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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连片特困区特色农业产业链演进机理探析 

柳一桥1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贵阳 550081） 

【摘 要】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链是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从政府、

市场、利益、创新四个方面分析了贵州省连片特困区农业产业链的演进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提出贫困地区农业

产业链的演进要经历传统农业产业链、转型农业产业链和现代农业产业链三个阶段，以期更好的推进贵州省山地特

色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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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是当前贫困地区经济工作的重点，实现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解困是赢得扶贫攻坚战胜利的重要保障。依据国家划

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区，贵州省涵括了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和滇桂黔石漠化区三大连片特困区域，贵州省三大特困区贫困人

口多、贫困面积大、程度深，而且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夺得贵州省三大特困区扶贫攻

坚的胜利尤为困难。在精准扶贫中，依托贵州省山地特色农业资源，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链，可以有效整合贵州省农亚经营体系

各类资源，提升农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加速特困地区民众脱贫致富的步伐。 

农业产业链是农业经营体系所呈现的一种业态，其实质为由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将农业采购、生产、加工、销售各个环节链

接在一起所形成的农业经营系统，早在 1985年，赫希曼就通过对交易过程的深入观察，提出了产业链的概念，并对产业链的前

后向关系进行了阐述。农业产业链是一个复合型系统，其由多种农业经营元素藕合而成，同时农业产业链也是一个非稳定态的

系统，在内外变量引动下，农业产业链会发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演进。对当前贫困地区而言，在精准扶贫战

略的推动下，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加速转型，而农业产业链也发生深刻擅变，其产业链的演进机制，演进历程上都有着自身的独

特性。 

1 贵州省连片特困区特色农业产业链演进的动力机制 

1.1政府推力 

政府的政策供给是农业产业链发展演进的重要动力。农业产业链的内生元素包括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农

产品销售商等，而在影响农业产业链的外生元素中，政府是关键性主体，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输入，为构建高效率的农业产业

链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政府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体，可以通过财政、金融、土地、保险等多方面的政策路径，助推农业产

业链经营主体的形成，并增强农业产业链的稳定性。在精准扶贫中，贫困地区政府会成立专门特色农业发展的管理机构，动态

把握农业产业链的培育态势，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政策服务，更好的推进农业产业链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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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市场拉力 

农业产业链的终端是农产品市场，农产品需求的变化会对农业产业链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乙当前，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

增长，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对特色农产品的需求增大，另一方面对绿色、天然、有机农产品的市场需

求也很旺盛。而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链，可以通过产业链中的信息传导机制，快速反馈市场信息至产业链中的经营体制，进而使

农户和龙头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方略，生产对口市场需求的产品，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提升农业经营系统

的运行效率。从市场体系分析，农产品市场需求端的不断变化，将引导农产品的生产端发生变化，而随着引导农业产业链的经

营组织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发生变化，市场拉力是农业产业链演进的重要动力。 

1.3利益诉求 

利益诉求是推动社会经济变迁发展的重要力量。农业产业链的各经营元素都是利益主体，其相互通过利益机制连接。如果

变革利益联结机制或者重组经营元素对产业链中的经营主体有利，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经营主体会积极的趋向调整农业产业链，

进而使农业产业链发生演进。反之，如果变革无利可图，经营主体就会丧失调整利益格局的积极性。贫困地区农业产业链具有

产业链短、信息不对称、经营主体实力弱、产业链不稳定等特点，因此在扶贫战略的推动下，通过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

要素的输入，产业链延伸、整合、拓展的方向都将有利于农业经营主体，利益机制效能的发挥会推动产业链的演进。 

1.4创新驱动 

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变革的核心因素。对农业产业链而言，一方面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将会优化农业产业链的

组织链，使产业链的关系联结更为稳固，同时增强产业链上经营主体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上的创新可以扩大

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而推进产业链组织形态发生演化。同时，消费市场信号是引导农业产业链

变动的重要动力，当新的农产品市场需求产生，新的市场机会生成的情况下，农业经营主体能否将市场机遇转化为自身经济利

益，关键点也是自身的技术水平。农业经营主体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才能在生产、价格、物流体系方面和市场形成联

动，从而把握市场机遇，赢得市场先机。 

2 贵州省连片特困区特色农业产业链演进阶段划分 

农业产业链是一种多元复合型系统，产业链蕴含着组织链、物流链、资金链和信息链四种形态。对贫困地区而言，由于其

经济总量少、资本存量低、市场化进程滞后，其产业链的演进要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从经济转型的视角分析贫困地区产

业链演进可以分为传统农业产业链、转型期农业产业链和现代农业产业链三个过程。 

2.1传统农业产业链 

贵州省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低势能地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的问题尤为突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效率低、

生产规模小、农户生计资本少、抗风险能力弱。从产业链分析，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贵州省贫困地区农业生产也被纳入

市场经济体系，以农户-经销商-农产品市场为节点的农业产业链已经形成。但是这种简单的农业产业链表现出显著的“双柠檬

结构”，即一方面农资供应商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突出，另一方面消费者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也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由此

导致整个产业链系统运行效率的降低。表现在实践中，一方面贵州省贫困山区农户难以采购到价优质高的农业生产资料，另一

方面贵州省优势特色农产品不能形成品牌，市场销路难以打开。从资金链分析，产业链的利润多流向了产业链的两端，而居于

生产者地位的农户往往只能分享产业链的较少利润，长此以往，导致农户增收困难，尤其遇到风险冲击时，农户生产的农产品

价值一旦得不到有效补偿，农业生产经营的再循环很容易被打断，由此导致农户陷入贫困。 



 

3 

2.2转型期农业产业链 

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推动下，各种外生资源注入农业生产经营系统，加速了贵州省贫困地区农业产业链的演进。农业产业链

演进的最大特点是产业链被延伸和扩展，以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代表的新生经营元素加入产业链系统，同时在区位

条件优越的地区，传统以农产品流动为核心的农业产业链也向乡村旅游方向横向扩展。但是，发生擅变的产业链又表现出明显

的转型期特征，一是支撑农业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系统不健全，产业链系统内部的分工不够细致，产业链的资源整合效能不能

充分发挥；二是产业链内部起着连接一产、对接三产的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现在贵州省贫困地区龙头

企业多为外生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体系中居于强势一方，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没有完善。三是产业链中的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多为近年来新成立、层次低、组织体系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资本实力弱等间题较为突出，能够成长为带动

农户增收致富的内生化龙头企业的少之又少。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农业产业链由转型期过渡到现代农业产业链将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2.3现代农业产业链建立 

现代农业产业链是贵州省连片特困地区农业产业链培育的目标。贫困地区现代农业产业链应该是集产品生产、特色资源开

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型复合组织。现代农业产业链通过组织创新，可以实现外部交易的内部化，产业链

经营主体间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同体。同时，产业链具有完善的服务支撑体系，包括种子育苗、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

信息咨询、农业保险、物流配送等方方面面，通过农业经营体系中的专业化分工，极大提升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在信息化时代，

对于贵州贫困山区而言，现代农业产业链应该具备发达的电子信息网络，形成农业产业链各经营主体共享的综合性信息平台，

保障农业经营体系各环节的信息能够精准、及时传达到各经营主体。同时农业相关的政策法规、科学技术也能通过互联网平台

扩大传播面，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产业链系统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现代农业产业链体系应该形成自身特色品牌，通过品

牌的溢价，使得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得到提升，最终形成上规模、有品牌、有品质的农业产业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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