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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产业化是发展我国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 ,也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

择。文章从梳理和分析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链条入手 ,对国内外农业产业化表现各异的具体形式做了详细的论

述 ,对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的各种组织结构、形式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并对其优劣势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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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变

革 ,它在不改变农户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 ,由

龙头企业 (或类似的核心主体)通过利益关系将农业

生产经营体系中的不同环节、不同经营主体联结起

来 ,形成供、产、加、销一体化的新型组织形式 ,使产

业链上不同环节之间原有的外部竞争性交换关系变

为内部的互助性交换关系。它的产生 ,为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在新阶段摆脱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条可

供选择的路径。在新的形势下 ,这一新型的农业组

织形式如何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现存的各种组织结

构能否满足其发展的需求 ,笔者从产业链的发展入

手 ,在借鉴夏英、牛若峰[1 ]等农业经济专家分析的基

础上对此做了一些浅显的思考。

　　一、农业产业化产业链的形成

农业产业化 ,实际上是“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

一条龙”经营方式的简称。其中 ,这里的“农”是指包

括种植业、养殖业、微生物开发利用及其他特殊生产

在内的“大农业”;“工”是指以农产品为主的加工业 ;

“商”是指与农产品运销有关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

易 ;“产”是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成品制作 ;“供”是指

生产资料供应和各种服务的提供 ;“销”是指农产品

及其加工品的运销 ,包括收购、集货、储藏、运输、批

零销售等[1 ] 。所以 ,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把农业再

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

整的产业系统 ,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

经营的组织形式。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可以用图

示简单表示 (见图 1) 。

　　二、农业产业链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国内外的实践中 ,产业链的形成表现为形态

各异的多种形式。总体上讲 ,大致可以划分为完全

的纵向一体化和不完全的纵向一体化两种类型。

1. 完全的纵向一体化

所谓完全的纵向一体化 ,是将生产资料生产、农

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等部门纳入了一个统一

的经营体系之内。组织这个综合体的工商企业享有

决策权 ,家庭农户只是按照一体化决策进行操作。

一般说来 ,完全一体化是以参股的形式或以一体化合

同的形式出现。若以发展最早、产业系统最完备的养

鸡业为例 ,可见完整的纵向一体化流程图 (见图 2) 。

2. 不完全的纵向一体化

不完全的纵向一体化是指仅有合同关系的松散

型一体化。它一般是由农业的产前部门或者产后部

门与农户签订合同 ,按双方商妥的价格、数量、时间

等来收购农户的农产品。在现实当中 ,这种不完全

的纵向一体化由于龙头企业带动能力的不同 ,形成

了或长或短的产业链条。比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形

式 :

(1)产加式 :这种形式是指农户与以农产品为主

要原料的加工型企业联结在一起 ,通过加工来提高

农产品的附加值 ,增加农产品价值 (见图 3)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2 期 吴玺玫 :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组织结构形式探析 　

图 1 　产业链链条的粗略图示

图 2 　肉用鸡联合企业产品流程图

　注 :资料来源 : [1 ] 。

图 3 　产加式图示

　　(2)产包式 :即通过培植为农产品开发、设计规

格和图案的包装公司来带动农户生产 ,以增加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 (见图 4) 。
图 4 　产包式图示

　　(3)产储式 :即通过发展起来的储藏型龙头企业

采取多种形式与农户联营 ,把农户旺季卖不出去的

农产品储藏 ,待以淡季时出售 (见图 5) 。

图 5 　产储式图示

　　(4)产销式 :即农户与农产品销售公司通过合同

联结起来 ,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 (见图 6) 。

图 6 　产销式图示

　　(5)直销式 :即通过发展农产品市场 ,特别是发

展专业批发市场 ,以带动区域化生产和一体化经营。

这种关系一般较为松散 ,契约关系不明显。只有在

农户为利用某种市场设施时才会发生契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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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7) 。

图 7 　直销式图示

　　(6)产供式 :即通过供应生产资料的公司或者提

供社会服务的公司与农户通过合同来达成一体化关

系 (见图 8) 。

图 8 　产供式图示

　　(7)产加销式 :即农户通过与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龙头企业签订合同结成一体化关系 ,或者农户与加

工企业、加工企业与销售企业分别签订合同建立一

体化关系 (见图 9) 。

图 9 　产加销式图示

　　以上几种形式仅是对常见的几种产业链条的简

单归纳。在现实当中除以上几种形式以外 ,还有产

包加式、产包储式等形式。但无论哪种形式的产业

链条 ,其共同点都是在争取把农业生产产前、产中和

产后的所有环节或者部分环节连接在一起 ,以提高

农产品的附加值 ,增加其收益。

　　三、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
织结构形式

　　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当中 ,由于各地的资源

禀赋不同、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不

同 ,各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具体形式呈现出多

样化发展的态势。尽管形式多样 ,但有一点是相同

的 ,那就是农户始终是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和基础 ,各

种组织结构的实质就是农户通过某种中介组织 (如

企业、公司、合作社等经济组织) 把自己与市场联结

起来 ,从而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因此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可以归

纳为“农户 + 中介组织 + 市场”。这里的“+ ”是指中

介组织联结农户的组织、制度和利益的代号。不能

把这种联结理解为简单的相加关系。

具体来说 ,根据中介组织的类型和发展状况不

同 ,可以把农业产业化组织结构大致划分为以下几

种类型 :

1.“公司 + 基地 + 农户”型或“公司 + 农户”型

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是指以公司或企业为主导 ,

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 ,重点围绕一种或几

种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 ,与一定区域范围内的

农户以契约形式缔结成产、加、销一体化的经济实

体 ,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这

种形式在外向型农业中比较常见 ,目前在各地也有

比较普遍的发展。

其基本运作方式是 :首先由龙头企业根据市场

需求和资源条件 ,与农户签订合同 ,建立专业化的农

副产品生产基地 ,并提供生产资料和服务 ,以扶植生

产、培植货源 ;然后农户按合同要求进行生产 ,按时

按量交售农产品 ;而龙头企业也要按合同规定采取

保证价收购、市场价收购、返利等方式收购农产品 ,

并对其进行系列加工后销往国内外市场[1 ] 。

这种组织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双方主要采取契约

制度来规定和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同时企业向农

户提供一定的扶持和帮助。

这种形式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 ,有利

于农业的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 ,还有利于提高农业

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商品化程度和农业的比较利益。

尤其适合在市场风险大、技术水平高、分工细、专业

化程度高以及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这

种类型对农业企业各方面的要求也比较高 ,它要求

企业具有较高的企业营运能力 (如资金充足、自主权

较高、管理效率高) 和先进的技术和装备 ,来达到资

源开发和产品产出的高效率和高效益 ,以增加在国

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2.“合作经济组织 (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

作社或专业协会等) + 农户”型

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之

上 ,根据“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建立起来的一

系列跨户、跨村、跨乡镇的合作经济组织。在这里 ,

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包括以乡、村区域为基础建立的

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也包括以某一产品或某一产业

为纽带发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社 ;也包括以乡村经济

技术服务组织为依托 ,或以农村的专业技术人员、专

业大户等为骨干 ,或从事某一专业生产的农户自愿

联合起来的各种专业协会 ,还包括原来的以供销社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户与企业自

24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2 期 吴玺玫 :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组织结构形式探析 　

愿组成的各类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或股份合作社

等[2 ] 。

这种组织结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俱乐部”

性质 ,具有明显的群众性、专业性、互利性和自利性 ,

其成员在集中某些可共有权利的基础上 ,统一进行

某些生产销售活动或活动安排。

在现实实践当中 ,由于合作经济组织在其中所

起的作用不同、地位和角色定位不同 ,“合作经济组

织 + 农户”型又可以具体划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3 ] :

(1)“市场 +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龙头企业 + 农

户)”型。这种形式是指龙头企业与农户潜入某种专

业合作组织内部 ,形成一个整体来共同面对市场的

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对企业和农户双方来说 ,是一

种“双赢”模式。一方面 ,龙头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

原料来源 ,节约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 ,农户可以充分

利用合作经济组织来与企业谈判 ,增强其市场地位

和竞争能力。这种运作模式根据牵头创办合作经济

组织的主体不同 ,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龙头

企业带头创办的合作经济组织 ;另一类是农户自发

组织成合作经济组织 ,然后在市场上寻找企业进行

联合。这两种形式各有优缺点 ,前者由于龙头企业

牵头兴办 ,一般发展较为迅速 ,但是又极易造成垄

断 ,不利于农户利益的保护 ;而后者虽有利于农户利

益的维护 ,但是稳定性较差。

(2)“市场 + 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龙头企业 + 农

户)”型。这种形式是以农副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

依托 ,吸收有关的服务单位和广大农户投资入股 ,建

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以形成“互惠互利、配套联动”

的利益共同体 ,实现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紧密结合。

该模式的联结纽带既有合同契约 ,又有产权 ,不

仅在一体化内部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

增强了内部的合作性 ;而且有效吸取了外部闲散资

金 ,实现了要素合理配置 ,壮大了龙头企业 ,是农业

产业化中利益联结的较高级组织形式。

(3)“市场 + [合作经济组织 (龙头企业) + 农

户 ]”型。这种模式是指当合作经济组织随着自身经

济实力的壮大 ,开始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办

经济实体或购并别的加工企业 ,以此带动农户进入

产业化轨道。这种组织模式实现了外部资产的内部

化 ,企业与农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但是

这种模式由经济实力较弱的农民组织创建 ,一般存

在着资金和人才有限、规模较小的不足。

3.“专业市场 + 农户”型

“专业市场 + 农户”是指以专业市场或专业交易

中心为依托 ,拓宽了商品销售渠道 ,带动了区域专业

化生产 ,实现了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组织结构形式。

目前 ,运用这一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寿光

模式。山东省寿光市从抓流通发展蔬菜批发市场入

手 ,来推动支柱产业的形成和专业化、规模化、一体

化经营的发展。其运作特点是通过专业市场与市场

基地直接沟通 ,以技术服务和交易服务形式将农户

纳入市场体系 ,使农户及时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来

调节生产、增加收益。

不过理论界普遍认为这种模式在“风险共担”和

“利益共享”方面还很不完善 ,只能算作松散型或过

渡型。

4.“专业大户 + 农户”型

专业大户是指在一个区域内经营规模较大、产

量较高、且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市场意识更强

的农户或者是有多年营销经验的运销大户。这些专

业大户一般是以合同的形式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 ,

到时按合同价收购农产品。有些还在生产资料供

应、技术等方面提供一些服务。这种模式降低了交

易成本 ,稳定了购销关系。农户可以充分利用专业

大户的运销渠道来售卖产品 ,获取信息和服务。而

专业大户也可以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信息来直接制

约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由于专业大户和农

户的利益并不一致 ,有时专业大户可能会利用自

己所掌握的信息优势对农户进行欺骗 ,以获取暴

利。

5.“主导产业 + 农户”型

许多地方从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和产品入手 ,多种经营起步 ,逐步发展成为“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多村一品”的区域经营规模。与

此同时 ,围绕主导产业而产生的产前、产中、产后系

列服务也随之迅速发展 ,一体化产业结构得以形成。

该种模式的特点是 ,在主导产业的带动下 ,不仅

可以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产业群 ,而且可以

使得该区域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开发程度相当高。它

不仅适用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发达地区 ,也适用于资

源相对不足的内陆地区、欠发达及贫困地区。

6.“企业集团 + 农户”型

这种组织结构形式不同于前面的“公司 + 农户”

型。这里指的企业集团不仅经济实力强大、技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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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市场开拓能力强 ,而且广泛涉猎产、供、销各个部

门 ,因此其带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大。在现实当

中 ,一般通过具有导向和“龙头”作用的企业集团 ,以

合作联营、资产整合、挂靠或代理等方法组织对农业

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能够有效解决农业产

业化经营中资金不足、投资分散、技术开发落后、市

场开发力弱以及市场信息不灵等问题 ;能大大加快

农业发展进程 ,改善农业的弱质性地位 ,迅速实现农

业产业化、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 ,是一种较为有

效的产业化组织结构形式[4 ] 。

在各地的实践当中 ,除了以上所列的各种类型

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 ,如“区域开发组织 + 农户”

型、“批发商 + 农户”型、“农产联 + 农户”型等等。但

各种组织类型在农业产业化组织中所占比例有很大

的差异 ,这一点可以从农业部产业化办公室在

1996、1998 和 2000 年所作的相关调查中明显地看

出这种差异和变化趋势 (见表 1) 。

表 1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及其分布状况

组织类型 1996 年 1998 年 2000 年
1. 龙头企业带动型 :组织数目 (个) 占组

织总个数的比例 ( %)

5 381 15 088 27 000

45. 51 49. 93 41. 00

2. 合作经济等中介组织带动型 :组织数

目 (个)占组织总个数的比例 ( %)

3 384 8 024 22 000

28. 62 26. 44 33. 00

3. 专业市场带动型 :组织数目 (个) 占组

织总个数的比例 ( %)

1 450 4 848 7 600

12. 26 15. 98 12. 00

4. 其他类型 :组织数目 (个) 占组织总个

数的比例 ( %)

1 600 2 384 9 600

13. 61 7. 85 14. 00

　资料来源 :牛若峰著《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特点与方向》,

　载《中国农村经济》2002 (5) 。

　　四、结　语

无论何种类型 ,都是一个相对的划分。它们的

某些相似性可以互相交叉渗透 ,有的可以归为这一

类 ,也可以归为另一类。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都具有

农业产业化的共同特点 ,即呈“龙”型组织结构 ,在产

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发挥基本作用 ,以促进农业市场

化、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 ,增加农民收益。

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发展来说 ,由于各种农业

产业化组织形式各有所长 ,也有各自的适应性 ,因此

应鼓励各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作各种尝试 ,不要限

定某种框框。但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 ,“合作经济组

织 + 农户”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组织形式。这是

因为合作经济组织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是农民自

己的组织 ,能够完全代表农民的利益进入市场。它

既符合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变、家庭承包经

营不变的基本政策 ,又通过提供各种服务 ,将分散经

营的农民组织起来 ,整体进入市场 ,同时实现产品增

值。所以笔者认为 ,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 ,特别

是其中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 ,是推动农

业产业化经营未来发展的理想载体。

为此 ,政府部门应积极提供各种方便和优惠 ,鼓

励和推动其发展。具体来讲。政府可以在以下几方

面采取扶持措施 :一是从法律层面来为合作组织定

位。长久以来 ,我国一直缺少有关合作经济组织的

全国性法律。这就导致各地的合作经济组织难以运

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加以指导和规范 ,其发展也就

必然良莠不齐。可喜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已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并已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该法的设立 ,使得合作经济组

织成为了真正的、独立的经济法人 ,其组织和行为也

得到了法律上的规范 ,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也就必然

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各地政府应在该法的指导之

下 ,统一标准 ,明确定位 ,从法律层面保障合作经济

组织的合法地位和利益。二是在各地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发展进程中 ,政府应积极推动其按照国际公认

的合作社原则来建设 ,使其发展逐步规范化。三是

吸收国外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经验 ,注重组织创新 ,完

善合作社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制

度 ,以使合作各方在责、权、利方面达到协调 ,为合作

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和组织载体。四

是积极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财政、税收、信

贷、进出口等各方面的政策优惠。我国的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大都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资金不足 ,管理

人员缺乏 ,经营业务有限 ,急需得到政府的支持 ,政

府应当像保护幼稚产业一样保护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的发展 ,为其提供财政、税收、信贷等系列支持

和政策保护 ,只有通过这些倾斜措施 ,提高农民的

预期收益 ,才能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

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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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ization under Ne w Situation

WU Xi2mei

( Teachi ng A f f ai rs O f f ice , Kai f eng U ni versi t y , Kai f eng , Henan ,475004)

Abstract 　Agricultural indust rialization is not only t he f undamental way to develop China’s agricul2
t ural economy and increase the farmers’income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achieving China’s agri2
cult ural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first sort s out and analyzes t he indust rial chain of agricult ural indus2
t rialization ,and then gives a detailed exposition of the concrete form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gri2
cult ural indust rialization. Finally ,it summarizes and generalizes the organizational st ruct ure of agricult ur2
al indust rialization under the new sit uation ,analyzes it s st rengt hs and weaknesses ,and gives some sug2
gestions on t he direction of it s reform and improvement .

Key words 　agricult ural indust rialization ; organizational st ructure ; indust 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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