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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观察Z

肉牛产业联盟的成功实践，是云
南农业领域产业联盟建设的一个真实
写照。得益于国家扶持政策，产业联
盟这一经济合作模式在肉牛、蔬菜、
水果、茶叶、咖啡等特色产业领域落
地生根，目前数量达 100 余个。

    

群众参与度较低
    
产业联盟虽将单一的生产环节

有效衔接起来，结成“一条龙”式
的利益共同体，但也面临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

记者通过电话随机采访了云南
肉牛产业联盟的几家养殖、加工企
业，受访者对产业联盟好评最多的
就是省心。然而这些企业也表示，
群众在联盟中的参与度很低，受益
不明显。据云南“食材采集联盟”
成员云南某蔬菜龙头企业负责人介
绍，目前群众在产业联盟中的参与
度几乎为零，仅限于联盟的购销商
成员在收购蔬菜时才与群众有联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产业联盟
这种农业领域全新的合作经济组织
模式，无论是生产环节，还是加工、
科研和销售环节，其参与者主要是
企业，特别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
这使得产业联盟具有较强的市场和
行业话语权，从而使联盟逐渐成为
政府与企业、行业间的沟通桥梁。

    

接入合作社是可行之道
    
为畅通农业产业的上、下游链

条，2017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
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意见》提出，积极探索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多元化融合发展，鼓励建立
农业产业联盟；2018 年 9 月印发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农商产
业联盟、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
产业链主体，打造一批产加销一体
的全产业链企业集群。

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院
长、省肉牛产业联盟主席黄必志认
为，目前的产业联盟一般是“铁三角”
关系，即内部由“生产、加工、销
售各环节企业 + 科研机构 + 政府部
门”构成，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
产业联盟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那么，在维持这种格局的基础上，
要提高群众参与度，首要的融入环
节就是生产端。然而，产业联盟是
一个生产经济组织，吸纳单个的小
生产者，既不现实也不科学。而农
民专业合作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以及在农村地区丰富的生产资料，
但合作社在各种产业联盟中的参与
度也几乎为零。

黄必志表示，下一步，应积极
拓宽产业联盟可持续发展思路，采
取“企业 + 合作社”、合作社集群
作为生产端，以及“产业联盟 + 合
作社”的新合作发展模式，探索在
产业联盟生产端接入合作社，或者
合作社作为独立生产集群直接与产
业联盟建立合作关系，让产业联盟
的生产端既有企业又有合作社。

“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均参与
到产业联盟中，那么其规范化生产
水平和众多社员群众的生产力量，
将会为产业联盟注入发展活力。这
既能保证产业联盟发展壮大，也能
帮助群众获利。”黄必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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