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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传统的生产模

式面临着环境资源压力和市场需求变化的双重挑战,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在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众多路径中成效显著,作用愈发凸显。本文重点通过乡村产业、服务设施、人才发展等方面阐述乡村产

业融合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政府、农业企业、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机构构成产业融合主

体,通过构建利益分配、风险共担等机制协同发展。为此,本文提出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巩固物质基

础；加强乡村服务设施建设,健全保障机制；激活乡村人才培养机制,增强智力支撑等路径,共同促进乡

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经济迈向新高度。 

[关键词]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TS186.5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Qiang Tang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ural economy is an urgent task.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ode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ual challenges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pressure as well as 

changes in market dem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has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effectiveness among numerous approaches to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its rol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ounding the practical dilemmas faced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from aspects such as rural industries, service facilities, and talent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farmers,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constitute the main bodie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y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mechanisms such as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risk sharing.To this end, this paper 

proposes such paths as comprehensively revitalizing rural industries to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ervice facilities to improve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and activating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talents to enhance the intellectual support, so a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propel the rural economy to new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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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在乡村

流动,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这一发展模式已然成为中

国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同时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的必然选择。江登斌认为实现农业产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层次

融合发展的突破点在于单一产业向多元经济统筹方向转型[1]。农

业作为乡村三产融合的核心之一,我国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现

状与存在问题展开了深层次分析,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了要创新

管理体制、健全用地制度、加强财税支持、完善金融保险政策、

健全科技和人才支持政策、创新市场监管办法、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和完善环保政策共八条具体化的对策建议[2]。乡村产

业融合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有效途径,是以振兴乡村为基础,

以富裕农民为目的,以拓展农业功能为手段,促进生产要素流动,

实现产业重组,产生农业新业态的发展过程[3]。在此基础上,本

文从乡村产业融合的现实困境出发,探讨其发展路径。 

1 推动乡村产业融合面临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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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乡村现代产业发展滞后 

一是乡村主导产业优势不明显。乡村产业种类较多,但缺乏

具有突出优势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在市场上的影响

力还不够大。二是一三产业融合深度不够。在一些乡村旅游区

域,旅游项目与农业生产的结合不够紧密,缺乏具有特色的农业

体验项目和农产品加工环节,游客的参与度和消费额较低。三是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缺

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和引领,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1.2乡村服务设施建设缓慢 

一是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乡村地区的交通网络不够发达,

道路等级低、路况差,部分偏远地区的交通还存在不通畅的问题,

影响了农产品物流运输,也制约了乡村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水利

设施老化,更新维护不足,灌溉能力和防洪排涝能力较弱,无法

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的需求。二是信息化水平低。乡村地区的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获取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等的渠道不

畅,导致生产决策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三是公共服务水平低。乡

村教育、医疗、养老服务水平相对较低,资源配置供给不足,城

乡之间发展不均衡,严重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1.3乡村人才严重不足 

一是乡村人才外流现象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2014至2024年间,乡村人口减少约1.6亿。大量乡村居民向城

市迁移,造成乡村人力资源规模锐减,极大限制了乡村人力资源

开发的活力与潜力。二是专业人才供给匮乏。乡村产业融合是

系统性工程,涵盖农业科技、信息技术、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

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然而,当前乡村专业人才的储备

和引进量远远不足,难以满足产业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人才保

障机制不全。一方面,乡村在吸引优秀人才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上

存在不足,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吸引人才扎根乡村；另一方

面,乡村的工作环境、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与城市相比存在

较大差距,难以吸引并留住人才,致使乡村人才短缺的问题长期

得不到有效缓解。 

2 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主体和协作机制 

2.1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主体 

2.1.1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在乡村产业融合利益联结中发挥着引导、支持和

监管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土

地政策等,引导乡村产业融合的方向,鼓励不同主体之间的合

作。政府会出台一系列三产融合政策,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政府

监管是保障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4]。 

2.1.2农业企业 

农业企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是促进产业协同

发展。农业企业通过投资建设农产品加工厂、农业观光园等项

目,将农业生产与加工、销售、旅游等产业环节紧密结合,促进

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二是带动农民增收和就业。在农业产业

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创新合作模式,借助合同约定、股份合

作等多元化利益联结方式,公司优先采购合作农户农产品,以高

于市场价的价格保障农户销售收益。三是推动科技与创新。通

过建立研发机构或与科研院校合作,开展农业技术研发和产品

创新。 

2.1.3农民 

农民通过出租土地获取租金,或参与农业生产获得劳务收

入。在乡村产业融合持续推进的进程中,诸多现实因素制约着农

民的参与和收益。一方面,土地碎片化的布局,以及农产品显著

的季节性特征,极大限制了农民的议价能力,使其在产业融合利

益链条中,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农民受限于自

身的合同意识、长远规划能力,以及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在

追求增加家庭收入、实现就地就业的过程中,往往成为弱势群体,

农民在乡村产业融合中的成果往往容易被其他参与主体分食,

因此,要促进利益分配公正,保障农民合法权益[5]。 

2.1.4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显著。它将分

散农户凝聚,整合土地、人力等资源,为产业融合筑牢基础。比

如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合作社组织农户统一供应原料,保障加工

企业稳定货源,延伸农业产业链。在乡村旅游方面,合作社带领

农户利用自家农舍、田园,开发农家乐、采摘园等项目,推动一、

三产业融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宛如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的

强劲引擎,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它以强大的凝聚力,将分散

的小农户紧密联结,有效整合土地、人力、物力等各类资源,彻

底打破传统单一的小农户生产模式局限。在实际运营中,通过

“大户带动小户”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大户的引领优势,带

动小户提升生产水平,进而增强小农户在市场中的整体竞争

力[6]。 

2.1.5其他机构 

主要包括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包括农业院校、农

业科研院所等,它们为乡村产业融合的参与者提供服务、咨询和

建立沟通桥梁的作用。科研机构通过研发新品种、新技术、新

工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金融机构为农民、合作

社、企业等提供资金支持,包括贷款、保险等金融服务。 

2.2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 

一是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合作社与农民之间

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农民在产业融合过

程中有稳定的收入。二是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针对农业生产过

程中可能面临的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病虫害等,政府、企

业、合作社和农民共同承担风险。企业和合作社可以通过与农

民签订风险分担协议,在灾害发生导致农产品减产或质量下降

时,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损失。三是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和参与

能力。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协会等组织形式,将分散

的农民组织起来,增强农民在利益分配和协调中的话语权。 

3 促进乡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 

3.1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巩固乡村产业融合的物质基础 

一是多维度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搭建“龙头企业引领+

农民合作社纽带+家庭农场支撑”的合作平台,建立紧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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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机制,推动各方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旅游休闲

等环节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构建集生产、

加工、销售、服务、旅游于一体的乡村产业发展新格局,推动农

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二是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积

极与农业科研院校进行合作,搭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大力

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以及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切实提升农业

资源利用效率。三是统筹财政补贴和项目支持。积极助力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扩张与实力提升,积极鼓励龙头企业运

用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形式,与农民构建起紧密且牢固的利益

联结机制,从而带动农民携手共同发展。 

3.2加强乡村服务设施建设,健全乡村产业融合的保障机制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互联网+”为依托,着力推进

交通、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完善乡村

物流体系,为乡村产业融合奠定基础。二是乡村政务、商务、教

育、医疗等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开展乡村电子商务、智慧农业、

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应用,提升乡村公共服务的信息化水平。

三是持续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加强乡村污水处理、垃圾

处理等设施建设。规划建设更多的乡村污水处理站和垃圾收集

点,完善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的运行管理机制,提高乡村生活污

水和垃圾的处理率,改善乡村的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 

3.3激活乡村人才培养机制,增强乡村产业融合的智力支撑 

一是培养本土人才。根据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际需求,

积极发掘本土专家和乡村治理能人,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开展

面向农民群体的短期技能培训与学历提升教育,全方位提升农

民的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二是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制定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

以高薪聘请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切实解决他

们的后顾之忧。三是积极构建产学研合作模式。与涉农高校、科

研机构展开深度合作。一方面,联合开发特色课程、开展实践教

学,培育适配乡村产业融合的专业人才,助力涉农高等教育升

级。另一方面,借调科研骨干,培育新型农业科研组织,加速农业

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新技术。以此充分挖掘人才潜能,营造优秀

人才领航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蓬勃态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强劲动力。 

4 结论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本文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困境进行剖析,

并提出需要在产业、设施与人才等多个方面持续创新和优化的

发展路径,旨在本文能对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起一定的参照

作用和借鉴作用。本文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未来,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以及实践的持续探索,有望进一步完善乡村产业融

合发展路径,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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