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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现状分析 

程美秀 张开琼 刘辉
1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摘 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途径，有助于农民增收。因此，在实地调研基础上，

利用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深入分析了重庆市农村三产融合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

期为重庆地区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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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农民增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以适应并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 年中央一号

文件、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十九大报告等政策文件均指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我国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为研究一二三产业融合实施效果，已有学者对不同地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现状开展调查研究，一致认为目前我国的三产

融合处于初级阶段，融合层次较浅，尚存在许多问题（张弛等，2017；毛琳，2017；杨晓娜等，2017；游玉婷等，2016；李红

霞等，2020；马德芳等，2020），如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未充分发挥作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面临要

素瓶颈制约、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农业规模经营水平较低、农业功能拓展不足、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不够等问题。 

重庆市作为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央从提出在农村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到基层实践操作的典型案例，因此，本

研究对重庆“三农”工作的开展和有关“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实地调研，对重庆地区一二三

产业融合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因地制宜提出发展的建议。 

1 重庆地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现状 

1.1调研基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重庆各区县农村三产融合示范区县的农户进行实地调查。调研时间为 2019年 8月 21日至 2019

年 9 月 1 日及 2020 年 1 月 9日至 2020 年 1 月 15日，历时 19 日。调查对象为北碚、璧山、大足、永川、梁平、垫江、长寿七

个试点区县的农民（主要是户主）。调查内容涉及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情况，产业融合组织模式、增收途径、销售渠道

等产业融合具体情况。本次调查共获得 102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96份，有效问卷率为 94.12%。其中参与

产业融合的农户数为 78，未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数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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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调研数据分析 

1.2.1农户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 

参与和未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年龄均以 60 岁以上为主，但参与产业融合农户该年龄段占比更大，达到 55%。此外，未参与

产业融合农户中还存在 33%的年龄 50岁以下的农户（参与产业融合农户仅为 17%）（见图 1）。以上均反映参与产业融合农户年龄

总体而言要大于未参与产业融合农户。其原因主要在于：年龄较大的农户相对更倾向通过为当地专业大户、观光园工作获得工

资性收入的方式；而年龄较小的农户则更倾向于成为产业融合主体，或者工资更高的外出务工方式。 

 

图 1农户年龄组成 

两类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没有明显的差别，初中及以下占比达到 80%左右，且文化程度较高的更多的是产业融合的主体。因此，

农户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会有积极的影响。 

1.2.2家庭劳动力情况。 

如图 2所示，农户的家庭人口数大致呈现出正态分布，其中产业融合农户家庭人口数平均值大致为 5，非产业融合家庭大致

为 6。产业融合农户和非产业融合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频数最高均在 2左右。农户家庭以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五口之家，家中有

两个劳动力为多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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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农户家庭劳动力情况 

1.2.3农户类型。 

本次调研将农户类型主要分为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中，普通农户占比 70.51%。专业大户

是指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在分工的基础上，从传统农户中分离出来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围绕某一种农产品从事专业化种植

和养殖的农户，占比 20.51%。家庭农场则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

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比 8.98%。 

1.2.4生产情况。 

调研发现，部分调查农户的种植、养殖规模很小仅限于自给，或产业融合后未参与种植、养殖，故未纳入本部分的统计。 

从种植品类来看，调研的农户中种植粮食作物占比最高，但种植经济作物与开展特色产业占比之和也超过了 50%；从种植规

模来看，目前农户的种植规模更多地集中在 0.67hm
2
以下，种植规模并不是很大，不过可以注意到已经涌现出一些大型农场，个

别规模达 80hm2。 

调研到的养殖户不如种植户多，且水产养殖居多，此外还有蛋鸡、鸭、猪、蜜蜂的养殖。为提高效益和土地利用率，种植

户会选择种养结合的模式，如在种植柚子的同时养鸭。 

1.2.5农户家庭收入来源情况。 

本文将农户收入定义为农业以及由农业拓展出的关联产业收入之和，包括农业经营收入、农业关联产业务工收入和农业关

联产业经商收入等涉农收入。通过计算各涉农收入占每位农户收入百分比，再将所有农户该项收入占比求平均值，得到农业经

营收入占比的平均值为 21.21%，农业关联产业务工收入占比的平均值为 44.28%，农业关联产业经商收入占比的平均值为 34.51%，

可以看到后两项占比都高于农业经营收入占比。通过计算各项收入占比超过 50%的农户数量也可得到类似的结果：农业经营收入

占总收入超过 50%的农户数为 11，后两项依次为 38、28。 

由此可知，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推进，农民的收入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向以农业关联

产业务工和农业关联产业经商收入为主逐步过渡。 

1.3参与产业融合情况 

1.3.1产业融合具体组织模式。 

(a）公司+农户。调研的产业融合主体中，有 55%均为“公司+农户”模式。该模式是指若干人出资流转当地农民土地，组建

农业龙头企业，雇佣农户为其园区长期工作或是繁忙时节作为临时工人工作。其中，土地租金多为每年 300～350kg/667m2谷子，

根据当年谷子价格结算。雇佣的当地农户日薪通常在 80元左右。 

(b）电商平台+公司+农户。这种模式是在“公司+农户”模式基础上引入电商平台，发布农产品信息、帮助农产品的销售，

常用的电商平台有网站、微信朋友圈、网店等。“电商平台+公司+农户”的模式占比 4%。 

(c）合作社+基地+农户。这种模式占比为 7%，是一种由合作社主导的模式，以长寿区双龙镇的一个养鱼合作社为例，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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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交 3000 元入股，除了能得到 1250 元的股利外，合作社还会为其提供许多的服务，包括：提供鱼苗，可供销售给社员；建

立了专门的网站，发布一些关于水产销售的信息；与外界联系，负责社员水产的销售等。调研的参与产业融合的 78个农户中，

仅 8人表示加入了当地合作社，占比 10.26%。且据了解，现有的许多合作社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 

(d）公司+合作社+农户。这是由第三种模式延伸出来的组织模式，占比 3%。由多个农民合作，形成合作社，再与公司签订

订单，从而减少市场价格、需求、供应量变化给农民生产和企业购买产品带来的风险，双方利益相关，共担风险。 

(e）家庭农场+农户。“家庭农场+农户”模式占比 17%，其以家庭农场为主导，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家庭农场优先雇佣自家

成员，其次是周边地区的农户。通常这种模式由于资金来源于家庭，比较有限，发展规模受到一定限制，带动就业效果不佳。 

(f）农家乐。“农家乐”是充分开发农业休闲、观光、体验等功能的一种模式。调研地区“农家乐”占比 14%，规模较小，

多数是由农户一家承办，承担管理、服务等工作。目前其功能尚未被充分开发，许多农家乐仍局限在提供餐饮服务。 

1.3.2产业融合促农增收情况。 

部分农户由于刚刚参与产业融合，还未产生收入，故无法对比产业融合前后其收入变化。剔除这种情况后还有 69户，其中，

有 60 户表示参与产业融合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占比 87.0%。很多农户过去在家务农仅能维持生计，通过土地流转，得到大致

等于原来土地种植收成的租金，同时为当地产业园区打工取得额外收入。部分农户过去从事小规模种植业，通过流转当地农户

土地，发展规模种植、养殖，收入也得到很大提高。 

1.3.3农产品销售渠道。 

调研结果显示，农户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多为商贩上门收购（占比 48%）、自行销售（占比 36%）、客户订购（占比 20%），少数

是企业订购（占比 12%）和合作社统一销售（占比 10%）。就客户订购（即订单农业）这一销售渠道而言，存在着契约关系不稳

定、客户违约的问题，订单协定的价格也偏低。总的来说，农产品销售渠道比较传统且局限，多为线下渠道，不利于农产品的

销售。 

2 三产融合存在的问题 

2.1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 

调研地区存在老年劳动力居多、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问题，且农户大多从事体力劳动，严重制约了农民就业与增收。另

外，劳动人口的文化程度也影响着产业融合的进程。调研中一些龙头企业的负责人反映，当地农户对于产业融合持有不理解、

不支持的态度，这给产业融合带来一定的阻力。 

2.2产业融合模式单一 

产业融合模式很大部分集中在“公司+农户”，其它模式占比不足一半。相较于合作社带动，公司主导与农户存在一定的利

益冲突，而合作社由农户自发组成，利益关系比较一致。另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家乐彼此孤立，基

于各自优势的互联互通、合作较少。 

2.3利益联结机制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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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地区参与产业融合的农户大部分以劳动增收和土地增收为主要增收途径。土地增收主要是租金的形式，就目前来说，

其带来的增收空间有限，增收渠道单一，部分农户反映存在拖交租金的情况。而土地、资金、技术入股、签订合同订单较为少

见，对农民辐射带动的能力不强，没有形成与农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局面。 

2.4农产品附加值低 

调研发现，目前农村产业融合主要聚集在附加值低的产业链前端中，销售的主要是初级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带动能力较弱。

发展农产品加工行业存在几个阻碍因素：首先，从事农产品加工业对规模有较高的要求；其次，加工农产品要求具备的生产条

件（如厂房、机器、劳动力），使经营成本增加，融资也更为困难；最后，加工出的农产品销售也有待解决，需要得到消费者的

信任（如注册自己的品牌），且加工产品要符合相关卫生部门的规定。 

3 对策建议 

3.1政府助力一二三产业融合 

要做好地区发展规划，规划产业布局，起到引导作用；加快土地流转，同时注意保障农民权益，实现规模经营；做好基础

建设，解决用地难、贷款难的问题；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新型经营主体、尚处于萌芽阶段的相关产业进行扶持；培育一批带

头模范，加强宣传，讲授经验和成功之处。 

3.2发展多种模式的产业融合 

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结合地区特色，发展多种组织模式的产业融合，不同的产业融合主体基于自身优势分工合作。

充分开发农家乐多样的功能（娱乐、度假、康体等），结合农产品加工，实现产品增收。专业合作社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带动更

多的当地农户参与产业融合，并履行提供农业相关信息、与厂家建立联系提供农资、与市场合作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等职能。 

3.3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完善农户与产业融合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在产业融合中，农户与产业融合主体如龙头企业是利益共同体，农户以土地、资

金、技术等入股，存在工资性收入、土地租金、合同订单（保底收益）、生产要素入股（按股分红）等利益联结模式，从而实现

风险共担，农民真正共享产业融合成果。 

3.4健全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方面，政府要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推动金融发展。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扩大产业融合主

体资金来源。对于养殖、蔬果、农产品深加工等风险大的产业，要针对性地制定保险品种，扩大保险覆盖面，降低农业龙头企

业、农户等的经营风险。同时加大宣传，让更多产业融合主体了解到相关借贷、保险政策。 

3.5加强农民的培训教育 

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平均年限每提高一年，可使 GDP增加 1～1.5%。因此要重视农村教育，大力

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深农民对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认识，从而使相关政策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另外，组

织农民进行技能培训，随着产业融合的推进，农民能够发挥其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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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农产品多渠道销售 

发展多种农产品销售渠道，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模式。蔬菜等生鲜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需经过多个环节，每增加 1 个环

节，成本会相应增加 30%～50%，农产品直销则只有“生产基地—集配中心—直销终端”3 个环节。加快发展农村电商，使农户

与市场直接对接，减少了中间环节带来的成本，形成农产品进城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的双向流通格局。要注意加大农民参与，

解决更多农民的销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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