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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产业”的概念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业专家今
村奈良臣首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核心是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
即不仅种植农作物 （第一产业），而且从事农产品加工 （第二产
业） 与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第三产业），以获得更多的增
值价值，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光明前景。按行业分
类，农林水产业属于第一产业，加工制造业则是第二产业，销
售、服务等为第三产业；同时，“1+2+3”等于 6，“1×2×3”
也等于6，故名“第六产业”。

发展“第六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振兴农业、农村，改
变农业发展前景，所以要坚持以农业为主体；基本做法是通过
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民收
入；基本趋势是让第二、第三产业附着其上，逐步使原本作为
第一产业的农业变身为综合产业。

过去我们说农业要“接二连三”，意指三产融合互动，“第
六产业”其概念实质是强调基于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范围拓展的
产业融合。可以说，“第六产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真谛。长期
以来农业只停留在农产品生产环节，其实农业在生产过程中有
多重功能和价值，比如植物开花期间可以观赏，结果期间可以
采摘，初级农产品加工后可以走向更大市场。三产业融合发展
是新常态下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博士高焰

“第六产业”更多的是强调让农民分享到二三产业增值带来
的收益。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尊重农民利益。三产
融合更多的应是一个经营主体内部的产业融合，比如说以家庭
农场为单位，把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户。同时还提倡以合作
社的方式把农户、家庭农场连接起来，将越来越细化的多个环
节整合成一个分工合作的有机体。

——河北省农科院院长王慧军

专家声音

第六产业

“早在黑花生上市前两三个月，不少客户已
经通过我们的互联网平台下了订单。还有不少
客人在网上看到我们的信息，自己来挖花生、
观光游览。” 说起“互联网+”对自己从事“第
六产业”工作的影响，金堂县三溪绿岛小镇黑
花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明刚就笑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迅猛，有力
促进了产销衔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
阿里、京东，这些电商巨头都积极布局农业领
域，探索“田头市场＋电商企业＋城市终端配送”
等带有“互联网+”特色的营销模式。比如本次农
博会上苏宁云商、北京国联、源本生鲜、天虎云
商、通泰丰等近20家电商企业就前来参展。

同样，成都在大力发展“第六产业”的过
程中，注重发挥“互联网+”作用，在一二三产
业融合的路径上走在了前头。

以成都金堂县三溪绿岛小镇黑花生专业合
作社为例，两年前刚成立时，绿岛小镇就瞄准
了电商。通过慧聪网、阿里巴巴、百度推广等
多个电商平台，专业合作社仅黑花生的年销售
量就达到了 30多万斤，紫薯、黑香米、绿仁黑
豆、脐橙等农产品也顺势走俏。“那一年黑花生
产量大，单这一项我们年销售额就突破了500万
元，其余的农产品销售额也有 100余万元。”唐
明刚说道。

通过电商平台，专业合作社给三溪镇本地
和金堂县淮口、高板、赵家、福兴等周边乡镇1
万余户农户的 5000余亩黑花生找到了销路。今

年年终，专业合作社还将申请金堂县黑花生注
册商标，届时，更多的“金堂造”农产品将不
只以批发的形式行销全国各地，还将在淘宝
网、天猫商城等电商平台与广大网民“见面”。

今年内，金堂县还将进一步推动“电子商
务进农村”工程，完善电子商务配送综合服务网
络，基本实现快递到乡镇，配送到村组，逐步形成
覆盖整个县域的市场流通体系；培育农村电子商
务综合示范村 5个，培育电子商务配套服务示范
企业3家，建成30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

而在新津县安西镇，种植大户卓建川也正
请人帮他们完善网页设计。“现在都在说‘互联
网+’，我们也要打造自己的电商平台，通过网
页和手机 App 等拓展营销渠道，让更多人了解
安西的葡萄产业。”卓建川说，他们不能放过互
联网这个宣传大平台。

建设精品葡萄园，以葡萄园休闲观光、葡
萄采摘、葡萄酒酿造以及林下养殖的生态鸡、
鹅等开启葡萄园甜蜜之旅；以特色渔庄、鱼头
火锅为亮点，带动特色地方美食之旅……在乡
村旅游火热的当前，卓建川和他的团队正着手
把葡萄种植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为当地的葡萄
产业谋求更大的产业价值。而许多成都市区的
居民正是通过各种网络渠道的宣传才了解到安
西的诱人之处。

“互联网+”正如同“第六产业”的催化
剂，让农民更快地尝到甜头，让农业、农村与
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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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油菜花节，市民可以边看风景边
娱乐消遣。 资料图片

崇州油菜花节，市民可以边看风景边
娱乐消遣。 资料图片

图为第三届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上展出的农作物
加工食品。 柴逸扉摄

图为蒲江茶园里的亲子活动。 资料图片图为蒲江茶园里的亲子活动。 资料图片

图为风景如画的紫颐香薰山谷。资料图片图为风景如画的紫颐香薰山谷。资料图片

新津梨花节期间，许多成都市民到此来参与农家乐体验。图为一群骑行
爱好者在骑车途中赏花。 资料图片

种一亩土豆可以获得多少利润？如果问一位普通农户，他可能会说500元；如果问一个种植专业户，答案也许是1000
元。可是在成都温江区万春镇一个叫“土豆传奇”的基地，几位硕士研究生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每亩每年的综合
效益可达近10万元！

比起一般的种植户，他们为什么能获得数百倍的利润？答案就在于他们在农业现代化中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形成立体化的“第六产业”。所谓“第六产业”，就是通过鼓励农户搞多种经营，不仅种植农作物（第一产业），而且
从事农产品加工（第二产业）与销售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第三产业），“1＋2＋3”等于6，“1×2×3”也等于6，“第六
产业”由此得名。比起单一的某个产业，“第六产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增值价值，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开辟光明前
景。

前不久，第三届四川农业博览会暨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在成都召开，充分展示了成都“第六产业”的魅力。

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在梨花中骑行

伸展产业链 注重深加工

走进“土豆传奇”创业团队在万春镇的基地，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刚刚从地里采摘出来的那一
堆紫色马铃薯。早在大学期间，团队创始人刘一盛
就发现普通品种的土豆市场价格太低，利润空间不
大，在试吃过多种土豆后，他把目光瞄向了“紫色
马铃薯”。

“不同于一般的土豆，紫色马铃薯是一种发源于
国外的土豆，富含花青素，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国
内的种植面积还不是很多。”在试种成功后，公司租
下 500 多亩土地作为种植基地，从今年开始，亩产
已稳定在1500公斤。

当然，“土豆传奇”团队并不会止步于“种植—
销售”紫土豆的环节。秉持着“第六产业”理念的
他们正拓展产业链，深挖产品的附加值。前不久，
创业团队和一家深加工食品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用
基地种植的紫色马铃薯生产特色土豆小吃。另外，
他们还面向城市居民开发挖土豆及认购体验项目，
并发展第三产业的“农家乐”。

“塑钢大棚、滴灌栽培、物理杀虫、自然上色，
我们的葡萄种植技术即使与日本同行相比也并不落
后。”种植大户卓建川的葡萄园里，温克、夏黑、醉
金香、美人指、状元红……品种多样的葡萄让人目
不暇接。

因为有了先进的种植技术，新津县安西镇的葡
萄可以卖个好价钱。再加上围绕葡萄种植的生态养
殖、农业观光、采摘体验、骑游休闲、葡萄精深加
工等系列产业，村民们从单纯地种植葡萄，转型升
级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特色生态农业的
发展上走出了一条新路。

事实上，这样的模式在本次农博会上就得到充
分展示。比如有用秋葵加工成的脆片和饮料，有能
装在吊篮里挂在墙上种植的绿色蔬菜，有扮演成庄
主、丫鬟、侍卫进行“巡游”的酒庄农家乐……各
种新鲜的产品颠覆了大家对传统农业的印象。

农村变景区 田园变公园

一望无际的蓝紫色花海延伸至天际，空气中弥
漫着淡淡的清香，来到位于天府新区太平镇的紫颐
香薰山谷，普罗旺斯薰衣草、柳叶马鞭草、四季薰

衣草、墨西哥鼠尾草开得漫山遍野，湖水、花田、
风车与农舍竹林环绕，不时可见穿着婚纱的新人在
此拍照，唯美与浪漫的田园风光扑面而来。

占地1600亩的紫颐香薰山谷是一个以法国薰衣
草为主的香草种植基地。该基地目前拥有 200 余种
香草，同时萃取香草精油以深度开发精油香皂，生
产香薰棉被、毛巾等产品。但在许多成都市民眼
里，这里并不是农作物的种植、加工基地，反而更
像郊游时的景区或公园。

在这里，七彩花海令人赏心悦目，荷兰风车、
欧式城堡、餐厅、咖啡馆等设施一应俱全，这让薰
衣草基地成为成都市民假日休闲的好去处。仅今年
5月，日均游客便达到了3000人。“我们是一个农业
园区，更是一个公园。”紫颐香薰山谷执行总经理张
蜀宝告诉记者，遵循创意农业和健康生活的发展理
念，这里将把传统的农业种植发展为涵盖生产、生
活、生态的农业全产业链，形成一二三产联动，构
建一个独具特色的农业产业化优势区域。

而在有着“中国西部绿茶之乡”美誉的蒲江县
成佳镇，通过长期坚持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如今
茶园已不是简单的茶叶种植基地，而有了另一重身
份——乡村旅游的“观光景点”。“住在茶农家里，
吃农家饭，在茶园绿道步行，巴适得很。”在成都市
区工作的李伟一有空就和家人一起，来到成佳镇体
验别样的田园生活。

目前，成佳镇定位为发展高端茶业、传承传播
茶文化的特色城镇，按照“茶城一体”理念，对全
镇进行全域规划；集精品度假和养老休闲于一体的

川茶新村产业园等高端服务业项目即将陆续启动。
未来的成佳茶乡向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幅画卷：茶
农生活生产如同在一个茶文化公园，游客在茶文化
主题酒店庄园内，亲手采茶、制茶、贮藏；参加各
类茶文化仪式；体验茶园 SPA、茶园健身和茶山有
机美食。

效益倍倍增 家家忙创业

“种植普通土豆，每斤售价不到一元。而现在种
紫薯每公斤价格能达到12—20元，光是鲜薯一年就
是3万元；加工项目方面，我们投产后可增加3万—
5 万元的附加值；再加上游客采摘体验、挑选品相
好的进行礼品包装，这一部分的收入也不低，所以
一年实现 10 万/亩的综合效益完全没有问题。”在

“第六产业”发展模式下，刘一盛的“紫土豆”真的
上演了“收益传奇”。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园区。在新津县安西
镇，这里的葡萄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可以卖到每
斤20至30元，其中一种被村民称为A17的神秘葡萄
品种，更是卖到了每斤 180 元。在大邑县韩场镇，
市场价 5 元/公斤的草菇，采摘价可以达到 8 元/公
斤；全镇工厂化栽培和食用菌深加工的年产值更是
超过3亿元。

可观的经济收益带动了村民的创业热情。在新
津安西，年近60岁的王金秀曾在成都当地最大的有
机葡萄种植基地——新津县安西镇龙藤庄园里打了
三年工。在这三年里，她认真学习葡萄种植、经营
和管理技术，并参加了合作社举行的农业职业经理
人培训。如今，她利用自己的土地以及承包的土地
加入了合作社，也当起了老板。

大邑韩场的菇农王全志告诉记者，他家一年种
3亩蘑菇，轻轻松松就可赚到两万多元。“企业每年
下订单，发菌种，派人来教我们怎么管理，到了收
获季节还上门来收，十分方便。”此外，开民宿、经
营农家菜的饭店、在网上销售特色农产品……在

“第六产业”的引导下，村民的就业途径也变得越来
越宽。

“‘第六产业’是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的真谛，
是成都农业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今年6月，成都市
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仅靠上游
投资和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力培育能够释放
农业资源、推动农业增值的产品，形成贯通种养、
加工和营销的大产业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