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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中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经营风险的 

类型及治理机制研究 

柳一桥
1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81） 

【摘 要】：构建农业经营风险治理机制是保障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分析了产

业扶贫进程中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经营风险的主要类型，并从加强减灾防灾工程建设、健全信息服务体系、完善农业

科技推广体系等方面提出农业经营风险治理机制建设路径，以期促进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经济持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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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一种内源扩张型扶贫模式。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东部，独特的地理气

候条件孕育丰富的特色农业资源。依托特色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是贵州贫困山区兴地富民、实现内生发展的重要途径。

但是，随着产业扶贫行动的深入推进，贵州贫困山区的农业经营风险问题日渐突出，并成为制约山区农业发展重要障碍。 

经营一词词意原为筹划、管理或计划组织，延伸到农业方面，主要指农业产业系统运行中的计划、组织、管理等活动。在

历史上，受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贵州省农业经营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随着产业扶贫政策的推进，贵州贫困山区农业

总产值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山区农业迎来发展的历史契机。但是，随着农业市场化、现代化步伐的加速，山区

农业经营体系日益呈现多元化特征，除自然风险外，市场风险、契约风险、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同样对农业经营体系形成一定

冲击。当前，探索构建农业经营风险的治理机制对增强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促进山区农业永续发展有着深远而现

实的意义。 

1 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经营风险的类型 

当前，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经营风险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契约风险、生态风险、技术风险都影响着山

区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各类风险形成的内生、外生要素各具差异性，因此不同农业

经营风险的形成原因也各有千秋。 

1.1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不可预期的自然力变化导致的经济活动的破坏。从农业领域来看，主要是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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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然风险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区域的地理气候条件；二是农业生产区域减灾抗灾工程体系的建设情况；

三是农业生产区域应灾组织体系建设情况。 

从贵州贫困山区的情况分析，贵州省地处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平原交界处的山原地带，地质环境复杂、气候复杂多变，这

是造成贵州省农业自然灾害较多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在“十二五”期间，贵州省各类自然灾害受灾人口总计达 8240.04 万人

次，农作物受灾面积总计达 551.37万 hm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总计高达 729.46亿元。此外，从减灾防灾工程建设来看，贵州省

减灾防灾工程建设也还相对薄弱。2018年贵州省农业除涝面积 124.07千 hm2，堤防保护面积 391.63千 hm2；而 2018年中部省份

江西省农业除涝面积 431千 hm2，堤防总长度达到 13934km。对比而言，贵州省的农业生产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1.2市场风险 

农业市场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农户经济利益的损失。近年来，随着贵州农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

贵州贫困山区农业市场风险问题也日渐突出。2016年贵州剑河“扶贫鸡”滞销、2017年贵州镇远红桃滞销、2018年贵州关岭火

龙果滞销等系列农产品滞销问题，无不反映出加强农业市场风险治理的重要性。 

贵州省贫困山区农业市场风险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本质上看，贵州贫困山区市场风险是由于农产品短期内供需失衡

形成的。由于扶贫项目的引入，贵州山区特色农产品的产出量大量增加；而特色农产品营销渠道建设、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体

系建设又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当短期内农产品产出大量增加时，而销售渠道不畅时，很容易造成农产品供过于求，农产品

市价大跌。从直接原因分析，信息不对称是贵州贫困山区经营风险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贵州贫困山区信息服务体系

建设滞后，贵州山区特色农产品在供给端存在信息不对称，难以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结构；另一方面，由于品牌农业，

农产品推广体系发展滞后，贵州山区特色农产品在供给端存在信息不对称，山区品质优良的特色农产品有潜在需求，但是供需

双方信息交流不畅，由此容易造成农产品销售难的局面。 

1.3契约风险 

随着产业扶贫政策推进，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经营体系组织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主体间往往多采用契约

的形式来进行利益关系的链接。主要的契约形式有农户和农民合作组织之间订立合约、农民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之间订立合约、

龙头企业与经销商之间订立合约等。通过各种契约将多个农业经营主体链接在一起，共同维系着农业产业链的运行。但是由于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契约签订的双方都难以掌握对方的完整生产经营信息，信息交流存在一定的“黑箱”，由此可能带来

“道德风险”问题。即协议双方签订了购销合同，约定来年以约定的质量、数量价格收购农产品；当市场价格变动时，由于信

息不对称可能出现一方违约的情况。契约风险的存在，使农业经营体系的聚合力降低，也影响到农业产业链的稳定性，需要从

完善契约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等多方面来着手解决。 

1.4生态风险 

农业本质上是利用动植物的生长机能，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农业产品的产业。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人利用农业生产工具，

直接作用于自然对象的过程，大气、土壤、水源等自然要素对农业生产起关键性作用，直接影响到农业产出的效率和品质。 

对于贵州贫困山区而言，农业社会风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业污染风险。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也是

贵州山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效应，如果工业废弃物处理不当，会对大气、土壤、水源造成一定的污

染，而这些生态要素又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如果农业区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将会带来农产品产量下降或者品质下降，给农

户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二是农业生产资料造成的面源污染。在农业发展进程中，规模化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随着规

模化的拓展，氮素、磷素、农药重金属、禽畜养殖垃圾等物质总量会增加，这些物质在降水冲刷下，可能通过地下渗漏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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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受纳水体中进而造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随机性大、潜伏周期性强，持续性的污染会造成农村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

境的恶化，如果农业面源污染扩大，又得不到及时控制，就可能对农业经营体系造成冲击，带来一定的风险。 

1.5技术风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但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主体是人，只有人掌握了

现代农业科技，科技推动生产发展的效能才能有效发挥。但是对贵州贫困山区而言，部分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农村劳动

力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加速了农业科技推广困难性。 

根据贵州省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2016 年贵州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占比仅为 21.98%；而 55

岁以上的老年劳动力占比达 27.4%，铜仁和遵义市农村老年劳动力更是达到了 30%以上。贵州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小学文化

程度的占比 48.3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比 35.1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 0.8%。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整体偏低和老龄化会

对农业经营带来一定的技术风险。一是农业科技投资收益风险。在山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在农业专有性设施、农业生产

器具等方面投资会越来越多，但是如果现代化的农业设施、技术、器具没有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来快速熟练加以应用，农

业技术就难以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农民受益难以显著提升，如果投资大而收益小，可能带来一定的技术风险。二是技术应用风

险。在农业生产中新的农产品种苗种植、农业肥料、农业除虫、除草剂的使用、农业机械的使用，在使用方法、产品选择上需

要一定的技术支撑。如果使用不当可能造成生态污染，农业机械操作不当还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促进

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稳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 产业扶贫中贵州贫困山区农业经营风险治理机制 

治理词意为管理、统治，主要指政府的行为方式；机制指事物各部分之间存在的结构关系以及运行方式。农业经营风险治

理机制可以理解为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防控农业经营风险，进而维护农业经营体系运行稳定性的方式。在产业扶贫进程中，

贵州贫困山区的农业经营系统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规模化、农业分工专业化、利益联结契约化，而农业经营风险也呈现多

元化特征。 

从产业链视角看，山区农业产业链主要可以分为农资供应—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农产品销售等几个环节，

而农业经营风险主要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发生，自然风险、生态风险主要在农业生产环节发生，市场风险主要发生在农业销售

环节，技术风险在生产环节和加工环节都可能发生，契约风险主要发生在农产品在经营主体间转接的环节。不同环节的农业经

营风险应该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各种应对方式相互联系、协调，最终构建起农业经营风险的治理机制，维护农业产业链的稳

步运营。 

2.1加强减灾防灾工程建设，完善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要加大资金保障力度，构建长效性的减灾防灾资金投入机制。要根据贵州贫困山区的自然灾害特点，突出重点抓好加强防

汛抗旱、防震抗震、防寒抗冻等骨干工程建设，增强贵州贫困山区工程抗灾能力。要重视山区农村土坯房改造工作，提升农村

房屋的抗灾能力，保障山区农户居住的安全性。着力构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山区自然灾害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及时

向外界传递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引导公众做好灾害应对准备。探索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抗灾应急联动响应机制，细化灾害应

急相关工作流程，明晰相关工作细则，建设灾害应急物质储备体系。结合贵州山区的具体情况，编制灾害应急预案，定期组织

开展抗灾救灾演练，增强山区农村应灾动员能力。加强减灾防灾知识宣传，提升民众防灾抗灾的意识和能力。 

2.2加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市场营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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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信息服务机构建设，增强资金、人才支撑，建立健全覆盖各区县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引导信息服务机构加强和省内

外农产品经销主体的沟通交流，关注本地特色农产品的市场供需动态，及时多渠道地发布农业信息，引导农民合理调整生产，

减少市场风险冲击。鼓励农民专业合作定期组织人员深入市场调查，把握市场需求变化，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充分发挥农村

讲习所、农村夜校、农村宣讲团的作用，提高农民掌握农业信息的意识，提升农民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获取农业信息的能力。

构建农业专家咨询服务平台，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加强与专家直接的信息沟通，提升决策的科学性。 

加强贵州贫困山区农贸市场建设，推进现有农贸市场的现代化改造，提升农贸市场的商贸流通服务能力。依据贵州山区农

业基地发布和交通线路情况，新建一批区域性的农产品物流中心、农产品交易中心，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探索发展农超对接、

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产品+网络直播、农产品直销店、农产品+可视农业等新型的农产品经销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加强

贵州贫困山区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申报，加强营销推介，着力打造品牌农业。 

2.3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健全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 

农产品精深加工能有效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拓展农产品市场销路，有力解决鲜活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对此，首先，要

提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实力，可以通过改组、控股等多元模式增强龙头企业整体实力，还可以优化投资环境，通过招商引

资吸引区域外知名龙头企业入驻贵州山区，带动山区农业发展。其次，要着力支持、引导企业引入新生产线、研发新产品、开

展科技创新活动可以在财政、信贷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加强农业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育，引导农业科研人员深入企业开展科

技服务活动。鼓励龙头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通过构建科研创新联盟，集中力量开展农业科技攻关。 

引导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之间构建起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规避契约风险的发生。加强农民合作组织建

设，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以农业合作组织为载体，拓展与龙头企业、农资供应商、农业服务商的合作范畴，

加强产业链主体间的合作关系。鼓励龙头企业采用保护价收购、二次分红等多元化的方式增进农户收益，增强农业经营体系的

内部凝聚力。引导农户通过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的“三变”模式参与产业链经营，让山区农民获得更多农业

产业链经营的收入。 

2.4着力农业污染治理，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着力推广生态养殖模式，引导养殖户对养殖废弃物实施综合利用，力求做到无害化处理。合理规划好乡村养殖区域，将养

殖区与生活区有序分离。依据乡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合理控制养殖业发展规模，划定生态环境涵养区。引导农户科学施用肥料

和农药，推广应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倡导通过农业生态系统内循环达到减少农作物病虫害的目的，尽量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推

广应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提高有机肥料的使用率，着力防控农业生态风险。积极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推广农村“一池三改”，

大力推进农村沼气能源的利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沼气发电工程建设。引导农民节约利用各类资源，鼓励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类

资源。加强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抓好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工作，有力保障山区民众的饮水安全。 

2.5聚焦现代职业农民培育，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培育掌握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技能的职业农民是规避农业技术风险的重要途径。对此，首先，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优化农村创业环境，吸引外出务工农民、农村大学生等群体返乡创业。对创业的农民群体在信贷、技术培训等方

面予以扶持。其次，要增强农民职业培训的师资保障和设施保障；要完善培训的内容，既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培训，也

要开展农产品市场营销方面的培训。最后，要创新培训形式，将集中学习与田间技术培训结合起来，面授知识与互联网线上学

习结合起来，着力提升培训的效率。 

进一步加强贵州贫困山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切实保障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资金投入，购置更新各类农业技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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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仪器设备，着力改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条件。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的方式，构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为基础、农业企业、农业专家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健全农民远程科技培训中心，增强农业科

技知识远程传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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