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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我国当下农业发展中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模式，对新阶段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而在农业产业化的系统中，利益联结机制是保证系统内各要素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共同推进的先

决条件，也是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指出了当下我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中的利益联结机制，

并将团队在宿州市调研的成果展示于文中，以分析当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利益联结机制的不足与制约因

素，继而提出以优化当下利益联结机制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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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ortium is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mode in China,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 stag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indu-
strialization, the mechanism of benefit coupling is a prerequisite to ensure that all elements in the 
system are connected, restricted and promoted together,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system. Therefo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benefit coupling mechan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ortium, and pres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team in 
Suzhou cit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onstraints of the benefit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consortium, and then proposes the policy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current benefit coupl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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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为

坚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农业经营模式明确了新的目标和方向。即要提升价值链、延伸产业

链、打造供应链、形成全产业链，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从产业链增值中获取更多利益。近年来，

各地区充分响应国家号召，发挥自身优势，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宿州最早提出建立“农业企业为龙

头，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效喜人。在宿州农业产业化进

程中，其发展历程及众联合体背后各异的利益联结机制，对其他地区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当前，国内外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已有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这一新生事物

的利益联结机制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项目拟以宿州市典型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淮河种业粮食产

业联合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加之运用

国内学者对过去农业产业化已有的分析思路与模式，辅之文献研究，探析淮河种业联合体背后利益联结

机制的不足及优化的政策建议，为其他地区农业产业联合体的发展提供借鉴范本。 

2. 文献综述 

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也

对农业产业化开展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如陆敏、朱明曾提到农业经济一体化经济组织，其以“利益均沾、

风险共担”为宗旨，将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按自然联系整合于一个联合体中，处理商业、工业和农业

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以确保家庭小规模生产和市场大规模销售流通的稳定性和合理性[1]。张长厚

从经营组织形式角度出发，将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分为“龙头”企业带动型(公司 + 农户)、合作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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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带动型(合作社 + 农户)、主导产业带动型(主导产业 + 农户)、市场带动型(专业市场 + 农户)和中介组

织带动型(中介组织 + 农户)，并对这五种不同组织形式内部的利益联结机制做详细分析[2]；农业中介组

织一种新型的非营利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由传统化走向市场化大生产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组织，作

用是联结农户与市场，傅夏仙对该组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了研究[3]。廖祖君等学者提出进一步促进

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和标准化，使其作为龙头进行产业链整合的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消除推进农业产业

化进程与农民利益保护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4]。杨孝伟等人认为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

异，东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开展不同的农业产业

化经营模式，并基于此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经营模式，“龙头企业 + 农民合作社 + 农户”模式、“龙头

企业 + 农民合作社 + 农户”模式和“行业协会 + 龙头企业 + 农民合作社 + 农户”模式，并对各组

织形式和经营主体逐一展开了分析[5]。 
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这一称谓由孙正东于 2014 年首次提出，其被定义为以市场为导向，龙头企

业为核心，传统农户、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为基础，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的产工贸及社会服务一体化的新

型农业组织形式[6]。芦千文指出产业化联合体应做到依照产业链为依托，遵循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和利

润共赢[7]。龚松柏等学者认为在新型经营主体中，应确立家庭农场的核心地位，重点发展与家庭农场有

产业链上协助的合作社，严格控制龙头企业对土地经营的租用，围绕家庭农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8]。
梁丹辉等学者提出，伴随土地流转的加速推进和农业的迅速发展，大型规模化经营势必成为国内农业经

营模式的发展前景，其主要表现为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和大农场式规模经营，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研究的现

代农业发展模式[9]。目前国内对于产业化联合体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对产业化的经营主体研究、

外在形式研究以及创新背景分析等方面都卓有成效。可对于联合体内部利益联结机制的研究还不甚明朗，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拟定了本次论文的研究方向。 

3.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利益联结机制 

3.1. 要素合作联结 

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推动联合体内土地、人才、信息、技术、资金等要素共通融合，提升资源配置

的效率。联合体内部以按照市场资源配置的规律，合理优化、融合各要素，使各经营主体相互合作，以

提升品牌效益扩大规模经济。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中，各经营主体有着明确的专业化分工，龙头企业负

责为联合体提供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并为家庭农场提供生产技术指导和投入资金垫付；合

作社为企业和家庭农场提供稳定的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则为合作社提供了稳定的服务对象，并向企业

提供稳定、优质的农产品。各经营主体在联合体内部共享资源，实现要素融合，显著提升联合体的规模

效益，在降低各主体间机会成本的同时提升了经济效益。 

3.2. 利润分配联结 

一个新的农业产业体系正在逐步发展，每个参与者的目标都是使其利益最大化，利益关系是相互联

系和相互制约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分配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利益联结机制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从各地实际的经营方式来看，由于其具体组织形式、经济发展、产业特点、实行的微观体制、市场

发育程度的各不相同，且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作为龙头企业与各经营主体联合经营的系统，其利益分配机

制要比单个经营主体主导的实际状况复杂很多，因此各地实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时所采取的利润分

配机制也是品种多样。本文在此将其大致分为两类，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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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agram of pro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图 1. 利润分配机制图 

3.2.1. 合同联结型 
1) 保证价格 
此类分配方式是企业与家庭农场事先签订合同确定保证价格，而后给定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同时农

户也必须以合同价格将产品出售给企业，其保证价格一般以农产品自身生产价格确定，外加部分一定的

销售利润。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提高了农户的收益，避免了增产不增收现象的发生。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当合同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农户受利益驱使，会趋向于将农产品高价出售给市场，造成履约率低下；

而当合同价格高于市场价时，企业出于利润的考虑，会想方设法不履行合同义务。这种定价方法并不能

从根本上保障双方的切实利益。 
2) 市场保护价 
这种方式往往是龙头企业通过一定的方法，如风险保障基金，对农产品按一定的价格标准核定最低

收购价格。当合同价低于市场价，按照市场价收购农产品；反之，则按合同价收购。这种方法为生产初

级产品的农民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使他们能够从市场价格上涨中获益，而不冒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

可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利润分配模式，因为这种分配方式使龙头企业独自承担抗击市场的风险，

如果不是实力雄厚的成熟型产业化经营联合体，这样的方式很有可能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3) 保底价加返利 
这种分配方式的做法是龙头企业首先同家庭农场签订生产销售合同，并按合同规定的价格收购农户

所生产的农产品，年终再根据企业年度的销售额和净利润等情况，依照各农户所提供农产品的数量和质

量，向农户返还一定数额的利润。这样的做法有利于保证农户的收益，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收益。可是在实际操作中，此类分配方式并不多见，而且履约率也较低。 

3.2.2. 产权联结型 
1) 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指以土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联合为纽带，合理占有联合体内股份

而形成的分配机制。农户以资金、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入股，继而在企业中占有股份，并有一定的监

督权与管理权。而后农户同企业再签订合同，明确农户需要提供农产品的数量、质量，并规定龙头企业

按股分红的方法和数值。这一形式下，农户与企业间能形成严格的经济约束与监督，同时农户在联合体

中控股，参与监督、管理等行政决策，确保农户利益得到充分保障。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规避了农户

在生产经营中处于不利地位，有助于稳固农户与联合体的联结关系，也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2) 合作经营型 

保证价格

市场保护价

保底价加返利

合作经营型

产权联结型

合同联结型

利
润
分
配
机
制

股份合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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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结方式是指农户之间因某种生产销售需求而成立相应的合作社或合作组织，而后入社农户可

以按优惠价获取生产资料，并以较高价格出售农产品，且入社农户可以入社资金的数目参与其他环节的

利润分配。这一方式的好处是使农户的投资和收益同合作社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农户是合作社的主体

参与者，这样一来激励了农户的生产，而且农产品从生产到出售各个环节的利润都与合作社挂钩，农民

便可以直接参与利润分配。 

4. 案例分析 

4.1. 案例选择 

各地开展的实践行动已经证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经营模式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目前学

术界的理论分析仍落后于其实际发展实践，尤其是利益联结机制方面仍存在不断完善的空间，因此本项

目选择以典型案例调研为手段，对淮河种业产业化联合体中利益联结机制做案例分析，以评析其优劣及

给出政策建议。 
安徽省自小岗村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一直是农业发展和创新的先驱者。自 2012 年后，以

安徽宿州《促进农业产业联合体试点方案》的提出，宿州市开始探索建立以“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这种农业经营形式更能符合市场需求和信贷农业发展

需要，于 2018 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经过 6 年的发展，宿州市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已由最初的 16 家

发展至 2018 年统计的 283 家，居安徽省之首。宿州市农民的人均收入也由 2013 年的 7560 元增至 2017
年末的 10,859 元，大幅提升了农民的收入。因此，在宿州市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对其他城市的农业

产业联合体发展有着十分明显的借鉴作用。 
本次选取的典型案例主体是淮河种业粮食产业联合体。众所周知安徽是粮食大省，给我国粮食生产

等方面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随着宿州农村农业产业化改革的推进，发展粮食产业联合体是粮食产业各

经营主体共同的经济诉求和主观愿望。因此，宿州埇桥区淮河种业粮食产业联合体在此情景下应运而生，

不仅是最早一批成立的新型联合产业组织，而且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最早的发展雏形。 

4.2. 案例分析 

4.2.1. 主体构成及组织架构 
淮河种业粮食产业联合体主要由淮河种业、淮河粮机等 13 家专业合作社与 27 个家庭农场联合组成。

联合体设立有专门的办公室处理联合体事物，且会不定期举行会议，频率很高。有专门的股东大会，合

作社成员都可参与，且积极性很高，会主动表明想法说明问题。拥有完善的培训、议事和财务制度。 
1) 组织条件和成立后受益 
2011 年以前，与农户做良种繁殖，纯度参差不齐，难以管理，所以想集中处理。从 2012 年 2 月开

始购买农机，并成立合作社，但是由于周边兴办家庭农场，导致农机过剩，后来在政府的推动下，成立

了联合体。刚开始农户不愿加入，不熟悉这样的模式，后来加入之后，从一无所有，靠着简单的社会化

服务，提供小型农机，慢慢的自我摸索，盈利后开始提供农资，回收产品，因为价格比市场更高，并且

规模化作业使得效率大大提高，所以很快联合体就逐渐步入标准化，之后便开始提高收购价格，注重商

品品质增收达到 50 斤/亩，来进一步扩大规模，赢得市场。企业年收入在 2011 年未成立联合体前 1200
多万，而后 2018 年达到了 8000 多万元，逐年递增。目前联合体区域土地面积达 2868 平方千米，耕地面

积占 14.2 万公顷，农业总人口已到达 140 余万。企业在 2017 年，经过联合体经营模式，通过开源节流

与加价收购等一系列措施，实现每亩节本增收 621 元。联合体的规模化经营与合作社统一高效的社会化

服务，使得淮河种业联合体的粮食平均产量高于其他农户接近 10%。联合体通过技术革新，设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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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技术优势，带动农户进行小麦良种培育，目前联合体内部拥有优质农机技术设备 410 套，可流转土

地面积达 10,000 余亩，良种小麦栽培面积达 4 万多亩，总计发展农户 6500 余家。 
2) 经营分工及互助受益 
淮河种业公司与家庭农场签订合同规定粮食的数量、质量后，提供粮食仓储、烘干等服务，统一收

购统一服务统一售出，企业收购价格高于市场 10%，主要销售本省市及周边省市地区，形成本省保护圈。

回收价格按照产品纯度来，大户一般高一些，因为要顾及信誉问题，对回收的产品进行质量分级，销售

价格也按照品质进行区分。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并统一供应企业自己培育的农作物，从与合作社签订合

同的当年便开始供应，成员覆盖率 100%，并且覆盖率一直不变，因为联合体的社会化服务全面，企业直

接与合作社对接，而且价格优惠，企业提供的都是专业品种，向合作社收购也是加价收购，并且是独家

买断。肥料也是与大厂签订合同直接购买，没有经销商赚差价，比市场直接购买要更加方便、便宜。农

民参与联合体，按照与企业签订的合同生产粮食，同时每亩土地可获得 1000 元左右的土地租金，参与联

合体内部生产服务还可获得 3000~5000 元不等的收入，亦可在农产品销售后获得利润返还。 
3) 要素融合 
淮河种业公司为家庭农场做担保人，向银行融资 600 万元以解决家庭农场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正

是淮河种业公司以为家庭农场、合作社担保取得贷款以及提供资金的方式形成了资金融合。企业以资金、

标准厂房等形式参股；家庭农场提供农机，淮河种业公司提供资金入股共同成立合作社；家庭农场以人

力、土地等资源入股，形成资产融合。企业定期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服务、生产机械和设施在联合体内部

的共享使用形成服务要素融合。 
4) 收益链接及利润分配 
企业直接与家庭农场对接减少机会成本，同时培育良种指导家庭农场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获取更高

的收益。合作社有了大量稳定的服务对象，稳定了经营收入，保障收益。与此同时，家庭农场一方面通

过联合体内部的新技术和完善的设备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品生产率，提高了收益；另一方面。与企业

的直接对接也获得更高的交易价格更低的机会成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市场风险。 
通过对淮河种业联合体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了一些联合体内部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及外部的环境

阻碍。因此下文从联合体内部主体、微观主体农户、利润分配机制与外部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来对问题进

行分析。 
1) 主体地位不平等：对农户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有农户对联合体构成、监督、决策等方面

并不知情的情况，甚至有农户对政府所下发的补贴来源、金额都不甚了解。尽管淮河种业公司在联合体

内部设立有专门的部门处理联合体相关事务，且会定期开展股东大会，可是依然存在农户接受信息不及

时充分，农户的意愿无法向上传递的问题。如近年来，政府鼓励大豆种植，并给予奖励和补助，于是原

本种植玉米改种大豆，可是农户觉得这样做实际不合理，却没有反映成功。 
2) 小农户参与度不高：联合体在成立初期，就对农户的生产规模等主体资格有了很高的要求，导致

中小型农户、散户难以加入联合体发展。因而联合体主要吸纳的农户都是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普通的

小农户难以同前者一样收获加入联合体的福利，且存在联合体不愿意吸纳小农户的现象出现。在对小型

农户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得知，会有企业主动上门收购粮食，按照市场行情定价，与农场大户的收购价不

一致，大户的粮食质量更好，纯度更高，所以售价也会更高。由于农业产业联合体各经营主体的利益驱

动，企业会更倾向于吸纳有一定生产和销售能力的农业大户，而对带动小农户的意愿不强烈。如果任由

这种行为的继续，将会对联合体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危害。 
3) 利润分配不均：首先，在淮河种业粮食联合体内部，企业占利润分配中的绝对大头，相比较来看，

家庭农场在利润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其次，联合体缺少随着收入提高，对利润进行二次再分配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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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淮河粮食联合体内部的利润二次分配的实例较少，而多是以保证价确定价格与收益。我国农业产业

化在形成初期，确实摸索出了一些适合现状的利润分配机制，如前文所描述过的合同联结型和产权联结

型等，但是在农业整体环境和生产实力及市场的变化中，并没有根据情况及时调整，导致边际效益出现

递加递减态势，长此以往，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不利于调动弱势方，即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对联合体

的运行和发展也造成了恶性循环。 
4) 政府扶持力度不足：在联合体的发展过程中，宿州各级政府对其发展的扶持提出了很多切实有效

的政策和措施，为联合体的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可是，仍需看到的是目前对各主体的扶持政策仍有很

多缺陷和不足之处。其大致可分为“融资难、用地难、保险难、用人难”，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到

联合体的发展[10]。融资难：由于联合体的发展需要流转经营土地、购买农资农机、建设生产设施等，这

一系列运作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可由于自身初始资金的限制，加之符合条件的抵押物不足，导致很多

家庭农场无法获得足够的融资，从而被限制了发展。用地难：在联合体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仓储、库

棚等用地难问题，尽管有《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的出台，可是宿州由于自身基本

农田比例较广，导致该政策的落实难度较大，农业设施用地的不足制约了联合体的进一步发展。保险难：

目前针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保险不够完善，品种少、范围窄、标准低、理赔难，无法为联合体的

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用人难：目前联合体的发展急缺人才要素，高校毕业生招不到，新型农民培训不

达标等问题造成联合体在用人方面捉襟见肘。 

5. 政策启示 

5.1. 保障主体地位，完善规章制度 

首先，完善合同条款，对主体间，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遭受的不平等欺压，联合体内部赢制

定科学合理的契约合同，并对合同的履行采取强制性要求，保证合同签订、实行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其

次，联合体内部应建立日常服务机构以及重大决策、实行、监管机构，加强各主体间沟通与监管，确保

农户的诉求可以被表达。最后完善规章制度，保证联合体的合理运行和规范化生产。与此同时，农户也

应积极参与联合体事务，如监督、管理，并及时有效的向企业提出诉求，确保自身利益不会受到侵犯。 

5.2. 带动中小农户发展 

联合体不能完全摈弃中小农户而只吸纳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对于规模小、生产力较弱的中小型农

户，可以先将它们纳入家庭农场内，而后对有加入联合体意愿的群体提供帮助，帮助其扩大规模。其次，

联合体可以向未加入联合体的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如回收、烘干、储藏种子等。满足普通农户发展需

求，同时也可以为联合体提供额外收入。另外在联合体能力剩余的情况下对中小农户进行帮扶，可以达

到先富带动后富的效果。政府也应鼓励联合体吸纳中小型农户，例如提供资金补助或者政策扶持等，帮

助中小型农户加入联合体并确保在加入联合体后与家庭农场或农业大户等地位相等，以此保证中小型农

户的发展。 

5.3. 更新利润分配机制 

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可以扩大农业生产，稳定联合体运行，加强规模化经营。正如前文所说，目

前大多数联合体缺乏利润再分配机制，即使是“保护价加返利”的分配机制也不能完全保证农户的利益。

因此，首先我们应该完善利润分配合同的合法性，保证利润分配的公开和公正。其次，企业在提供给农

户农产品收购、出售保护价格的基础上，量化确定各主体的股份占比，并增加股份二次分红。当联合体

农业生产规模越大，所获得的收益也会相应提高，各方主体所占股份的收益也会提升。各主体为获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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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利益，则会共同努力提高联合体的市场竞争力，促使联合体良性发展。与此同时，通过联合体的科

技发展，家庭农场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提升农场主的收入；另一方面，合作社可以联合分散的农户，

实行大规模社会化服务，降低机会成本。且通过合作社的对接，企业可以降低对农户的管理成本；而家

庭农场通过合作社的帮助加入联合体，提高了自身的主体地位，有助于提升在联合体内部的话语权和监

管权。 

5.4.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应加强土地流转的实施，建立服务平台，完善调节机制，确保土地流转政策落实到位，保证流

转的有效性和时效性；根据当地农业实际情况和各联合体发展情况，统筹规划设施农用地，保证满足联

合体的用地需求[11]；应加大对农业产业联合体专项资金的帮扶力度，采用多种方式补贴联合体各主体成

员，同时做到补贴的公开与透明；鼓励金融机构与联合体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鼓励融资，同时简

化融资、贷款的手续和难度，消除联合体发展在资金方面的制约；创新农业保险，探索新型保险形式，

确保联合体发展没有后顾之忧；与高校对接，输送优秀的高校毕业生，同时加强对新型农民的培训，确

保人才输送。 

6. 结语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这一经营模式经近年实践表明，与我国当下农业实际情况十分贴合，不仅衔接了

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也促进了农业扩大规模化经营。宿州市农

业产业联合体的发展历程也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成功的模板和范式。但现下的运行模式不可

能成为今后解决一切农村问题的钥匙，我们应该找出其中潜藏的问题，找到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在联合

体发展的内部，利益联结机制作为联结各主体间最紧要的一环，能否合理的制定，则决定了联合体是否

能长期有效的运行。 
本文通过对宿州市的实地调研和走访，以及对联合体利益联结机制的文献研究，分析了当下部分联

结机制的模式，并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指导意见。一个完善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需要做到各主体间共同

努力，抵御市场风险，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绝对利益；完善利润分配机制，强化弱势主体利益保障机制；

政府的大力扶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促使金融机构与联合体的合作，为联合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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