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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视角下三峡库区“一村一品” 

经营问题与对策 

——基于万州区白羊镇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1
 

李佛关 叶琴 

(重庆三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4120) 

【摘 要】:“一村一品”经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的ー种发展模式，是三峡库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也是推进库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分析“一村一品”对三峡库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促进作用的基础上，结合

万州区白羊镇柠檬产业现状，通过问卷调查方法从小农户角度对白羊镇“一村一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专业技术人

才缺乏、政府宣传支持力度不够、产品种类单一、销路不畅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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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习总书记在 2019年两会期间指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总目标是

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峡库区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生态涵养区，农村地域广，农民产业化观念意识不强，农业生产方式落后，要

带动三峡库区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库区农业产业化，增加库区农民收入，“一村一品”是非常有效的发展方式。因此，调查分析

库区“一村一品”发展现状，对促进三峡库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 “一村一品”的由来及内涵 

1.1 “一村一品”的由来 

“一村一品”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模式最早起源于日本。1979 年，在日本的城市化、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景外，农村劳动

力、资本大量流向城市。为扭转局面，振兴乡村，日本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先生率先发起了“一村一品”运动。由于“一村一

品”运动符合日本当时国情，一经推出就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典范，被全世界广泛借鉴。2016 年，中央提出

要让 3000万以上的贫困人口通过特色产业脱贫，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大力发展“一村一品”。 

1.2 “一村一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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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品的倡导者平松守彦先生在 1984 年接受采访时解释说所谓“一村一品”运动，就是在“ 自己动手，建设家乡”这

ー自立自助精神指导下，根据本地的特点，就地取材，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努力发展生产，每个村镇争取至少生产出ー种在日

本乃至全世界名列第ー的产品，以发展地方经济。 

秦富、钟钰(2009)认为“一村一品”是指以村庄为単位，結合当地实际情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ー种有当地特

色，有较高价值，有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通过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扩大范围，增强影响力，从而提高农村的整体经济

实力和综合竞争力。范晓辉(2015)强调“一村一品”不单是指ー个村庄主导一个农产品的意思，“一村”是指一定的农村区域范

围，可以是ー个村庄，也可以是村以上的集体，比如一个镇。“一品”是指ー种适应本村发展的优势项目，这个项目不局限于农

业产品，可以是旅游项目或者文化产品。 

日本学者一直强调，“一村一品”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不是自上而下的“项目”，两者的主题和推进方式不同，項目是强

制推行，而运动体现了地方的自主性。但部分学者认为自下而上的“一村一品”运动在发展中国家缺乏统一指导和规划，推行

困难。贺平（2015)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村一品”毋庸置疑必须结合当地实际，但如果一味强调政府的主导功能，就降

低了“ー村一品”运动中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泰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当“一村一品”被作为政绩工程时，就容易出现人去

政息的现象。 

三峡库区在“一村一品”发展过程中，部分地方采取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广，ー些有基础的企业首先得到了培训和资

助，村镇干部家属率先成立专业合作社，但是对于基础差的小农户而言，并没有得到多少帮助，且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我国引迸“一村一品”是为助力产业扶贫，因此“一村一品”在三峡库区的发展应该以小农户为主体，政府侧面支持，激发小

农户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扶贫先扶智。 

2 “一村一品”对三峡库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2.1三峡库区发展“一村一品”经济的历史契机 

三峡库区共含 19个区县，总面积约 5. 6万平方公里。骆永菊、程燕（2010)认为库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无法实现大规

模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但“一村一品”的经济模式为三峡库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库区历史文化悠久，自然风光

优美，通过“一村一品”模式发展的园艺业，养殖种植业，生态旅游业将更高效地带动库区农业经济的转型升级。 

2.2 “一村一品”促进三峡库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 

“一村一品”经济带动库区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现代农业建设，培育了有文化，懂技木，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促

进乡村就地城镇化;同时“一村一品”能保护了乡村的生态环境，保留库区原有的文化特色，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新农村的建设。 

3 白羊镇“一村一品”发展现状调查 

3.1问卷调查设计 

问卷调查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況，主要涉及农户的年龄、学历、家庭等基本状況;第二

部分内容涉及农户对“一村一品”的了解程度，消费者来源，特色产品的用途，“一村一品”带来的效益等;第三部分内容涉及

“一村一品”发展中的困难及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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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是万州区白羊镇的普通农户，俗语说：“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农业项目好不好也要看农民的接受程度和满意

度，因此本次调查主要是针对一般小农户的问卷调查。白羊镇隶属于重庆市万州区，地处丘陵，地质复杂，属亚热带湿润气候

区，四季分明。白羊镇有万州柠檬产业中唯一一家国家农民合作示范社，全区唯一一家柠檬加工企业。有柠檬示范种植基地，

加工厂及其他生产经营単位。不仅是万州区柠檬产业的领头羊，也是三峡库区柠檬产业的领头羊，引领着整个三峡库区柠檬产

业的发展。 

3.3调查结果统计 

3.3.1统计方法 

本问卷分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单选题计算方法为:该选项百分比=该选项被选择份数/有效答卷份数；多选题计算方

法为：该选项百分比=该选项被选择次数/有效答卷份数。 

3.3.2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农户 300户，收回有效问卷 288份。调查对象的性別、年齢及文化程度分布详见表 1。本次调查对象中，男性占

59. 38%，女性占 40. 63。年齢分布情況岁及以上占 75%，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占 38.54%。文化程度分布情況：总体偏低，初中

文化及以下占 90. 63%。 

表 1调查对象的性別、年龄及文化程度 

项目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类别 男 女 18岁以下 18—30 30-45 45-60 60岁以上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百分比（％) 59. 38 40. 63 9. 38 0. 00 15. 63 36. 46 38. 54 37. 50 53.13 6. 25 3.13 

 

3. 3. 3 “一村一品”的发展状况 

根据图 1可以发现，对“一村一品”了解程度的调查中，有 25%的农户不太了解，还有 9. 38%的农户没表示没有听说过“一

村一品”，有 40%的农户认为该村的柠檬产品销路不好，56. 25%的农户认为该村柠檬产业带动了该村的经济发展。 

 

从图 2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户是支持“一村一品”发展模式的，有 71. 88%的农户认为该村的柠檬产业带来了农民收入的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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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 46. 88%的农户认为生产方式得到了改善。 

从图 3可以看出，在关于影响柠檬销路因素的调查中，62. 5%的农户认为是价格因素，有 46. 88%的农户认为是产品品牌因

素，价格过低时农户销售意愿低，价格高了，收购方成本压力大。 

 

 

从图 4可以看出，78. 13%的农户认为产业发展不平衡，缺少科学的整体规划和指导，50%农户认为生产产品形式单一，43. 

75%的农户认为农产品加工强度不够，技能培训不够。对于小农户来说，无论从生产技术，产量，产品质量还是产品种类方面都

与专业户有巨大的差距。 

从图 5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户对未来“一村一品”发展的期望，主要表现在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木，加强特色旅游经济建设，

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先进的生产技术始终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最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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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州区白羊镇“一村一品”产业发展存在主要问题 

自开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以来，万州区白羊镇农民总体上持续增收，白羊镇的整体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但在其发展过

程中也出现了ー些问题，本次调研主要是针对普通小农户群体，从小农户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并提出符合小农户发展的建议以

供参考。 

4.1劳动カ的问题 

第一，根据调查結果，我们发现该镇老龄化严重，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接受新事物能力低，学习种植养殖技术慢，思想保

守，干劲不足，困难较多。第二，“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缺少带头能人，导致产品研发カ度不够，产品竞争力不足。 

4.2政府的问题 

第一，政府宣传カ度不够。调查中我们发现约有 35%的农户対“一村一品”的理念不清楚，部分农户持消极态度，种植积极

性不高，不信任集体，负面情绪较重。第二，政府资金投入不足。规模种植需要土地流转资金，先进的育苗技木，贫困农户储

蓄少，贷款难，想要实现规模种植十分困难。 

4.3产品的问题 

第一，产品种类单一。由于二三产业发展不足，柠檬加工深度不够，该镇产品只有柠檬和柠檬片。第二，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小农户育苗技术不成熟，且后期疏于管理，生产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售价偏低，收入不理想。 

4.4产品销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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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少，大部分产品是卖给本村合作社，垄断收购价格较低，且因小农户生产的产品质量不高，

收购价格比专业生产户更低。第二，产品品牌意识不強，文化附加值低，知名度不够影响销售渠道的拓展。 

5 万州区白羊镇“一村一品”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5.1吸引能人返乡，加强技术培训 

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有能カ的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周边农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邀请高校专业人才到农村开展养种植技术

培训讲座；引进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到农村实习及就业，成立专业的技术团队，深入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5.2创新宣传方式，推进金融创新 

一方面，政府应创新対“一村一品”经营的宣传方式，重视社会动员效果，先小范围动员发展较好的小农户，相互之间传

播正能量，让农户自发自觉的要求发展，这种从下而上的内部影响比自上而下的直接宣传更有力量。另ー方面，应加快推进农

村金融机制创新，新办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为“一村一品”项目提供专项贷款业务，优化程序，降低小农户贷款门槛。 

5.3全面提高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种类 

ー是建立质量标准体系。小农户生产柠檬质量不高的原因主要有育苗技术不好，施肥技术不规范，开花结果过程管理技术

缺乏。农业部门应建立ー套与国际接轨的质量标准体系，引导企业、合作社、小农户均按照标准体系实施标准化生产。ニ是推

出特色产品。就白羊镇来说，主打产品是柠檬和柠檬干片，初级产品多，精细产品少。政府应鼓励龙头企业开发技术含量高的

特色产品，例如柠檬酒、柠檬护肤品、柠檬面膜、柠檬精油、柠檬香薫，发展柠檬镇特色旅游。三是鼓励立体养殖。例如林下

养鸡，稲田养鱼，稻田养蛙，既高效利用了 土地资源，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5.4提升产品价值，拓展销售渠道 

龙头企业有较好的销售渠道，应重点发展有较强比较优势的，高质量的产品，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培育开发新兴产品，并

聘请专业人士做好品牌策划，利用网络媒体及博览会大力宣传，全面提高产品知名度，提升产品价值。中型专业生产户有较大

的产量，应积极利用电子商务、“互联网+ ”农业模式发展农产品线上营销，提升产品销售量。小农户种植规模小，应注重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利用率，利用新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发展立体循环生态养殖提高土地生产效率，从而达到小农户的增产增收。 

6 结论 

虽然“一村一品”发展模式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影响了部分小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但实践证明“一村一品”

能给农村带来非常高的经济效益，值得被广泛借鉴推广。且“一村一品”模式非常适用于地理条件不好的三峡库区，有利于提

高库区农户的收入，提高整个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对于未来三峡库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三峡库区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途径。因此，完善“一村一品”经营模式，让小农户且切实享受到“一村一品”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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