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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三农”角度出发，构建了联农带农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探究贵州省雷山县茶产业发展问题、增

强茶产业与农户的融合程度和推动实现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构建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的茶产业联农带农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对6个茶企业的联农带农水平进行

了评价。研究发现，雷山县的茶产业作为当地的主导产业，经过这些年不断发展，其联农带农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总体上看还是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各企业联农带农效应水平在0.27~0.528之间，平均值为

0.349，属于较低水平。茶企发挥联农带农效应的水平普遍不高，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存在企业带

动作用不强、联结不紧密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雷山县可以通过加大对茶产业的财政支持、加

强品牌宣传和积极开拓市场来加强茶企的带动作用；同时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型和风险共担机

制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合作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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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velop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effect of linking farmers and benefiting farm-
er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e “three ru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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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roviding critical insights into resolving developmental bottlenecks in Leishan County’s tea 
industry, strengthening farmer-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accelera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
zhou Province. A tri-level metric architecture—comprising 3 macro-dimensions, 8 operational cri-
teria, and 21 granular indicators—was designed to quantify the effect of linking farmers and bene-
fiting farmers of six tea enterprises.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despite Leishan’s tea sector 
functioning as a regional economic anchor, its capacity for linking farmers and benefiting farmers 
remains nascent. The level of the effect of each enterprise in linking and benefiting farmers ranges 
from 0.27 to 0.528, with an average of 0.349, which is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The level at which tea 
enterprises can exert the effect of linking and benefiting farmers is generally not high.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weak leading role of enterprises, loose connection and unreasonable benefit dis-
tribution mechanism in the interest conne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a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Leishan County can enhance the leading role of tea enterprises by increas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tea industry, strengthening brand promotion and actively exploring the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benefit distribution model and risk-sharing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benefit connection mechanism and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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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以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为重点，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重点任务之一是多措并举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加强经营主体培育，持续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挂钩机制，带动更多农民共享产业发展机会

和收益[1]。目前学界关于联农带农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围绕联农带农模式或者机制和联农带农效

果评价两个方面展开。联农带农模式根据带动主体不同可以分为龙头企业带动[2]、专业合作社带动、产

业园区带动、社会化服务带动、品牌营销带动等模式[3]；也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资本驱动型和村社引

领型的利益联结模式[4]。更多的学者认为企业是通过多主体的利益联结模式实现联农带农效应的：除了

基础的“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以外还有“龙头企业 + 乡镇扶投公司 + 农户 + 村集体经济”

[5]、“公司 + 合作社 + 青叶经纪人 + 茶农”[6]、“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小贷公司 + 农牧户”等新

模式[7]。这些模式采取的具体措施又可以归纳为企业直接收购、农户承包、订单农业、雇工、股份合作

几种类型[8]。联农带农效果评价是从就业效应、增收效应和组织效应几个具体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评价[9] [10]，或者是从“三农”工作成效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11]，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熵

权 TOPSIS 法和多元回归模型。 
茶产业作为雷山的主导产业，其发展不仅在于产业自身的壮大，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产业发展成果切

实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形成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实现产业与农民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本文将对雷

山县茶产业联农带农效应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分析茶产业与农民的融合程度，通过直观的数据体现企业

发挥的带动作用，深入探究雷山县茶产业联农带农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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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雷山县茶产业联农带农的现状 

雷山县茶产业发展迅速，茶企数量和茶农数量不断增加。目前雷山县注册的茶叶经营主体一共有 156
家，其中 SC 生产许可的企业有 33 家，5 家是省级的龙头企业、7 家是州级的龙头企业，规上的茶叶企业

有 4 家[12]，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西江镇、望丰乡、丹江镇等茶叶种植集中的乡镇。雷山县茶农数量高达

1.7 万户、7.8 万余人，茶叶产业覆盖全县 8 乡(镇) 132 个村。茶农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茶叶种植，种植

规模相对较小，但他们是雷山县茶产业发展的基础力量。雷山县茶产业联农带农效果比较明显体现在茶

农的增收方面，随着雷山县茶产业的发展，茶农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据统计，全县涉茶农户

人均增收 4000 元以上[13]。 
“企业 + 示范性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是雷山县茶产业联农带农的典型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企

业、合作社和农户三类主体分工明确，进行紧密合作，形成了完整的运作机制。企业作为产业的核心主

体，具有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优势，在茶叶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合作过程

中，企业负责研发或引进新的茶叶品种，还要制定茶叶的生产标准让农户严格执行；同时在种植到采茶

的整个过程中企业要给农户进行定期培训和技术指导；茶叶成熟后企业要收购茶青进行加工售卖。企业

打造的基地作为示范区域，能够直观地展示管护标准的实施效果，让农户更清楚地了解和学习这些管护

标准。合作社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主体发挥的是联结企业和农户的作用，合作社整合分散的农户使其聚

集在一起，并代表这些分散的农户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或者收购合同，取代了之前企业和单个农户签协

议的模式，降低了企业在合同协商、履约监督和纠纷处理等环节的交易成本[14]；农户在谈判中也可以通

过合作社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合作社负责组织农

户按照企业的标准进行茶叶种植和管理，统一采购生产资料，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企业进行技术培训

时只需要对接合作社的技术人员，合作社的技术人员培训合格后可以指导农户进行种植。农户作为茶叶

种植的主体，主要负责茶叶的种植和茶园日常管护。农户通过与合作社签订合同，将采摘的茶叶销售给

合作社，获得相应的收入。 

3. 雷山县茶产业联农带农效应的理论分析 

联农带农机制的本质是依托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借助产业链整合、产业赋能和就业带动等方式，将

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网络，构建农民增收共富与产业升级协同推进的融合机制。雷山县茶产业通过

构建有效的“联农带农”机制，将分散的农户纳入现代茶产业链条和价值网络，从而在带动农户经济增

收、农户技术能力提升、产业升级、乡村建设等多个维度，实现对农民个体、农业产业和农村整体的协

同带动与发展。 

3.1. 茶产业联农带农对农民发展的带动作用 

带农增收。通过参与茶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农户可以获得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在种植环节，农民通

过种植茶叶获得农产品销售收入；在加工和销售环节，农民可以通过务工、入股分红、订单收购等方式

增加收入。此外，茶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如茶文化旅游，还为农民创造了餐饮、住宿、导游等服务业

收入。 
联农就业。茶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除了茶叶种植和加工

环节的就业机会外，茶叶销售、物流配送、茶文化推广等领域也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有效缓解了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提升农民技能。为了适应茶产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农民需要不断学习茶叶种植、加工、管理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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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新技术和新知识。政府、企业和合作社组织的各类培训活动，有助于提升农户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

质，使其从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增强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3.2. 茶产业联农带农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茶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对于雷山县做出的经济贡献是很重要的部分，产业发展前景好创造更多财政

收入就可以将资金投入乡村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随着茶产业的发展，为了满足茶叶生产、

加工和销售的需求，雷山县农村地区的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完善。修建道路，

改善茶叶运输条件；建设水利设施，保障茶园灌溉用水；加强农村电网改造和通信网络建设，为茶叶电

商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也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茶产

业的发展也会带动雷山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繁荣，通过发展茶产业，茶文化与民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

挖掘、传承和弘扬。举办各种民俗活动和茶文化节、茶艺表演、茶叶品鉴等活动，丰富了农村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同时，茶文化的传播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雷山

县，促进了雷山县与外界的交流和融合。 

3.3. 茶产业联农带农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通过产业联农带农模式，农民可以在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的组织下，实现茶叶种植的规模化和标准化。

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农业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同时，为了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茶产业不断引入新品种、新技

术和新设备。同时，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也带动了相关农业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的

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 

4. 雷山县茶产业联农带农效应评价 

4.1. 联农带农效应水平测算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因此茶产业作为雷山县的主导产业，其联农

带农的效果评价可以通过其促进“三农”工作的成效来衡量。因此本研究建立了三个维度的多指标评价

体系，茶产业联农带农能力作为目标层，设置带动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 3 个一级指标，下设 8 个二级

指标和 21 个三级指标，对茶产业促进“三农”工作成效进行评价[11]。本研究在指标构建过程中，严格

遵循系统性、综合性及科学性原则，参考前人研究中构建的联农带农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本文的研究内

容和雷山县茶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目前，雷山县注册茶叶市场主体达

156 家，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6 家企业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其发展历程、联农带农合作模式，获取

了相关指标数据，以下分析所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本次调研。本文将以这 6 家茶叶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

联农带农能力评价。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tea industry’s ability to link and benefit farmers  
表 1. 茶产业联农带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代码 

茶产业联

农带农能

力 

带动农户进

步 

收入带动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元/年) X1 

带动村集体收入、入股分红收入和农产品收购收入(元/年) X2 

就业带动 
企业固定就业人数 X3 

带动农户劳动就业人数 X4 
合作辐射影响农户人数(含村集体、合作社)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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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会保障 缴纳社保人数 X6 

教育培训 
举办的技术培训次数 X7 

培训农户人数 X8 

 

带动农村发

展 

经济贡献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X9 
年净利润额(万元) X10 
年缴税额(万元) X11 

履行社会责任 

公益捐赠(元) X12 
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费用支出(元) X13 

参与赞助特色文化活动次数 X14 
开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活动、会议次数 X15 

带动农业发

展 

科技创新 
引进新技术、更新设施数 X16 
引进新产品、新品种数 X17 

持有专利个数 X18 

农业提升 
土地流转面积(亩) X19 

主导农产品产值(万元) X20 
与高校合作的产学研基地个数 X21 

 
本文利用熵权法确定雷山茶产业联农带农效应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熵权法是通过量

化评价指标的信息离散程度，运用信息熵原理进行权重测度，可以有效规避人为主观判断偏差[15]。具体

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为： 

( )
( ) ( )

min

max min
ij j

ij
j j

x x
Y

x x

−
=

−
                                 (1) 

式(1)中， ijx 表示第 i 个茶企业的第 j 项指标数值。i = 1，2，…，6，代表茶企业个数，j = 1，2，…，21，
代表选取指标个数。本文选取的指标均为正向性指标，故在标准化处理数据时只进行了正向指标标准化。 

第二步，进行各指标信息熵测算： 

1

   ij
ij n

iji

Y
P

Y
=

=
∑

 

( ) ( )1

1
ln ln

n

j ij ij
i

E n P P−

=

= − ∑                                 (2) 

式(2)中， jE 表示第 j 项指标数据的信息熵，n 表示为茶企业的个数。n = 6，i = 1，2，…，6，j = 1，2，…，

21。 
第三步，各指标权重确定。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jW 为： 

1

1 j
j m

jj

E
W

m E
=

−
=

−∑
                                   (3) 

式(3)中，m 表示指标个数。m = 21，i = 1，2，…，6，j = 1，2，…，21。根据公式计算出茶企业联农带

农效应水平各指标的权重(表 2)，根据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茶企业带动农村发展这个指标的权重相对较

大，这受熵权法的客观赋权性决定，指标权重的大小是依赖于数据本身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

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权重)越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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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Weights of each indicator 
表 2. 各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系数 w 

带动农户进步
(28.93%) 

收入带动 
(8.2%)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元/年) 0.6381 0.3619 4.82% 
带动村集体收入、入股分红收

入和农产品收购收入(元/年) 0.7463 0.2537 3.38% 

就业带动 
(9.27%) 

企业固定就业人数 0.8253 0.1747 2.33% 
带动农户劳动就业人数 0.7221 0.2779 3.70% 

合作辐射影响农户人数(含村集

体、合作社) 0.7567 0.2433 3.24% 

社会保障
(2.97%) 缴纳社保人数 0.7769 0.2231 2.97% 

教育培训
(8.49%) 

举办的技术培训次数 0.6628 0.3372 4.49% 
培训农户人数 0.6992 0.3008 4.00% 

带动农村发展
(37.22%) 

 

经济贡献
(9.81%)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0.838 0.162 2.16% 
年净利润额(万元) 0.6203 0.3797 5.05% 
年缴税额(万元) 0.8045 0.1955 2.60% 

履行社会责

任(27.41%) 

公益捐赠(元) 0.4435 0.5565 7.41% 
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费用支

出(元) 0.2513 0.7487 9.97% 

参与赞助特色文化活动次数 0.4478 0.5522 7.35% 
开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相关活动、会议次数 0.7983 0.2017 2.68% 

带动农业发展
(33.86%) 

科技创新
(20.7%) 

引进新技术、更新设施数 0.4591 0.5409 7.20% 
引进新产品、新品种数 0.8378 0.1622 2.16% 

持有专利个数 0.1485 0.8515 11.34% 

农业提升
(13.16%) 

土地流转面积(亩) 0.8514 0.1486 1.98% 
主导农产品产值(万元) 0.7267 0.2733 3.64% 

与高校合作的产学研基地个数 0.4333 0.5667 7.54% 

 
借鉴刘子萱、李国景等的方法，采用熵权 TOPSIS 模型构建茶产业联农带农效应的评价模型[17]。熵

权 TOPSIS 模型是一种借助熵权法计算评估对象与正、负理想解加权综合距离的方法，模型权重基于客

观数据，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小，具有良好的客观性、灵活性[10]，计算步骤为： 
第一步，构建联农带农效应指标决策矩阵： 

ijX x =                                          (4) 

式(4)中， ijx 表示第 i 个茶企业中的第 j 个指标的实际值，i = 1，2，……，6，j = 1，2，……，21。 
第二步，将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由于各指标在计量单位、数值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Xij

进行归一化处理， ijZ 代表归一化后的矩阵，计算公式为： 

2
1

X

X

ij
ij n

iji

Z
=

=
∑

                                     (5) 

式(5)中，Xij 表示指标决策矩阵，表示第 i 个茶企业中的第 j 个指标的实际值，i = 1，2，…，6，j = 1，
2，…，21。 

第三步，评价指标中的最优方案( ijZ + )和最劣方案( ijZ − )确定为： 

{ }( ) { }( )max 1 ; min 1ij ij ij ijZ Z i n Z Z i n+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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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中，i = 1，2，…，6，j = 1，2，…，21。 
第四步，指标评价的最优方案与最劣方案的加权欧式距离为： 

( )2

1
 

m

ij ij ij ij
i

D W Z Z+ +

=

= −∑  

( )2

1

m

ij ij ij ij
i

D W Z Z− −

=

= −∑                                  (7) 

式(7)中， ijW 表示各指标权重，通过式(3)计算得出；i = 1，2，…，6，j = 1，2，…，21。 
第五，联农带农效应最优方案接近度计算为： 

i
i

i i

D
C

D D

−

+ −=
+

                                     (8) 

式(8)中， iC ∈[0, 1]，i = 1，2，…，n，联农带农效应评价得分的相对优势程度，可通过最优方案接近度

iC 数值直观体现，该指标综合反映了各茶企联农带农效应的评价结果。当 iC 值较大时，代表着联农带农

效应好；反之，较低的 iC 值则表明联农带农效应欠佳。本文参照前人研究的分级标准[18]，依据最优方案

接近度 iC 数值，选取 20%、40%、60%、80%和 100%分位数作为划分标准，对不同茶企的联农带农综合

效应水平进行分类，具体划分标准详见表 3。 
 

Table 3.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the level of the effect of linking and benefiting farmers 
表 3. 联农带农效应水平划分标准 

联农带农效应水平等级 得分区间 
高 [0.8~1.0) 
较高 [0.6~0.8) 
中 [0.4~0.6) 
较低 [0.2~0.4) 
低 [0~0.2) 

4.2. 联农带农效应水平评价 

4.2.1. 联农带农效应基础指标分析 
由表 4 可知，从带动农户增收水平来看，调查的几家茶企业给农户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年均达到 44,000

元，企业收购茶青给农户以及带动村集体的收入一年达到 3,278,452 元，其中雷山县脚尧茶业给农户带来

的收入最高，为 5,950,000 元。从带动就业水平来看，企业提供的固定的就业岗位平均约为 35 人，缴纳

社保人数为 22 人，季节性用工人数平均达到 700 人次，平均合作辐射带动农户 1629 户。其中雷山县全

都茶业提供的固定就业岗位最多，为 62 人，同时其季节性用工人数也最多，达到 2000 人次。合作辐射

带动农户最多的是雷山县福尧茶叶，共计 3012 人。从农业技术培训水平来看，平均每家企业一年举办 5
次技术培训，参与培训的农户达到 184 人次，其中雷山县福尧茶叶举办培训次数最多，参与人数也最多，

一年举办 10 次培训，310 人参与培训学习。在经济贡献层面，企业平均营收约为 1433 万元，平均缴纳税

款 86 万，其中营收最高的是雷山县脚尧茶业，缴纳税款最高的是雷山云尖茶业，为当地财政做出贡献。

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来看，企业平均每年公益捐款 250,830 元，用于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赞助当地特

色文化活动。在科技创新方面，企业引进新设备和新技术及新产品的数量为 11 个左右，茶企与高校和研

究所等机构积极合作，共同研发新的茶叶加工工艺和新的茶叶品种，不断提高茶叶产品质量。从带动农

业水平角度看，企业流转土地面积平均达到 576 亩，主导农产品产值 1647 万元，每个企业都有与不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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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作的产学研基地。通过流转农户土地，将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管理，节约了农户管护茶园的经

济成本和时间，也保证了茶叶生产的质量标准。企业在自己的基地里和高校的专业老师进行共同研发培

育，不断创新茶叶加工工艺和管护方法，最终以基地为示范区将种植经验传授给农户，提高种植水平。 
 

Table 4. Statistics on the basic indicators of the effect of tea enterprises in linking and benefiting farmers in Leish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表 4. 贵州省雷山县茶企业联农带农效应基础指标统计情况 

名称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收入(元/年) 44,000 54,000 36,000 9033.272 

带动村集体收入、入股分红收入和农产品

收购收入(元/年) 3,278,452 5,950,000 1,552,155 1797807.644 

企业固定就业人数 35.333 62 6 22.268 
带动农户劳动就业人数 700 2000 100 707.107 

合作辐射影响农户人数(含村集体、合作社) 1629.167 3012 381 1205.422 
缴纳社保人数 22.167 45 5 15.51 

举办的技术培训次数 5 10 3 2.608 
培训农户人数 184 310 90 101.925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433.17 2252.66 393.74 768.97 
年净利润额(万元) 86.211 253.333 29.112 84.059 
年缴税额(万元) 37.022 90 0.14 33.031 
公益捐赠(元) 250,830 1,200,000 0 472175.656 

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费用支出(元) 56933.333 320,000 0 129165.114 
参与赞助特色文化活动次数 3.333 4 3 0.516 

开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活动、

会议次数 7.5 15 2 4.848 

引进新技术、更新设施数 10.333 50 0 19.562 
引进新产品、新品种数 1.167 3 0 0.983 

持有专利个数 1 6 0 2.449 
土地流转面积(亩) 576.667 800 260 224.648 

主导农产品产值(万元) 1647.388 2634.33 750 897.649 
与高校合作的产学研基地个数 1.5 3 1 0.837 

4.2.2. 联农带农效应水平评价分析 
雷山县的茶产业作为当地的主导产业，经过这些年不断发展，其联农带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

总体来看基本处于起步的发展阶段。各企业联农带农效应水平在 0.27~0.528 之间，平均值为 0.349，按照

表 3 的标准划分属于较低水平。从不同效应水平等级下的企业数量来看，样本中两家企业联农带农效应

处于中等水平，效应水平较低的样本数量有 4 家，调研的几家企业的联农带农效应没有处于低水平的(表
5)。联农带农效应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在带动农户就业、农户增收水平、技术培训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

高于其他企业。其中，联农带农效应水平最高的雷山县脚尧茶业综合得分为 0.528，是排名第六的雷山县

苗家春茶业综合得分的 2.07 倍。 
 

Table 5.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deal solutions and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each enterprise  
表 5. 各企业的正负理想解及综合得分 

企业 正理想解距离 D 负理想解距离 D-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结果 
贵州雷山云尖茶业 0.198 0.138 0.411 2 
雷山县毛克翕茶业 0.214 0.097 0.312 4 
雷山县脚尧茶业 0.16 0.179 0.528 1 
雷山县苗家春茶业 0.228 0.078 0.25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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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雷山县福尧茶叶 0.223 0.082 0.27 5 
雷山县全都茶产业 0.223 0.103 0.317 3 

4.2.3. 茶产业联农带农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文的计算结果可知，虽然雷山县茶产业联农带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看还是处于起步

发展阶段，茶企发挥联农带农效应的水平普遍不高，结合访谈资料分析了解到茶企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

结机制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存在企业带动作用不强、联结不紧密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19]，
影响了产业的协同发展和农户的积极性。 

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突出。企业加工主体普遍呈现生产规模有限、技术装备更新慢、市场拓展能力

不足等特征。在开拓市场过程中存在品牌建设分散化问题，企业大多是各自为战，尚未形成具有区域影

响力的龙头企业集群。市场拓展体系待完善。茶叶品牌建设存在政企协作失衡现象，品牌推广和企业带

动绝大部分依靠政府政策的扶持，企业的自主性不强[20]。销售渠道较窄，省外市场覆盖不广，区域品牌

在外省消费市场认可度偏低，茶叶销售不出去不仅使企业和农户的收入下降，也会影响企业和农户合作

的信任度。脚尧茶叶负责人在访谈中解释了这个问题“现在整个茶叶行业是以销定量，不是以量定销，

我们没办法全部收购农户的茶叶，这让我们和农户之间的信任面临挑战。因为种茶的人多，卖茶的人少，

企业销量有限，在市场竞争激烈、经济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打开销售渠道难度很大，这是一直困扰我

们的问题”。 
在“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中，虽然三方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但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较为突出。企业在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茶叶的加工和销售渠道，往往在利益分配中获取较大

份额。而农户由于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在与企业和合作社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获得合

理的利益分配。在市场价格波动时，企业和合作社未能与农户建立有效的风险共担机制，当茶叶市场价

格下跌时，企业和农户虽然有保价收购协议但企业可能会减少收购量，而农户则要独自承担市场风险，

收入大幅下降。 
合作的稳定性也有待提高。部分企业与合作社或农户之间普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缺乏长期稳定的

合作协议，双方的合作缺乏约束和保障。当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时，双方容易出现违约行为。当茶叶市场

价格上涨时，合作社或农户可能会将茶叶卖给价格更高的买家，而不履行与企业的合同。作者在与福尧

茶叶负责人访谈时他就提到了企业与农户合作过程中的违约问题“我曾经合作的几家合作社现在都不和

我合作了，我把他们扶持起来了，他们就把我甩了，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就只收茶青不去扶持这种合作社

了。和农户合作实际上也有很多这种违约情况，我们合作，他按照我们的技术模式去做，但之后他又转

去跟别的企业合作，别人合作一两年又把他们甩了，现在回头来找我，我也不敢跟他们再合作了。因为

他们不诚信，我花很多时间去他们村教技术，用的化肥和农药都是我自己出钱的，到头来他们一脚把我

踢了”。当市场价格下跌时，企业可能会减少收购量，也会损害农户的利益。而且，企业、合作社与农户

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农户普遍存在老龄化和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

[21]，他们对市场需求、价格走势等信息了解有限，难以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经营策略。这些问题导致

三方之间的合作缺乏信任基础，影响了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5. 对策与建议 

雷山县财政可以继续加大茶叶产业发展支持力度，设立茶业专项扶持基金，重点投向技术升级、良

种培育、品牌建设及市场拓展领域，构建全流程标准化管理体系，切实发挥项目资金综合效益。同时，

加强农文旅结合发展，统筹农业、交通、文旅等部门资金，重点完善生态茶园智慧管理系统、景观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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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灌溉设施等基建配套设施[22]。在拓展销售渠道方面，雷山县应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目前茶企基本

上都有自己的线上店铺，但是店铺的销售量并不多，店铺运营效果不理想，企业的大订单还是源于经销

商批发。企业应该通过学习提升电商运营能力或者聘请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运营，提高线上店铺知名度

和评分。加强与知名电商平台的合作，开展直播带货、限时折扣、满减优惠等促销活动，吸引更多消费

者购买。在旅游景区、商业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开设茶叶专卖店，提高品牌曝光度。 
完善企业、合作社与农户利益分配机制是强化联农带农机制的关键。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模

型，充分考虑各方的投入和贡献，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在利益分配上，不断引导农民发展

多形式的利益联结方式，加强契约约束，增加资金扶持、信息技术服务、土地流转、提供加工、转换股权

和存储服务等多种利益分配方法，让产业的增值的利润可以和农民共享[8]。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是保障各

方利益的重要举措，政府可以设立风险基金，用于应对茶叶市场价格波动、自然灾害等风险。当茶叶市

场价格下跌时，风险基金可以对茶农进行补贴，保障茶农的基本收入。当发生自然灾害导致茶叶减产时，

风险基金可以对茶企和茶农进行补偿，降低他们的损失。茶企和合作社可以与农户签订长期稳定的合作

协议，明确双方在市场风险、自然灾害等情况下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增强各方抵御

风险的能力，提高合作的稳定性。政府也可以加大对茶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降低贷款门槛，简化贷款

手续，为企业和农户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通过完善金融支持政策，解决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难题，提高

他们参与茶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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