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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融合发展路径与策略

□　马　琰，连　皓，雷振东，屈　雯

[摘　要 ]文章以西咸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例，分析了西安都市圈的圈层结构特征和存在问题，提出通过“三链耦合”的

农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构建城乡产业发展命运共同体，扩大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平台；优化空间格局，引导产业协同资源要

素在城、镇、村的合理配置，发挥空间的最大利用效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激活城乡融合的内生动力，形成“城乡互促、

功能互补”的双向流动格局，以期为其他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规划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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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Xi'an-Xianya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ilot Area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Xi'an metropolitan are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hree-chain coupling"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whole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builds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urban-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xpands the urban-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latform. It puts forwards strategies of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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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同发展”确定为城乡融合的重要目标与任务，推

动城乡形成工农互促、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此后，以产业协同为核心的城乡关系探

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3-6]，如何打破产业发展在城

乡地理区隔上的结构性失衡格局，形成多元共生、互

惠互利的城乡发展格局，对于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咸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以

下简称“西咸试验区”)为例，运用价值链理论，探索

一直以来，“就城镇论城镇，就乡村论乡村”的固

有二元空间逻辑认知和“城镇偏向”的思维定式 [1] 导

致我国的城乡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2]。2019年，我国成立了11个国家级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提出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①(表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

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等国家顶层战略都将“城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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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在全产业链构建、区域一体化

布局和协同治理机制三方面的规划响应，

以期为其他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规划

提供参考。

1西咸试验区的格局特征与问题

1.1格局特征

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是以大

城市周边市、区、县单元为主的连片发

展区，各试验区的城镇化水平已达50％

～60％，而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决定了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是

一个分区分类、梯次递进的过程。西咸

试验区是唯一一个地处西北的试验区，

与其他试验区对比，具有以下特征。

(1)具有以农业全产业链带动县域经

济发展的潜在优势。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滞后，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高，这一方面表明

第二、第三产业在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

过程中受到资本及市场的限制；另一方

面也隐含着农业资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相关特色产业是

西部地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西咸试验区地处农耕历史悠久的关中平

原地区，农业及其延伸产业链带动县域

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这与杨凌区注重

研发应用“旱作农业技术”以促进农业

增值有着密切的关系。杨凌区是我国首

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其通过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京东集团合作，已

成为集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

数字农业产业应用于一体的“中国农业

圣地”。依托地域农业资源优势及杨凌

区的农业科技创新优势，西咸试验区具

有建设农业全产业链、促进城乡二元经

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潜在动力，因此可

通过构建“小产品、强产业、大市场”

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来促进城乡生

产要素的流动与高质量融合发展。

(2)都市圈层结构影响下各区域差异

化发展的条件及特征明显。

都市圈是城镇化战略、区域发展战

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叠加的地域空间 [7]。

西安是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2020年

GDP总量为10　020亿元，成为西北首个

GDP破万亿元的城市，这也显示出西安

具有辐射带动周边城镇群、建设都市圈

以促进城乡融合的动能与潜力。西咸试

验区是西安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受

都市圈层结构影响，西咸试验区各市(区、

县)在核心圈层(西咸新区)、近郊圈层(兴

平市、高陵区、三原县)和远郊圈层(阎

良区、富平县、武功县、杨凌示范区)的

城乡发展格局中具有差异化的特征(图1)。

西咸新区与西安、咸阳两大中心城市共

同构成都市圈核心发展区；近郊圈层受

到都市区产业要素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影

响，具有分享大都市区人口红利的优势，

同时承接大都市区的外溢产业与人口资

源，与都市核心区形成梯度互补的发展

关系；远郊圈层受都市区辐射带动作用

较小，城市与乡村腹地呈现为相对独立

的发展区域。因此，西安在选择城乡融

合发展模式与路径时应充分考虑都市圈

表 1  国家 11 个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基本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整理得出。

区域 试验区
总面积 /
km2

总人口/
万人

人均 GDP/
万元

地均 GDP(万元 /
平方千米 )

耕地面
积 /亩

城乡收
入比值

三次产业结构
所占比重

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

东部

地区

浙江嘉湖片区 10　043 631 10.77 0.85 0.88 1.67 3∶ 53∶ 44 52.46

福建福州东部

片区

8　935 573 10.35 0.60 0.36 2.01 9∶ 50∶ 41 60.15

广东广清接合

片区

9　978 491 6.72 0.40 0.97 1.89 5∶ 41∶ 54 64.84

江苏宁锡常接

合片区

6　361 358 14.13 0.79 0.98 2.00 4∶ 52∶ 44 62.87

山东济青局部

片区

12　846 830 10.17 0.58 1.17 1.77 6∶ 41∶ 53 62.32

中部

地区

河南许昌 4　979 446 7.61 0.68 1.94 1.85 5∶ 54∶ 41 54.13

江西鹰潭 3　557 118 7.97 0.26 1.54 2.10 7∶ 53∶ 40 62.03

西部

地区

陕西西咸接合

片区

4　215 426 4.90 0.46 1.58 2.19 11∶ 51∶ 38 56.46

四川成都西部

片区

7　672 499 6.70 0.44 0.80 1.60 9∶ 40∶ 51 57.89

重庆西部片区 15　323 893 7.46 0.43 1.40 2.07 9∶ 53∶ 38 59.27

东北

地区

吉林长吉接合

片区

11　081 333 10.80 0.32 2.12 1.87 3∶ 54∶ 43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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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的影响，在都市圈区域协同发展

格局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区域、

城镇与城乡之间的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1.2问题分析

(1)农业现代化存在低质、低效和低

值问题。

西咸试验区地处生态脆弱地区，其

农业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低质、

低效和低值问题。其中，低质是指农药、

化肥和抗生素等农业化学品的过度使用，

造成了严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面

源污染问题，对城乡居民的健康及其赖

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威胁。低

效是指在资源利用方面，由于农业内部

资源循环利用不充分，农牧业废弃物资

源化综合循环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与环

境污染严重，加剧了农村转型发展的困

境。低值表现为农业增产不增收，“菜

农亏、菜价贵，粮农贫、粮价高”的现

象日益突出；农业“产、加、销”链条

整体质量不高，存在信息不对等、联系

不紧密及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农产品以

原始形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没有将丰

富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以带动城乡发展，城乡差距持续扩大。

可见，如何通过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

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以

及提升各个生产环节的价值是城乡产业

协同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农业产业链在城、镇、村的空间

布局不合理。

受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市极化发展的

影响，在城镇群集聚与扩散的结构演化

过程中，县域单元内的城、镇、村发展

呈现出“城强、镇弱、村空”的极化空

间梯度格局。县域中心城市承接了西安

及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功能，通过工业

园区建设推动了县城空间的拓展与产业

的集聚发展，但其中食品加工业的产值

占比低，仅占工业总产值的16％，没有

形成整合周边农业规模化集聚发展的动

能。镇级行政单元由于有限的财力、相

对滞后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等制

约因素，主要发展农产品粗(初)加工，

在城乡产业协同方面并没有发挥相应作

用。村级行政单元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各

自为政，存在建设浪费、资源闲置与新

产业新业态缺乏发展空间的矛盾，制约

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可见，在区

域尺度统筹配置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空间、

构建区域物流系统及加强城、镇、村产

业协作能力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

(3)治理缺位严重制约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

组织化程度低、土地供给能力有限

及利益分配不合理是制约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的关键因素。首先，产业转型升级

所涉及的产业链延伸是一个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的过程，乡村人口大量流出削弱

了乡村内部自组织发展的动能，农民与

企业、市场的联系薄弱，急需政府发挥

引导作用，打破农业各产业封闭式运营

的现状，吸引人才返乡入乡创新创业，

提升产业组织治理能力。其次，城镇的

粗放式发展与乡村的闲置土地造成了严

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城乡新产业、新业

态空间拓展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难以获

批的矛盾制约着城乡产业快速升级，亟

需加强土地治理，盘活存量闲置资源，

统筹城乡建设。最后，在农业产业价值

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参与主体较多，利益

分配不均，农民增收效应不明显，使得

农村难以获得产业增值收益，制约了乡

村振兴发展。可见，通过提升产业治理

能力、促进农业全产业链增效提值是城

乡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

2价值链理论下的农业全产业链

协同发展路径

价值链理论是1985年由迈克尔·波

特提出的，他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

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

的过程中进行各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

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

价值链强调以产品价值为核心，整合各

图 2  基于价值链的农业全产业链系统构建示意图 [5]图 1  西咸试验区与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依据《西咸新区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年 )》项目图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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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但又紧密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

大卫·波维特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消费者视

角，提出以消费者价值为导向，生产、

供应、销售和服务等不同利益主体共同

参与，通过协作、联盟等形式整合多个

行业的价值链与价值系统，并从整体上

对价值链进行管理与运作，实现快速响

应消费者需求、提供个性化创新产品的目

标，达到“1+1＞2”的价值增值效应 [8]。

总体而言，价值链理论是以消费者需求

为导向、以产品优化为核心，通过区域

分工、产业合作构建全产业链，促进区

域整体价值的提升，从而获得更大的发

展增值空间。

目前，全世界80％的农业食品是在

城市中消费的 [9]，且随着城镇化发展与

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越来越注重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

生态环境保护及食品加工的标准化。而

以产品价值为核心的农业价值链可以快

速回应城市居民的价值需求，由此形成

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以食品价值提升

为核心的农业全产业链系统。这一系统同

时兼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享增值收益[10]，

最终形成乡村绿色种养、城市标准化加

工研发、全国销售增值的“产、加、研、

销”协同体系，推进城乡共同发展。可

见，现代农业价值链的构建是将单一的

农产品生产转变为依托信息化技术与智

慧服务的平台，以农产品价值创造为核

心，通过上层标准化引导，中层科技创

新、工业再造和商业经营过程，以及下

层标准化实施运营共同形成城乡产业发

展命运共同体，是工农互促、城乡协同、

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图2)。

由此可见，现代农业价值链能够将

全产业链构建、产业空间布局与治理机

制的关系有机结合，其中全产业链构建

是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产业

空间布局是产业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

治理机制是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础保障。

3农业全产业链协同视角下的城乡

融合规划策略

针对农业全产业链在协同发展、区

域布局及多元治理方面的现状问题，本

文提出以下城乡融合规划策略，激发城

乡融合内生动力、协调区域一体化格局、

保障农业全产业链持续增值(图3)。

3.1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缩短

供应链，激发产业协同内生动力

基于价值链视角，通过产业链、价

值链和供应链“三链耦合”来实现产业

的循环高效运行，从而激发城乡、区域

及工农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首先，要

保障乡村作为高质量农产品生产地及生

态环境保育地的基本功能，通过跨区域

协作、向前向后延伸农业生产链，链接

农牧业，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横向拓展

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为城乡提供多层次、

高品质和生态化的农产品。其次，以科

技创新、品牌打造的跨行业技术迭代为

动力，以产品价值提升为核心驱动再造

食品加工产业链，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

最后，通过冷链物流和智慧服务的平台

衔接来缩短农户与市场的供应环节，并

通过城市终端消费者价值反馈逆向整合

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

3.2优化空间格局，整合县域经济，

促进区域一体化、协调、有序发展

中小城市、小城镇与乡村具有天然

的发展联系 [11]，县域是都市圈大中小

城市、小城镇及乡村发展的重要纽带。

2021年，中央印发的文件中多次强调将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切入点②，发展

以县城为中心、以特色小镇为纽带，拉

动乡村腹地振兴发展的县域经济整体格

局，跳出“就城镇论城镇、就乡村论乡村”

的发展弊端。首先，通过完善5G新基建

加强城乡要素的跨级交互流动，合理引

导农业全产业链在都市圈的空间布局，

构建开放、共享、高效的城乡产业分工

与区域协作新格局。其次，通过农业全

产业链的不断拓展重塑县域“城—镇—村”

职能体系，带动特色农产品的基地化生

产及相关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因地制宜

统筹用地资源配置，形成“空间多级联动、

土地利用集约、发展格局一体化”的县

域融合新协作体系。

3.3多元主体协作，共享价值增值，

保障治理有效、持续发展

多元主体协作、土地有效供给和利

益合理分配是构建新型产业治理体系、

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

多元主体协作是全产业链治理的关键，

具体表现在通过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

促进农户与企业、市场和消费者的衔接。

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

图 3  农业全产业链协同视角下的城乡融合规划策略示意图

现状问题 规划目标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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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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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协同治
理机制构建

产业链空间
布局不合理

治理缺位制约农业
全产业链的升级

产业再造策略

“三链耦合”全产
业链再造

延伸产业链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立足区域协同布局

提升价值链

土地改革放权释能 保障农业全产
业链持续增值

协调区域一体
化格局

激发城乡融合
内生动力

缩短供应链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整合县域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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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通过生态保护、公共资源与科技

创新投入来保障农业的持续升级；发挥

龙头企业的主导作用并加强其与市场和

农业经营主体的联系，激活城乡产业融

合的内生动力；加强建设农业专业合作

组织，促进农产品的规模化、标准化和

基地化生产。其次，加快推进土地改革，

释放城乡土地资源潜能，推动城镇产业

集群化发展，带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

转型，提升存量土地的供给能力与价值

增值。最后，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

村民、小微企业能够分享农业全产业链

的价值增值收益，从而吸引人才返乡入

乡、创业就业，促进农业全产业链的持

续增值。

4基于农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

西咸试验区规划策略

4.1再造农业全产业链，提高产业

价值

对于西安都市圈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而言，应充分发挥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资

源、农业资源及杨凌区农业科技研发的

优势，打造集科技研发、创新创业、生

产加工、智慧服务、休闲旅游和销售物

流于一体的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图4)。

(1)围绕农业生产，链接农牧业，打

造生态链条，提升产业品质。

针对现状农产品存在的质量安全、

环境污染及其与市场高品质需求脱节等

问题，围绕农业发展链接农牧业和绿色

循环的生态化农业生产链条，包含科学

化育种、清洁化生产、无害化加工、智

慧化监管、网络化展销和冷链化储运等

环节，旨在保障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和

供给。针对生产环节，首先通过育种、

培训及精细化管理，培育高质量的特色

农产品品牌；其次，突出农业绿色发展

理念，建立生态、循环和标准化的生产

基地，通过对种养副产物的梯次加工和

全值高值利用，减少对农药、化肥的使用，

发挥农业承担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功能

的作用，提高农产品质量；最后，依托

3S技术发展智慧农业，实现农业特色种

养全过程的可视化监管与农产品溯源，

建立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价值

信任关系，形成市场消费价值导向的订

单农业发展模式，促进一产链条向二产、

三产链条的高质量拓展。针对初加工环

节，完善农产品低温分拣加工、预选分级、

包装仓储和检验检测等环节，提升农产

品的商品化能力。针对销售环节，通过

网络化展销、冷链化储运，高效衔接特

色农产品与区域市场，促进农产品“出

村进城”。同时，充分考虑都市的圈层

结构特征与区位资源优势，整体引导有

条件的村庄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并

通过与城市进行优势互补的差异化发展

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机遇。此外，将村

庄田野地景作为重要的休闲场地与景观

要素，拓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在充

分尊重农业及生态格局的基础上，通过

营造农业景观化、生态美学化的乡村意

向景观，发展创意农业、认养农业和文

旅康养等乡村新业态，并融入创意文化

与创新品牌，使乡村成为宜居宜游之地。

(2)围绕农业加工，完善食品加工全

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

围绕食品加工业，纵向整合延伸农

业产业链，发展近郊区以市场价值需求

为导向和远郊区以农牧特色产品生产为

导向的食品加工全产业链。首先，面向

都市圈核心城市群餐饮业厨房标准化、

家庭厨房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在近郊区

县发展中央厨房全产业链，为城市餐饮

连锁店和家庭厨房提供安全、快捷、绿

色的成品与半成品食材。其次，结合远

郊区乡村腹地加工型特色农产品发展特

色食品加工全产业链，带动乡村种养的

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并促进农业绿色

循环发展，为中央厨房全产业链供应原

材料。其中，产业链的延伸应跨越区域

界线，产业链前端依托杨凌区农业科技

研发基地，培育种养新品种、发展新技

术；产业链末端向西安人才技术集聚区

及城市消费市场延伸，形成“核心研发

在杨凌区、成果转化在区县、产品销售

在城市”的产业格局，实现整合区域资

源的“新木桶”效益。

(3)提升农业供应能力，多元化打造

供应链体系，促进产销模式的转型。

因信息不对等、农民议价能力低而

造成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脱节、农业增产

不增收问题是阻碍城乡协同发展的客观

现实因素，而实现农户、物流、企业、

零售商和消费者信息的交互与共享是提

升农产品供应能力的关键，并直接影响

到农业全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因此，规

划提出以物流配送中心为基础构建农产

品供应链体系(图5)，建设供应链智慧服

务平台，形成信息共享的一体化供应链。

图 4  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延伸拓展示意图 图 5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构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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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物流配送中心可以将农产品的销

售信息反馈给农户，改变传统产销脱节

的现象，让农产品生产朝着市场需求方

向发展。农户通过物流配送中心直接与

企业、市场合作，减少了农产品供应环节，

尤其是减少了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

环节，在让农户获得更多利润的同时保障

了农业全产业链的有序发展。

4.2区域一体化布局，提升功能

格局

城乡空间是农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城乡产业协同发展

的重要基础。因此，可通过产业集群的

空间集聚带动农产品的基地化生产及相

关服务行业的空间集聚。规划以西安都

市圈城乡整体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立足

西咸试验区的农业发展基础，聚合西咸

新区国际空港物流枢纽、人才集聚创新

资源及杨陵区的农业科技力量，形成服务

西安都市圈城市群、辐射省内、对接国内

国际市场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空间格局。

(1)立足区域，优化布局，形成现代

产业空间结构。

规划以西安、咸阳中心城区为综合

服务中心，形成“三大中心、六大城镇

产业联合体、多个产村融合单元”融合

发展的产业空间格局(图6)。

“三大中心”包括农业创新创业中

心、国际冷链物流中心及农业科研中心，

旨在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向前、向后的拓

展能力。①农业全产业链的价值拓展越

来越离不开熟悉大数据、云计算、信息

工程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高端人才，

因此规划依托西安都市圈的人才集聚优

势，集聚农业创业创新资源，在西咸新

区结合科研用地布置农业创新创业中心，

使农业“根植”于城市；②利用西咸新

区国际空港门户，依托“空、铁、公”

联运立体交通体系，建设国际冷链物流

中心，加强农业产业与国内、国际市场

接轨；③发挥杨凌区作为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的科技创新驱动力，发展集

农业人才培养、专业人才培育、农业科

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农业科研中

心，推动农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

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

“六大城镇产业联合体”是基于县

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空间载体。

规划依托县城及工业园区的资源优势，

联合重点镇建设食品产业集群，形成由

县城、重点镇的多个小型食品加工园区、

产业服务基地共同组成的城镇产业联合

体，实现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同时，

基于西安都市圈食品供应链的圈层特征，

依托“三轴一环”高速公路交通通廊及

西安都市圈近郊圈层、远郊圈层的空间

结构，统筹食品产业集群类型，明确在

近郊区三大城镇产业联合体发展中央厨

房产业集群，在远郊区三区县发展农牧

特色食品加工产业集群，构成西咸试验区

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整体产业空间发

展格局。

“多个产村融合单元”是通过优化

乡村种植、养殖、初加工、冷链物流与

居住空间布局的关系，发展标准化种养

循环基地、产居复合社区，形成多元化

的产村融合单元。

(2)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新产业

新业态的合理布局。

严守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管

控底线，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挖潜

城乡存量用地资源，在实现城乡总建设

用地零增长目标下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是西咸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需考虑的问

题。因此，规划提出用地复合化、小型

化和分散化的建设模式，形成产业用地

在区域大分散、产业链在局部地区小集

中的空间布局模式。首先，充分尊重原

有总体规划，通过复合化利用存量用地、

更新改造老旧建筑来拓展产业发展空

间，将加工业、物流业及生产性服务业

等各类新产业新业态用地嵌入现有城镇

建设空间。其次，通过分包合作的形式

拆分城市加工企业的部分功能单元或将

其整体搬迁至镇村空间，为城市新业态

发展腾挪建设用地，促进县域“城—镇—

村”“人—地—业”的梯度转移与均衡分布，

形成“乡村就地、就近就业”“不离土、

不离乡”的城镇化新格局。

4.3实施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建立

良性秩序

(1)多元主体协同合力治理。

规划发展“政府引导、企业定位、

市场调节、农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

治理模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多元主体

图 6  西咸试验区农业产业协同发展空间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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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创新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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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郊蔬果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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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共享发展成果。在小农户土地不

集中、经营权难流转的情况下建立“小

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

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发展合作式、

托管式和订单式等农业服务形式，构建

“市场+行政+社群”的治理机制，通

过政府引导、社群监督充分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作用，创新“线上+线下”的

多元治理模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协同

发展。其中，在线上与大型门户网站合作，

通过云计算分析消费者的偏好，辅助决

策反馈至加工企业，由企业主导促进生

产、加工、销售和消费的一体化；在线

下探索“农业+科研+房地产公司”的

协作模式，依托房地产公司所拥有的庞

大市场和产业优势，衔接前端科技研发、

中端“食品龙头企业+基地+农业合作

组织+农户”的生产组织，以及末端大

型房地产超市、底商门店销售的共同治

理模式，形成产业链前、中、末端的一

体化协作。

(2)土地制度改革放权释能。

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将“死资产”转

变为“活资本”，使城乡获得共同发展

的机遇。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及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在确保耕地保护

国策与用地审批标准的前提下，规划率

先在西咸试验区下放用地审批权，缩减

审批流程与时间，提高审批效率，保障

产业项目及时落地；完善西咸试验区的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推动农村土地依法

合规整治入市，完善土地要素市场，释

放土地开发潜能；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适当向村镇单元

倾斜，保障村镇第二、第三产业建设用

地的供给。

(3)完善利益共享分配机制。

针对当前农民参与农业全产业链利

益分配合作的周期短、主体缺位、难以

获取产业链后端价值等问题，规划通过

完善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建立“龙

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小

农户”的产农联合体，形成规模经营、

合作稳定、利益联结的城乡产业命运共

同体；同时，充分发挥合作社的纽带作用，

改变农民在利益链中的末端角色，激活

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并通过共享分配

机制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全产业链

的提质增值、良性发展。

5结语

本文从改变依靠城市输血功能带动

乡村发展的思维模式、扩大城乡产业融

合发展平台的视角出发，提出以西安都

市圈整体高质量发展为重要支撑，发挥

西咸试验区的农业资源优势、杨凌区作

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科

技创新优势及西咸新区国际空港物流枢

纽作用，通过“三链耦合”构建绿色引领、

创新驱动、纵横拓展的农业全产业链系

统，推动城乡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一二三

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城乡互促、工

农互补”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以优化

城乡产业布局，激活乡村振兴“全面造血”

的能力。

[注　释 ]

① 2019 年 12 月 1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

业农村部等 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明确了

11个省的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发展目标，

并提出到 2025 年充分发挥试验区的引领

带动作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

验，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

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② 2021 年 2月 7日，自然资源部、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保障和规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用地的通知》，明确提出将县域作为城

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有效保障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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