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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育江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殷明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以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核心、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为基础,通过股份合作、订单生产等

利益联结形式,形成的关联紧密、分工明确、链条完整、利益共享的紧密型组织联盟。2017 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印发

了《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江苏迅速行动,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截至目前,全

省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86 家,带动各类经营主体 1200 多个,联合体涵盖优质粮油、绿色蔬菜、规模畜禽等产业,

探索了一条农业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新机制,有效促进了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产业化联合体提出的背景 

近几年,江苏省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龙头企业实力稳步增强,利益联结机制日益完善,带农惠农成效不断凸显,进入了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到 2017 年底,全省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近 10 万个(其中农业龙头企业 7465 家,辐射带

动农户 667.4 万户),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年户均增收近 5000 元,对于促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民发展、共同致富的模式也在不断创新。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与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和规范运行的农民合作社建立紧密联结关系,构建完整高效的农业产业链,提

高了农业效益,做大了蛋糕。一是章程约束,利益共同。产业化联合体通过成员共同制定章程,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既调动了各

主体的积极性,也激发了联合体的整体活力。二是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联合体通过规模效应,有效降低了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

提高了风险防控能力,原本散落、消耗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被保留下来,增加了联合体的整体收益。三是资源渗透,优化配

置。与传统的合同契约、订单合作等方式相比,联合体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渗透整合,加速了资源要素向更合理、更

高效的环节优化配置。此外,联合体通过更加紧密的联结关系,也能合理分享,切好蛋糕。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都有明确的权利义

务,成员之间合作关系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联合体的框架下,各经营主体能够进行相互入股或实施保底分红,保障了增值收益

的合理分配,且家庭农场、合作社等主体能够享受生产保障、信用担保、风险补偿等创新服务。 

产业化联合体培育的江苏特点 

早在 2011年,江苏省就提出了与产业化联合体形式较为相似的“五个一”(创建一个基地、致富一方农民、振兴一个产业、

对接一个农民合作组织、打造一个优势品牌)示范创建活动。在“五个一”示范创建活动的基础上,去年江苏省积极响应国家部

委推广产业化联合体模式的要求,提出“到 2022年,全省发展 1000个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其中农业产业化省级示范联合体 300个

以上”的发展目标。目前,产业化联合体培育工作已在全省范围内推开,成效初显,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苏南沿江地区发展速度快于苏北地区。苏南沿江 8市产业化联合体成立早、发展快,其中南京、扬州发展均超过 10家,发展

最快的扬州已经达到 18家。苏北地区联合体成立的步伐相对较慢,目前已成立的联合体数量占全省 30%左右。 

特色优势产业多于大宗粮棉产业。在全省近 90 家产业化联合体中,仅有像泰州红旗优质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宜兴杨巷大米

产业化联合体等少数几家从事大宗粮棉产业,其他大多数联合体从事蔬果、畜禽、食用菌等特色优势产业。南京露晨蔬菜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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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就是由南京露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牵头,联合 1 家国家级农民示范社、2 个农业企业、5 个精品家庭农场以及部分蔬菜种

植大户组建而成。联合体成立后,总生产规模达到 5300余亩,年产蔬菜超 8000万斤,可带动周边至少 2000名农民就业,并通过技

能培训,帮助种植大户提高种植水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规模企业多于一般企业。江苏省产业化联合体中的牵头农业企业规模较大、带动能力较强,绝大多数为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其中不乏省级甚至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宿迁益客企业产业化联合体就是由省级农业龙头企业江苏益客食品有限公司牵头与

宿迁市丰盛禽业养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联合 14个专业合作社和一家养殖场共同成立。 

江苏产业化联合体的发展设想 

联合体是一个新兴事物,发展时间不长,培育和发展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一是部分地方对发展产业化联合体认识不足。个别

地区简单地将联合体等同于过去“公司+基地+农户”,重视不够;部分经营主体虽组建了联合体,但并未真正从各主体的实际条

件和需求出发,未形成最优组合。二是产业化发展的固有问题依然存在。以前困扰产业化经营主体发展尤其是困扰农业龙头企业

发展的用地、用电、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依然存在。三是规范性有待提高。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尚处于起步的初级阶段,无论是

联合体的章程制定、主体之间的协作运营还是联合体成员之间利益联结的稳定性和规范性都还有待提高。 

江苏发展产业化联合体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改进措施: 

注重示范引领。 

提高各级主管部门及各类经营主体对产业化联合体内涵的正确认识,明确其基本原则与主要特征。积极组织相关负责同志及

经营主体负责人赴省内发展较好的地方或安徽、河北等国内产业化联合体起步较早、经验丰富的地方交流学习。适时开展典型

示范创建,在全省打造发展产业化联合体的良好舆论氛围。 

创新运营机制。 

借鉴安徽、河北发展经验,实践出符合江苏农业农村实际的产业化联合体,完善联合体内部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和入股机制。

有效依托农业农村部产业化试点项目,积极争取省级项目资金,探索、推广更具约束力和稳定性的联合体模式,把小农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纳入全产业链条,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强化政策支持。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综合开发等相关项目资金向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内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当倾斜。鼓励

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需求的信贷产品、保险产品和服务模式。引导金融机构探索以龙头企业为依

托,综合考虑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财务状况、信用风险、资金实力等因素,合理确定联合体内各经营主体授信额度,实行随用随借、

循环使用方式,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差异化资金需求。支持具备条件的龙头企业发起、组织农业互助保险,降低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成员风险。对于引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龙头企业所需建设用地,应优先安排、优先审批。 

组织学习培训。 

加大各级产业化主管部门开展产业化联合体考察培训力度,提高培训的次数和质量。要依托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科院及

其他涉农经济类研究机构,经常组织联合体中各类经营主体开展关于农业企业经营、农业市场运作、农业金融信贷、农村电子商

务等方面的培训,提高联合体中各类经营主体的发展水平及总体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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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产业化联合体中,小型经营主体对农业企业依赖程度提高,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依赖程度的提高是共赢的,但不排除

农业企业的亏损风险传导给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的可能。在注重农业企业向小型经营主体输血能力的同时,更要注重培

育小型经营主体自身造血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