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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对接市场的模式优化研究
——以河北省谷子种植户为例

摘  要 ：本文针对目前河北省谷子种植户面临的市场不稳定的情况，基于实地调研获取信息基础

上，对河北省谷子种植户对接市场的模式及其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了四种主要模式运行中存在着的固

有问题，并从强化小农户与经纪人的联系、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构建小农户与企业间稳定的合约关系

以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技能培训等方面对优化小农户对接市场模式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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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小农

生产长期存在已成为不争的事

实，目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展之间有机衔接的问题受到持

续关注，我国很多地区的小农生

产和农产品销售打破了传统的限

制，呈现出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

多样化局面。近年来，河北省尤

其是谷子主产区涌现出多种小农

户与市场有机衔接的具体模式，

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之间的有机

衔接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基于

此，本文将谷子种植户、各级中

间商和相关杂粮企业为调查对

象，对河北省谷子主产区和杂粮集

散地进行实地调研，结合小农户对

接市场的典型案例，提炼出河北省

谷子种植户对接市场的四种模式，

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小农户对

接市场的模式优化选择提出合理化

建议，以期为其他地区的小农户对

接市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一、小农户对接市场的模

式分析

根据实地调研和获取的资

料汇总情况来看，目前就谷子而

言，常见的小农户对接市场的模

式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四种 ：

 （一）“农户 + 经纪人+ 市

场”的流动贩运模式

经纪人是河北省谷子市场流

通销售的主要参与者，数量多、

贴近农户的特性使其可以深入大

部分缺乏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偏

远农村，收购谷子种植散户、种

植大户的原粮，并集中运输到谷

子加工集散地，而后运送到全国

各地的批发市场，由批发商向零

售店批发，最终由零售商销售给

消费者。这是目前河北省谷子种

植户对接市场最普遍的方式。 

（二）“农户 + 合作社 + 市

场”的合作组织模式

合作社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市场衔接最为普遍的组织载体，

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民组

织起 来，提 供 技 术、信息等相

关服务，统一组织农业生产和销

售，形成“农户 + 合作社 + 市场”

的衔接模式，这一模式的流 通

途径主要是合作社与小农户签订

合同或协议，对小农户的谷子进

行统一生产管理、统一收购，统

一出售。在销售方面，合作社对

原粮进行初级加工、简单包装后

通过本地市场或网络平台进行出

售。这一模式是河北省谷子主产

区的农户广泛应用的一种对接模

式，比如张家口市阳原县揣谷疃

镇帅家梁村党支部书记为解决当

地农民种植杂粮产量低、销路不

畅、收入微薄的问题，组织村民

成立了阳原县昊然种植专业合作

社，通过电商平台和节目订单打

造“原上皇”小米产业品牌，种

植、销售帅氏黄金小米，与其社

员设定了大白谷的收购保底价，

保证以不低于市场价或高于市场

价格统一收购农户的谷子，解决

了小农户的销路问题 ；邢台南宫

市众创农业冀科合作社则与冀科

种业公司合力为种植谷子的社员

提供统一的种子、化肥等生产资

料和技术指导，高于市价统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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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农户的谷子，减少了小农户的

生产成本同时解决了销路问题。

可见农户借助合作社的组织优势

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生产或销售

上的优势，直接或间接降低了对

接市场的风险，起到了促进增收

的效果。

（三）“农户 + 基地 + 企业

+ 市场”的辐射带动模式

“ 农 户 + 基 地 + 企 业 + 市

场”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谷

子加工销售企业与农户结成利益

共同体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龙

头企业通过自建基地与谷子种植

户签订产销合约，农户按合约生

产，龙头企业按合约收购农户的

原粮，也称为“订单 模式”，企

业将收购的原粮经 过加工、包

装销往批发市场、超市及外地市

场等。比如，张家口罗川贡米公

司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

运转模式，实行订单农业，品牌

营销。一方面和农户签订种植协

议，统一供种、统一种植，统一

标准，以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按保

护价收购、市场价高于保护价按

高于市场价的 10%-20% 收购的

原则对农户的谷子进行统一收

购，同时通过农业农村局为农户

提供培训会等技术帮助 ；另一方

面企业将谷子经过加工包装后以

绿蔚、翠屏金谷等品牌对外销售

并实行盈利反补机制，将销售产

品的部分利润反补到贫困户并建

立儿童助学基金，在为农户的产

品拓展销售渠道、提高收益方面

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农户 + 新媒体 + 市

场”的社群营销模式

“农户 + 新媒体 + 市场”是

小农户以互联网为基础，借助微

信朋友圈、业主群、微博、手机

APP、直播平台等移动新媒体手

段发布农产品信息，吸引消费者

的模式。这种模式下，小农户依

托个人社会关系直接对接消费群

体，身边的亲朋好友往往是第一

批消费者，通过熟人口碑相传，

形成了从点对点到点对面的社群

营销模式。

这一模式是随着互联网新媒

体发展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对接

模式，因其进入门槛低、操作简

便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小农户通

过此种方式进入市场，推销自己

的农产品。典型案例如河北省承

德隆华县步谷沟镇东曹碾沟村的

谷子种植大户，通过微信将自己

的产品推广给北京的亲朋好友，

再由其宣传扩散，成功将自家小

米以 10 元 / 斤的高价销往北京。

这种模式快捷方便，不仅为小农

户的生产提供了直接的支持，减

少了流通环节和交易成本，还降

低了小农对接市场的风险。

二、小农户对接市场中存

在的问题

（一）“农户+经纪人+市场”

模式存在的问题

该模式中，小农户与经纪人

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缺乏相对

紧密的联结形式或契约关系。经

纪人往往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

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整交易

价格、交易数量及交易对象，以

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信息

的不对称，小农户在交易中明显

处于劣势，造成小农户的农产品

销路和收益相对不稳定。

（二）“农户 + 合作社 + 市

场”模式存在的问题

该 模 式中，部分 合作 社 组

织化和规范化程度较低，一些合

作社管理人员的素质不高、能力

不足，辐射带动小农户的能力有

限。例如合作社与农民往往是简

单的劳动雇佣和产品买卖关系，

在组织运行、生产管理、盈余返

还方面的规定不够规范，利益联

结机制不够稳定，导致小农户通

过参与合作社分享农业现代化发

展成果的效应有限。

（三）“农户 + 基地 + 企业

+ 市场”模式存在的问题

该模式中，一是企业与小农

户关系不稳定，龙头企业以长期

和相对紧密的契约关系协助小农

户与市场衔接，但公司和农户的

关系仍受制于市场，市场价格的

多变性以及合同约束的脆弱性非

常容易导致违约行为，从而发生

企业占有资源并侵蚀小农户生产

经营利润的问题，如一旦出现市

场风险，企业可能向农户转嫁风

险，以质量不符合要求为由压价

拒收农户的谷子，给小农户带来

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企业受到

自主研发、深加工能力的限制，

影响市场开拓和企业效益，难以

有效带动小农户对接市场。

（四）“农户+新媒体+市场”

模式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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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中，一方面，小农户

由于 缺乏生产管理能力，往往

在产品外观、包装、质量配送上

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不能较好

适应消费者的标准化习惯，影响

销路 ；另一方面，农村网络基础

设施较 差，农民缺乏网络应用

技能，缺少适应市场的加工、物

流设施。虽然大多小农户都有上

网销售产品的意愿，但往往受到

经济实力、网络技术能力和农村

基础设施的限制，发展受限。另

外，乡村配送成本和信息服务成

本较高，对于本身利润率偏低的

小农户而言，这种日渐增加的交

易成本可能会抵消掉产销衔接所

节省的成本。

三、小农户对接市场模式

优化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小农户与经纪人

的联系

一方面，政府对经纪人行业

体制进行规范，充分利用其分

散、贴近农户的特点进行网络式

布点深入农村，给予一定政策支

持，鼓励经纪人与小农户建立相

对紧密的联结关系 ；同时经纪人

自身加强诚信建设，提高信誉，

杜绝欺诈等损害小农利益问题。

另一方面，加强农户间的联合和

农村内部的组织合作，增加小农

的话语权，提升议价能力。

（二）支持专业合作发展，

提高组织化程度

应引导小农户通过专业合作

社等组织方式实现区域生产的规

模化来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增

强话语权，尤其要注意化解小农

户对接市场的困境。首先，必须

加强合作社的组织化建设和规范

化程度，完善小农户与合作社的

利益连接机制 ；其次，加大对合

作社管理人员和普通社员的培训

力度，增强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

和普通社员的监督意识 ；最后，

在促进农户通过合作社对接市场

过程中，需有效动员地方组织，

加强合作社与地方政府、相关企

业、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借助

集体智慧和成熟的组织优势，拓

展产业发展，增强内生动力，以

更好地姿态带动小农户走向市场。

（三）加强企业自身能力建

设，构建与小农户的稳定合约关系

首先，加工贸易企业可根据

规模经营情况选择建立种植基地

保持货源稳定，通过增加投资和

与科研院所之间合作增强自主研

发和深加工能力以延长产业链，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企业效

益。其次，企业应构建与小农户

稳定的合约方式，依照法律法规

认真签约、严密履约，尽量避免

因约定不明确不规范发生争议，

重点明确有关农产品的质量、价

格和违约责任等条款，保护好

小农户的利益。最后，小农户应

增强市场风险意识、产品质量意

识，严格按照企业订单要求生产

履责，减少因信誉和产品质量问

题带来的违约风险。

（四）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农户技能培训

一是加快谷子加工设备、物

流配送中心的建设，扶持农村物

流产业发展，加快谷子的流通，

建设覆盖全国的道路运输设施，

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二是加快农

村网络设施全覆盖和网络信息平

台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

提高各种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三

是大力加强农户技能培训，以

开展培训讲座或成立相关培训

机构为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技

培训、生产管理等咨询服务，增

强小农户的内生能力，同时加大

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平台建

设，培训小农户网络应用和手机

应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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