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Agriculture Economics

POVERTY REDUCTION /扶贫POVERTY
REDUCTION
扶贫

92 Agriculture Economics



POVERTY REDUCTION /扶贫POVERTY
REDUCTION

农业企业产业
扶贫的探索创新

［√］农业企业利用 “中间人”将贫困户纳入整个价值链体

系，提供一系列的创新服务，探索出了新的产业扶贫模式。

文｜李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以山西临县伟嘉
公司为例

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显示，

2013—2016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

增长率达到10.7%。产业扶贫作为

脱贫攻坚的根本手段，在助力农民

增收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

实践证明，农业产业扶贫具有

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特色产业竞争

力强、带动效应持续性强的优势。农业企业通过判别农村贫困人口的实

际情况，结合贫困户享受的政策优惠，利用“中间人”将贫困户纳入整个

价值链体系，并提供一系列的创新服务，探索出新的做法，现已取得了良

好效果。

组织联结或构建
小规模、分散经营是我国农村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特

征，单个家庭的经营活动难以达到标准化、规模化、组织化经营的效果。

与普通农户相比，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家庭人力资本、资金等方面的劣势更

为明显。一方面，传统的“企业+农户”模式以签订农产品收购合同或订

单的方式与农户建立农产品购销关系，虽然在保证农产品的销售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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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很大作用，有效带动了农业生产，但是在带动

贫困户增收方面效果不明显，且企业承担很大的市

场风险，可持续性不强。

另一方面，由于贫困户认知能力有限、资金及

社会资源较少、规避风险能力差，联合起来共同发

展的意识不足，即使有自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的意

识和行动，这种由贫困户自发的合作经营组织因技

术、市场等劣势也难以取得较好的发展。因此，要

发挥农业企业在扶贫方面的优势，企业需要更新“企

业+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合作社等集体组织作

为“中间人”，整合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以

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

联结或构建一个或多个集体组织是农业企业实

现产业扶贫最优效果的先诀条件。一方面，基于优

惠政策，联结现有的集体组织，可以是村级合作社、

镇级或县级联合社等。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组织农

户成立合作社，基于企业现有的业务，结合农村可

开发利用的资源设计项目，通过资金投入、生产资

料供应、技术指导、利益共享等方式参与扶贫，实

现“嵌入”。

“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户”模式案例分析
北京大伟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伟嘉股份）于2016 年发起产业扶贫项目，在全国

扶持 20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 8000户养猪户参与生猪

养殖。以山西临县的扶贫项目为例，注册成立临县

伟嘉农牧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县伟嘉公

司，是养殖管理服务公司），通过与县政府合作，在

村集体的组织下成立养猪专业合作社，依托合作社

开展扶贫项目，公司支持贫困户自建养殖场，实现“七

统一”，即统一猪场设计、统一饲养管理、统一猪苗、

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技术服务、统一进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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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回收。

由于农户缺少抵押物使合作社难以获得融资，

而选择规避风险的特征使贫困户难以将自有资金积

聚起来共同使用，此时，农业企业的加入可以有效

解决合作社初始发展

的资金问题，增强贫

困户发展的自信心和

对集体组织的信任。

第一，企业投资

成立合作社，投入的

资金成为合作社的股

金，解决集体组织初

始发展的资金难题。

第二，在企业的

助力下，合作社等集

体组织能够有能力将

企业资金、财政扶贫

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

整合起来， 最大限

度发挥各类资金的使

用价值。在贫困地区

诸多的产业扶贫实践

中，都将这部分资金

及贫困户的土地资源

等以股金的方式量化

至贫困户，通过资产

收益扶贫模式增加贫

困户财产性收入。

第三，企业与合作社合作或直接介入，除业务

往来关系外，还存在其他的利益联结，企业参与合

作社的监督和管理，可以减轻因合作社机制不健全

等而引起的职责模糊、偏离扶贫初衷等问题的发生。

临县伟嘉公司通过三种方式参与扶贫：一是建

设扩繁场。项目一期工程在城庄镇程家塔村建设占

地 200亩的扩繁场1个，在扩繁场固定资产建设方

面，由临县县政府组织贫困户贷款筹资2450万元占

股49%，大伟嘉股份投资2550万元占股 51%。公司

投入全部生物性资产和流动资产并负责运营。二是

建设养殖园区。三是放养模式，支持合作社、养殖

大户或贫困户自建养殖场。公司与养殖园区、家庭

农场签订租赁和代养合同，期限15 年，临县伟嘉公

司支付租赁费用和保底收益。

其中，最广泛且扶贫效果最佳的是依托合作社

建立的养殖场。如三交镇李家塔村的淼筱养殖专业

合作社吸纳 5个贫困人口就业，以带资入社的方式

吸纳贫困户6人，第一栏生猪已有 1000 头，第二

栏计划1100 头。按照年出栏 2000 头测算，每头收

益150元，年纯收入可达 20万元，贫困户劳务收入

81000 元，小额信贷年分红 28800 元，能人大户按

股分红 71000 元。除此之外，合作社按照公司要求

在猪舍安装网络摄像机和“猪易管”软件，便于公

司实现远程诊断、观察等服务，便于公司收集数据，

进行数据化管理；且合作社必须遵守公司的各项规

章制度。

（一）经营指导
除认知能力不强外，贫困户还具有技术、管理

上能力不强的特点，仅凭农户长久积累的农业生产

经验难以实现农

业大幅度增收。

因此，农业企业

通过“企业+ 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

带动贫困户脱贫，

要发挥农业企

业在扶贫方面

的优势，企业

需要更新“企

业+农户”的

发展模式，通

过合作社等集

体组织作为“中

间人”，整合农

村的劳动力、

土地等资源，

以实现精准扶

贫的目标。

在建的后李家沟村养殖基地

三交镇李家塔村放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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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以“企业

+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与合作社、

贫困户形成利益

共同体，合理的

收益分配是实现

有效扶贫的重要

条件，也是实现

农业企业产业扶

贫可持续性的重

要保障。

承担着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的

责任，需要为贫困户的生产经营提

供技术、管理上的指导。农业企业

对贫困户的农业经营指导有两种途

径：一是直接或间接指导。企业直

接进行培训服务或通过合作社、村

集体等开展培训、技术指导。二是

与政府合作。农业企业在当地政策

的支持下，发展产业以助力脱贫攻

坚，具体的技术指导可以由政府相

关部门承担。大伟嘉股份通过“嘉

农在线”平台免费为养猪户、贫困

户提供创业技能培训、生猪养殖技

术培训，同时开展生猪健康检测、

生猪养殖信息、生猪产业电子商务

服务等，进行信息扶贫。

缺乏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也是合作社等集体组织面临的困境

之一。农业企业除参与对贫困户的

经营指导外，还可以为合作社的经

营提供指导，将贫困户的资源，企

业的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合作社有效

地融合起来，助力合作社发展，进而带动社员增收，

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收益分配
农业企业以“企业+ 合作社 +贫困户”的模式

与合作社、贫困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合理的收益分

配是实现有效扶贫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农业企

业产业扶贫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贫困户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除了获得直接生产带动收益和工资性收益

外，还享受农业企业提供的两方面的收益保障：一

是为贫困户提供资源收益。农业企业通过流转贫

困户的土地建设生产基地，为贫困户提供土地流转

收益。临县伟嘉公司支持成立的临泉镇后李家沟村

万头生猪养殖基地，由临县疙梁种养专业合作社承

建，征地涉及5户贫困户，签订20 年合同，质量好

的耕地给予1500 元 /（亩•年）的补贴，山地补贴

1000 元 /（亩•年）。二是为贫困

户提供资金收益。对财政扶贫资

金、扶贫小额信贷等量化为贫困

户的股金，按照一定的资产收益

比例分红至贫困户。在淼筱养殖

专业合作社，省级扶持村集体经

济发展补助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

都量化至贫困户成为股金，按照8%

的收益比例分红至贫困户。

农业企业针对贫困地区的资

源优势，结合自身优势，以联结

或构建集体组织为基础，对贫困

地区产业进行投资，在政府主导

下，为贫困户提供系列创新服务，

包括农业生产前的组织规划、农

业生产中的技术指导、生产后的

产品销售、收益分配、资源共享

等，将贫困户纳入整个产业链，以

“企业+ 合作社 + 贫困户”为主

要模式整合资源并高效利用，实

现了农业企业和农村居民的共同

发展，走出了一条农业企业扶贫的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