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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建设新阶段国内大循环及破解国内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三农”难题，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

以此构建新时代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要

机遇和挑战。三产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强调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与协同，被广泛认为

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特色产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具有

地域特色和竞争优势，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贵州省的板贵花椒为例，探讨了乡

村振兴背景下三产融合新模式与特色产业的协同合作与推进，并分析了该模式对于乡村振兴的启示和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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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uild a large domestic cycle in the new stag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ur-
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hree farmers”, the country put forwar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o build a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s a new economic model, the in-
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and synergy between agriculture, indus-
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which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ru-
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ha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Bangui Zanthox-
ylum in Guizhou Province,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new model of three-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this model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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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总结并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并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三新”思想，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产融合模式强

调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与协同发展，通过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和创造附加值，推动乡村经济的转

型升级。与此同时，特色产业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地域特色和竞争优势为基础，有助于实

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板贵花椒作为贵州省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通过研究板贵花椒产业

的发展模式和运营机制，可以为其他地区的特色产业提供借鉴和启示。 

2. 板贵花椒产业发展现状 

2.1. 板贵花椒的产业概况 

板贵花椒产自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在 2015 年 3 月“板贵花椒”系列产品荣获首批

“中国森林食品推荐品牌”称号；2019 年 1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准对“板贵花

椒”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据商务部数据，2018 年板贵花椒年产量已突破 1500 吨且呈逐年递

增趋势。结合我国作为花椒第一生产及出口大国，花椒的市场需求呈持续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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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板贵花椒的产业发展现状 

从地理环境看，板贵花椒生长区位地表起伏大，地面支离破碎，石漠化严重，多发自然灾害，产量

不确定性高。且花椒存储条件苛刻，贵州地势复杂、山路崎岖，冷链运输难以完成端对端无缝衔接，运

输成本高。 
从技术角度看，贵州的花椒加工厂设备差、档次低，资金实力不足，加工产品类型单一，尚局限于

原材料市场。对于花椒进行环保除螨剂、除螨皂、洗发乳等深加工产品开发程度较浅，且销售市场有限，

未能实现大众化消费。 
从企业发展看，各企业处于彼此竞争状态，未将资源进行整合及有效利用。产业链不完整，抗风险

能力较弱。机械化程度低，人工成本高。相关基础设施不完善，开渠引水等重要配套设施不健全，限制

了当地农业发展[1]。 

3. 板贵花椒的产业链分析 

从市场份额来看，目前的花椒市场主要占比依旧是花椒相关的粗制加工品(即花椒干或花椒粉)及鲜花

椒，占比达到 70%。而花椒废弃物的二次回收利用目前大多以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实践经验和实际的技术

支持。因此，如果要建立一条完整的花椒生产链，应当选择建立以花椒的粗制加工农副产品为主要生产产

品，如干花椒，花椒粉和鲜花椒，同时扩展需要精细加工生产的花椒油和花椒酱类的产品，形成完整的生

产流水线，并引进更先进合适的技术和人才，保障具备技术含量更高的超临界 CO2萃取法，溶剂萃取法等

用于生产对原材料利用率更高的花椒精油等产品。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功能完善的产业链。同时在发展

中可以同步对花椒相关加工产品的废弃物二次利用的实践研究，争取完善从采摘到粗加工到精细加工和废

弃物二次利用的一整条产业链，既能实现形成环境上的良性循环，又能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

个过程中还可以实现对当地花椒种植和采摘再到收购的标准化管理，实现花椒产业的一、二产业融合。 
板贵花椒产业链的经济核心应以花椒相关的粗制加工农副产品为主，并扩大精加工的花椒油、花椒

酱等产品以适应市场环境，提升产品附加值。并且也需要引进相关技术和人才，完善具备超临界 CO2萃

取、溶剂萃取法等经济价值和技术含量更高的花椒农副产品生产能力，从而实现产业链延长并配合产业

转型升级。同时加强对花椒相关加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二次利用的研究，实现产业链对原材

料最大程度利用和对当地环境的良性循环[2]。 

4. 三产融合与板贵花椒产业的协同合作与推进 

近几年，为了进一步打造公共品牌，贵州加强了公共品牌与特色商标的建设，现有“黔之椒”、“遵

麻”、“板贵”商标共 83 个。极具地域特色商标之一的板贵花椒脱颖而出，成为关岭自治县板贵乡村民

的致富和增收的重要渠道。 

4.1. 板贵花椒与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思路 

4.1.1. 大力发展花椒产业，合理规划发展布局 
遵循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要求，有序的扩大花椒种植面积[3]，按照贵州特色产业发展规划板

贵花椒适生区划，分区域、分品种完善全省花椒布局规划，以科学规划指导产业稳步可持续发展[4]。 
整合资源，组织全省花椒种植基地、花椒产业相关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林业等单位参与并

成立全省花椒产业联盟机构，一方面，种植、加工、销售协同发展，从优良种质中选择，有机栽培管理，

要使用无公害的加工以及包装储藏，全产业链所有环节都要明确技术要求，共同打造贵州花椒的有机品

牌；另一方面，种植农户和企业与加工企业要建立长期固定供销关系，明确市场价格大幅变动时互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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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契约责任，共同抵御花椒市场价格变动频繁对生产的冲击。 

4.1.2.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强化政府引导，有序引导农户自发种植，并在育种、种植栽培技术等方面给予帮扶。二是加大

对花椒种植的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以及种植农户等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三是完善产业政策扶持，将

鲜花椒纳入《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享受绿色通道政策[3]。四是健全花椒产业投入机制，设立花椒产

业专项发展基金。 

4.1.3. 打造建立花椒集散专业市场的问题 
要大力扶持一批农民合作组织，引导农民进行专业合作、土地股份合作、资产股份合作，“三变改

革”模式，扩大合作社覆盖面，充分发挥合作社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和扶持一批家庭农场，再者是加快

适度规模经营步伐，推进花椒生产基地建设，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提升产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通过“企业 + 基地 + 农户”、“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等多种花椒发展模式，促进花椒产业的标准

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和聚集发展。条件成熟时，支持花椒主产区或产品集散地引进龙头企业，建立

全省花椒专业批发市场。将打造省级乃至全国青花椒集散专业批发市场的基础进一步夯实[5]。 

4.2. 三产融合与板贵花椒产业的推进策略 

作为目前主流产品，板贵花椒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包括椒油含量高，香味持久，余味悠长的特点恰恰

符合花椒精细加工农副产品的需求。因此可以利用产品本身优势，同时顺应市场环境的变化，扩大板贵

花椒相关精细加工产品的生产能力。而具备标准化程度更高等优势的花椒相关精细化产品逐渐普及化是

大势所趋，但前期投入成本较高，因此作为次一级发展重点。花椒产业链的废弃物二次利用目前大多处

于理论阶段，没有普及性，一定程度上缺乏实践经验，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和理论科学结合之后确保可

行性，因此作为末级发展对象。 
重点发展对象(板贵花椒粗加工产品)在当地的生产链已经趋于成熟，优点在于省时省力，且当地产量

丰富；缺点在于技术含量低，模式容易复制，几乎不具备技术上的上升空间[6]。 
次一级发展对象(板贵花椒精细化加工产品)优点在于技术较为成熟，对原材料的利用率更高，能更好

帮助适应花椒市场逐渐转型的过程。缺点是前期投入较高，且在后期技术迭代过程中可能需要长期投入，

而目前而言花椒的精细加工产品市场份额占比较低。因此作为适应市场环境的准备。 
末级发展对象(花椒生产过程的废弃物二次利用)作为农业学的新技术，目前大多处于理论阶段，优势

在于可以实现环境和生产的良性生态循环，且能帮助节省成本；缺点在于需要实践和理论通过时间证明

可以真正运用，且需要专业相关的技术人员支持。故可作为末级发展尝试[7]。 

5. 板贵花椒三产融合新模式产业带来的启示与面临的挑战 

5.1. 三产融合及特色产业协同推进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三产融合推动经济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农村三产融合推动产业内部调整，建立与种植业有关的各

产业之间的联系，延伸产业链条，将生产资料供应与生产连接起来，解决产与销断裂的难题，农民生产

和销售得到充分衔接，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农民增收稳产，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就业，增强农民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三产融合之下，农民安定的在乡村，

给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稳定的劳动力，给失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也给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农民主动学习相关的技能，在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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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下，将有利于打造一支新型农民职业队伍、培育农村农业人才，提高农民认知经济社会发展的能

力。 
三产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三产融合有利于促进土地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

的流动，通过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实现资源协同和循环利用，优化资源配置，培育了农村

发展的新业态，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振兴[8]。 

5.2. 板贵花椒三产融合新模式下所面临的挑战 

以单一农业生产种植为主，二三产业发展程度严重滞后。产业结构单一致使农业发展所提供的产品

结构不合理，在个体户经营的情况下，没有进行统一的产业链条延伸，农业投资回报率和劳动收入和投

入之间的成效比率较低，农业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衰退，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乡村人口素质普

遍偏低，大多数村民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缺乏对应的金融服务与理财意识，对现代销售模式也掌握不深，

资金投入困难，传统的街上售卖使得中间商赚差价，在收获季，农民也没有获得较高的收入。 
自然条件匮乏，内生动力不足，花椒产量不稳定。全乡土地面积为 137.24 公里，耕地为 19741 亩，

石漠化面积占乡土面积的 90%，水资源严重匮乏，加之山高坡陡土地贫瘠，群众内生动力不足，大多数

青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板贵乡是全县有名的特困乡镇。基础设施不完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农村的产

业发展只局限于区域内，难以打通农村金融供给渠道。使具有“中国森林食品推荐品牌”称号的农产品

在大山里面走不出去，难以形成较大的经济圈。 

5.3. 针对板贵花椒三产融合新模式下所面临挑战的相关建议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重点引导技术驱动。打破同二三产业的技术壁垒，消除产业间边界感，通过网

络技术、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等高新技术，整体打造农业信息化管理，并投入到农业

的生产、流通、销售等过程中去，发展良性高效的数字农业，维护好“板贵花椒”这一农产品地理标志，

用较低的成本去生产出绿色产品，实现产品与技术的融合[9]。 
强化因地制宜理念，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板贵乡石漠化严重，农业发展受到严重挑战，主体利益是

内生动力。助力和培育当地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解决资金土地政策等多方面限制问题。同时也要兼

顾环境效益的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花椒种植作为

一种绿色经济作物，在解决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也保护了板贵乡的土壤，减缓石漠化。 
顺应乡村振兴发展，积极配合农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政府政策是制度保障，通过组合税收财政

法律等手段，为推动农村农业三产融合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催化三产持续深度融合发展[10]。政府作为

媒介，需要走在老百姓的前面，争做先锋，积极为人民服务，去做那个眺望经济发展的“窗户”，为农

民的生产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制度保障。 
调整产业结构布局，提高农业产品附加值。基于农业的多功能性，需重点关注横向融合与纵向融合

协调发展，纵向融合主要沿着产业链方向推动，横向融合则多以农业多功能性为基础，拓展农业与其他

产业融合的新思路，不断丰富农村三产融合方式方法。对花椒产品进行深加工，研究花椒这一农产品所

具备的一些功能，不仅仅是体现在固体的和粉末上的花椒售卖形式，满足多层次的、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立足市场需求，以高附加值方式取得更高的收入，改变处于利益分配机制末端的被动局面，使得花椒这

一产品主动面对市场，解决供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农民增产增收[10]。 
完善产品宣传矩阵，增强特色产品知名度。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以网络的形式去宣传花椒产品，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产品的绿色与健康，完善网络销售机制，了解现代人购物方式，减少交通运输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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