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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产业精准扶贫的机制 
创新、成效和经验 

内容摘要：“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调研发现，陕

西省开展产业精准扶贫试点，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主体

优化协同，选好带动能力强的市场主体，选好发展潜力大的特色产

业，建好辐射带动的联结机制，解决了“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

的问题，形成了产业精准扶贫实现机制的“陕西经验”。通过产业

精准扶贫，陕西省实现了脱贫攻坚目标，贫困农户不仅即时脱贫还

增强了内生能力，参与企业竞争能力提升，产业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优势特色产业得到壮大，产业扶贫基础不断夯实，实现了贫困农户

发展生产有门道、增收致富有门路的精准产业扶贫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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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

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陕西省为解决

贫困户增收措施少、参与能力弱、持续增收难等难题，于 2015 年 10

月开始开展产业精准扶贫试点，选择具有发展潜力和带动效应的特

色产业，注重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建立健全企业、合作社和

贫困户精准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在解决产业精准扶贫“谁来做、

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创新，取得初步成

效，积累了经验。 

一、探索建立产业精准扶贫机制 

陕西省精准扶贫模式中，省供销社（供销集团）作为投资和管

理主体，犹如“手掌”，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实施区县、龙头企业、

合作社、金融（保险）机构、贫困户犹如“五指”，攥紧拳头汇聚扶

贫合力。扶贫办将 6亿元财政扶贫资金分配到 20个试点的实施区县，

县级政府代表贫困户行使出资人权力，委托供销集团代贫困户持股，

将扶贫资金以资本形式，以不低于 35%的控股比例投入首批选出的

35 个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供销集团与银行签订金融合作协议，为龙

头企业和合作社提供金融保险服务，通过向企业派驻高层管理人员、

甚至委派企业党组织第一书记，帮助龙头企业及合作社优化产业布

局、规范内部管理、提升品牌建设、做好市场营销和风险管控等，

确保股权投资保值增值，把控精准扶贫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农

业信贷担保公司、保险企业等通过优先为试点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

务、政策性农业保险倾斜覆盖、部门扶持资金倾斜支持等做法，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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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扶贫合力。截至目前，陕西省的股权投资精准扶贫撬动社会资金

45 亿元，第一批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82 万户、7.8 万人。 

（一）精准选择主体，解决“谁来做”的问题 

省供销社在 20 个试点县政府推荐的 92 家企业和合作社中，选

取了 35 家试点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实施股权投资，省级及以上龙头企

业占比超过 80%。试点企业和合作社联社通过组织生产加工、开展

基地建设、指导农户生产、提供生产原料、监管产品质量等，带动

农户增加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同时按照优先股原则，龙

头企业和合作社联社每年按照投资额的 5%通过供销集团返还县政

府，由县政府统筹安排用于脱贫，主要用于扶贫工作中筹集风险保

证金、建设农产品销售网络、打造农产品品牌等。 

（二）精准选择产业，解决“做什么”的问题 

产业扶贫中产业选择是难点也是关键，既要立足比较优势和资

源禀赋条件，更要契合市场需求，把地方小品种做成带动一方百姓

致富的大产业。这方面，地理标志产品是个重要参考点。这类产品

适应当地的地理条件，农民愿意种养、善于种养、参与度高，品质

好，有做大做强的发展潜力。比如，陕南的茶叶、魔芋、菌类、花

椒，关中的苹果、猕猴桃、葡萄、蔬菜，陕北的小杂粮、红枣等。

农业产业的选取还要考虑在当地是否有加工业带动，能否实现接二

产连三产。在建起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基地的同时，还要

把工厂建到贫困户家门口，打造产业精准脱贫第一车间，实现就地

就近就业。陕西省榆林市的子洲三丰粮油有限公司，通过专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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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大量流转贫困户土地种植黄豆，与 6000 户贫困户签订种植合同，

种植面积由 7 万亩扩大到 15 万亩，既解决了企业生产原材料不足

的问题，又促进了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更带动了贫困户脱贫。 

（三）建立精准联结机制，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陕西省的“龙头企业+合作社（联社）+贫困户”产业精准扶贫

模式，有五种利益联结方式。一是以订单收购为主要特征的合同式

利益联结。企业与贫困户签订产销合同，为贫困户提供产前种苗和

农资，产中防疫、技术指导和培训，产后储藏和运输等，实行保护

价托底收购并进行加工和销售，贫困户的小生产经营通过企业与大

市场对接。二是以社会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合作式利益联结。企业

与合作社通过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指导和产销服务等，实现企业、

合作社与贫困户在生产、流通、加工、科技、信息咨询等环节的分

工合作。贫困户除了从企业和合作社获得生产环节收益，还能从流

通和销售环节获得利润返还。三是以在企业务工为主要特征的劳务

式利益联结。企业把贫困户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产业链条，贫困户

按照企业要求在企业或基地开展某个环节的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企

业的员工，获得工资收入等。四是以要素入股为主要特征的股份式

利益联结。贫困户以资金、土地、产品等要素入股，由纯粹的农业

生产者变成投资者，贫困户成为企业的股东，种养环节变成企业生

产过程。贫困户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不仅获得生产环节利润，

还作为股东分享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利润。五是直接帮扶的利

益联结。公司列支专项资金发放养老金、帮扶基金，设立意外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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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和农作物保险等。韩城市金太阳公司出资保险金 10 万元，为贫

困户的 1500 亩花椒种植基地参保，减少市场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影

响，保证贫困户基本收益。 

二、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贫困户在实现脱贫的同时，长期发展能力得到提高 

陕西省产业精准扶贫在带动贫困户增收方面，主要有四种方式。

一是入股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增加投资性收入。旬邑县上南子村贫

困户付谷根参与陕西蓝海果业有限公司的产业精准扶贫项目，2016

年一次性分红 2300 元，全年收入较 2015 年增加 7800 多元。二是发

展产业、售卖农产品，增加经营性收入。在汉中市洋县志建药业科

技有限公司的带动下，茅坪镇长坝村贫困户王建中和张世海分别种

植银杏 2.5 亩和 3 亩，实现销售收入 8750 元和 10500 元，分别占其

当年总收入的 32.8%和 49.1%。三是企业务工，增加工资性收入。陕

西蓝海果业有限公司在扩产招工中优先为 32 户贫困户安置工作，人

均月工资 1500～1800 元，一人就业即可实现全家脱贫。四是流转出

土地，增加财产性收入。贫困户谢世应、李安忠、李辉茂 2016 年分

别流转出土地 6.7 亩、4.3 亩、3.5 亩，实现收入 3083 元、1567.5 元

和 2880 元，分别占其当年总收入的 21.5%、9.6%和 28.8%。有些贫

困户以上四类收入同时增加，增收效果更是显著。 

产业脱贫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陕西省的产业

精准扶贫在增强贫困户内生发展能力、夯实稳定脱贫基础方面的成

效也较为突出。一是通过技能培训，提高生产技能。安康市汉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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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余户贫困户在参加了阳晨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免费开展的生

猪养殖、设施蔬菜种植等技能培训后，掌握了生猪饲养技能，与企

业发展订单养猪。10 户贫困户得以租赁经营企业蔬菜大棚，户均年

增收 2 万余元。二是让贫困户生产嵌入企业产业链条，提高应用现

代生产要素能力。在陕西三丰粮油有限公司的带动下，当地贫困户

不仅获得了优质黄豆种子、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而且市场波动风

险均由企业承担，贫困户以高于市场价出售黄豆，在提升产品品质

的同时实现了增收。三是不少贫困户摆脱了“等靠要”思想，精神

面貌更加积极向上。实地走访中，阳晨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和

公司结对的贫困户正从过去对生活没什么盼头中走出来，认真学习

种养技术，从产业发展中享受增收成果，对美好生活开始有了盼头。 

（二）企业在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同时，实现了自身发展壮大 

一是融资环境改善、融资渠道拓宽，企业贷款难、资金缺的问

题得到缓解。陕西京康公司在加入产业精准扶贫后，由民营企业转

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获得贷款 3000 万元，大

大缓解了困扰多年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二是农产品质量提高，

企业商誉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陕西益丰源农林科技开发公司将

入股资金用于核桃加工厂、冷贮库的改造升级，生产加工能力和产

品质量大幅提升。借助供销集团的销售网络和交易服务体系，陕西

双亚粮油工贸公司销售网络大大拓展升级，2016 年实现利润 588 万

元，同比增长 471.4%。三是在产业链融合拓展的同时，实现了节本

增效，供应链显著优化。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企业集中连片流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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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高标准建设农业生产基地并投产后，低价或免费返包给贫困户，

最终农产品由企业保底收购，贫困户收益与企业原料供给、企业收

益紧密有机结合，不仅解决了雇工成本高、监督难的问题，还获得

了有质量保证、稳定可靠的原料供给。2016 年陕西志建药业公司带

动 54 个村的 4577 户农户种植银杏 7120 亩，其中 3087 户贫困户种

植银杏 5195 亩，企业免费发放树苗 87 万株、有机复合肥 190 吨。

贫困户收入的增长使得周边农户由最初的不理解、不参与到现在积

极主动参与到银杏种植和生产中，企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显著

提升。 

（三）政府在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同时，培育壮大了优势特色

产业 

除了精准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陕西省的产业精准扶贫还有效

利用“手里的米”培育壮大了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实现社会民生与

产业发展的“双赢”。在特色产业发展的优质要素支持方面，供销集

团不仅为目标企业提供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等资金服务支持，同时

还积极为目标企业融智，将供销系统 200 多名常年服务在第一线的

业务骨干派驻到目标企业，助推企业管理逐步实现规范化、现代化，

聘请专家教授、选派海归留学生、科研人员等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

的技术指导。在特色产业市场拓展支持方面，供销集团充分发挥供

销系统的市场流通优势，让地方特色产业产品直接连上了省内外供

销社农产品展销平台，并在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开设了“陕西扶贫

馆”，线上线下推销参与产业精准扶贫企业和合作社的农产品，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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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方小众特色产品产业连上大市场、打响品牌提供了重要支持，

改变了传统地方特色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窘境。截至 2016 年

年底，35 家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企业和合作社实现营业收入 15.7 亿

元，同比增长 19.4%，实现利润 6327 万元，同比增长 35.3%。 

三、经验与启示 

陕西省的产业精准扶贫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主体优化

协同推进脱贫攻坚的有益探索。就产业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而言，

陕西省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产业精准扶贫中，陕西省既

不是一手包办，也不是一甩了之，而是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在企

业成长的关键环节和节点给予扶持，培养产业成长的平台载体。政

府与市场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协同发力，共同

推进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陕西省的经验表明，只有政府切实

发挥引导、服务、谋划、协调功能，让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让企业

和农民跟着市场走，才能实现产业精准扶贫的长期、可持续。 

二是在精准上下好功夫下足功夫。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

准、成败在精准。陕西省的股权投资模式切实做到了扶贫对象精准、

资金使用精准、实施主体选择精准、特色产业选择精准、项目安排

精准、支持方式精准、措施到户到人精准、利益联结机制精准、因

企派人精准、绩效考核精准，取得了贫困人口受益精准和脱贫成效

精准的实际效果。只有在精准上用足“绣花”功夫，精准定位并解

决“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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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推进上出实力、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才能做到识真贫、扶真

贫、真扶贫。 

三是选好带动能力强的市场主体。推进产业扶贫，关键是要找

到既有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较好，又有社会责任感、愿意投身脱

贫攻坚事业的企业。在这方面，陕西省产业精准扶贫很好地发挥了

市场竞争机制的信号筛选功能，在目标企业的选取上把握住两点：

目标企业均为成长型的龙头骨干企业，在产业发展上已经有较为成

熟的经营模式和盈利能力；企业负责人有较为过硬的政治素质和责

任心。这样一来，目标企业带动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实现增收就更

有保障、更有底气。 

四是选好发展潜力大的特色产业。特色产业的选择是产业精准

扶贫的前提与基础。陕西省的经验表明，选好特色产业，既要基于

品牌知名度、消费者可及性和产业规模考察产业基础，基于产品竞

争力、价值创造能力考察产业发展潜力，还要基于从业门槛和劳动

力吸纳能力考察带动的普惠性。唯有同时具备带动潜力和带动效应，

才能实现既在当期内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又培育他们的长期增收

能力。 

五是建好辐射带动的联结机制。“给钱给物，不如给个致富好门

路”，这是产业精准扶贫的核心。陕西省充分发挥政府、供销社和龙

头企业的比较优势，通过股权投资、生产经营合作、风险防范机制

构建，因地、因户、因人施策，使贫困户全方位、全环节地参与到

产业链条中，实现了发展生产有出路、增收致富有门路，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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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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