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DOI: https://doi.org/世界农业经济研究·第 05卷·第 01 期·2024 年 03 月 10.12349/rwae.v5i1.2101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Taking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China as an Example
Lumen 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enables farmers and herdsmen to gradual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primary 
products to the follow-up links such as processing, packaging and sales, so that more interests in the value chain remain in the hand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Although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f Chifeng city is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it also faces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roduction cost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s rising and the price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s is unstable, 
which leads to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creasing slowly.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dustrial chain 
and agricultural versat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feng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gration degree, 
integration mode, interest connec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and livestock product processing enterprises, 
etc.,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ing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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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能够让农牧民从初级产品的生产逐步参与
至加工、包装、销售等后续环节，使价值链中更多的利益留在农牧民手里。赤峰市作为内蒙古农牧业大市，其农村集体经
济虽不断发展，但也面临农牧业生产成本上升、农畜产品价格不稳定的局面，导致农牧民增收慢。论文基于产业融合、产
业链、农业多功能性等理论，通过农牧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程度、融合方式、利益联结、人力资源、农畜产品加工企业
数量等角度对赤峰市现状进行分析，对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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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之间、同产业不同部门相互渗透

交叉，联系到一起，最终形成新型经营模式、形态的发展过

程。农牧产业的融合是农牧产品生产部门、加工部门和销售

部门的融合。而融合必定是各产业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的状态。产业融合的优势在于对从事第一产业的农牧

业生产者而言，单一经营农牧业生产活动，销售农牧产品获

得的收益相对较低。如果对初级农牧产品、原料进行进一步

加工，甚至自己直销给消费者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

在农牧民参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过程中，可以提升经营

收入。

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

产者，更好地满足从事二、三产业的组织、消费者对农牧产

品的要求。产业融合发展中参与到生产、加工、消费的每人

都能获益。生产者能够种养得好，初级产品的销路有保障；

加工环节也能稳定地获取所需的初级农牧产品；消费者对相

关食品消费需求也得到了更好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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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赤峰市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现状

2022 年赤峰市地区生产总值 2148.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50.4 亿元，增长 4%。2022 年赤

峰市嘎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5.72 亿，2060 个嘎查村年经营

性收入均达到 10 万元以上。

2.1 农牧产业向后融合
农牧业向后融合包括农业向工业延伸、农牧业向服务

业渗透的产业融合。

农业向工业渗透融合，主要是依托农产品初级加工、

深加工向产业链末端延伸，从农牧生产延伸到工业生产环

节。近年来赤峰市加快培育家庭农牧场、种养大户、农牧民

合作社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新型职业农牧民等一系

列措施，推出赤峰小米、昭乌达肉羊、赤峰荞面、喀喇沁苹

果梨等具有赤峰地区特色的农畜产品。

乡村旅游以发掘农牧业自然资源、人文价值为基础，

重新组合传统的农牧业生产经营的价值链链条，价值链从农

业部门延长到旅游等服务部门。截至 2021 年年底，赤峰市

被评定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共 75 个，其中国家级

3 个、自治区级 14 个、市级 57 个。旅游收入方面 2020 年

为 201.15 亿元、2021 年 214.7 亿元，其中乡村旅游收入分

别为 26.93 亿元和 48.3 亿元，分别占全市旅游收入的 13%

与 22.5%，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2.2 工业的向前融合
工业部门延伸到农业部门，如生物及材料技术、数字

信息技术等诸多高新技术在传统农牧业生产经营中的应用

及推广，从而改变其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赤峰市优化设施

农业结构，强化设施装备，提高环境调控性能，推进生产管

理轻简化、自动化。2019 年赤峰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572

万千瓦，拖拉机 14.1 万台，农作物机耕和机播综合作业水

平分别达到 56% 和 77.5%，全市设施农业综合占地面积达

到 159.7 万亩，占全区设施农业总面积一半左右。

农牧业生产综合能力的快速提升，为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农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稳步发 

展。2022 年底全市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

实现销售收入达到 380 亿元，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75%。

2.3 产业融合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增收
以赤峰市红山区 S 村为例，主要是在种植业基础上向

第三产业延伸，依托该地区接近市区的地理优势，从 2015

年左右开始建立旅游景点，带动劳动雇佣，提高了农民收入。

通过建立合作社、土地流转等方式，经营大棚种植，总面积

2300 余亩，雇佣的基本是当地劳动力，不仅让农民规避了

一定的经营风险，还对带动农民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

近几年利用位置和地貌等特色，建设乡村文化旅游地带，综

合推进景观花海、汽车营地、烧烤露营、民宿餐饮等项目，

构建文化旅游综合体发展模式，吸引市区游客度假休闲，带

动周边农家乐、民宿、采摘等产业快速发展，实现集体经济

增收。

根据笔者调查，具体增收包括：①景观花海的经营者 3

人，每户均增收 20000 余元，新增雇佣 14 人，其中包括 8

名服务人员人均增收 9000 元（3000 元 ×3 个月）、种植人

员人均增收 21600 元（3600 元 ×6 个月）。②经营露营地

的户均增收 2 万 ~4 万余元不等，新增雇佣 8 人，被雇佣的

村民人均增收 21600 元（3600 元 ×6 个月）。③该村还有

多个村民经营民宿及农家乐等特色住宿餐饮服务，每家都雇

佣 4~5 个服务人员，因为不是全年雇佣，平均薪水 200 元 / 天，

民宿餐饮不仅增加了经营者的家庭收入，还解决了部分闲置

劳动力的就业与增收问题。

3 赤峰市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
问题

3.1 农牧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不高
赤峰市农牧业产业融合发展已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整

体而言还存在融合程度不够紧密、产业链条不长的问题。农

牧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农牧民对产业融合失败的风险看得

比较重，同时受到农牧业资源、财力、人力等诸多限制因素

的影响，农业产业链短，生产的效率及产品附加值低等。大

部分地区以个体农牧户从事简单农牧业生产，提供初级农牧

产品的水平，没有参与后续加工、销售过程，与二、三产业

的关联度低，导致农牧民得不到农牧产品加工、运输、销售

过程中增值收益。

3.2 产业融合发展方式单一、缺乏创新
赤峰市各旗县在农牧产品打造、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等

方面存在差异性小、不具地区特色的情况。长期而言，这类

问题容易导致农牧产品、地区旅游资源的竞争力不足。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产业融合涉及到农业、

工业、服务业等不同部门之间的跨越，需要经营者从技术、

组织、管理等不同角度不断创新融合模式。目前赤峰市除家

庭经营以外的部分农牧业经营主体的管理不够严密，组织结

构简单、经营能力不强等现象，比如在农牧产品、经营模式

等方面的创新能力比较弱，还不能较好地适应区内外不断变

化的市场需求。长期而言会影响整个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和

赤峰农牧业竞争力。

3.3 利益联结不足、带动农牧户增收有待提高
产业融合是为了推进农牧产业发展，带动农牧区经济

发展。其根本在于农牧民的收入，通过分享到部分加工销售

环节带来的附加价值，农牧民的收入才会有望得到进一步的

提高，因此利益联结问题是最重要的部分。赤峰市的农牧民

参与产业融合过程中存在被动，没有筹码与企业、合作社

等加盟组织去谈价格的情况。影响了农牧民参与产业融合、

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影响了地区产业融合的进一步

发展。

像上述 S 村而言，景观带、露营地、农家乐等能带动

农牧户增收的范围比较小，只有少数。合作社参与程度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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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虽然经营者有意愿把所有农牧户都参与进来，进行统

一经营，目前还有 60% 农牧户未加入合作社。

3.4 人力资源短缺
作为农牧区乡村集体经济壮大发展的主力，人力资本

的短缺也是影响产业融合发展的因素之一。人力资本包括了

知识技能、文化和技术水平、健康状况等，关于人力资本，

笔者调查中发现农牧区人口年龄结构中，45 岁以下的青壮

年人口相对较少，其原因是进城求学、打工定居，导致常驻

人口不断减少，未来农村牧区的老龄化问题会日益加重 [1]。

人口的向外流动的结果导致农村牧区面临劳动力不足，另一

方面农牧业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人才来推

动，现状下必然会影响产业融合发展。而留在农牧区的 45

岁以上农牧户文化水平、专业技术不能够满足农牧业的进一

步融合发展的需求。

3.5 农牧业产品加工、流通企业数量少，乏力组织力
目前，不管是哪个产业，龙头企业已成产业融合的主导

力量和具体实施者。农牧业龙头企业的不断出现和规模的扩

大，属于农牧业相关资本得到融合到了产业融合的发展过程。

第七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结果中赤峰有 1 家

企业（林西县恒丰粮油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在第八批自治

区农牧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名单中仅有 18 家企业，而

相比巴彦淖尔市有 31 家企业，作为农牧业大市的赤峰而言，

这个数量可以更多。再有涉及农牧业的加工、流通企业分布

比较广，还未形成具有地区优势的农牧业产业集群。

4 赤峰市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4.1 发挥市场与政府经济职能
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

由于农牧民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政府需要

通过采取相关宏观调控及政策，营造有利于鼓励农牧业创新、

创业的环境，为农牧业产业融合进一步发展做好政策制度上

保障。比如从做好产业规划及引导，完善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提升农牧区教育水平等方面。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

推进农牧业融合过程中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例如主导产业的

选择、融合模式的选择、利益关系的制定等，都应该由各个

市场主体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市场消费需求等自主决定。

4.2 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
农牧业产业融合发展潜力来自经营主体的综合水平，

包括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管理能力等。因 80 年代开始实

施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时间较长，目前农牧业生产大部分

以家庭为单位来经营，特点是经营规模小、相对分散，间接

影响了产业融合的形成。赤峰市涉农龙头企业及合作社等覆

盖还不够广泛。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要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转变经营模式。首先可以鼓励种养规模较大的经营主体

的规模扩大，最终使此类主体把产业至农牧产品的精深加

工、农牧生活体验等乡村旅游产业，为农牧业产业融合主体

发展壮大打好基础。其次支持、引导龙头企业、农牧民合作

社、农协等主体，鼓励企业建立农牧业加工点，发展相应物

流，打造赤峰特色品牌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支持 [2]。

4.3 做好二三产业的企业、合作社和农牧民的利益

联结
涉农企业在产业融合发展中要做到向参与的农牧户提

供服务，还需分享企业经营的相关利益。而作为签订合同的

农牧户按照规定的要求生产、提供企业所需的农牧业初级产

品。龙头企业和参与农牧户联合经营，龙头企业通过保护价

格和利润返还来给参与的农牧户以补偿，让加盟农牧户能得

到部分加工、销售环节带来的附加价值的利润。

部分地区的合作社存在只为政策优惠、补助金才成立

挂牌，也有家族式、少数几人掌握话语权，没有做到一人一

票等现象。合作社要以全体参与农牧民为基础，在制定内部

政策及决策时应遵循民主原则，让农牧民积极参与，而不是

少数人决策，保障所有社员都有平等投票权。

4.4 加强人才培训、推进农牧业技术创新
农民牧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产业融合发展都离不

开人力资源。而企业带头、合作社带领都需要有管理经验丰

富、创新意识强、懂农牧业的人才。赤峰市农牧业部门应加

大对管理、技术、创新等多角度对相关人员开展培训和技术

指导力度，从人才方面推动新型农牧业经营组织的发展。各

级农牧业部门落实好上述过的《赤峰市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

业创新促进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

另一方面鼓励农牧业相关科技创新，让农牧业经营保持长久

的活力 [3]。

创新方面，当前农牧区劳动力、人才都相对缺乏的情

况下，科技创新能减少劳动力需求，提高农牧业的生产效率，

转变生产方式，提升农牧业综合效益。追加在农牧产品的

创新投入资金，支持科研机构及高校与农牧业企业的合作，

打造具有赤峰地方特色的新产品，以此为基础推进工业化、

信息化的农牧业，发挥科学技术在农牧业产业化中的推动作

用。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农牧业经营主体生产加工

高质量、高品质的农畜产品。

4.5 加大涉农企业培育和引进力度
赤峰市作为自治区农牧业大市，农牧业加工、销售龙

头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各级相关部门要立足各旗县的自身优

势特色，优化招商引资政策、环境，加大农牧业龙头企业招

商引资力度，增加龙头企业数量，进一步带动全体农牧户的

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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