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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产业融合有利于促进传统产业创新、拓宽产业发展空间、产生新的产业形态、推进产业结

构优化。然而农村产业融合，也面临资金缺口、土地利用、剩余劳动力转化、农产品品质提升等发展瓶

颈。吉林省现代农业先导区———吉林市孤店子镇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坚持多方受益的

价值取向，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通过“村企共建”、整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推进农村经济

循环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等措施，有效促进了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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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推进农

业与旅 游 休 闲、教 育 文 化、健 康 养 生 等 深 度 融

合。”［1］可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

进农业与旅游产业联动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农

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其中，旅游产业作为

第三产业在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剩余劳动力安置、
农产品消费、乡村文化挖掘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产

业优势，［2］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和增长动力。本文以吉林省现代农业先导区———
吉林市孤店子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案例，总

结其发展模式和路径，以对其他地区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势

随着产业发展实践的逐渐深入，一二三产业

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各产业间也必将出现不断

融合的趋势。［3］这既是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产

业发展方式的创新。综合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具有以下优势:

( 一)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传统产

业创新

农村的传统产业是农业，由种植业和养殖业

两大业态构成。在现代经济运转模式下，传统农

业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支持，同时不断创

新自身的发展形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是简

单的产业叠加，而是需要贯穿于产品生产、消费的

全过程。第二产业可为农业提供大型机械设备、
反季节生产的工业条件、产品精细化包装、农产品

远距离保鲜运输设备等。通过第二产业的深加

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第三产业可为农业提

供充分的市场供求信息、精准的品牌定位，改善农

产品的核心技术，进一步挖掘农产品的文化价值、
对地域性农产品的深度推介等。通过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发展，可在种植、加工、包装、运输、宣传、销
售、服务等环节对传统农业进行产业创新，进而形

成新的产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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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拓宽产业发

展空间

产业发展的两个目标: 一是效率提高，二是质

量提升。效率与质量是产业发展空间的两个重要

表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村产业发展空

间的重要手段。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离不开农业

种植技术的改良和农业机械设备的使用，同时新

的储存加工技术和成熟的运输条件可明显提高农

业产品的质量。［4］按现代产业的划分标准，前者

技术的改良属于第三产业，加工与运输方式属于

第二产业。因此，只有在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

背景下，才有可能不断拓宽农业的发展空间。
( 三)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产生新的产

业形态

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界限相对清晰，但在产业

融合的背景下，产业间的界限已逐渐模糊，并逐渐

被行业界限所取代。如，农业与工业融合，产生了

粮食深加工行业; 又如，应用现代大工业思维，产

生了依托农业机械的大型农场。工业化生产技术

也可对农产品进行精细的品牌化包装，一方面能

延长农产品的保质期，另一方面又能增加农产品

的商业品位，围绕农业不断衍生出新型产业形态。
如，近年来旅游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产生了耕

种体验游、农业观光游、农业采摘游、农家乐休闲

游等新的产业形态。
( 四)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推进产业结

构优化

生产要素一般包括人力、资金、土地、技术等，

这些要素在区域内的分配往往决定该区域的产业

结构。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目标是使各生产要素

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进而使产业结构更符合社

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二三产业的充分融合，有利

于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进而使产业协调

发展。［5］如，在大规模采用农业机械化后，农业产生

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人口可以出让土地使

用权的方式，获得农产品加工、运输的优先权，或者

获得乡村旅游的经营权。这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

基本要求，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突出表现。
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瓶颈

( 一) 产业融合发展的资金缺口较大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粮食加工业

和旅游业这两大产业不可或缺。而粮食加工业的

资金需求较大，除机器、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外，

粮食收购、储藏、运输、商标注册、产品宣传、质量

监控、人员工资垫付、员工培训等也需大量资金。
同时，旅游业发展也需大量资金投入，除旅游交通

基础设施的修建、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等固定资

产的投资外，还包括旅游文化挖掘、旅游资源规

划、旅游产品推荐等无形资产投入。［6］因此，资金

缺口较大是农村地区发展粮食加工业和乡村旅游

业最主要的瓶颈。
( 二) 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土地制度不完善

农业机械化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的前提条件，

而选种精品化是实现规模化农业的必要保证。长

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模式都是将土地分成若干

小块，并在每块土地采用不同的工作模式，这种模

式不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和优良品种的推

广。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民

增收、市场化运营不相适应问题愈加凸显。因此，

在保证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解决规模化农业

所需的土地问题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

途径。
( 三)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分流转化困难

第二产业为农业发展带来生产器械和标准化

加工手段，第三产业为农业发展带来生产技术、市
场咨询、金融服务等支持力量。因此，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农业生产效率的

提高。而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后，耕作相同面积

的土地所需的劳动力数量随之减少，如何安置剩

余的农村劳动力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7］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安置，一方面要考虑劳动

力本身的素质; 另一方面要考虑产业的相关性。
尽可能在农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应是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 四) 农产品质量提升方式尚需改进

农产品质量提升涉及诸多环节，从种子选择

到生产加工，再到产品储存与运输，任一环节的疏

忽均会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同时，耕作环境因

素也对农产品质量影响很大，如土壤环境、地下水

成分、气候条件等。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必

须以提高农产品品质为宗旨，将现代工业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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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相关经验，引入到农业的标准化生产中，通

过生产流程控制和生产环境监测等方式提高农产

品的品质，这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

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农产

品生产环节的追踪、通过农产品历史文化的挖掘

塑造高品质的形象、通过旅游者的产地消费提高

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也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吉林省吉林市孤店子镇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主要举措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是长吉图开发

开放战略中长吉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先导

区之一，而其所辖的大荒地村是吉林省现代农业

示范区的典型代表。大荒地村距市中心 25 公里，

幅员面积 10 平方公里，辖 9 个社、6 个自然屯。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发挥龙头企业的引

领和带动作用，打造新农业、建设新农村、培育新

农民，以推进产业融合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

收，转变村民观念。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中，大荒地村的主要措施集中在以下方面:

( 一) 注入资金开启“村企共建”
在经过多方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大荒地

村与省内产业化龙头企业———东福集团形成了

“村企共建”的新型合作关系。这种新型的合作

关系，一方面为大荒地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资

金支持，另一方面为村内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

供了 政 策 保 障。“企 业 持 续 增 效、村 民 持 续 增

收”，形成了村企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 二) 推进整村土地流转

在保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和自愿流转

的前提下，大荒地村以每公顷 1． 55 万元的价格①

从农民手中将耕地统一流转到种植公司，流转合

同一签五年不变，继续流转费用只增不减。同时，

农民脱离土地后，可优先到村内的粮食加工企业

或旅游温泉度假村就业，年收入 2 万元左右。综

合看，农村土地流转后，农民收入远高于耕种收

入，且规避了耕种过程中的自然灾害风险。通过

整村土地流转，实现了农民增收、村集体和企业增

效的双赢目标，为农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 三) 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在政策和土地保障的前提下，大荒地村将一

二三产业充分融合发展，基本实现农业集约化、机
械化、生态化、信息化、休闲化，不断向现代生态农

业迈进。一是农业集约化。大荒地村全村 1300
公顷土地全部实现流转，由种植公司统一经营、统
一管理，水稻种植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二是农业

机械化。大荒地村建设了节约用地型的四层农机

服务中心和育苗基地，配备 500 台套现代化农业

机械，育苗、插秧、施肥、收获全程机械化，现代农

业的种植模式节约 15%的生产成本，提高 18% 的

单产。三是农业生态化。大荒地村在选种上全部

选择绿色有机稻种，在施肥上全部施用有机肥，在

防病虫害上实行生物质诱化剂，采用稻田养鸭、养
鱼、养蟹等先进生产方式，种植绿色、有机水稻，打

造优质高效农业，水稻基地被评为生态农业示范

区。四是农业信息化。为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

平，大荒地村构建了物联网溯源系统，实现了以网

络管理为主、人工管理为辅的现代农业管理方式，

为育苗、插秧、收获、仓储一系列的生产环节提供

安全保障。另外，“大荒地”品牌大米还与阿里巴

巴公司合作实现了电商销售。五是农业休闲化。
大荒地村着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将观光农业与

温泉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满族文化相结合，

创建了五星级旅游企业，年接待能力达到 50 万人

次。
( 四) 推进村内经济循环发展

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大荒

地村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逐步摸索出绿

色环保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抓住水稻这一源

头，将碎米制成有机米酒，将稻草进行秸秆还田，

将稻壳压缩成炭棒，成为再生能源，配套建设养殖

场，利用畜禽粪便和碳棒灰制作有机肥料，种植绿

色、有机水稻，形成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产业

循环发展的产业链条，实现体内循环的发展方式，

推动生态农业建设和现代农业持续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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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旅游产业为循环经济的突破口，大力发展温泉

休闲产业和文化旅游产业，打造农耕博物馆、王府

院落、乌拉古城影视基地等一批文化旅游景观，吸

引大量游客到大荒地村旅游观光。
( 五) 延伸农业产业链

大荒地村在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同时，

也不断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如，扶

持乡村旅游业发展，包括在村内开发温泉度假村;

开发绿色有机农产品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大荒地村整体形象不断改善、公共服务体系逐

渐健全、生态农业理念日渐普及、温泉旅游度假广

受关注。目前，大荒地村着眼发展养老产业，以温

泉为载体，结合自然田园风光，将旅游产业与养老

产业有机结合，打造康复养老基地。
( 六) 完善产业融合发展配套服务体系

大荒地村在依托产业融合、提高经济效益的

过程中，注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提高村民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和幸福指数。
目前，大荒地村已建 31 栋农民新居，吸纳 924 户

农民集中居住，并在新居内建设老年公寓，村里

65 周岁以上老人可选择性入住; 与吉林市人民医

院合作建设卫生院，满足农民就地看病需求; 正在

规划建设九年制义务学校，保障学生就近入学，享

受高质量教育的需要; 已建成污水处理厂 1 个、垃
圾中转站 9 个，治理 1 公里排水河道，彻底改变了

农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污染局面; 已

建成健身广场、篮球场、公路、草坪绿化等涉及村

民生活的环境设施及配套设施，村民不用出村便

可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四、吉林省吉林市孤店子镇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路径与启示

( 一) 以多方受益为价值取向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大荒地村的改革实践中，企业、社区、农民

各利益相关者主体都是受益群体。企业规模不断

扩大、产业链条逐渐完善; 农村社区得到改善，公

共服务设施完备、新农村建设成绩斐然; 农民收入

增加、抵抗风险能力增强，生活质量改善。从生产

要素流转看，企业获得了进行生态农业所需的土

地，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流转收入，还获得了相应

的工作机会，社区获得了发展旅游产业所需的优

良公共环境。
( 二) 以旅游业作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突破口

旅游业是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六要素

的综合性产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与农

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会产生千丝

万缕的联系。农业本身就可成为旅游产业观光的

对象。如，大荒地村拥有的良好的自然条件是其

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基础，因此，围绕其自然条件和

传统的农业资源优势，大荒地村将旅游业作为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其中，农业生态园

就是典型代表; 农产品加工过程和大机械生产场

景可开发成农业观光型旅游产品; 绿色农业产品

可提升旅游餐饮消费的质量，为旅游者提供绿色

健康的食品; 农产品可成为旅游纪念品，为旅游购

物提供更多的选择。大荒地村的实践证明，促进

旅游业发展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手段，

更是未来提升产业融合水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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