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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分析当前农业小微企业在乡村经济中

的关键作用及其面临的发展瓶颈，探讨政策支持、科技创新、金融赋能与人才培养等多维度的协同发展

路径。文章基于广东清远、山东滨州等地的实践案例，结合北京市支持农产品加工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

构建了“政策–科技–金融–人才”四位一体的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模型，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激发

农村经济内生动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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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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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key role of agricultural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e rur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they face, it explores multi-dimensional collab-
orative development paths such as policy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ncial empower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practical cases in Qingyuan, Guangdong and Binzhou, Shan-
dong, and combines Beijing’s policy measures to suppor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agri-
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to construc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for agricultural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hat integrates “policy, technology, finance, and talent”. This model provides theoret-
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rural economy un-
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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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核心在于产业振兴。农业小微企业作为连接市

场与农户的重要纽带，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毛细血管”。这类企业扎根县域，直接带动农民就业，产品以

地方特色农产品为主，经营主体兼具乡土智慧与市场意识，就业吸纳能力强，成为返乡青年创业首选，

为留守农民提供稳定岗位。数据显示，单个乡村小微企业平均雇工 5~20 人，成为县域经济韧性的重要支

撑。然而，农业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技术、资金、设施设备、人才等多重短板，亟需系统性解决

方案。杨昭和孙欣(2024)基于“环境–努力”框架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收入差距中有 51.0%至 58.4%源

于机会不平等，凸显了制度环境对农村经济主体发展机会的重要影响[1]。温文星(2024)强调，在坚守红线

底线前提下，国家层面应进一步支持各地积极探索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

块地”改革，整合盘活利用农村“沉睡”土地资源[2]。张岳和张博(2024)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
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但对小微企业而

言，数字金融的普及率和使用率仍然较低[3]。刘艳和陈凡(2024)指出，乡村小微企业相较城市的一些企业

更容易出现缺乏相关技术的问题，自身技术水平低，标准化生产程度低，缺乏有效的质量控制技术指导

和措施方法[4]。左秀平和叶林祥(2024)基于 2011~2021 年中国 31 个省份数据的研究指出，中国粮食体系

韧性从高到低依次是风险抵抗能力、创新转型能力和适应调整能力，反映出农业产业链中创新和适应能

力的不足[5]。李雪峰和丁一凡(2024)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

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但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异[6]。本研究旨在探讨乡村

振兴背景下如何通过多维协同机制促进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实践路径。 

2. 农业小微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农业小微企业作为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全国政协

委员侯水生将其定义为“扎根乡村、组织农民生产、工商注册的经济实体”，并指出其三大特征：产品地

方特色化、经营主体市场化以及就业吸纳能力强。这类企业以地方特色农产品如清远鸡、丝苗米等为主

要经营内容，通过“企业 + 农户”模式将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连接，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载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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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小微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多维功能见表 1。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functions of agricultural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表 1. 农业小微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多维功能 

功能维度 具体表现 典型案例 

经济功能 带动就业增收，提升企业效益 广东清远 200 家小微企业带动 4000 人就业，效益提升 20%~30% 

产业功能 推动技术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广东清远乌鬃鹅养殖规模扩大 38%，葡萄提前两月上市 

社会功能 吸引人才回流，缓解空心化 “专家 + 企业主 + 农户”传帮带模式培育 200 余名产业带头人 

生态功能 推广绿色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 广东清远滴灌系统节水 30%，自动化喂料提高养殖效率 40% 

 
综合来看，农业小微企业通过其独特的经济、产业、社会和生态功能，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重要抓手和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促进农业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不仅能够直接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更能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3. 农业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瓶颈与挑战 

尽管农业小微企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发展仍面临多重制约因素，这些瓶颈严重限

制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深入分析这些挑战，是构建有效支持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农业小微企业发

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与政策应对方向见表 2。 
 

Table 2. Main bottlenecks and policy response direction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表 2. 农业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与政策应对方向 

瓶颈类型 具体表现 政策应对方向 

技术设备瓶颈 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标准化程度低 科技帮扶，设备升级补贴，数字化改造 

融资约束 缺乏抵押物，融资渠道窄，成本高 创新担保产品，降低融资成本，拓宽渠道 

人才短板 专业人才匮乏，培训体系不完善 专家帮扶，校企合作，本土人才培养 

用地限制 设施用地紧张，审批程序复杂 盘活集体建设用地，简化审批，试点改革 

 
综合来看，农业小微企业面临的发展瓶颈是多维度的，涉及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破解这些难题，

需要构建系统性、协同性的政策支持体系，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人才培养和制度改革等多方面入手，

为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4. 政策赋能：构建农业小微企业支持体系 

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是促进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各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已探索

出多种政策工具和机制创新，为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本部分将从用地保障、准入管理、

产业融合和质量监管等方面，分析政策赋能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4.1. 创新用地支持机制 

1) 差异化用地保障 
北京市在《支持农产品加工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提出，各区在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中应对“技术先进和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农产品加工项目用地做好支持保障”，并利用“点状配套设施

用地试点政策”支持农产品加工项目。这种有针对性的用地保障机制，既考虑了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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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了对技术创新和示范引领的扶持，为农业小微企业解决用地难题提供了政策依据。 
2) 盘活农村存量土地 
北京市政策鼓励“企业租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作为生产场所，并允许在现有设施基础上进行改扩建”，

同时引导企业“合理利用设施农业用地开展农业生产及蔬菜、果品等鲜活农产品的初加工”。泰来县团

结村通过村级集体经济公司化改革，注册成立县内首家村办企业——泰来县发谷雨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利用村集体资源发展滴灌管带生产，不仅带动本村 36 人就业，还预计为村集体创收 100 万元左右。这种

模式充分证明，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能够为农业小微企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壮

大集体经济，实现多方共赢。 

4.2. 优化准入管理 

北京市政策要求落实好《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对“平原地区和生态涵养区的生态

红线外本地自产农产品加工项目不予禁限”。同时，简化证明手续，由“各区农业农村部门、乡镇根据需

要出具本地自产农产品证明”，各审批部门对符合要求的项目做好审批服务。这种差异化管理政策，既

坚守了生态红线，又为本地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松绑，有效降低了农业小微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4.3. 推动产业融合 

北京市政策鼓励“农产品加工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开发体验式农产品加工项目”。这

种产业融合模式能够拓展农业小微企业的价值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同时带动乡村旅游、文化体验等相

关产业发展，形成多元互动的乡村产业生态。清远市在帮扶乡村小微企业过程中，也特别注重产业链延

伸和价值链提升，通过引入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帮助企业提高产量、控制成本、提升品质，实现了

从单一生产向多元经营的转变。 

4.4. 强化质量监管 

北京市政策要求“深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和全链条管理，建立健全与农产品加工相适应的安全

监管体系”，引导企业“落实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并“全面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清远

市在帮扶乡村小微企业过程中，通过编制标准化生产手册，使企业产品合格率从 75%提升至 95%以上。

这表明，完善的质量监管体系不仅保障了消费者权益，也促进了企业生产标准化和管理规范化，为农业

小微企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制度保障。 

5. 科技赋能：驱动农业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是农业小微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构

建多元化的科技赋能体系，能够显著提升农业小微企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本部分将

结合清远、北京等地的实践案例，探讨科技赋能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5.1. 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 

1) 科技帮扶结对模式 
清远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乡村小微企业创新发展计划，组建由多名院士、农业领军人才领头的 22 个专

家工作团，选取 200 家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小微企业进行“一对一”指导帮扶。这种精准对接机制确保了

科技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专家团队“到实地开展调研及技术指导 674 次，引进了 75 个优良品种试验

种植，解决 97 项小微企业的技术问题”，极大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侯水生委员在清远实

践中也发现，144 名专家团队与企业结对，通过现场指导与线上培训，三年间培养出 200 余名懂技术、善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6155


孟雨婷 
 

 

DOI: 10.12677/sd.2025.156155 12 可持续发展 
 

经营的乡村产业带头人，形成了可持续的人才培养和技术传承机制。 
2) 科技小院模式 
清城区源潭镇连塘村的郭为周养殖场通过与华南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合作，联合申报获批“广东省清

远乌鬃鹅生态养殖科技小院”，专家团队在养殖场建设孵化场并安装产蛋自动检测装置，有效解决了种

鹅孵化率低等“卡脖子”问题。这种“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模式，使科研成果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

力，养殖场乌鬃鹅种鹅养殖规模从 13,000 只扩大到 18,000 只，年收入达 300 万元，效益增长 100%以上。

科技小院模式的成功实践表明，将科技创新根植于生产一线，是实现农业小微企业技术突破的有效路径。 

5.2. 推动生产标准化 

清远实践中，专家团队为 200 家企业建立标准化生产手册，引入 60 余个新品种，开发数字化管理工

具，使产品合格率从 75%提升至 95%以上。天津农学院田淑芬教授团队为清城区葡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制定了低产葡萄园提升改造和节本增效方案，通过“第一次使用标准化生产管理手册，第一次有了

稳定可靠而详细的技术支撑”，成功让葡萄提前两个月上市。这些案例充分证明，建立科学、规范的标

准化生产体系，能够显著提高农业小微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 

5.3. 促进技术装备升级 

侯水生委员在调研中发现，清远葡萄种植企业通过滴灌系统改造，实现节水 30%、产量提升 25%；

养鹅企业引入自动化喂料设备后，养殖效率提高 40%。这些案例表明，适度的机械化、自动化改造能够

显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6. 金融赋能：破解农业小微企业融资困境 

健全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针对农业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各地积极探索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通过多元化渠道为农业小微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本部分将结合山东、北京等地的实践，分析金融赋能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6.1. 创新担保模式 

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农担)作为省管一级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始终坚持政策

性定位，通过构建协同支农机制，精准开发担保服务产品。围绕粮食产业链各环节，山东农担打造了“种

业贷”、“农耕贷”等一系列担保产品，累计为全省 3.7 万种植大户提供担保贷款 161.2 亿元，覆盖粮食

种植面积 1150 多万亩。这种政策性担保模式，通过政府信用介入，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顾虑，为

缺乏合格抵押物的农业小微企业打开了融资通道。 

6.2. 拓宽融资渠道 

1) 信用贷款创新 
中国农业银行滨州无棣县支行在了解到山东绿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重研发、轻资产、无有效担保”

的情况后，对企业发展前景、经营状况等进行深入研判，定制专属融资方案，让企业凭借专精特新资质

获得 500 万元纯信用贷款。这种基于企业成长性和信用状况的融资评估模式，突破了传统抵押担保的局

限，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农业科技型企业提供了关键资金支持。 
2) 供应链金融 
山东农担开创的“供应链 + 票据 + 担保”综合业务模式，为供应链票据的开立、贴现、融资等流

程提供“无缝嵌入、产业链上下游全面覆盖”的担保服务，促进了金融链与产业链的高效协同。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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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家核心企业合作，累计为产业链上下游经营实体提供 35 亿元担保贷款支持。这种供应链金融模式，依

托核心企业信用，为上下游农业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既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又解决了小微企业

融资难题，实现了全产业链的良性互动。 

6.3. 降低融资成本 

北京市落实中小微企业“首次贷款”贴息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中小企业首次贷款给予贴

息支持；同时落实农业领域贷款贴息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中小企业贷款给予贴息支持。农业

银行滨州分行落实小微企业减费让利政策，持续推动融资成本合理下降，2024 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年化利率降至 3.66%，较年初下降 0.18 个百分点。这些措施有效降低了农业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 

6.4. 数字技术赋能 

山东农担深挖数据应用场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打造“24 小时不打烊”的客户直通平台。北京市

也支持企业利用“直播 + 电商”新模式宣传推广农产品，通过发放“直播券”拓宽销售渠道，降低经营

成本。这些数字化服务手段，极大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使地处偏远的农业小微企业也能便

捷地获得金融支持。 

7. 人才赋能：培育农业小微企业内生动力 

人才是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内生动力。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

养与引进机制，对于提升农业小微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本

部分将结合清远、北京等地的实践探索，分析人才赋能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7.1. 本土人才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温文星建议，“完善乡村创业激励机制，畅通乡贤下乡渠道，坚持培育壮大一批‘田

秀才’‘土专家’‘新农人’等实用人才队伍，充分挖掘本土人才的潜能”。清远市通过专家团队的持续

帮扶，三年间培养出 200 余名懂技术、善经营的乡村产业带头人。与引进外部人才相比，培养本土人才

具有成本低、稳定性高、适应性强等优势，能够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是企业内生

发展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 

7.2. 创新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 

1) 返乡创业支持 
清远市乡村小微企业创新发展项目旨在扶持“由本地农民或返乡青年创办、能够带动周边农民就近

就业增收的小微企业”。北京市政策也提出要“加大对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的

培育力度”。这些措施通过提供创业培训、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等群体返

乡创业，为农业小微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清城区源潭镇连塘村的郭为周养殖场在专家团队帮

扶下，效益增长 100%以上，这种成功案例能够形成示范效应，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乡村产业发展。 
2) 产学研合作 
北京市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加强合作，开展定向培养和实习实训”。山东绿风农

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知名专家合作，先后成立了滨州市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10 个省市级自主研发

平台，实现了人才资源的共享与协同。这种产学研合作模式，既能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高端智力支持，

又能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平台，形成互利共赢的人才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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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北京市依托“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导师培训机制”，加强对创业人员的培养。清远市通过专家团队的

现场指导和线上培训，不仅解决技术问题，还提升企业主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农业小微企业主多为

当地农民或返乡创业者，虽然熟悉农业生产，但普遍缺乏系统的经营管理知识。通过针对性的创业培训

和经营管理辅导，能够帮助他们树立现代经营理念，掌握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等基本技能，

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7.4.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清远市通过乡村小微企业创新发展项目，不仅培养了一批产业带头人，还“帮助企业有效提高产量、

控制成本、提升品质”，形成了人才成长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完善的人才生态应包括人才培养、引

进、使用、激励和保障等各个环节[7]，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构建有利于人才创新创业的环

境，为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持。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业小微企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乡村经济的“毛细血管”，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直接关系到

乡村产业振兴的成效。通过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促进农

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8.1. 研究结论 

1) 当前农业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技术设备落后、融资渠道狭窄、人才短缺和用地约束等多重

因素的制约。这些瓶颈相互交织，形成了农业小微企业发展的系统性障碍。 
2) 单一维度的支持难以实现农业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策、科技、金融和人才等多维度的协

同赋能。多维协同的赋能模式，能够产生“1 + 1 > 2”的聚合效应，为农业小微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生态。 
3) 外部支持只有转化为企业的内生发展能力，才能实现持久效果。培育农业小微企业的自主创新能

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4) 农业小微企业行业分布广、发展阶段各异，需要精准识别需求，提供差异化支持。精准施策能够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避免支持政策的“一刀切”和“撒胡椒面”现象。 

8.2. 政策建议 

1) 构建四位一体支持体系，实现政策协同发力。建议建立“政策–科技–金融–人才”四位一体的

农业小微企业支持体系，加强各部门政策协调，形成帮扶合力。具体包括：完善用地保障政策，推广北

京市“支持企业租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作为生产场所”的做法；强化科技赋能，扩大清远市“科技小院”

和专家团队帮扶模式；创新金融服务，借鉴山东农担“供应链 + 票据 + 担保”等创新产品；加强人才

培养，落实温文星代表关于培养“‘田秀才’‘土专家’‘新农人’”的建议。通过系统性支持破解农业

小微企业发展的多维瓶颈。 
2)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发展空间。建议在坚守红线底线的前提下，支持各地积极探索农村

“三块地”改革，整合盘活利用农村“沉睡”土地资源。具体措施包括：推广北京市点状配套设施用地试

点政策；支持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探索设施农业用地使用权入市交易机制；借鉴泰来县村级集体经

济公司化改革经验，激活农村集体资源。通过土地制度创新，为农业小微企业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 
3)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拓宽融资渠道。建议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破解农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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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融资困境[8]。具体包括：扩大政策性农业担保覆盖面，推广山东农担特色产业定制化担保产品；

创新信用贷款模式，借鉴农业银行滨州分行纯信用贷款做法；发展供应链金融，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融资；建设农村信用体系，推广山东农担大数据风控经验。通过金融创新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服务可

及性。 
4) 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推动转型升级。建议加快数字技术在农业小微企业中的应用，提升生产经营

效率。具体措施包括：推广数字化管理工具，如清远市帮助小微企业开发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支持电商

和直播销售，落实北京市“直播券”等激励政策；建设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借鉴山东农担数字供应链

增信平台经验。通过数字化转型帮助农业小微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提高竞争力。 
5) 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培育内生动力。建议改变短期化、运动式的帮扶方式，构建可持续的支持体

系。具体包括：建立专家团队长期结对帮扶机制；培养本土产业带头人和技术骨干；支持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增强村庄自我发展能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企业与农户共同发展。通过长效机制建设，将

外部支持转化为农业小微企业的内生发展能力。 
农业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创新生态和市场体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小微企业

的发展需求，探索更加精准有效的支持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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