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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major policy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
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ck-
ground, significance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
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suitable for the current sit-
u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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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央提出了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大政策导向下，本文探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提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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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理论模式，在理论指导下，结合黑龙江省农村融合发展现状，提出适合黑龙江省农业发展现状的

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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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推进背景 

近年来，随着各项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也得到了提高，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产业的

融合，并且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越来越密切，但从整体来说，农业产业的融合仍处于初级阶段，融合的

深度、广度、生产环节以及加工环节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产业融合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切实增加

农民收入的必经之路。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产业融合在农村农业方面的实际应用。赵海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日本

农业“六次产业化”的升级版，是农业产业化的拓展版[1]。赵霞和姜利娜总结了荷兰通过发展集约农业，

构建高效的农业产业链，发展创意农业，建设有活力的“新农村”，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和高度发达的农

业知识创新体系，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的经验[2]。姜长云详细分析了日本农业“六次产业

化”的重点与特色，并提出了我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日本推进“六次产业化”的异同点，

对当前各地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3]。郑媛榕指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壮大，农业科技加速更新、扩散，农村一二三产业呈现出融合态势[4]。
国内学者聚焦于“六次产业”，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内涵展开讨论，形成相对统一的观点。肖铜提

出发展龙头企业、建设规模基地、创新农企联结方式是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径选择根

据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地位和组合方式将融合发展路径归结为按顺向

融合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按逆向融合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化集群型融合、农业功能拓展型

融合和服务业引领型融合等[5] [6] [7] [8] [9]。吕岩威指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路径有纵向一体化、工

商本引领、龙头企业引导、现代电商平台[10] [11] [12]。戴春指出在发展产业融合的实践方面可通过提升

新型经营组织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市场导向意识、加大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这三种路径来实现[13]。 
综上，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融合模式，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技术、产业、

服务和市场多层面的互补重组，经营主体始终是坚守农业领域的新农民；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不

同路径选择都离不开技术创新、理念创新，都依赖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生态化水平提升；一二三产业融

合的发展路径要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要探索出适应其实际情况的发

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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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二三产业融合推进发展的重要意义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我国农业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有效手段。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创新是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来源，如何突破产业边界，统筹兼顾，因地制宜谋求一体化发展是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14]。农村产业经济与国民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较大成为制约现

有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构建现代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进一步研究其发展的主要路径[15]，扩展农

民收入渠道，对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可促进农民增收 
从理论上来看，农村产业融合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农民收入逐年提高，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当前黑龙江省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研究尚

处于初兴阶段，如果采用合理的方法以实地调研、个案描述、定性分析、经验总结、比较研究，焦点集

中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内涵、类型、成效、问题、对策和国内外经验加以总结介绍，将更有利于创

新产业发展模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并能增加农民二三产业收入，扩大就业等，

据统计，2016 年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辐射带动农户 1.27 亿户，农户从事产业化经营户均多增收 3493 元。 
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于发展新农业新农村，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最近几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政策和资金方面也开始不断地向农村倾斜。但是我们必

须对农业产业发展的潜在危机有清醒的认识。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相比，远远落后。一是黑龙

江垦区受多年高强度农业生产影响，土壤退化趋势加重，土地产出能力明显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

而不对土地加以维护、保养现象突出，此外，农用机械配套不足、耕作制度落后等因素严重限制了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黑龙江省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占黑土区总面积的 1/3，水土

流失不断的加剧，致使土壤肥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使得黑龙江省垦区土地置于内扰外患之中，这种背景

下，加快农业产业转型，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必然选择，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确定正确的路

径，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多元化，根据我省农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路径，将更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提高农业经营效益。 
3)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 
当前，农业产业存在生产、加工、销售脱节的问题，依旧没有形成完善的农业产业链条。所以必须

大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业产业链条，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要求，实现生产加工销

售的一体化发展，形成完善的储存于销售体系，实现农户生产与农村统一大市场的有效整合，推动农村

与城市，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积极构建现代农产业体系。积极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生

产合作社在生产、加工、销售上的优势，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建立，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大

力发展农业品牌，全面提升产业融合。 

4. 黑龙江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黑龙江省作为全国最大垦区，素有中华大粮仓、中国饭碗之称。黑龙江垦区下辖 9 个管理局、113
个农牧场，分布在全省 12 个市。目前在黑龙江垦区，信息化与现代化大农业融合较好，可视化、泛在化、

智能化已经具备一定的应用基础。信息技术在电子政务、工业领域、水稻种植方面、农业机械化、畜牧

养殖、农产品质量追溯、农业管理、北大荒物流及粮食电子交易系统等方面实现了深度融合。 
但是黑龙江垦区三产融合相比于国内示范区域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各种融合模式没有“大珠小珠落

玉盘”似的全面展开。黑龙江省的农村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层次相对较低，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政策和制度保障；特色城镇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垦区全域旅游发展缓慢，档次较低。智慧农业、质量追溯等方面还没有发挥到作用。融资环境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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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不稳定不稳妥，甚至存在敛财欺骗现象，造成陷阱多、融资难、融资风险较大，融资成功率高的成

本又特别高。 

5. 进一步推动黑龙江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黑龙江省须积极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针对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统一部署，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立足于农业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格局，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崭新格局，全面推

动新农村建设，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1) 进一步分析完善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现状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确定正确的路径十分重要。但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多元化，如何根据黑龙

江省农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适合黑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并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相

契合，是促进黑龙江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将产业、技术和经济等作为参考指标，确定黑龙

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总结出我省农业融合发展路径选择的现状。

结合目前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全面了解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为

我省农业融合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为促进我省农业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2) 进一步培植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只有培育出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经营主体，产业的融合才能真正实现。积极进行相关培训，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在政策上进行倾斜，提供各种政策便利，帮助农民开办合作社，创建家庭农场。同时保

护农民土地经营权，完善合作社，涉农企业的管理机制，在利润分配上尤其注意公平公正。同时加大宣

传力度，打造精品，充分发挥典型带动作用。 
3) 进一步加强产业融合型人才培养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更需要人才的助力。我们需要的人才既要懂管理，

又要会技术，既要了解农业产业，又要熟悉第二第三产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培养人才的同

时要建立相关的合作交流平台，在平台上分享经验，寻找思路，合作共赢。进一步提高融合型人才待遇

标准，确保人才引进来，还得留得住，提高项目实施主体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互惠互

利，降本增收。 

6. 结束语 

本文总结了黑龙江省农业发展现状，并提出适合我省省情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的对策及建议。黑

龙江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多方主体共同推进，同时需要搜集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结合

实证分析进一步完善融合路径，研究融合利益机制对农民带来的增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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