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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台农业合作下四川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 

钟太刚1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 成都 610071 ) 

【摘 要】：随着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加深、农业外向型的拓展，在深入分析四川农业发展特征和基本态势、

四川农村产业融合基本模式和主要进展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四川农村产业融合的现状及台湾农业发展优势，川台通

过加强经验交流互鉴、加强融合试验、深化三次产业融合合作、合理促进农业发展要素双向流动来推动四川农村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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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围绕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支持政策。 2015 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

业链价值链”，进一步指出推动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与此同时，近年来四川农业外向性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化程度不断

提高，农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开放合作范围不断扩宽，农业合作机制不断建立健全。农博会和川台农业合作步上新台

阶，成为四川农业领域开放合作的特色，“跨界”发展成果丰硕。在这样的背景下，川台农业合作对于推动四川农村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助推四川农业的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品牌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l 四川农业发展特征和基本态势  

1.1 发展基础优势突出 

一是丰富多样的自然条件。平原占 5.3%、丘陵占 12.9%、山地占 77%、高原占 4.7%、水域占 18.5 % ，四川盆地属亚热

带湿润气候、川西南山地冬暖夏凉、西部高山峡谷高原冬寒夏凉，多样的农业气候条件和土地资源孕育着极其丰富的生物资源，

适宜于多样的农作物生长，是支撑四川农业发展的重要自然基础。二是农产品产量大、特色鲜明。四川粮食作物种类繁多，粮

食总产量居全国第七位、西部第一位，也是全国五大林区和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其中生猪存栏、出栏和猪肉外销量均居全国第

一位，稻田养鱼、水库养鱼单产居全国第一。三是农村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四川金沙文化、三国文化、九寨沟、峨眉山等文化

和自然风景资源独具特色；攀西和秦巴山等生态优良、物产丰富，适合发展生态康养产业。依托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对

农业进行多功能开发，深度拓展乡村旅游和生态康养产业，是四川未来一个潜力极为巨大的农业投资方向。  

1.2 发展条件逐步改善 

一是农业基础项目加快建设。截至 2015 年底，四川省建成高标准农田 2496 万亩，现有各类水利工程使得有效灌溉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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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累计达到 4095 万亩，占四川耕地面积 40.52 % ；农村公路总里程和农网配网总投资均居全国第一。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

不断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机构总数居西部第一，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龙头企业快速发展，以及培育了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农村电子商务、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快等为农村三次产业融合

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三是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成效显著。 2015 年四川省森林覆盖率 36.02 %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84.5 % ，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80%。大力开展实施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修复行动，结合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对农业进

行多功能开发，深度拓展乡村旅游和生态康养产业，是充分利用四川生态资源开展农业投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时期。  

1.3 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一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发展。四川省现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13个、示范点 24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 28 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 11 个。农村服务行业蓬勃发展， 2015 年底，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10.4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6%。二是森林康养产业和创意农业积极发展。依托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民居、民族村寨等资源，结合文化创意

和设计等，打造具有农耕文化、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族风情的特色小镇、美丽村庄等新型业态也快速发展。三是电子商务

建设日益兴起。大力实施“互联网＋”现代农业示范行动上，四川积极打造“线上农业”，带动“线下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016 年四川省国家级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总数达到 37个，居全国第一；截至 2015 年底实现

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 370.8 亿元。  

2 四川农村产业融合的基本模式与主要进展 

近年来，农村一二三产业充分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通过产业间相互渗透、交叉重组、前后联动、要素聚集、

机制完善和跨界配置，交叉融合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使综合效益高于每个单独的产业之和，为实现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四川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多种模式。  

2.1 新型经营主体融合模式 

一是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把龙头企业作为当地农业主导产业发展的领军企业，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自营、

联合、参股、并购等多种形式，发挥在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优势，向原材料生产基地建设等上游环节延伸，向品牌、流通、

服务等下游环节拓展，打造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龙头企业内部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目前四川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农

户 2133.7 万户，规模以上龙头企业达到 8703 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数量在全国排位前列。二是农民合作社为主导的加工、

服务延伸模式。引导和鼓励农民合作社在联合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展农产品加工、仓储和销售，实现优质原料的就

地转化。 2015 年底，四川省在工商注册的农民合作社达 5.8 万个，出资总额达 1466.9 亿元。三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社会

化服务拓展模式。引导家庭农场提高社会化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为周边农户提供服务，做到农业生产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机结

合。  

2.2 农业产业融合模式 

一是以特色产业为载体的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模式。以特色主导产业为基础，整合政府、企业和民间各方资源，推进区域

特色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开拓农业多种功能，提高农业多重价值，有效促进一二三产业良性互动发展。二

是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农业产业集群模式。产业化集群可以降低龙头企业投人成本，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和费用，提高集群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其次也能够引导产业向纵深发展，带动配套产业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将更多的增值空间留给农业、

留在农村。三是以农业产业链为主线的产业化联合体模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合同契约为主的交易联结，再到服务资源共

享的要素联结，打通了存在于各主体和各产业之间的障碍，每个主体都获得比单打独斗更多的收益，极大的调动了主体间打造

全产业链条、促进融合发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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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农业要素融合模式 

一是以土地要素为纽带的土地经营权入股模式。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到农民合作社或龙头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农业生产

的收益，还可以参与企业经营，分享加工、流通等环节带来的增值收益。企业与农户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二是以技术要素为媒介的“互联网＋”模式。利用互联网把农业生产相关资源连接起来，创新发展电子商务、直销配送、众筹

认购、体验营销等新型营销模式；将龙头企业与农户、经销商的信息互动、数据共享、利益共赢，使产业连接形成封闭环，既

延长了产业链，又紧密了利益链，使产业各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三是以休闲、生态为特征的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立足一

产，依托“生态”、“健康”等理念，挖掘农业在生态休闲、旅游观光、农耕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价值，引导各类生产经营

主体创新经营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文化农业、休闲农业等农村发展新路径。  

3 川台在农村产业融合领域合作的展望及建议 

在台湾，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了“三生农业”，目前已形成旅游休闲农业多元化发展阶段，休闲农业园区和乡村游憩均

跳出了规模经营经济思维，向经营方式的细腻化、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以及产品品质的高级化延伸转型，“乡村花园”、“乡村民宿”、

“教育农园”、“市民农园”等已有较大发展，形成了许多成熟经验，也是未来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

来看，四川和台湾两地在发挥各自优势，在农村三次产业融合领域都已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投资环境．未来的发展前景将

十分广阔。  

3.1 加强川台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经验交流互鉴 

经过近几年的机制化建设，川台农业合作论坛作 · 为四川农业开放合作的一大特色举措，成为深化川台农业合作和提升

四川现代化农业发展水平的有效载体，应在三次产业融合经验交流互鉴上建立更广更深的合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联盟、农业

技术交流推广中心和试验基地，推广台湾农业优质品种和新技术，在农业领域建立长期的产学研协作关系。特别是要率先加强

川台两地民间层面的农业合作和交流，以农业科研院校、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大户为重点，开展多层次、多

形式、多渠道的农业合作与交流，构建川台两地更加畅通有效的农业合作与交流机制。  

3.2 加强川台农村三次产业融合试验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开展农民增收新产业新业态示范县创建和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县建设，推动优

势特色农业产业“走出去、引进来”，推进川台农业合作示范基地建设。在试验区建设获得突破之后，可设立扶持试验区建设专

项基金，对农业合作试验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示范、推广一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扶持。  

3.3 进一步深化川台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合作 

两地农业互补，理念交汇、智力碰撞，交流层次高、涵盖内容广，在交流中互相启发、共同提高，赋予了农业崭新理念。

鼓励台资企业通过入股、合作、自建等形式，来川兴办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休闲农业、生态康养、创意

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投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新业态。支持创办研发中心、生产服务公司、发展投资公司等农

业社会化服务机构。在川台资农业项目已达 200 多个，投资超过 20 亿美元，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生态有机农业、休闲观光

农业等多个领域。  

3.4 合理促进川台农业发展要素双向流动 

鼓励川台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既引进台湾投资商来川投资，也包括四川企业到台湾投资。建立健全川台农村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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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制，促进川台人才、资金、技术、文化等要素双向流动和良性互动。四川凭借农业资源丰富、地域文化特色产品、市场

巨大的比较优势，而台湾在精致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现代农业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展广泛合作，促进农业发展要

素双向流动，实现发展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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