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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到产业扶贫中
作为社会组织中极其重要的一类主体，企业尝试从市场的角度来改善贫困问题，在提高贫困户收

入、改善其生活水平的同时，企业自身也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文｜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 宁静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政府承担着反

贫困的主要任务，通过集中资金、人力和物

力等去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和减少贫困

人口数量。但是实践表明，政府作为单一扶

贫主体存在诸多问题，并不能完全消灭贫困，

特别是在创收增收方面效率较低。为此政府

转变了扶贫开发的理念，引导鼓励社会组织

共同参与扶贫事业，形成大扶贫的格局。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就强调要打

赢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攻坚战，应动员

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攻坚。

在各类社会组织中，企业是一个极其重

要的主体，特别是在产业扶贫中，缺乏企业

参与的扶贫产业难以有效地应对市场，因而

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以失败居多。在精准扶

贫阶段，“五个一批”中发展产业带动一批

更是强调了企业等市场经济主体对贫困人口

的辐射带动作用。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关于产业扶贫的政策文件，主旨均在于引导

和鼓励广大企业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

公益扶贫等形式精准帮扶贫困村和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帮扶形式上也更加多元化，如动

员和支持中央企业设立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

金、开展“百县万村”等企业和贫困村一对

一帮扶的行动。这些措施对于贫困地区的产

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使相当数

量的贫困人口收入得以显著提升。

回顾企业在产业扶贫中所发挥的作用，

已有的一些利益联结机制将企业和贫困户通

过商业运作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成

了理解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关键。同样，企

业参与产业扶贫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企业

和贫困户之间的关系，两者良性发展才能相

辅相成，那就是企业从市场的角度来尝试贫

困问题，将贫困户视为潜在资源拥有者和企

业的合作伙伴，在提高贫困户收入、改善其

生活水平和帮助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同

时，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企业将贫困户视为资源提供者
与以往贫困户是救助对象的观念不同，

企业将贫困户视为资源提供者，把他们纳入

价值链中，提高贫困户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

平。作为资源提供者，贫困户往往可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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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价值链的大部分环节，包括原材料供应、

制造、流通与销售等，而不再是简单的被动

等待慈善捐赠或救助。如甘肃天耀草业科技

有限公司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贫困户”的

利益联结产业增收模式，发展肉牛养殖。公

司与当地农户的主要合作方式，一是收购农

户苜蓿作为草料生产原料；二是收购农户自

养肉牛进行育肥 ；三是与农户签订了玉米收

购合同，实现了订单生产。甘肃天耀草业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总资产 1.6 亿元。公司是一家集饲草

种植、研发、加工、销售，畜牧养殖，有机

肥研发、加工、销售，蚯蚓养殖、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省

级扶贫龙头企业，也是甘肃省唯一一家“草 -

畜 - 肥”一体化生产的厂家。公司拥有 60 亩

肉牛肥场一座，3000头基础母牛繁育场一座，

草料生产线三条、2万吨有机肥生产线一条、

30 亩蚯蚓养殖区一个。在参与产业扶贫中，

公司流转了周边 48 个村镇的土地建设牧草种

植基地 4120 亩，与 2450 户农户签订了玉米

种植收购协议，带动种植户增收 3000 元。

公司采用“投母还犊”方式与贫困户结成帮

扶对子，发放一头母牛和 3250 元现金给贫困

户，并由公司提供统一饲料配方、统一技术

培训、统一疾病防治、统一回收销售和统一

信息服务等，合作社作为中间人，承担公司

与农户沟通、组织农户、协调防疫和收购时

间等工作。公司与贫困户签订合作经营协议，

当贫困户投放的基础母牛产出牛犊时，公司

以高于同期市场价两个百分点进行回收，帮

助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企业通过“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合

作形式，整合在贫困户中的散落资源，为贫

困户提供技术支持和拓宽销售渠道等服务。

同时，将贫困户作为资源的提供者，通过签

订契约或者订单等方式来为企业提供高品质

原材料，形成稳定的供货基地。依托合作社

实现贫困户与企业的联动，使二者合作实现

稳定与互赢。贫困户作为资源的提供者，可

以尽可能按照企业要求发展生产，降低企业

的交易成本。

企业通过“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合作形式，整合在贫困户
中的散落资源，为贫困户提供技术支持和拓宽销售渠道等服务。

“三变”改革以
来，周家寨村贫
困人口从 2 014
年的18 0户810
人 减 少 到 现 在
的43户130人，
共计减贫137户
680人已从贫困
村出列。



92 Agriculture Economics

POVERTY  REDUCTION /扶贫

企业将贫困户视为合作伙伴
企业将贫困户视为合作伙伴，贫困户通

过与企业合作，建立一种稳定的信任与依赖

关系，并共同承担责任和分享利润，实现了

企业与贫困户的共赢。如贵州省六盘水市开

展的农村“三变”改革即是时将贫困户视为

企业合作伙伴的一个典型。贵州省六盘水钟

山区大河镇周家寨村积极探索“三变 + 合作

社 + 基地 + 扶贫”模式，引导村里致富能手

共同组建了民润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过产业化、市场化的扶贫利益联结机制，

盘活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帮助贫困户增收

致富。“三变”改革的主要做法是土地经营权

入股分红，以技术管理入股挣薪金，以村集

体资产入股获股金。通过土地经营、技术和

村集体资产等方式入股合作社，成为合作社

的合作伙伴。具体说来，土地经营权入股分

红：周家寨村 147 户农民以 2810 亩土地 20

年的经营权入股民润合作社种植葡萄和林下

套种蔬菜、养殖土鸡等，合作社对入股农户

采取“保底分红”+“收益分红”的方式进行

收益分配。在无效益产生甚至亏损的年份，

农户每年可获 600 元 / 亩的保底分红；合作

社盈利后，可按入股土地面积获 30% 的实物

分红或现金分红。以技术管理入股挣薪金：

6 名蔬菜种植技术员用技术、5 名管理人员用

管理才能入股合作社，根据成员大会议定，

占合作社 0.08% 股份，在无效益产生年份，

保底分红 4.8 万余元，产生收益后，追加高

山冷凉蔬菜收益分红 1%，分红约为 2 万元，

每个技术或管理人员年底可分红 6.8 万元左

右。以村集体资产入股获股金：周家寨村将

管理粗放、收入不高的 200 亩茶叶林入股合

作社，占股 3%，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实

现“产、加、销”一体化发展，村集体每年

可获保底分红 5 万元，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目前，“三变”改革以来，周家寨村

贫困人口从 2014 年的 180 户 810 人减少到现

在的 43 户 130 人，共计减贫 137 户 680 人已

从贫困村出列。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如今通过“三变”改革成为了股民，成为了

企业的合作伙伴，过上了入股数钱的好日子。

六盘水“三变”改革中合作社扮演类似“企

业”的角色，总体而言，企业将贫困户闲散

的、低效的资源（耕地、林地和荒山坡地等）

进行整合，提升了资源的价值。贫困户将这

些资源入股到企业，这些资源转变为贫困户

与企业合作中的物质资本，进而企业和贫困

户建立资金、股权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与只

为企业提供原材料的合作不同，贫困户通过

资源入股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每年能从中

获得红利或租金，拓宽了贫困户的增收渠道。

同时，在与贫困户合作的过程中，企业与贫

困户建立起了互惠互信的关系，降低了企业

的交易成本。企业将其技术、人才和资金等

优势与贫困户的土地、劳动力等优势结合起

企业将贫困户视为合作伙伴，贫困户通过与企业合作，
建立一种稳定的信任与依赖关系，并共同承担责任

和分享利润，实现了企业与贫困户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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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形成了较强的合力，并共同承担责任和

分享利润，最终实现了产业发展、企业盈利

和贫困户脱贫。

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对策
企业不管是把贫困户作为资源提供者还

是合作伙伴，都需要承担额外的责任，如选

择有优势的特色产业、构建强大适应能力的

商业运作体系，开发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推动

其自我发展，这些工作有利于扶贫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首先，要瞄准优势产业。企业应在对市

场需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自然

资源、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等优势，寻找适

合当地发展的优势产业，从而汇聚各类资源

和集中各种生产要素，把握产业的比较优势，

构成产业脱贫的基础。

其次，建立商业生态系统。单个企业进

行建设不仅成本巨大，还很难保证建设的效

果和效率。在贫困地区，大部分取得成功的

企业都在当地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生

态系统。因此，企业应联系贫困地区内的各

活动主体，包括贫困群体、当地其他企业、

政府相关部门与非政府组织（NGO）等，共同

构建起一个多部门的商业生态系统。

再次，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贫困

地区有大量的劳动力，但大部分贫困群体文

化素质低且缺乏技术，企业可以对其进行适

当的培训以提高其技能，累积人力资本。贫

困群体中存在着大量的年轻人都渴望得到继

续教育的机会，但由于经济压力只能保持现

状。因而，企业可以通过实施人力资源开发

的项目，如为年轻人提供企业实习的机会或

开展技能培训活动等，为企业培养人才。在

不断提升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同时，找到与

该群体共同发展的双赢模式。

贵州省六盘水
钟山区大河镇
周家寨村的农
业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