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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吴 进，程静思，雷云辉，刘 刈，胡国全
( 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

摘要: 农村沼气是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当前由于农村沼气服务体系不完善，第三产业已成为影响

农村沼气发挥效益和可持续运行的重要因素。经济新常态下产业融合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循环经济和破解“三

农”难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我国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面临的

困难以及战略对策进行了分析研究。首先对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梳理产业融合发展

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其次探讨农村沼气进行产业融合的发展动力，阐述市场是推动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驱动力，是以交叉融合、内部集成融合和优化融合等不同的路径，然后聚变成利益高度关联的利益共同体，形

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等多种模式，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行产业融合以此带动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农

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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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of Ｒural Biogas with
the First，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WU Jin，CHENG Jing-si，LEI Yun-hui，LIU Yi，HU Guo-quan

( Biogas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Chengdu，610041，P． Ｒ． China)

Abstract: Ｒural biogas has become both non-profit and commercial strategic new industry． Due to
imperfect situation of rural biogas service system，the tertiary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function and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rural bioga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new economic
normal，industry integr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omote rural reform，develop recycle economy，

and solve“issues in agriculture，rural areas，and farmers”． It is also an academic hot issu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difficulties，and strategies and countermeasure of integrating rural biogas with
first，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First，it analyzes the statu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rural biogas with
first，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sort the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integration．
Then，it explores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biogas with other industry，

and expound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market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biogas with first，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by different paths such as cross integration，internal
integration，and optimized integration，the interest-highly-related community is formed with modes of new
technology，new industry，and new commercial mode，and it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a
way of from low to high-grade． Based on above analyses，it proposes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biogas with first，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Key words: rural biogas; integration of first，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es; mechanism of driv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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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沼气是跨专业技术领域、多学科交叉和综

合应用的系统工程，联结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

三大环节，具有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提供可再生清洁

能源等公益性鲜明特征的农村基本建设［1］，同时又

兼具经营性特点的战略新兴产业［2］。新时期农村

沼气成为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重要组成内容，是拓

宽增收渠道，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转变农 业 增 长 方 式，破 解“三 农”难 题 的 有 效 途

径［3］。本文通过对农村沼气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现状、动力、路径、模式等进行分析，梳理产

业融合发展的难点，提出新时期农村沼气与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一、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的
基本概念界定和发展现状

( 一) 产业融合基本概念的界定

产业融合就是产业创新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对产业融合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主要是从技术扩散渗透、产品整合创新、产业融合过

程、产业边界变化、产业竞争关系等 5 个不同的视角

诠释，即是由技术、产品与业务、市场、企业等要素构

成的有机整体，是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产

品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

的产业动态发展过程［4］。融合是产业发展的一种

常态，主要体现不同产业之间在技术进步、管理创

新、政策调整、社会需求变化等方面的相互渗透，同

时同一产业内部相关产品和业务、不同产业之间业

务与市场的融合。
融合发展动力不仅是农村沼气自身发展的需

求，也是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要求，其驱动

力是市场。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需求、消费

需求、企业需求、资本需求、跨界需求等发生了边际

效应，打破原有的分工界线，使产业间互补和延伸，

拓宽了产业发展空间，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而

促成产业之间的融合与可持续发展。产业融合发展

是以产业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为路径，以推动

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为表征，

带动资源、要素、技术、市场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

和优化重组［5］。产业融合最终实现的模式，是不同

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行业的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基

础上，各种要素资源通过有效渗透或交叉融合为一

体，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等模式［6］。
( 二) 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

现状

我国农村沼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政策刺激和财

政支持的方式迅速发展起来。截至 2014 年，全国已

建成农村户用沼气 4 150 万户，年产沼气总量约 136
亿 m3，各类沼气工程 10 多万处，年产沼气 21 亿

m3［7］，农村沼气年产量达 164 亿 m3，约为全国天然

气年消费量的 13%，可减排 CO25 000 多万 t［8］，奠定

了世界沼气大国的地位。从 2001 年以来的农村沼

气建设及后续服务管护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践

历程来看，主要是政府推动农村户用沼气建设与使

用来促进产业融合。从 2007 年开始，在全国不同区

域建立了不同的运行后续管护服务网点和组织［9］，

搭建了第三产业优质服务平台和服务模式，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10］。以沼气

为纽带，“猪—沼—果( X) ”等模式成为发展生态循

环农业的重要模式，实现了产业融合，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11］，农村沼气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的有机结合，对推动我国农村沼气成为治理环境

污染和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战略性新兴产业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但是，客观地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
对农村能源政策影响很大，使农村沼气游离在国家

能源总体框架“城市能源”之外［12］。农村沼气后续

管理服务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涉及跨部门和

多利益链条，我国现阶段农村沼气还未建立与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
( 三) 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

问题

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2001 年以后在国

家相关政策支持下才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推

进农村沼气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村沼气区域市场

容量小，养殖方式发生变化，社会资金投入少，农村

劳动力持续向城镇转移，融资渠道单一以及市场不

健全、法规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加上农村沼气后续

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导致农村沼气“停歇”或“废

弃”，使已建成的农村沼气工程不能正常发挥应有

的作用。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沼气也朝着规模化沼气工程

和规模化生物天然气转型发展，而规模化沼气工程

因一次性投资较大，收益不明显，缺乏商业化运行模

式［13］。农村沼气的后续管护服务缺乏创新理念，已

经跟不上农业发展方式快速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的要求［14］，成为制约农村沼气发挥效益和可持续

运行的主要问题之一［15］。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涉及跨部门和

多利益链条，总体表现为: 第一产业原料因养殖方式

的变化，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缺乏第三方服

务，原料短缺导致农村沼气停歇或废弃; 农村沼气与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流通渠道单一，融合层次

较低，整体效益差，为农村沼气提供后续管护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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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力不强，没有建立市场化融合

发展机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农村户用沼气

建设服务网点，到现在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组织

为农村沼气提供后续管护服务，以期推动农村沼气

商业化盈利运行，均是政府主导建设。不同时期的

服务组织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性，难以满足不同区

域与层次转型升级发展需求［16］，即当前农村沼气与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就是没有建立相应的市

场发展机制。

二、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动力

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可促进农业生

物质能源能源化与资源化利用，解决农村面临的环

境污染和能源危机，实现节能减排，关系到解决农村

“三农”问题能否有新的突破点，其动力是提高和拓

展农村沼气产业对农业功能的贡献，让农村获得公

平的发展优势，以此满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需求。
( 一) 内源性融合动力

1. 市场拉动力

我国生物天然气生产潜力较大，蕴藏的潜在产

量约为 1 500 亿 m3［17］，同时，也是世界上农业废弃

物产出量最大的国家，每年大约有 40 多亿 t，其中畜

禽粪便排放量 30 亿 t，农作物秸秆 7 亿 t［18］。秸秆

与畜禽粪便丰富的市场资源为农村沼气提供了巨大

的发展空间。同时，发展农村沼气是治理农村环境

污染、改善我国能源结构的需要，能够带动循环经济

发展，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从农村户用沼气

发展到规模化沼气或生物天然气工程，不仅是为了

解决农村农民生活用能和农村以及城市的环境污染

问题，也是提升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需要，是依靠市

场的拉动力来完成资源配置，推动农村沼气产业融

合发展。
2. 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依据经济学的假设，生产者或企业的目标是追

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从事生产和经营最重要的动力。
交易成本是企业获得较好利润空间和维持运转至关

重要的因素，而成本是影响沼气工程可持续运行的

重要因素［19］。企业对于利润的追求要受到市场条

件的限制，但企业或经济组织之间可通过合同契约、
政策制度等融合，延长产业链，降低交易成本［20］。
农村沼气体现的效益更多是环境和生态效益，与一

二三产业融合形成新模式、新业态，可以共享原料供

应、建设质量、运行管理、工程经济效益、科技支撑体

系、“三沼”利用等市场信息，实现合理配置，降低费

用和交易成本，建立自身赢利模式。还可以从农村

沼气管护服务经营获得经济利润，获得更多的利

益［21］，农村沼气可持续运行与盈利是产业融合的内

生动力。
( 二) 外源性融合动力

1. 政府主导力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农村沼气建设，先后制

( 修)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

建设农村沼气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良好的发展

环境。同时国家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

划》( 2006—2020) 、《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
( 2006—2010) 等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为农村沼气

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稳定的政策支持机制。在技

术保障和科技支撑方面，从“七五”开始持续对沼气

领域进行科技攻关，先后颁布了《农村家用沼气发

酵工艺操作规程》《户用沼气池标准图集》《沼气工

程技术规范》等 40 多项有关沼气的国家和行业标

准规范行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在全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 自上而下建立农村能源推广部

门，从业人员达 4 万多人［22］，成为指导推广农村沼

气建设及提供后续服务的中坚力量。从“十五”开

始，利用国债资金和社会资本发展农村沼气建设，

2001 年以来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达 400 多亿元［23］，政

府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利用补贴经济杠杆

刺激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 市场推力

农村沼气是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改善我国能源

结构的需要，能带动循环经济发展，产生经济和社会

效益。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市场发展机制，激发农村

资源要素活力，依靠市场的力量完成资源配置，推动

融合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政

府部门职能已经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利用市场发展

机制，激发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活力，做好服务，发

挥效益［24］。例如农村沼气专业合作社即是在“十一

五”期间伴随沼气事业迅猛发展衍生的农村合作经

济，是政府通过市场机制为农村沼气后续管护提供

服务建设起来的新型经营主体，是农村沼气新型多

功能服务体系的一种新模式，推动了我国农村沼气

快速发展，是市场选择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实际应用。
3. 外部竞争动力

农村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交织，农村沼气

与一二三产业属于不同的竞争主体，地位也不同。
要生存更要发展，竞争促使产业融合，获得相对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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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跨区域的优势和持续获利等方面的竞争能力。因

此，政府通过出台政策［25］，制定发展规划，加大对农

业各方面的投入，完善相关金融服务机制，将具有产

业衔接关系的农业生产及加工企业链接在一起，通

过产业融合，优化产业链的资源配置，降低产业链的

成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政策等方式引导

和支持相关的经济主体自发进行产业融合，建立第

三方中介和公共服务机构，搭建信息沟通平台等，提

高经济效益，在竞争中促发展。

三、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路径

农村沼气“三起两落”的发展历程，是基于产业

的公益性和特殊性，“兴起”是产业顺应国民经济发

展、能源与环境发展的需求，同样“衰落”是市场选

择的结果。农村沼气按照“原料—沼气发酵装置—
沼气产品加工—沼气终端产品销售”构成的产业

链［26］，在原料环节处于第一产业，经过沼气工程发

酵环节是第二产业，销售沼气终端产品或者“沼肥

综合利用”需通过第三产业的服务，才能实现整个

产业链的价值。因此，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可持续运行的效益和投

资的有效性。利用技术、产品与业务以及市场等资

源，经过交叉、优化或内部产生集聚效应，使农村沼

气从不同的路径与一二三产业进行融合，在自身发

展的基础上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 一) 交叉融合

农村沼气后续管护具有不同的服务模式，例如

沼气服务能人、村级沼气服务队、乡村综合服务站、
农村沼气协会、沼气专业合作社等分属不同的利益

主体，按照市场机制，在不同的领域内以不同的方式

提供多元后续服务管护模式和服务。通过组织形式

进行交叉融合，以解决农村沼气产业规模总量小、沼
气产品开发利用不足、缺乏市场化运作模式等问题。
通过第二产业链接第三产业，推动第二产业为第一

产业服务，从技术等要素的渗透、市场需求信息的共

享等方面，延伸、互补、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业产品附

加值。
( 二) 内部集成融合

农村沼气产业的发展需要以大量的资源作为基

础支撑，存在竞争与发展的严峻形势。同一产业的

不同产业链或不同部门，以及不同企业之间为谋求

内部共同利益的融合，以创新为驱动、发展为目的，

用第三产业促进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保障第二产业

发挥效益［27］; 鼓励通过交叉持股、联合研发、交互许

可、供应商契约等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在优势领域

带动资源、要素、技术、市场需求在农村沼气产业链

条上进行融合，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业链上的可持

续运行与盈利能力，聚变成利益高度关联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 三) 优化融合

农村沼气是高度依赖政府政策支持而发展起来

的产业，但是目前政府、企业和农民三方利益联结机

制不完善，政府为保证农村沼气投资的有效性，借鉴

国外农业产业链管理经验，以行政手段辅以市场机

制，发挥政企共建优化配置的作用，以此推动农村沼

气各方面的发展与一二三产业进行融合［28］。其主

要做法是以政策加经济杠杆，一方面加大力度建设

农村沼气后续服务管护体系，把不具备市场产业链

利益的主体进行联结; 另一方面依托龙头企业或行

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推动

不同价值链、信息链和物流链的利益主体进行融合，

打造纵向和横向产业联盟，推进农村沼气与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四、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主要模式

为了发挥农村沼气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基础性作

用，我国政府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29］，以市场机制培育符合

现代农 业 发 展 要 求 的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推 动 融 合 发

展［30］。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微观上

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城乡融合的城市化 3 者有效结合的过程［31］。

( 一) 模式类型

1. 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发展模式

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建设，是政府为保证财

政资金投资的有效性和促使农村沼气发挥效益的重

要举措，有学者将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模式总结

归纳为个体沼气服务能人、村级沼气服务队、乡村综

合服务站、沼气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沼气物业公

司等 20 余种模式［32］，同时认为以市场机制促成沼

气专业合作社等 5 种具有代表性沼气后续服务体系

模式，是 今 后 沼 气 服 务 体 系 管 理 模 式 的 发 展 趋

势［33］。政府支持因地制宜多层次建设农村沼气后

续管护服务体系，以此推动实现农村沼气建设、安全

运行使用和管理［34］，对农村户用沼气快速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农村沼气后续服务体系建设，探索

了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但是因农村沼气区域性特点、层次、运行机制以及建

设渠道不一，建设模式多样化，形成多元化融合发展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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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农业主体模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衍生出来的组织，具有市场机制

特征的模式。国内学者将其内涵界定为具有相对较

大的经营规模、较好的物质装备条件和经营管理能

力，劳动生产、资源利用和土地产出率较高，以商品

化生产为主要目标的农业经营组织［35］。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就是将农户结合起来，通过市场化配置资

源，承担并提供多元化农村沼气后续管护服务，建立

新型的后续管护服务体系和长效机制。例如建立在

家庭经营基础上的专业合作社，逐步显现它在资源

整合、能力互补、协同竞争等方面的优势，较好地融

入到农村沼气的后续服务管护中，产业衔接形成

“猪—沼—果( X) ”等可持续发展模式，为未来农村

沼气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市场和盈利空

间［3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与成长，反映了农

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城乡融合

的城市化 3 者有效结合的过程［37］，关联着农业发展

的质量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

现阶段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产生的新

模式。
( 二) 融合发展模式的特征

1. 融合发展模式带有政府色彩

从政府规制、科技支持、资金补贴、产业走向到

转型升级，以及后续服务设施建设、装备或运转经费

都是政府补贴建设起来的。财政资金是调控的杠

杆，政府主导我国农村沼气建设与运行、后续服务模

式及监督管理［38］。当前推动农村沼气转型升级建

设和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均带有浓厚的行政指令性

色彩。
2. 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

初级阶段，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低、
层次浅，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合作方式简单［39］。随

着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发育成长，对产业融合的带

动能力逐渐增强，政府主导、农民互助、市场机制等

形式的递进式的农村沼气后续服务模式，不断地提

高了服务的内容和质量，从个体服务提升到产业化

经营模式，促使新的商业模式与产业业态的形成。
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现了由初级向高

级发展的特征。
3. 多种模式推进产业融合

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通过市场推动产业融

合，从个体服务模式、政府向社会组织补贴服务或购

买农村沼气后续服务模式，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多种融合模式，为农村沼气多元化提供后续管护服

务，吸引多元资金投资导向，也为政府制定农村沼气

发展和规划提供有益的参考。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衍生不同层次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等

融合模式，可有效促进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有机

融合［40］。

五、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对策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41］，推进农村沼气与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

举措。要提高认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供给侧改

革为主线，创新融合市场发展机制，推动农村沼气转

型升级可持续发展，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支撑。
( 一) 创新融合市场发展机制

积极发挥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强化市场监管

等方面的保驾护航作用，从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维
护国家能源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考虑

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不同的情况，按照多功

能一体化的建设思路，以市场开拓机制为引导，营造

产业融合的良好环境和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用创

新理念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投资、政策等支撑体

系，制定政策和激励发展机制，推进农村沼气与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 二) 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以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坚持

“两手抓”，既要利用好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又要

以规范有序的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建

设; 既要考虑沼气工程处理废弃物的基础性作用以

及为农户提供清洁能源的公益性地位，又要兼顾企

业经营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特性; 既要加强

各种服务模式要素互通、资源共享，又还要解决企业

和农民等无法解决的发酵原料或沼渣、沼液处理问

题，去库存、补短板，促进沼气工程业主及经营管理

企业建立起自身盈利模式，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

可持续发展。
( 三) 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把培育农村沼气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作

为推动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抓手，发

挥规模经营主体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从外部要促进内容融合、产品融合、形态融合，从内

部要提升组织机构与功能进行重组、融合、转变的深

度和高度，提升融合发展核心竞争力，通过市场机制

建设“互联网 +”等多种新型业态，提升农村沼气公

共服务能力，加快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融

合发展进程，切实推动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47



第 1 期 吴 进等: 农村沼气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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