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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话桑麻：政府引领产业融合模式的典范
何宇晨　詹婧怡　熊亚婷　苗鹏璇　王紫嫣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江西省分宜县在苎麻领域独具传统优势和产业特色，如今为实现苎麻产业深度融合、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分
宜县布局“政府引领‘公司+农业合作社’”的产业融合模式，支持苎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通过研究分宜苎麻产业的发展
历史，从政府、合作社与公司三方出发，探讨政府在苎麻全产业链管理中的领导地位，分析产业融合发展下企业与合作社的利益
联结机制，并对现有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进而为促进我国整体现代化寻求可借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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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有关于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要求。20世纪末，分宜县采用 “公司 + 农户” 的合作生

产模式，但一些限制性问题仍未解决，如劳动生产率低

下、技术落后等。新世纪初，分宜县转而推行“公司+农

户+基地”的生产模式，并进行技术创新。即便如此，在外

贸市场逐步扩大、产销分工逐渐明确的国内外形势下，其

苎麻产业结构和规模都难以适应局势的飞速发展。因此，

从2010年起直至今日，分宜县布局政府引领的产业融合

模式，使政府充分发挥苎麻产业链管理职能，进行政策指

导、财税倾斜和专项补贴，对公司以及农户环节的利益分

配、麻产品价格保障机制和不同行业间的沟通等进行宏观

调控，为分宜苎麻产业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1]。

其中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为何在市场与农户

中能够引入政府这一角色？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挥了

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在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

背景下搞活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

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对分宜苎麻产业融合情况进行

深度论证分析，基于实地调研情况，凝练出一个更切合中

国实际的制度模式，即“政府引领‘公司+农业合作社’”

的模式，进一步探讨该模式的运作机制。同时，为综合评

价效益，我们将借助耦合模型衡量产业间彼此相互作用影

响的强弱程度，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

2　产业融合模式的主要内容
2.1　政府牵头, 统筹三方

分宜县政府成立麻纺办，将政府、公司与农户三方紧

密联结。一方面，麻纺办代表上级政府宏观调控生产，同

时负责对企业进行日常管控，收集苎麻生产信息，最大程

度维持供需平衡[2]。另一方面，麻纺办协助成立苎麻合作

社，促进基地规模化生产，维护苎麻生产主体权利，推动

加工技术的更新换代。在政府引领下，2020年改良苎麻面

积1000千亩，良种普及率至95%以上。全镇共有50%以上

人员从事夏布生产，从业人员达10.56万人，夏布专业户约

5000多户，苎麻年创产值上亿，年创税收千万元，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19080元。

2.2　多产融合, 推陈出新
分宜县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固“公司+合作社”的

运作模式，构建更为成熟的产供销体系。同时，分宜县借

助第四产业中现代信息技术和工具加深夏布文化资源在

二三产业的渗透，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文化内涵，为进一

步打开市场奠定基础[3]。目前已主要涵盖苎麻种植、手工

织布、夏布粗加工、退镇进园区、企业化生产销售、文化

旅游等业务，设立有夏布专业加工厂，国家级龙头企业恩

达家纺、夏布综合交易市场。同时，双林镇被列为江西省

电子商务创业示范基地和全国14个淘宝村之一。

2.3　打造特色，长足发展
分宜政府根据产业千年历史的特点，整合信息并统筹

文化与自然资源。通过举办国际麻纺博览会、双林夏布文

化节等手段吸引国内外目光。恩达公司在政府引导下，以

开发、利用苎麻资源为核心，实现生产经营方式及产业发

展模式等一系列转变，成功走出一条品牌兴业的道路[3]。

3　产业融合模式的运作效益
分宜苎麻产业自发展以来经历过多次模式上的改革

创新，而政府的进一步参与则为分宜苎麻产业融合发展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利用耦合评价模型进一步分析

政府引领下产业融合的效益情况。令C为产业之间的耦合

度，U1为农业种植业综合发展水平，U2为生产制造业综合

发展水平，U3为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由此建立“农业种

植业-生产制造业-旅游业”三大产业之间的多系统耦合度

模型如下：

将每一产业的数据标准化处理，其中，n为统计到

的总年数，第i年第 j项指标数值为： ；指标熵：

；指标权重： ，得到表1。

将表1中处理好的数据代入模型，由表2可以得到表

3。根据表3耦合协调等级来看，2017苎麻产业已经建立起

了初步的产业融合基础但融合效益较低。而在2019年后，

苎麻产业之间的耦合度逐渐向优质协调方向发展。结合

苎麻产业发展历史，我们了解到，在2010年后，政府加大

对产业融合发展的扶持与领导，注重引导苎麻文创产业

的发展。其在2019年承办的“世界麻纺博览会”更是给分

宜苎麻发展带来不小的品牌效应。可见，在政府的统筹协

调下，分宜苎麻传统工艺和其丰富的文化资源之间相得益

彰，促使苎麻产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尤其是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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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利用更是增强了产业融合的黏度和效益，为其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5]。

表 1　三产融合的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及权重

产业 指标 单位 权重

第一产业

苎麻产业总面积 万亩 0.199088

苎麻年产量 吨 0.199088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200597

50 亩以上苎麻生产基地数 个 0.200601

财政总收入 元 0.200625

第二产业

加工业企业数量 个 0.199956

年夏布出口创汇量 万元 0.200132

夏布规格品种 种 0.200532

企业年利税 亿元 0.199639

网店年销售总额 亿元 0.200050

第三产业

旅游收入 万元 0.199162

旅游总人次（双林镇） 万人 0.199877

人均旅游消费 元 0.200161

国民生产总值 亿元 0.200391

旅游景区数 个 0.191527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表 [4]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

0.0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1.00 优质协调

表 3　分宜县三产融合发展评价

年份 U1 U2 U3 Ｃ Ｄ 耦合协调等级

2017 0.5252 0.3338 0.2730 0.4305 0.4030 濒临失调

2018 0.6844 0.5329 0.5575 0.6272 0.6091 初级协调

2019 0.8427 0.8089 0.6572 0.7270 0.7480 中级协调

2020 1.0000 1.0003 0.9914 0.9051 0.9501 优质协调

4　政策建议
4.1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该模式中生产主体力量较弱，良性天平易失衡。针对

该问题，麻纺办应当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在已完成农户组

织化、集体化的基础上，合理约束各方并明确责任，充分

调节各方矛盾，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战略把握战术放

开，做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4.2　强化品牌宣传，以“龙头”带动协同产业
分宜需要构建完整战略、培育纯熟产品、将发展品牌

作为核心工作举措，因地制宜地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对区

域品牌进行维护和发展，充分利用龙头企业影响力，吸引

海内外投资，以发展综合性制造业、旅游业等产业集群。

4.3　加强技术创新，整合现有资源
全力支持政府建立麻类研究中心，拓展麻产业范畴，

除了麻纺领域外，还应该在医学、民饰、药食同源、一带一

路概念等方面着力。同时，将生物脱胶技术作为发力点，

注重产后污染处理，积极采纳新技术，实现清洁化生产。

5　结论
分宜县提出“政府引领的‘公司+农业合作社’”模

式，这实际是其在推进农村产业现代化道路上的一次伟

大尝试。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的微妙而坚实的动态平衡，

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凭借多种形式

适度规模经营，分宜县以党带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

用，带领合作社迈上新台阶，带领农户与企业将苎麻产业

建设为示范龙头产业；以产兴村，以此完善当地配套设施

建设如产业基地、麻纺小镇等，举办麻纺博览会，发展产

业旅游，促进苎麻产业融合发展；以布传火，传承传统织

造技艺，依托当地特色，传播夏布文化，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打造一个产业兴盛、自然宜居、治理有序、生活富足的

现代化分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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