　　３．农民获得感增强

在日本«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及其相关政策实施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选取了２９７名六次

产业从业者调研该事业的成效.其中７４．５％表示实现了“收入增长”,５０．３％认为扩大了农产品生产

规模.此外,对确立企业化经营、提升员工干劲、保证农业地域支持和确保农业继承人等效果的认可

分别达到３４．５％、２８．５％、２８．５％和１５．２％(图２).正是基于六次产业发展带来的好处,有７６．２％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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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２０１０年六次产业数据中,将农产品加工和直接销售类别按农户个体经营和农协经营分别统计,笔者将两

项数据进行了整合.日本农林水产省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六次产业各项数据均将渔业和农业分开统计,笔者根据广义农业的定义,
将渔业和农业的各类数值整合后进行统计分析.



业者希望继续扩大六次产业的发展,计划缩小的为０(图３),这体现了六次产业从业者充分感受到发

展六次产业带来的实在效益和显著成果.

注:数据系笔者根据日本政策金融公库调查资料计算得到,图３同.

图２　从业者实施六次产业的效果

图３　从业者今后发展六次产业的意愿

　　三、日本发展六次产业的经验剖析

　　如上所述,日本农业六次产业对推动日本农村振兴,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激发农村活力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内容多样化、形式混合化、主体多元化等方面都呈现了良好

的发展态势.日本农林水产省分别在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编制了１００例、１６２例和１６５例«六
次产业化先进事例集»,大力推广宣传各地六次产业的先进典型.通过对六次产业先进实践案例的剖

析,笔者认为六次产业在日本之所以有充分发展,除了国家给予了法律、政策、资金等一系列有力保障

举措外,还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做法:

１．注重一二三产业间的有机融合,实现农业增效

日本六次产业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促进“地产地消”,鼓励农业生产者从事多种经营,通过一二三产

业融合形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将原本外溢的农业附加值内部化,使
农业生产者获得更多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增值收益,为农业旅游业的附加值创造条件,以此增

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活力.日本政府出台的«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提出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促进“地产地消”,强调将农业“增值”留在农村.同时依托«农工商合作促进法»,构建起农工商协作利

２３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５期)



表３　２０１７年日本政府认定的六次

产业综合化项目所从事内容①

从事内容 数量 占比/％
加工 １９０ １２．２
直接销售 ５６ ３．６
出口 ５ ０．３
农家餐馆 ６ ０．４
加工＋直接销售 １１７０ ７５．２
加工＋直接销售＋农家餐馆 １０７ ６．９
加工＋直接销售＋出口 ２２ １．４

　注:资料来源于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六次产业化地产地

消法认定事业者跟踪调查的结果».

益联结机制,推进农业生产者与第二、三产业的合作,如
农、商、工的合作,农、医、食、福的合作,农业与高校、互
联网、科研机构等合作来推动农业综合经营的发展.并

且明确农工商合作中的工业和商业出资股份不能超过

４９％,从而防止工商业“吞食”农业,保障了农业生产者

的收益.值得指出的是,六次产业化并不是指第二产业

的加工和第三产业的销售、服务等必须全部都要纳入生

产者的产业链中,而是农业经营者基于自身情况和特色

的综合分析,有选择地进行产业融合.例如２０１７年度

政府共认定“六次产业综合化实施项目”１６９８件,这是

日本政府支持农业从业者将农产品及其副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鼓励生产者延伸农业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给予资金和制度支持[１５]的有力举措.从该事业的实施内容(表３)可以看到,日本农

户开展六次产业的方式主要分为加工、直接销售、农家餐馆、出口等一种或多种组合形式.其中,对农

产品进行“加工＋直接销售”的组合形式所占比重最大,达到７５．２％;其次是对农产品加工,以及“加
工＋直接销售＋农家餐馆”组合形式,分别为１２．２％和６．９％;单一出口和经营农家餐馆的比重分别仅

为０．３％、０．４％.由此可见,六次产业的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是基于农户在对自身情况充分了解和综

合把握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进行产业融合和合作,制定匹配自己实际状况的经营方式和特色产品,让
农民在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转型升级中获得更多收益,极大增强了农业的竞争力.

２．注重依托技术创新和管理创优打造品牌,实现产品增值

日本在推进六次产业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激发农业从业者主动探索技术创新和管理创优来促进

产业提质增效和产品附加值提升.六次产业生产者通过不断优化农产品加工技术,开发新产品,不断

提高生产、加工、销售(流通)各个环节的品质和创意,并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实现农业经营的多元化、
复合化、特色化和农产品的个性化、品牌化,极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获得销售和经营的成功.例

如京都南丹市的绿色日吉农事组合法人,在生产丹波黑大豆基础上,引进烘煎机、干燥机、羊羹制造机

等机器设备对丹波黑大豆进行加工,生产开发出黑豆羊羹、黑豆茶、黑豆甘露煮、黑豆果冻、黑豆浆等

３０余种新产品.同时还和京都学园大学等高校合作,通过该校生物环境学院研发了从煮豆汁中提取

异黄酮的技术[１６],共同研发了黑豆浆等产品,并积极宣传其在预防高血压,改善女性更年期和２型糖

尿病症状中的功效,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扩大了产品的品牌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对加工等环节的严格管理和高质量把控,保障生产出让消费者信赖的优质、绿色、

健康食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还注重降低成本,谨慎务实地根据业务开展情况扩大规模和投资设

备,提供符合消费水平的价格实惠的优质产品.例如冲绳县名护市的我那霸畜产有限公司,针对冲绳

县猪肉品质出现的危机,从饲料水到饲养环境等各环节精心把控,采取了堆肥舍、净化处理设施等先

进技术,对猪舍内的臭味和污水处理采取耕畜结合、资源循环等综合应对措施,生产出了高品质、让消

费者放心、安全的猪肉,并积极向消费者传递生猪养殖、猪肉生产和屠宰加工状况,成功打造了“琉美

猪肉”等品牌,深受消费者信赖,树立了“只有这才能买到的猪肉”的好口碑,实现了产品增值.

３．注重激活多元经营主体和多样营销策略,实现农民增收

日本政府在实施六次产业化以来,就注重因地制宜培育多元化经营主体.在«食品、农业和农村

基本计划»中,就明确指出发展第六产业要运用当地居民的经验和智慧.特别要根据农村现有人口特

点,培育老人和女性成为新的经营主体.从政策目标来看,日本六次产业不仅要激活农村现有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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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平成２９年度に実施した六次産業化地産地消法認定事業者に対するフォローアップ調査の結

果»(译:«平成２９年度对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认定事业者跟踪调查的结果»),２０１７年政府共认定六次产业综合化实施项目

１６９８份,收到有效回答１５５６份,因此所占比例是基于有效回答数的统计.



活力,还要致力于吸引城市人口“回流”,以解决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实问题.当然,农业生产者

自身的能力和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只有调动多方力量,融合推进多元经营主体共同体参与,才能促进

六次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逻辑,从经营主体看,日本六次产业主要形成了农业生

产者主导型、农村剩余劳动力(老人、妇女、限制性劳动能力者等)参与型、协会组织主导型、企业主导

型和产业协同型等几种主要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六次产业经营者在实践中,为了扩大销路,还积极

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实现持续稳定的收入,保证消费市场的持续发展.例如重视专业化

的广告设计,积极向消费者传达品牌形象;进行常态化的产品宣传,及时更新产品和服务信息;开展定

制化的服务,通过会员制等加强消费者和农业经营者的联系互动;组织特色化的主题体验活动,通过

经常性地策划试吃体验、采摘体验等系列营销活动来保持与顾客定期的密切交流.例如在埼玉县春

日部市的农户,在用自家生产的蓝莓制成蓝莓酱进行销售的同时,还经营了观光农场,开展蓝莓采摘

等体验活动,并邀请顾客对自己采摘的蓝莓进行现场加工制作,充分体验采摘和加工的乐趣,以此吸

引了大量回头客.该农户在销售的同时还配发宣传资料,宣传商品的品牌特色.同时创立了定制所

有者制度,以协议形式对顾客长期的采摘和购买等提供个性化服务.该农户在实施六次产业后,来园

人数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００余人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８００余人[１７],创收成效明显.

４．注重活用地域各类特色资源,实现农村增色

基于活用地域各类特色资源的日本六次产业化十分注重立足乡村实际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地域

振兴.日本的六次产业者非常注重活用当地的特色资源,将农业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生物能源、历史

文化、特色景观、民风习俗、传统工艺等有机融合,将当地的资源禀赋融入农产品销售、农家民宿、餐
馆、观光农场等观光旅游新事业中,打造地方品牌,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以浓郁的地方特色来吸引消费

者.同时,六次产业从业者还注重活用地方人力资源,加强与当地农户的合作.比如与当地农民共同

使用农业设备等减少成本,直接从农户处购买农产品进行加工,雇佣当地农民作为员工等,既活用了

当地资源又促进了地域活力,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地域振兴.例如笔者调研的滋贺县甲贺年糕

工房公司,于２０１１年开始发展六次产业,生产上充分利用日本最大湖泊琵琶湖的土壤和水质等天然

优越条件,产出粘度高、软度好的优质糯米和粳米;加工中承诺加工出不使用添加剂的年糕、米粉、乌
冬面等产品,对此进行销售并经营了农家餐厅,成为地方一道响当当的特色美食.立命馆大学等高校

积极对产品的研发、加工、设计、营销等献计献策,提供多方面的科技支持.年糕工房还非常注重饮食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定期举办乡村年糕节等传统活动.其营业额从２００８年的５７７０万日元上升为

２０１６年的６４２０万日元,雇佣人数显著增加,极大促进了农村就业和经济发展.
虽然日本的六次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也逐渐面临新的问题.根据日本

农林水产省对２０００位农户进行的跟踪调查①,认为“从事六次产业面临的困难”回答最多的是缺乏专

业的知识、技术、能力等,达到近６０％.其次是资金不足,占４０．７％,第三是人才、劳动力不足,占

３８．４％.认为缺乏农业合作者、其他产业合作者以及生产规模不够等均在２５％左右(图４).基于上述

日本政府对受访农户的跟踪调查、笔者的实地走访调研和对典型案例的剖析,认为日本当前发展六次

产业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农业经营主体由于对自身定位和对市场需求等综合知识的缺乏,导致其对

六次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还不够科学;区域产地间加工农产品的同类化、同质化加剧,以及竞争日益

激烈的严峻形势,导致具有高附加值特色新产品的研发和品质、品牌提升遭遇瓶颈;日本农村的少子

高龄化、从业者专业知识与技术的缺乏,导致六次产业劳动力不足,高素质的农业复合应用型人才短

缺严重;以及由于过度依赖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导致从业者在扩大事业规模、寻求多元资金支持

和推动多方合作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力较为欠缺等.

４３１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５５期)

①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２０００户六次产业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有效回收率为８４．７％.



注:数据系笔者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调查资料计算得到.

图４　农业从业者认为发展六次产业面临的困境

　　四、日本六次产业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１．我国借鉴日本六次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从我国政策层面和

发展趋势来看,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２０１６年初,国务

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产业融合方式、融合主体、融合服务、推
进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部署.近６年来,我国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富民乡村产业发展,强调要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也鼓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
展农民增收空间”,以此助力“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可见,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产业

兴旺,产业兴旺的出路在三产融合发展[１８].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阶段,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技术条件;随着农业信息化、专业

化、标准化等推进,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融合能力明显增强,也为我

国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我国与日本同属东亚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状况有较多的相似之处,我国农业资源禀赋与日本比较

接近,且都是人多地少,难以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竞争优势,因此都需要通过差异化、
特色化、高附加值化来发挥优势.我国的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着类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人口流

出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因此,日本应对村庄过疏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农业发展政策对我国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日本发展六次产业和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目标都是进一步激发农业农村活力,我国积极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学习借鉴六次产业的先进经验,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有助于我国缓解类似

日本的农村空心化、高龄化、农业后继无人、农业农村区域经济衰退等问题,增强农业农村的发展活

力.日本的六次产业非常重视“地产地消”,这对我国特别是中西部推进乡村振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仅有利于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过疏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还有利于培育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的发展环境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增长点.
当然,与日本相比,我国农业农村还存在基础弱、底子薄,农业人才匮乏,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程度较低、融合层次较浅,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效益

有待提高,农民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是我国也有日本所不具备的超大

市场的优势,这些都是在我国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因此,
立足中国国情和“三农”发展的现实基础,总结日本六次产业发展的有益经验,对于我国更好地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２．对我国乡村振兴有益的启示

(１)优化顶层设计,做好产业融合发展引导.日本六次产业的成功是基于农业从业者根据自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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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优势和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开发产品的特色个性,实现商品的差别化、
品牌化,从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我国地域广阔,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地域特色鲜明,各地有着丰富的

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为了避免各地区重复建设,同质化加剧,需要对不同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做宏

观规划指导.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对产业发展的要求,各级政府要支持并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

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等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为指引,充分结合各地区实际,既要发挥市场在产业发展

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发挥政策保障、决策指导和高端智库的作用,确保政策落实落地,实现可持续发

展.一方面要帮助农村和农业经营者树立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发展理念,通过深入调研,激活地方

产业、民族、文化、历史等资源禀赋,用好地理标志和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地帮助其做好顶层设计和规

划布局;帮助打造三产融合发展的富民乡村产业,逐步形成小而精的乡村品牌、规模适中的强镇产业、
辐射力强的产业集群,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通过科学规划引领农业转

型升级.另一方面要跟进做好决策咨询,在打造高质量特色农产品和服务的全产业链过程中及时提

供指导和答疑,促进乡村特色资源与消费需求互动衔接,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挖掘新功能、新价值,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新品牌,切实提高农业竞争力.

(２)加强平台建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日本六次产业发展的关键是产业融合,同时还注

重农业生产者与二三产业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我国推进乡村产业

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路径.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乡村振兴,应该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同时充分发挥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作用,创设条件,打造平

台,加强示范引领,以农民为主体,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引导农民参与二三产业环节,更多分享产后增

值收益,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一是打造多业态融合平台,通过农业与文化、旅游、康养、信息产业等

有机结合,打造一批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智慧农业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特色田园乡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先导区、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示范区等,打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载体,探索区

域特色三产融合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二是建设多主体融合平台,常态化推进政产学研合作、校地

企协同,建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面向乡镇企业的技术服务网络平台,建设“互联网＋”新型信息

服务平台,促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与乡村产业链条紧密结合,提高成果和专利的转移转化与

推广应用,发展农民、科研、企业、金融等多元主体共享资源、共建链条、共创品牌的融合模式.三是构

建多功能示范平台,立足区域农业资源,建设一批集科研试验、技术推广、人才培养、区域示范等功能

为一体的乡村振兴服务基地,依托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展示范推广,发挥

基地与平台对乡村振兴的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打造一批富有地域特色、体现乡村气息、承
载乡村价值,可示范、可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间,培育一批“土字号”“乡字号”品牌,打造“一村一品”
“一县一业”的发展格局,为农业农村发展增添新动能.

(３)强化科技赋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日本六次产业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是农业生产者充分挖

掘本地的资源禀赋,专注于生产优质、绿色、安全、特色的农产品.科技在产业发展和产品品质提升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产业提档升级和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核心动力.我国农业资源丰富,但是挖掘

利用水平较低,特别是乡村产业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科技含量较低.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乡

村振兴中,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不断推进农业价值链提升,实现多元功能综

合,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互促,不断催生基于农业的新业态,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全面提升.
一方面要立足农村发展需求和农业科技前沿,加强科技研发和原创性成果突破,提升农业科研和创新

能力,加快种业创新、农业生物、农业机械、生态环保、绿色智能农产品、智慧农业等核心科技的研发,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源头供给.另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

术、新能源技术、人工智能等与农业发展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带动农业向绿色、智能发展的技术变革,
加强现代农业产业链技术创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同时应充分结合农业地域特色,提升农产品育

种、栽培、养殖、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先进实用技术的研究与创新,开发形式多样、个性鲜明的优

质、绿色、健康,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优质农产品和业态,以科技支撑助力农业农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增加附加值,带动全产业链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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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加大人才培养,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日本农林水

产省在全国配备了具有生产、加工、商品开发、市场经营、法律等知识的“六次产业化设计员”,对农民

进行帮助指导,还在各地举办六次产业化设计员研修班,帮助其提升技能,并以优厚的政策吸引新农

人.但是,即便有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日本的年轻人营农意愿并不高,这也导致了日本农业经营管

理人才的紧缺,制约了六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靠科技、靠人

才.当前,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已开始围绕乡村振兴的紧迫需求,实施了“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２．０”,提出了“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北京指南”的“新农科”建设“三部曲”[１９],构建全面发展“新农

科”的体系,创新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今后一是要鼓励和支持高校通过主动布局新兴农

科专业,开发新时代农林优质课程资源,利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增长点加强交叉学科和新型涉农

专业建设;探索建设面向区域特色的乡村振兴定向班、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等,发挥各类实践基地的

育人作用,培养高素质高层次的复合应用型农业人才.同时,还要从儿童开始培养对农业农村的感

情,加强“大国三农”情怀教育,培养人民对农业农村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要积极面向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乡村干部、职业农民等开展内涵丰富的培训,为乡村振兴输送基层实用技能型人才.三是要优

化引人、用人、留人环境,吸引和鼓励各类人才在广阔乡村干事创业,引进和培育农业创新创业型人

才,为乡村振兴增添“源头活水”.此外,还应发挥科技特派员、农技推广人才、驻村干部等人才队伍的

作用,提高农村专业人才的服务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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