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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安排下，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农户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大
市场的矛盾成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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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产权式”结合　　即农副产品加工、运销的龙头企业与农户按照股份合作制结成利益共
同体，其具体形式可以是加工型企业吸收农户人股或加工型企业向农技协投资入股，形成股份合作制
企业，企业或农技协实行按股分红和按交易量分配的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生产、销售、供应要实现市场化，需要全社会的整体参与，包括农
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运销、批发、零售者，其中最主要的力量是加工型企业和流通型企业。
加工型企业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设备和生产设施、管理知识装备起来的，是由经营、管理、
技术、营销、财务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是将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整体。
它内联千家万户，外联国内外市场，不仅是生产加工中心，而且是信息中心、科研中心和服务中心；
不仅要搞好自身的经营管理，而且要开拓市场，组织带动农户搞好原料基地建设。
加工型企业的这种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化加工、搞好服务的综合功能是种植、养殖户及小商小贩
所无法具备的。
他们凭借自身的人才、技术、信息、资金、设备和设施、商业信誉、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可
以不断开拓市场，增加市场的覆盖面；可以不断开发新产品，增加市场销售额；还可以根据市场的需
要，影响和推动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促进农产品品种、品质的结构调整；加工型企业还会使农产
品以终极形态进入市场，使农产品增值，农民收入增加。
农技协在这种组织模式中具有特殊的中介地位和作用。
一方面，农技协作为载体，使加工型企业的技术、管理等要素延伸到农户的种养过程，提高农户的种
养水平，并通过农技协约束规范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企业和农技协分担单个
农户的资金投入、产品销售等市场风险。
双流县黄甲麻羊产业协会是由双华投资有限公司、金田农牧科技饲料有限公司、大军养殖实业有限公
司、皇城羊肉大酒楼、阮老大羊肉大酒店等40多家养殖和餐饮企业及养羊专业大户共同组成的股份制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现有团体会员139人，个人会员135人，理事会成员9人。
经费来源方面：入会者需交会费，按养羊的规模交纳，0.2元／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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