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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视角的价值链融资模式研究 

——以上海某生猪养殖公司为例
*

1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王刚贞 

【摘 要】：基于农户视角，以上海某生猪养殖公司为例，对农业价值链的融资模式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

链内融资模式通过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商业信用可以解决农户生产性的融资困境，链外融资模式则基于公司的信

用，金融机构对农户进行授信，从而满足农户大额、长期的融资需求。农户通过参与价值链融资模式不仅可以解决

融资难问题，而且还可以节约交易成本，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 

【关键词】：农户，价值链融资模式，链内融资，链外融资 

农业价值链与融资体系相结合，通过整合农业产业链，为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将农户、农民合作

社、农业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全面纳入融资体系中，是创新解决三农融资难问题以及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有效路径。为

了分析价值链融资模式如何解决位于价值链最低端的农户融资难问题，本文将以上海某生猪养殖公司为例对农业价值链的链内

融资模式和链外融资模式进行具体分析，阐释价值链融资解决农户融资难的方法和路径，并针对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

关建议。 

一、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农村融资难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农村金融供给

不足的宏观视角，探讨农村融资难的原因，主张通过改造现有金融机构(王自力，2002)、完善现有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范天森，

2008；王志宇、周其伟，2008)以及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王曙光、孔新雅，2013；褚保金等，2012)等途径构建多元化的融资

体系，以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实践中，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也遵循这一思路，通过建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

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村金融体系，但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农村融资难问题依然严峻。因此，国内外的研究开始转向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微观视角探讨农村融资

难的原因，并试图从融资模式创新的微观技术层面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其中，农业价值链融资模式的研究为解决农业融资难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Meyer，2007；Bourns and Fertziger，2008)。 

从理论上来看：农业价值链融资模式将信用活动嵌入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等一系列价值增值过程中，各环

节之间相互紧密协作，使上下游环节的信息能够共享。一方面，能够汇总分散的农户等小微生产者的信息，通过农业价值链内

部融资模式，如龙头企业、营销大户等向农户提供资金，可以有效节约信息收集与甄别成本，提高资金贷出者的监督和信贷合

约实施能力(洪银兴、郑江淮，2009)；另一方面，价值链上各交易主体的信息也可供金融组织共享(张庆亮，2014)，通过组织

创新，从而能够解决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有助于克服农户贷款抵押品不足问题，进而降低交易成本(Fries，

2005；任常青，2009；罗元辉，2011；Singh，2012；张惠茹，2013；张庆亮，2014)，既可以解决传统融资中融资需求与融资

能力的不匹配问题(蔡智，2011)，还可以优化农业价值链融资的风险收益结构，进而提升农业价值链融资效率(陈贺，2011；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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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程恩江，2012；李友华、毕家豪，2013)。此外，价值链融资是基于上下游之间的真实经济交易，以其所生产或经营的产

品作为还款保障，从而能较好地识别和控制风险。 

从实践运行来看：Johnston 和 Meyer(2008)对乌干达的玉米、甘蔗和葵花油三种农产品的价值链进行分析，证实了通过金

融与价值链相结合为农户提供融资是解决农业融资难的有效方法。Bourns 和 Fertziger(2008)通过对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芒果价

值链融资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机构通过价值链融资为价值链参与者提供金融服务，可以改善价值链参与者的状况，正规金融机

构通过建立和管理与企业等价值链参与者的互利联盟，能够更好地掌握企业信息，并利用信息优势衡量、管理风险和保障还款

渠道的通畅，以减少信贷风险和交易成本。Pelrine 和 Besigye(2009)描述了肯尼亚的水果、蔬菜、大米、小麦等 12 个农产品

价值链融资案例，评估了每个农产品价值链融资的潜在成长机会。Coon(2010)等认为，中小型农业生产者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

融资非常困难，通过对尼加拉瓜的乳品、大蕉价值链和洪都拉斯的大蕉、甜椒、西红柿价值链进行分析，发现农户通过参与到

具有良好结构且稳定的农产品供应链中可以提高其获得融资的机会，通过依托价值链中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关系，不仅可以提高

其从外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机会，还能增加其直接从价值链内部其他参与者那里获得融资的机会。Kopparthi 和

Kagabo(2012)分析了卢旺达南部一个地区的农产品价值链融资情况，通过对微型金融机构的职员和 122 个农户进行走访调查，

发现农户通过参与农产品价值链融资可以提高其农业生产能力并获得更高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宋雅楠

等(2012)介绍了国外的大豆价值链融资中农户的贷款流程和咖啡种植户融资的风险评估方法，提出农业价值链融资具有典型的

结构性融资特征。张永升等(2011)通过研究重庆市北碚区金刀峡农业合作社的价值链融资，认为价值链融资可以改善参与农户

的金融服务，同时还能够扩大金融机构的服务空间。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多从农业价值链融资的理论意义以及实践运行等角度进行研究，为分析解决农业融资难问题提

供了很好的思路。但实践中，农户融资难是最为突出的，而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价值链融资模式的相关研究甚少。本文首先对

农业价值链的链内融资模式和链外融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基于农户视角以上海某生猪养殖公司为例对价值链融资模式进

行具体分析。 

二、基于农户视角的价值链融资模式分析：链内融资和链外融资 

根据融资形式以及参与主体的差异，可将价值链融资分为价值链内部融资(链内融资)与价值链外部融资(链外融资)，前者

是价值链上主体之间贸易信贷形式的资金流，后者是外部金融机构向价值链上某些主体提供金融服务而注入的资金流(Miller 

and Silva，2007)。但依托价值链解决农户的融资难问题，必须依赖于核心企业
①
，核心企业可以实现价值链的增值，从而有能

力和实力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并且，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核心企业的信用对农户提供资金支持。 

(一)价值链内融资模式 

价值链内融资是价值链的上下游参与主体之间提供的融资活动。各参与主体既可能是资金提供者，也可能是资金接受者，

例如农产品购销者预付资金给农业生产者，而农业生产者也会向农产品购销商以赊销的形式提供贸易信贷。价值链内融资不仅

有直接的现金融资形式，还有以实物形式进行的融资，如农业龙头企业向农户赊销生产资料等。基于农户视角的融资模式的组

合主要有两种：“公司+农户”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 

1.“公司+农户”的链内融资模式 

这种模式的参与主体比较单一，公司与农户基于农产品价值链建立合作关系和融资服务，整个融资过程具体可以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产品的种植阶段或养殖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农产品的销售阶段。具体流程如图 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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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司+农户”的链内融资模式 

在农产品的种养阶段，由于农业现代化生产，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需要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包括土地、种子、化肥、农

药和农业机械等，而农户自有资金较少，能够投入到生产中的资金有限。此时，农业价值链上的公司介入，以农户将来收获的

农产品为抵押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在农产品的销售阶段，农户按照合同约定将农产品销售给公司，公司将农户的收入减去在农产品种养阶段为农户提供的资

金本息后的余额支付给农户。如果农户扣除基本的生活所需资金之后还有剩余，可以再借给公司，以取得利息收入，并维持与

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 

在价值链内部融资过程中，对于农户而言，不仅可以从公司取得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本，以继续扩大生产，分享规模化经营

所带来的低成本、高收益，同时，还可以为农产品的销售建立稳定的渠道。对于公司而言，通过资金投入能够对原材料进行控

制，保证原材料的质量，也保证在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原材料，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了企业在采购环节的风险，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经营；同时，可以借入农户的闲置资金，解决生产经营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这种融资模式能使农户和公司达到双赢的目

的。 

2.“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链内融资模式 

随着单一的农户生产方式向专业合作社的集约化生产方式转变，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再与单一分散的农户签订农产品生产协

议，而改由公司与专业合作社签订协议，由专业合作社统一向农户收购产品，再由专业合作社提供给公司，公司为专业合作社

提供农产品投入品、技术以及融资服务等。具体流程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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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链内融资模式 

在种养阶段，专业合作社为农户社员主要提供实物形式的融资服务，赊销农产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比如种子、化肥、

农药等。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为保证农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专业合作社还为社员农户提供增值服务，如提供专业的技术

指导。 

在销售阶段，公司依托专业合作社统一收购农户的产品，专业合作社在扣除生产资料等费用后将余款支付给农户。为了解

决专业合作社收购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公司可以提前预付一部分农产品收购货款，预付款通常是采用现金的形式，但不同于现

金借款，一般是不收取利息的，只需到期按照约定将农产品卖给公司，这样，不仅降低了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成本，而且保障了

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 

(二)价值链外融资模式 

价值链外融资通常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利用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关系，通过向公司增加授信或者通过公司担保等

方式为价值链中的参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融资的形式主要有应收账款融资、应付账款融资、仓单质押融资等。基于农户视角

的融资模式组合主要有：“银行+公司+农户”和“银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 

1.“银行+公司+农户”的链外融资模式 

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助公司对农户的深入了解，依托公司为农业价值链上的农户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模式下的银行贷款运作

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向公司增加授信的方式，即银行直接贷款给公司，公司可将该项贷款资金以赊销生产资料、借款等方

式提供给价值链上的农户，以促进其生产。另一种是由公司为价值链上的农户提供担保，银行直接向农户发放贷款，公司收购

农产品时督促农户归还银行贷款或者直接由公司代收银行贷款。具体流程如图 3所示。 

 

图 3  “银行+公司+农户”的链外融资模式 

2.“银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链外融资模式 

银行等金融机构利用公司、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可为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提供农业订单融资以及应收账

款融资等服务。通常，专业合作社可凭借与公司签订的采购订单合同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银行在对订单进行评估后，与专业

合作社签订借款协议，向专业合作社提供一定额度的资金，再由专业合作社转借给农户，专业合作社为借款承担督促还款责任，

同时，银行与公司签订协议，由公司协助银行将专业合作社的贷款本息从农产品收购款中代扣，公司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

样可以利用优质公司的信用优势为低信用水平的农户取得资金支持，同时实现了融资过程中资金流的封闭性，保证了贷款资金

的安全，有效控制了融资风险。具体流程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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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银行+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链外融资模式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来看，农业价值链内融资通过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商业信用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优点是不需要借助金融机构

就能解决农户生产性的融资困境，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并降低了农户的经营风险，但缺点是当资金需求量较大、期限较长时，

目标公司往往无法单独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而价值链外融资的优点是金融机构可以从农业价值链出发，以公司为支撑，利用农

业企业的信用对农户进行信用增级，通过设计科学的融资产品，可以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特别是大额、长期的融资需求，但

缺点是相对于链内融资而言交易成本较高。尽管如此，但在当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两种模式均是解决农业融资难的有效途

径。 

三、上海某生猪养殖公司的案例分析 

近几年，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生产资金需求的不断增加，农业价值链融资取得了较快发展，产生了多种针

对农户的价值链融资模式和融资产品。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融资模式的实际效果，本文将以上海某生猪养殖公司为例，分析价

值链上的参与主体行为，并运用 SWOT 分析法对各主体参与价值链融资的优势、劣势等进行深入分析。 

(一)价值链上的参与主体 

1.公司 

作为龙头企业的上海某肉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生猪养殖与销售的专业型企业，公司目前拥有完整

冷链系统的生猪屠宰加工厂、专业的饲料加工基地、标准化的生猪饲养基地和种猪繁育基地，并在各大超市、菜场、卖场等市

场设有销售专柜，包括直营店、代销店以及加盟店等，每年生猪销售量达十几万头。公司主要负责生猪屠宰、分割、加工、包

装和销售等任务。 

2.银行 

银行与公司之间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每年会为公司提供各项贷款，如 2013年银行为公司提供过三次贷款，累计贷款金额

达一千万元。随着公司与养殖户之间的交易关系日益紧密，生猪养殖产业链日渐成熟稳定，商业银行针对该产业链尝试为生猪

养殖农户提供融资服务，即银行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为价值链上的生猪养殖农户提供信贷支持。 

3.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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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下，公司与当地进行生猪养殖的 30多位农户共同发起组建生猪专业合作社，总注册资本为 200万元，其

中公司占股 90%。合作社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农户进行生猪养殖，包括帮助农户进行种猪繁育、生猪饲养，为农户提供仔猪、饲料、

养殖技术和猪病防治，以及对农户饲养的成品猪实行统购包销，还为生猪养殖户提供仓储、加工服务等。合作社自成立以来，

为社员统一采购如饲料、兽药等生猪养殖所需农资的比例高达 90%以上，统一收购社员养殖的生猪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在帮助农

户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合作社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其效益不断提高。 

4.养殖户 

养殖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生猪专业合作社成员，这类养殖户大概有 30多个，其生猪养殖规模相对较大，最大养殖户每年

生猪出栏量达 3 万头，最小户也有约 1000 头，平均每户年出栏量 3000 头左右。此类农户依托生猪专业合作社与公司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另一类是与公司有直接合作关系的养殖户，数量较多，但与公司的合作关系较为松散，生猪养殖规模相对较小，年

平均养殖规模为几百头，通过和公司签订生猪供货协议维持与公司的合作关系。 

(二)生猪养殖户的价值链融资模式 

在该价值链中，生猪养殖户的资金需求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获得：一是公司或合作社为养殖户提供仔猪和饲料等生猪饲养

投入品、现金借款以及向农户预付生猪收购货款，即价值链内部融资；二是由公司或合作社为养殖户提供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

即通过价值链外融资获取所需资金。 

1.价值链内融资模式 

公司凭借自有的种猪繁育基地和饲料生产加工基地，为养殖户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优质仔猪和饲料，如饲料供应低于市场

价格 10%～30%。更为关键的是，公司利用其在生猪的产供销价值链上的优势，为养殖户提供融资服务。首先，在生产阶段为养

殖户提供赊销服务，可以只先付部分的种猪和饲料采购费用，待生猪出售时再由公司扣除这部分费用。其次，公司为养殖户提

供借款服务，当养殖户资金不足时，公司会为其提供现金借款，一般借款额度不超过 1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1个月，养殖户

完全凭借信用借款，无需提供抵押。最后，在收购阶段，公司会根据养殖户的资金状况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资金需求，向其提

前支付 10%的生猪收购货款。 

至于专业合作社成员，则可以获得更多更大的资金支持。首先，专业合作社能够享受到国家税收优惠(如对专业合作社向本

社成员销售的农业生产资料，免征增值税)和国家财政支持等，相比于非社员，如仔猪和饲料供应上，社员享受更优惠的价格。

其次，合作社成员依托合作社与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其利益联结程度更为紧密，公司为社员提供融资服务时，可以由

专业合作社提供担保，因而融资的安全性和可得性更高，融资活动也更频繁。 

2.价值链外融资模式 

生猪养殖价值链外融资模式主要是银行依托公司为养殖户提供的贷款，主要有两种模式。 

模式一：“银行+公司+生猪养殖户”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银行针对与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养殖户提供的贷款服务，该贷款

要求养殖户与公司签订生猪饲养订单，并由公司为养殖户提供担保，贷款专门用于养殖户为满足订单要求所需的资金。 

贷款流程见图 5，具体为：第一步，养殖户与公司签订“生猪供货协议书”，养殖户向公司反映贷款意向，由公司进行初步

审核、集中办理并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第二步，银行对公司与养殖户之间签订的订单合同经过调查、审查、审批之后确定贷

款金额，并与公司签订《贷款合作协议书》；第三步，公司为养殖户出具《贷款确认函》，为养殖户提供担保；第四步，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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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向银行提交贷款申请，银行对养殖户自身情况以及其与公司的交易情况进行调查、审查和审批之后再向其发放贷款；第五步，

养殖户将肥猪卖给公司，公司委托银行通过公司的资金账户，将贷款本息划拨到银行，并将剩余资金直接划转到养猪户的账户

上。 

 

图 5  生猪养殖价值链外融资示意图 

模式二：“银行+公司+生猪专业合作社+生猪养殖户”模式。该项授信模式要求养殖户必须是生猪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并通

过合作社与公司签订了生猪供货协议，银行向合作社发放贷款，同时要求公司为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贷款的流程见图 5，具体

为：第一步，养殖户加入合作社，并通过合作社与公司签订“生猪供货协议”；第二步，养殖户向合作社反映贷款需求，合作

社对养殖户进行审核后将贷款需求反映给公司，公司再根据与养殖户的交易关系进行调查和审查，得到银行的确认担保之后由

合作社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第三步，银行对合作社以及养殖户与公司的交易情况进行调查和审查，并由公司与银行签订担保

合同；第四步，银行将贷款发放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将贷款分别拨给申请借款的社员养殖户；第五步，合作社统一收购养殖户

饲养的肥猪并交付给公司，获得公司的付款资金之后扣除养殖户贷款本息偿还给银行，剩余资金分拨给养殖户。 

(三)生猪养殖价值链融资 SWOT分析 

通过 SWOT分析法对生猪养殖价值链融资进行分析，可以直观了解生猪养殖价值链融资各个参与主体进行价值链融资所具有

的优势、劣势和面临的机会、威胁(见表 1)。 

表 1  生猪养殖价值链融资 SWOT 分析 

  优势(Strengths) 劣势(Weaknesses) 机会(Opportunities) 威胁(Threats) 

养

殖户 

劳动力充足，有一定的生

猪饲养实践经验，自有生态饲

料，免费或低成本养殖场地 

规模小，缺乏用于扩大规

模的投资资金，抗风险能力弱，

缺乏专业的生猪养殖技术和猪

病防治技术 

获得龙头企业或合作社

提供的信贷支持，如赊销投入

品、现金借款等；通过价值链交

易关系获得银行提供的贷款；

得到合作社或企业提供的生猪

获得信贷支持后，若养殖

失败，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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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技术服务 

生

猪 专 业

合作社 

具有一定的组织、带动

能力，享受国家税收优惠与财

政支持，能利用集中优势降低

农户采购成本，具有生猪养殖

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自身资金规模有限，连接农

户和市场的纽带、桥梁作用没有

得到充分体现，专业人才缺乏 

寻求外部融资，以帮助农户

获取生猪饲养所需资金，达到服

务农户的目的，提高自身效益 

为农户提供担保可能会

因为农户违约而需承担偿还

义务；为农户提供的信贷可能

无法收回而产生损失 

公

司 

先进、专业的生猪养殖技

术和猪病防治技术；专业的饲

料加工生产厂，能提供充足

的、高质量的饲料供应及稳定

的仔猪需求和肥猪销售渠道 

缺乏稳定的、质优价廉的肉

食品加工原料(即肥猪)供应；

饲料销售市场小，销售压力大 

通过为农户提供信贷支持、

技术服务以及公司生产的生态

饲料，因降低饲料成本使得采购

肥猪的成本下降，且保证了原

料的质量和供应，扩大了饲料

的销售市场 

面临农户不愿交售肥猪

或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交售

肥猪等农户违约风险；为农户

提供的实物或现金形式的信

贷资金可能会无法收回；为农

户或合作社提供担保，可能会

承担偿还义务 

银

行 

资金雄厚，可用于贷款的

资金充足；方便、快捷、网点

多，综合运行效率高，较完善

的风险管理机制 

以盈利为目的，往往将农户

排斥在服务范围之外；面对分散

的农户，提供贷款的成本高、风

险大 

依托龙头企业为合作社

或农户提供贷款，无需面对分

散的农户，降低了贷款成本和风

险，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金安

全，获得贷款收益 

因农户或合作社违约导

致贷款无法收回而产生损失 

从表 1来看，养殖户、生猪专业合作社、S公司(龙头企业)和银行各自具有优势与劣势，只有共同努力、相互支持与协作，

才能达到共赢的目的。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农户视角，对上海某生猪养殖公司的链内融资模式和链外融资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农业价值链

融资，一方面，从银行、龙头企业等主体获得了农业生产所需资金，解决了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保证了农业持续生产；另

一方面，可以得到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主体提供的各种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和农产品销售渠道，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保障了农户的利益。然而，在农业价值链融资过程中，由于涉及的主体较多，融资过程中依

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农户违约问题等，这些问题并不是哪一方能够独立解决的，而是需要政府、银行、公司和农户等各方主体

共同努力，相互协作。 

政府层面：首先，应加大对专业合作社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引导农户进行农业生产，以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及农业生产

经营能力。其次，要积极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保障机制和农业保险体系，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导致的损失进行弥

补，保障农户的利益，降低农户的违约风险，为价值链融资各参与主体解决后顾之忧。最后，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法规，

应明确价值链融资参与者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为我国发展农业价值链融资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银行层面：首先，要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发展的特征和价值链参与主体的金融需求特点，不断探索和创新农业价值链融资新

型产品和服务，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使其符合农户的生产经营特征、融资特点以及收入状况，同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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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金融服务业务流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其次，加强信贷风险管理，重点考察公司状况、农户与公司的交易情况以及价值链

的稳定性，通过依托公司或合作社等主体掌握农户信息以及管理分散农户；同时，要加强风险控制，建立信用风险外部分散机

制，如在价值链融资基本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保险、担保等机构，以转移农户违约风险，分散银行信贷风险。 

公司层面：首先，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经济实力，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带动作用。其次，要完善与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一方面通过采取保底价订单、延期点价订单等方式保护农户利益，或者采取返还农户部分经营利润和农户入股等形

式，将农户的利益与公司的经营绩效绑定在一起，消除农户的违约动机；另一方面，通过收取履约保证金或建立农户违约的外

在约束机制提高农户的违约成本。最后，完善农业订单合同，明确公司与农户的权利、义务和职责，确保合同条款完整、规范

等，以减少合同纠纷，降低订单的违约率。 

农户层面：首先，应提升自身信用等级，以诚信为荣、失信为耻，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其次，通过与公司的合作，学习

专业的种养技术，提升农业管理能力，进而能够更好地处理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也可避

免因管理不善造成损失而无法履约的情况发生。最后，加强与专业合作社、公司的联系，单个的农户只有通过依托农业价值链，

才能较容易地获得银行和企业提供的信贷服务。 

注释： 

①核心企业通常是农业龙头企业，集农产品的加工和贸易于一体，采用公司治理模式，因此，现有研究都习惯称为公司，

为了叙述的一致性，下文中都统称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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