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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起

新时代以来，随着脱贫攻坚
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两大国家战略的落地与顺利推进，广大农村地区正在围绕“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进行各种富有成效
的农村改革探索。在政策“东风”的
照拂下，产业资本
以及很多非农企业认识到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将迎来高速发展，纷纷进入农村特色产
业领域，展开了新一轮的资本“跑马圈地”运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
机遇。作为顶层设计者的政府部门如何规范外部产业资本的经营行为，以制度规制
来避免作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农民利益受到侵害；同时，作为农村基层管理部门如何
有效动员农户，以组织化生产、系统化管理打造区域类特色产业，以此来实现与外
部商业资本的有效“对话”，将成为未来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议题。

为农村特色产业实现适度规模化生产与差异化发展寻找到合适的外部产业资本，实
现外部商业资本与当地农业经营主体就特色产业发展的激励相容，中国农村的特色
产业发展将迎来腾飞，否则不仅小农户生产将在资本的洪流中倾覆，特色产业投资
也会影响当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面临的主要困境

回顾2020年与2021年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不难发现党和国家鼓励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鼓励金融资本与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乡村产业建设。众多商业资本与非农企业意识到农业项目的经济价值，
试图通过参与新农村建设来获取丰厚的超额利润，参与新农村建设成为众多外部企
业提升利润增长点的突破口。如放任产业资本进入特色农业领域并不加以限制的话
，小农户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

（一）小农生存空间被产业资本压缩

产业资本投身农村特色产业，通常会选择高度市场化、具有较高产品附加值的种植
养殖项目或者乡村旅游项目，资本密集投入带来的新型种植技术、机械化生产模式
及商业化运作模式，使得普通小农户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如笔者调研中发现
重庆市江津区凉河村农户对外来资本发展乡村旅游颇有怨言。2010年，凉河村引入
了外来企业开发乡村旅游产业，共流转村内土地700余亩，通过挖塘、造园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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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了颇具规模的“农家乐”旅游项目。但是从2015年以后，该企业经营不善，
企业老板“跑路”。该企业破产后，一方面企业以土地向银行进行抵押担保，造成
村集体无法将撂荒土地收回耕种；另一方面，企业兴建旅游项目改变了土地的地貌
特征（如挖塘、填土堆山），农户即使收回土地谋求继续耕作的难度非常大，严重
阻碍了当地的农业恢复。

（二）小农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未有效提升

基于收益最大化考虑，产业资本投资特色农业项目通常不会考虑见效慢、无法快速
获得收益增长的“慢热型”农业投资项目。产业资本选定项目后，外来企业与村集
体采用契约方式实现土地流转/长期租赁，企业从事独立生产与经营，其经营过程与
生产决策和小农户、村集体关联度较小。加上资本推动的特色农业项目采用资本密
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来代替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作方式，普通小农户的参与仅
局限于从事某个生产环节的短期“雇工”，很难通过“干中学”获得自身经营能力
的提升。

（三）资本进入增加了农户经营风险

通常认为外来投资农业的企业资本雄厚，抗御风险能力比小农户强，但实际情况是
这些外来企业投资
多为“快进快出”，追求短期见效；同时出于融资目的，企业会考虑将土地经营权
进行质押。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风险，流转土地原有权属界限的模糊、融资机构对质
押土地及土地附着物处理方式的复杂性也将提高农户的潜在经营风险。另一方面，
外来企业规模大，市场议价能力强，一旦同一地区小农户生产与大企业相同或相近
的特色农产品，其市场价格将被大企业掌控。大企业通过压价、控制生资产品等手
段干扰小农户的正常生产，小农户要么接受盘剥，要么转让土地经营权退出现有生
产，农户的显性经营风险将被放大。

三、可行的解决方案

尽管外来资本投资特色农业项目存在诸多弊端，但通过制度规制和组织创新是可以
将风险有效消弭的。笔者认为通过制度设计诱导外来企业与当地农户就当地农业发
展形成激励相容，以及发展促进外来资本向社区综合性合作社投资将成为两个有效
的解决方案。

（一）积极引导产业资本投资生产配套服务

农业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农产品供应链前端的做大做强，更在于促进整个供应链上下
游协同与互动。产业资本投资特色农业通过为当地农业社区提供相应的生产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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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培训项目及农业基础设施
供给，促进当地特色农业的配套生产与服务更系统化与科学化，打造农产品供应链
的多元经营主体区域协同发展。如笔者对山东莱西鹏远康华天然色素有限公司调研
后发现，该公司主要通过向当地农户提供技术服务和专业化育苗技术，将农户从单
一的小规模原料（紫甘蓝
）供应商，培育成为优质紫甘蓝种苗的育苗基地，既保证了企业优质种苗的技术统
一，又提高了当地农户的种植收益，使得企业与当地农户的关系更为融洽。又如山
东希森农业在山东乐陵梁锥村发展鲁西黄牛
养殖基地项目时，为当地农户提供宅基地改造、农田设施升级等准公共产品投资，
企业为当地农业社区提供有针对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拉近了农户与企业之间的距
离，促进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企业的利益融合。

（二）积极引导产业资本向社区合作社进行定向投资

笔者认为鼓励产业资本向社区合作社进行定向投资，将社区合作社作为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主体。专业合作仅针对农产品供应链一个或多个环节展开，无法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集体行动统一。但以社区合作社来组织农户生产，促进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
具备普通专业合作社不具备的优势：首先，社区合作社有助于强化党对农村基层工
作的领导，夯实了合作社的组织基础；其次，社区合作社便于合作社与上级政府部
门的沟通，能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最后，通过社区合作社来开展特色农业项目，
能促进合作社与外来企业的合作更平等，农户的利益更有保障。如山东省沂源县柳
兴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就是鲜活的例证。2018年柳兴村“两委”依托“乡村连片
治理”项目，引入外部资本投资640余万元，以“留住乡愁”为切入点，大量保存
并修复古桥、石磨、石碾
、烤烟房、永久窖等乡村记忆点，通过分包、改造、房产入股等方式进行盘活闲置
资产，通过股权投资与合作分成等形式对村内农家乐经营户实施外貌和庭院改造并
实现统一“酒店式”管理。通过外来企业与村合作社共同投资开发，农户参与经营
分红的经营模式，培育了“田园柳舍、小桥流水”的农家乐特色风情，外来旅游公
司项目投资取得了成功，村民也因为特色旅游项目与配套服务项目实现收益稳步提
升，社区合作社也成为省级示范社。

四、简短结论

产业资本投资特色农业既是农业创新发展“双刃剑”，也是“助推剂”。外来产业
资本投资特色农业需要在投资对象和投资品种上加以合理规制与引导，避免特色农
业的产业化、市场化与农民利益诉求出现背离。具体措施有两点：一是政府部门通
过制度设计激励产业资本为当地农村提供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小农户与产业资本围
绕特色农业发展形成利益融合，提升农户的经营能力与产业竞争力；二是引导产业
资本以社区合作社为投资对象，进行特色农业项目开发，保障了农户在与外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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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农业项目的合作博弈
中的利益诉求。总之，将产业资本的技术、市场等优势用好用活，充分发挥农村基
层社区合作社的能动性，我国农村的特色农业产业将大有作为。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视阈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机
制及政策研究”（编号：18BJY142）资助〕

来源：《中国农民合作社》202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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