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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再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链主”企业应畅通创新链资金链 

 

5月29日，农业农村部在河南省漯河市召开全国农业全

产业链建设现场推进会。会议强调，要聚焦农业主导产业，

选择地位突出、成长性好、参与主体多的产业加以重点培育。

聚力科技和资金两大支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畅通资

金链。聚拢各类经营主体，构建以“链主”企业为引领的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畅通创新链资金链，增强“链主”企业自

身实力，带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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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再提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链主”企业应畅通创新链资金链 

5月29日，农业农村部在河南省漯河市召开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现场推进会。会议强调，要

聚焦农业主导产业，选择地位突出、成长性好、参与主体多的产业加以重点培育。聚力科技和资金

两大支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畅通资金链。聚拢各类经营主体，构建以“链主”企业为引领

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畅通创新链资金链，增强“链主”企业自身实力，带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高

质量发展。 

一、“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引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高质量发展 

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经济价值、产销规模和生产质量是提升农业产业化经济效益的要

义。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兼顾生态效益。从产出和生产过程两方面来看，

农业产业化的经济效益集中体现在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农产品经济价值和产销规模）和农业生产水

平（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无论是农产品市场竞争还是农业生产转变，都已经不再是单个经营主

体的竞争，变成了全产业链的竞争，所以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组织方式是农业产业化升级的必然。

农产品对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是农产品具备竞争力的基本前提，其次是市场占有能力，再次是盈利

能力，流通环节农产品盈利能力改变的可能性较大。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

力关键在于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转变。 

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提升农业产业链整体运作能力，科技、资金是提升要素配置能力的两

大支撑。2017年，农业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农业产

业联合体定义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

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家庭农场从事种养殖，农

民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专业大户负责农机、运销等环节的专业运营，龙头企业专注于农产品加

工流通。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专业化分工合作，增强集散资源、提供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服务的能力。

促进农业产业联合体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健全资源要素共享机制，二是建立多元主体分工协作机

制，三是完善多种形式利益共享机制。此次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农业农村部指出，

应当聚力科技和资金两大支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畅通资金链，聚拢各类经营主体，构建以

“链主”企业为引领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资源要素集聚能力强，或是农业产业链的“一链之主”。

“链主”指的是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企业。能够成为“链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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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常是能掌握市场流通或者决定上游关键生产资料的企业。结合此次农业农村部对于“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的论调来看，能够成为农业产业链“链主”的应该是科技和资金方面实力雄厚，产业集

聚效应强的企业。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由国家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等8个部门共同认定。2020

年12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九次监测合格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名单，包括北京大北农科技集

团等1120家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经营的农产品加工、流通的增加值占总增加值

70％以上，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规模大（东部地区10亿元以上，中部地区8亿元以上，西部

地区6亿元以上），产业带动能力强，或是农业产业链的“一链之主”。“链主”企业对于提高农

业组织化程度，带动农户专业化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至关重要。 

二、链主企业多渠道合作畅通创新链，深耕主业提高盈利能力畅通资金链 

“链主”企业重视研发投入、对外合作，增强源头创新能力，拓展科技产业市场，建设基层

服务网络为种养殖保驾护航。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以

下简称为“大北农”）为例，其科技创新链涵盖动物营养与饲料、作物育种、动物遗传育种、动物

医学与动物保健、生物农药。大北农坚持“以集成测试为核心、成果中试熟化转化为辅的自主研发

+全球化深度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其研发投入维持在当年销售收入的3%，在饲料行业中

居于前列。 

对外合作方面，大北农与11所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23所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深度合

作关系，与加拿大、以色列、阿根廷等多个农业大国的研发机构保持稳定合作关系，以委托研发、

合作研发、联合人才培养、共建研发机构、共享研发成果的方式进行科技合作。以作物科技产业为

例，作物品种田间表现是检验作物科技的唯一标准，种植区域跨度广泛、熟期多样化，满足不同区

域种植需求的新品种市场适应力强，依托上万个基层种养殖科技服务网点推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农民合作社，带动产业发展。 

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链主”，资金管理应与理性业务布局步调一致。从过往经验来看，

一些农业龙头企业投资扩张过快、基建投入过大，形成了重资产高负债结构，某些企业照搬国外农

场模式而忽视了国内的商业环境，一旦市场行情波动较大或者银行“抽断贷”，在资金需求和还款

压力的双重夹击下，企业的资金链很容易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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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布局上，除了坚持主业，只借鉴不照搬成功模式，审慎对待外延扩张，还应当考虑合理

调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直接面向消费者线下服务能力强、市场广度和可持续性强、或者

存在一定品牌溢价的农业产业龙头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资本青睐。 

三、创新资源下沉、募集资金归位，巩固“链主”企业自身实力带动全产

业发展 

将科技创新链连上产业链，建立产学研利益共同体，并确保募集资金用于农业发展是构建以

“链主”企业为引领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基本要求。结合各省市农业创新的思路来看，紧跟市

场需求以及种养殖过程的难点痛点，联合内外部专家，以委托研发、合作研发、联合人才培养、共

建研发机构、共享研发成果的方式进行科技合作，即创即推、即创即转，避免创新链和产业链断裂

脱节。共建产学研利益共同体，加速科技创新力量下沉，“链主”企业强化产业技术供给和基层技

术服务能力，带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同时资金管理应当

与业务布局步调一致。财税金融政策扶持的目的在于提高涉农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使之能更有效

获取直接融资，调整融资结构，增强风险抵抗能力，并确保资金真实用于主业。总的来说，创新资

源下沉、募集资金归位，巩固“链主”企业自身实力才能带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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