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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大难题，而农产品滞销是影响农民增收

的主要原因。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促进农民增收问题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通过对广西融

水县金边鲤丰产不丰收现象进行研究分析，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对融水县的农产品滞销

问题的解决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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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problem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is the slow s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im-
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akes the problem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rise to a new heigh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high 
yield and poor harvest of Jinbian carp in Rongshui County of Guangxi, combined with the back-
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ut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sal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ongshu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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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而农产品的滞销直接影响着农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拓宽农产品销路问题一直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

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要求，如何实现贫困地区农产品畅销，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以实现全面脱贫

成为当下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广西融水县地处深山，特殊的自然环境因素使得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

柳州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打造融水县为稻田禾花鲤养殖重点县，推广“稻田养殖+”模式，大力发展稻渔生

态综合种养，使全县实现脱贫摘帽贫困村 17 个，脱贫人口 6156 户 25,793 人，是柳州市完成贫困村、贫

困人口脱贫摘帽数量最多的县区。脱贫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由于交通、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融水

县金边鲤陷入了严重的滞销困局。 

2. 融水产业脱贫模式之“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的调研 

2018 年 7 月，团队曾赴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进行为期 7 天的关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稻渔种

养生态农业发展探讨——以广西区柳州市融水县为例》的调研活动。调研结果明确有着“一田两用，渔

粮双收”特点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对推动国家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实的作用和意义。该新型种

养模式为稻田种植提供了绿色清洁的环境和肥沃的土壤，提高了水资源和土地的利用率；鱼粮双收提高

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稻谷可为禾花鲤遮阴和提供有机物，增加溶氧量。反之，禾花鲤能为水稻吞食害

虫、促进物质循环。该模式有利于生态环境稳定，并推动新型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融水县以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养殖的金边鲤“绿色健康、高营养”的特色本应广受消费者熟识和购买，

但由于融水县交通、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金边鲤陷入了滞销困局。 

3. 融水县金边鲤滞销原因分析 

(一) 新型经营主体欠发育，带动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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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扶贫项目，融水县金边鲤养殖主要采取“合作社 + 农户”的经营模式，使得融水县金边鲤

现阶段养殖主体多为传统小农户，缺乏对类似于金边鲤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产业化龙头企业的

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难以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这种小农户家庭生产具有规模小、相对分散、组织化

程度低等特点。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资金、技术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影响，这些小农户生产方式具有

生产技术水平低、标准化实施难度大、质量安全意识不强、抗风险能力差等特征，不足以带动整个产业

的发展[2]。 
(二) 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欠发育 
融水县金边鲤养殖多数属于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生产经营相对比较分散，在养殖规模、管理措施、

技术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难以进行统一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无法形成产业化发展。同时，现阶段

融水县尚未形成以金边鲤养殖为中心的产业链，产业上下游联系脱节。在产业上游，种苗的培育以及饲

料的供给均为呈现出产业化发展，主要由现有合作社进行提供；产业链下游，类似于金边鲤生态农业有

限责任公司这样的集养殖、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在数量、规模上都仍需发展，产业链发

育不够成熟。 
(三) 市场意识淡薄，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 
目前，金边鲤养殖业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基本没有经过严格的相关从业知识

培训，对产品市场导向的认知度比较低。现有养殖合作社主要服务于种苗的提供、技术的指导以及一部

分滞销产品的收购再销售，缺乏对市场数据的搜集与分析，难以帮助经营主体准确把握市场的需求变化，

从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谋求发展。融水县金边鲤产业整体呈现出分散式生产、经营，整个产业的每一经

营环节与国外类似产业相比均处于规模小、生产盲目性大以及市场导向不明状态，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低，产品的市场竞争性不强。 
(四) 基础设施落后，区域联动性差 
广西柳州融水县地处深山，随处可见大山和滑坡，山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融水县的基础设施建设

比较落后。首先，融水县道路交通建设比较落后，县际交通、农村交通不够通畅，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

对外运输，阻碍了农产品的市场拓展；其次，融水县地处贫困地区，农村物流的运输及配送体系尚未完

善，缺乏规模化的物流仓储中心的建设，不利于电商销售模式的发展；此外，融水县冷链物流技术发展

滞后，产品对外销售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严重影响金边鲤的异地销售。 
(五) 产品销售模式单一，营销能力待培育 
融水县所养殖的金边鲤大多数都是在本地进行销售，市场比较狭小，其销售的形式主要包括三种：

农户的自产自销、合作社对剩余成品鱼的收购再销售以及企业加工销售。这些销售主体规模小、经营分

散，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缺乏竞争力。由于本地的市场需求有限，金边鲤的供给总是大于需求，单一的销

售形式以及营销能力的不足，导致融水县金边鲤处于严重的滞销状态。 
(六) 产品品牌建设滞后，产品知名度低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消费品的消费需求逐渐向品牌化转变，同时对日常消费的农产品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融水县金边鲤曾获得“中国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的称号，其肉多刺柔、肉质鲜美、

鱼汤清甜，具有独特的苗族风味，是当今人们十分喜爱的高蛋白产品。但是由于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

条短、经营主体发育不足等种种原因，目前对金边鲤鱼产品的加工还停留在小规模发展阶段，没有打造

出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缺乏市场知名度。 

4. 解决融水县金边鲤滞销问题对策及建议 

(一)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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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营主体对行业整体发展的带动能力较弱，融水县政府应加快构建政策扶持体系，积极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实现金边鲤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一，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以便利的土地流转方式、

适度的资金扶持政策支持发展规模适度的养殖大户，实现规模化生产；第二，鼓励现有小农户以土地、

资金、劳动、技术等为纽带，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组建养殖合作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

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第三，以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培育发展一批产业龙头企业，支持其与养殖

大户以及合作社之间开展产品加工流通，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3]。 
(二) 实施产业化经营战略，培育产业链打造价值链 
针对融水县金边鲤养殖产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问题，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通过各种资金扶持、

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经营主体实施产业化经营战略，构建合作共赢的金边鲤养殖产业链，实现融水县金

边鲤产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4]。一是在整合现有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以养殖为中心环节、加工为核心

环节、销售为关键环节，构建合作共赢的金边鲤养殖产业链，推动各环节融合发展，提升产业化经营水

平；二是由政府引导、产业协会监督，在各环节参与主体之间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打造

互利共赢、风险共担的紧密合作的利益共同体，促使金边鲤产业向一体化发展，提高整个产业的核心竞

争力。 
(三) 建立金边鲤产业协会，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 
融水县金边鲤产业发展应借鉴日本农业协同的成功经验，建立金边鲤产业协会，发挥其对产业发展

的指导及监督作用，逐步解决现阶段金边鲤产业“散乱小滥”问题。针对融水县现阶段小农户经营能力

有限、新型经营主体发育不足现状，金边鲤产业协会建立应分阶段进行。首先，由各级政府及其农业部

门从上而下逐级建立县和乡镇级金边鲤产业协会，工作人员完全由政府派遣，引导和鼓励各环节经营主

体在“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下依法成立规范的金边鲤养殖、加工合作社；其次，从基层合作社逐

层选举产生金边鲤产业协会组成人员逐步替代政府派遣的工作人员，实现各级金边鲤产业协会工作人员

角色的转换；最后，金边鲤产业协会真正实现自治[5]。 
(四)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加快基础、公共设施建设进程 
融水县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积极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加快地区的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

建设进程。首先，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加大财政资金支持，着力对各乡各镇各村的道路交通

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其次，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市场化，按照“谁投资、谁经营、

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公开向社会招标，选择合适的投资和经营主体；最后，通过一定的财政

补贴政策以及税收优惠鼓励法人和自然人利用社会资金、外地资本，采取独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到

交通、物流、冷链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经营，形成多元化投融资机制[6]。 
(五) 实施互联网+销售工程，建立多样化销售渠道 
没有销路是农产品滞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融水县应积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丰富其销售方式。

融水县应当顺应大数据时代背景，实施互联网+销售工程，充分发挥现有电商平台的作用。一方面，融水

县政府部门应当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当地的物流中心、仓储基地、

集配中心建设中，为实施互联网+销售工程提供基础服务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社、产业协会等

机构引导经营主体与各种网络销售平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积极探索订单销售模式，拓宽金边鲤产品销

售渠道[7]。 
(六) 实施标准化生产规范化操作，重点打造金边鲤产品品牌 
品牌就是影响力，品牌就是带动力，品牌就是竞争力。融水县应实施标准化、规范化生产，以产品

质量打造产品品牌。第一，由政府牵头成立养殖标准化研究小组，在种苗的选取、技术的应用、药物及

饲料的使用方面制定严格的行业标准并进行宣传推广；第二，在整合项目资金的基础上支持建设一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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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标准化示范基地，充分发挥其示范及推广作用；第三，建立起一套贯穿“产前、产中、产后”质量安

全监督体系，保证经营主体对养殖标准的实施力度。从而依靠严格的质量要求推动金边鲤养殖发展成为

地区品牌产业、绿色无污染产业、具有苗族风味的特色产业，并通过构建绿色产业链打造出“稻田鲤”、

“绿色鲤”等系列产品品牌[8]。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广东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编号：

CYXL202001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胡绍杰. 生鲜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分析与对策探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 29(17): 149-150.  

[2] 姚俊峰. 小农户生产方式影响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原因分析[J]. 现代商业, 2017(14): 14-15.  

[3] 姜长云. 龙头企业的引领和中坚作用不可替代[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9(6): 24-27.  

[4] 杜翠翠.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带动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基于福建调研[J]. 中国农业文摘——

农业工程, 2019, 31(5): 36-39+53.  

[5] 闫玉科. 广东南珠产业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 32(3): 97-102.  

[6] 张捷.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策略[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6(23): 62-63.  

[7] 刘刚. “互联网+”背景下农产品全渠道零售模式探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20(1): 102-105.  

[8] 高丽丹. 阿荣旗农业生产标准化的具体做法及成效[J]. 现代农业科技, 2020(3): 256+258.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4068

	乡村振兴背景下融水县农产品滞销问题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Study on the Unsal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ongshui Coun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融水产业脱贫模式之“稻渔综合种养模式”的调研
	3. 融水县金边鲤滞销原因分析
	4. 解决融水县金边鲤滞销问题对策及建议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