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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内蒙古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

摘  要 ：推动内蒙古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首先要建立从事第二三产业龙头企业和从事第

一产业加盟农牧户的共荣共赢关系。共同利益是多元主体联合的基石。龙头企业通过保护价格和利润返

还来给加盟农牧户以补偿 , 使加盟农牧户能分享到部分加工增值和销售利润。加盟农牧户必须按照合同

规定的要求进行初级产品或原料的生产和供给。农牧户参股龙头企业是可以借鉴的模式。其次要建立从

事第二三产业合作社、农协和从事第一产业社员的共荣共赢关系。改变假借合作社之名，行营自家私利

之实的现象。

关键词 ：产业融合  共荣共赢  龙头企业  合作社

盖志毅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指出 ：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

拓展农民增收空间”。推动内蒙

古农 村牧区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

展，建立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共

荣共赢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一、建立从事第二三产业

龙头企业和从事第一产业加盟

农牧户的共荣共赢关系

共同利益是多元主体联合的

基石，公司企业和农牧户的利益

是对立的，而在一定条件下又是

统一的。目前的问题是相对孱弱

的农牧户在全球化大市场面前相

对弱势。他们没有议价筹码，没

有谈判资格。这是问题的主要方

面。另外，有些加盟农牧户不讲

信用，一旦市场价格高于龙头企

业给出的保护价，则立马抛弃企

业，将产品卖于市场。

解决的对 策是 ：龙头 企 业

要向加盟农牧户提供所需服务，

并与之分享联合经营的利益。加

盟农牧户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要

求进行初级产品或原料的生产

和供给。龙头企业与加盟农牧户

联合经营，龙头企业通过保护价

格和利润返还来给加盟农牧户以

补偿，使加盟农牧户能分享到部

分加工增值和销售利润。内蒙古

许多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养羊户

签订长期羔羊收购合同，保证了

合作社和农牧民的基本利益。同

时，采取连带责任、代偿利息和

无偿保险等方式，由牧业公司与

银行进行担保，有效解决了合作

社、农牧民的资金瓶颈，降低了

养殖风险，有力地推动了公司与

农牧民互利共赢。以此为契机，

这些牧 业公司全面提升肉羊养

殖产业化发展水平，达到企业发

展、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

根本目标，同时，也从根本上保

证了这些牧业公司可持续发展的

品牌之路。

另外，就是农牧户参股龙头

企业。内蒙古可以学习新西兰的

奶牛养殖场和乳品加工企业之间

建立紧密的利益关系的做法。全

球最大的乳品加工企业恒天然集

团，是新西兰 1 万多个奶牛养殖

场主共同拥有股份的合作制乳品

加工企业，年出口额占新西兰贸

易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以恒天

然集团为典型的股份合作乳品生

产模式，在新西兰乳品加工业中

占据主导地位，也受到牧场主的

欢迎。因为拥有加工企业的所有

权，牧场主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

收益有了保障。奶农依据合同向

企业供奶，企业根据国际市场行

情，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向奶农支

付奶款，企业加工增值所获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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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定期给奶农分红。这种利益

分配格局，使得所有奶农都特别

注重产品质量，并关注和支持加

工企业发展。

从 文化 层面，龙头 企 业 要

对于相对弱势的上游农牧户予以

人文关切。这既是企业的友爱文

化、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2009 年

11 月，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等在

第六届北京论坛上探讨“危机的

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时明确

指出 ：“任何真正关切我们的生活

从精神、哲学、心理到社会、经

济、政治再到环境的诸多层面，

都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混

乱。从当今世界的可怕现状看，

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人们

只考虑私利以及恃强凌弱”。清

代学者李密庵《半半歌》云 ：半

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

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曾国藩曾云，圆滑不如厚道，精

明不如实在，算计不如让利。“凡

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

人财”。我们要认识到，这绝不

是强者对于弱者的恩赐，龙头企

业只有像《半半歌》所云，与加

盟农牧户互惠互利，依靠加盟农

牧户作为第一车间稳定地提供

合格的初级产品或原料，而不必

企业自身租用土地创办农牧场，

才能省去大量资金和成本，才能

保证自己的设备等固定资产充分

利用，不会被闲置。根据笔者调

研，加工企业吃不饱，设备闲置

的现象在内蒙古农村牧区比比皆

是。要知道，农牧户如果产品卖

不了，损失要比投资百万、千万

的龙头企业小得多。在龙头企业

与农牧户之间的均衡价格才能迫

使龙头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因为

创新需要大的投入，会冒很大风

险，将上游农牧户的产品打压太

低，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则没有

创新的原始动力。加盟农牧户则

依托龙头企业将其初级产品经过

加工销售出去 , 等于有了稳定的

市场 , 而不必担心产品卖难 , 并

有望分享部分增值利益。龙头企

业和加盟农牧户因相互需要、相

互依存 , 谁也离不开谁。

对于农牧户来说，要通过流

转土地，将自身做大做强，如打

造成为家庭农牧场。另外，通过

缔结合作社及其联社，来加大自

己的谈判筹码。这就需要改变

几千年形成的我国农牧民善分不

善合的文化传统。马克思在《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

中，对于当时法国小农无力从政

治上反映和代表自身利益有过非

常经典的论述，他认为法国农民

之间由于没有组织起来形成政治

组织，所以尽管他们具有高度一

致的个人利益，也无法通过他们

自己得到保护。他说 ：“小农人

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

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

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

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

相隔离。”因为，“每一个农牧户

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

接生产自己的消费品，因而他们

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

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要

提升农牧民的组织力。按照我国

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指出的，

“组织是大家合拢起来，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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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不卑不亢，很耐烦的商量办

事 ；商量之后，能够有所决定，

而且痛快的执行，这是为中国人

所最不易见得。中国人有两偏，

一是我作主，一切听我的 ；一是

听人作主，自己甘于被动 ；最难

得是不卑不亢，大家商量办事。”

二、建立主要从事第二三

产业合作社、农协和从事第一

产业社员的共荣共赢关系

龙头企业与农牧民的根本利

益是不完全一致的，他们只能通

过返还一小部分利润的方式对

农牧户做一些让步。但农牧民组

成的合作社本身就是农牧民兴办

的。农牧民理应获得农畜产品加

工、销售增殖的全部或大部分利

润，从而增加农牧民收入。在整

个产业化链条中，不是农牧户直

接面对市场，而是由农牧户组成

的合作社、农协直接面对市场，

形成了一种“公司+农协（合作社）

+ 农牧户”的产业化模式。这种

产业化模式，既保证了农协、合

作社的原料来源，又保证了农牧

户的稳定收益。著名学者黄宗智

教授认为，在农业转型的大趋势

下，一方面应当维护农户家庭的

经营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需要通

过农户联合而形成的合作组织，

来负责单个小农无力承担的销售

和农产品加工，进而实现农业生

产“纵向一体化”，把农产品产

业链中的大部分利润归于农牧户。

目前的问题是，由于重视家

族之传统，顾及大家 利益的合

作社太少，存在着假借合作社之

名、行营自家私利之实的现象。

梁启超先生在《新大陆游记》曾

经痛心疾首的指出“吾国社会之

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

为单位。”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

一个根本性特点，就是自商周以

来，血缘亲族关系一直是中国社

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内蒙古

许多合作社的成员之间还未能建

立起信任和互帮互助关系。合作

社的合作价值和参与价值还未充

分体现。成员对于合作社的认同

感不高，凝聚力不强。

确保农协、合作社非家族社

员之利益，要在充分考虑我国文

化特点的前提下，借鉴一定的发

达国家合作社的宗旨，如自愿与

开放的社员资格 ：合作社是自愿

加入的组织，它向能利用其服务

并承担社员责任的所有人开放 ；

民主控制 ：合作社是由社员控制

的民主的组织，社员积极参与制

订政策和做出决策，选出的代

表对全体社员负责，合作社社员

有平等的投票权 ；自治和独立 ：

合作社是由其成员控制的自治和

自助的组织。国际合作社联盟第

31 届代表大会指出，合作社价值

观念的基点是 ：自助，民主，平

等，公平和团结。合作社成员相

信诚实、公开性、社会责任感及

关心他人这些信条所具有的伦理

价值。

农协、合作社非与社员交易

额不仅是社员入社的必要条件，

亦是合作社赖以存续的衡量指

标。以交易额而不是以亲戚远近

分配，也是确保社员利益的一个

做法。社员利用合作社的服务越

多，对合作社的贡献就越大，理

应享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合

作社，资产与债务的差别表现在

净资本上。为了遏制家族谋私太

重，要减少合作社不可分割的资

产比例。合作社净资产一部分是

不可分配的公共资本，另一部分

是成员的个人帐户。个人帐户相

当于成员对合作社的一种信贷，

表示个人对合作社的贡献。如果

一个合作社社员的身份终止，他

不能得到公共资本的任何部分，

但可以领回个人帐户的资金。合

作理论界有人认为，在合作社的

集体积累中，不可分割的资产比

例越大，脱离社员控制和监督的

财产就越多，合作社和社员之间

的距离就越远，最终的结果是社

员不再关心合作社的发展。以色

列的合作学者认为，最好的合作

社是剩余为零的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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