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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共享与农业产业

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

——基于德青源的案例研究

刘 刚 张泠然 殷建瓴

摘要：本文基于对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深度调查，采取单案例探索性研究方法，

系统分析了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动态演进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主体作用、推动农业产业

生态系统持续升级的。研究发现：第一，依托农业龙头企业打造农业产业生态系统，既是建立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第

二，农业龙头企业必须紧紧围绕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及其变化趋势，提出切实的价值主张，积极推动

价值创造，实现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享，建立起循环迭代且螺旋式上升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动态

演进机制；第三，农业龙头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其经济效益为代价，依托农业

产业生态系统的高效运转可以确保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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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一方面，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和基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需要建立在现代化的

产业体系之上（张海鹏等，2018）。中国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端的结构性矛

盾无法跟上需求端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供给端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产能过剩、销售不畅、价格低迷、

农产品存在质量与安全问题等；而需求端的问题则表现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的升级，人

民群众对绿色、健康、安全、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为解决上述问题，应进一步增强供给适

应需求升级的能力，进而创造、引领需求（姜长云，2018）。因此，未来中国必须走质量兴农之路，通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业链视角下战略产业选择与投资研究”（项目编号：17AJY012）的资助。

本文通讯作者：殷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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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基本路径，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从而形成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另一方面，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三农”工作要将乡村振兴战略融入脱贫

攻坚战之中（崔红志，2018）。当前，距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 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的期限越来越近，减贫、脱贫形势依然严峻。与传统“输血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不同，当前

的扶贫工作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发展为纽带，通过市场力量，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以加工生

产的方式实现“造血式扶贫”。但该方法也存在资金不足、扶贫资产缺乏精准管理、收益分配机制不

完善等问题（施海波等，2019）。因此，如何突破产业扶贫模式的瓶颈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无论是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的过程中，还是在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过程中，农业龙头企业都发挥着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农业龙头企业以价值主

张为导向开展价值创造，推进价值共享，致力于构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这有助于加速推进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的构建（姜长云，2017）。另一方面，农业龙头企业可以引领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推动贫

困地区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实现价值变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打下坚

实的基础（文丰安，2018）。在此大背景下，探究农业龙头企业如何构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加速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北京

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青源”）作为典型案例，以其发展历程为线索，分析其

在打造农业产业生态系统过程中的主要做法，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农业龙头企业是如何提出价值主

张，推动价值创造，实现价值共享，以构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机制是

什么？农业龙头企业是如何依托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升级，实现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赢？

二、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动态演进的分析框架

（一）产业生态系统的内涵及特点

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最初由环境经济学家和产业生态学家提出，认为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

似，可以被看做一种循环系统（Frosch andGallopoulos，1989）。产业生态系统是指对某一产业的生存、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集合，这些利益相关者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相互作

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实现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李晓华、刘峰，2013）。产业生态系统关注

如何通过产品效益的流动，实现生态系统整体效益的提升，即生态系统中的龙头企业如何通过价值主

张、价值创造以及价值共享与各利益相关者形成互利共赢、和谐共存的经营局面，最终实现产业的繁

荣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的是，产业生态系统虽然立足“产业整体利益”，但龙头企业仍然是构建

产业生态系统的基础和出发点（Adner，2017）。龙头企业可以通过在技术、资源、运营等方面的优势

带动各利益相关者发展，使价值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循环传递，最终惠及整体产业。

产业生态系统的“生态”二字除了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共生”外，还有“生态环保”之意。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 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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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①
。产业生态化是指把生产过程纳入生态系统中，将生产流程的各环节进

行生态化改造，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实现生态效益；而生态产业化是指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打造一、二、三产业垂直产业链，实现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叶兴庆，2017）。“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产业兴旺和生态环境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样地，

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也是一个前后衔接、互为循环的过程（陈洪波，2018）。产业生态化是通过绿

色循环生产技术的开发使用，模仿自然生态中的自循环和自净化过程，将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损害降到

最低。这是中国经济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变的内在要

求。生态产业化则强调自然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通过对整条产业链的优化设计，进一步提高产业附加

值，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融合（马晓河，2016）。生态产业化的推进需要以产业生态化为基础，

只有将产业生态化作为企业的组织经营原则，才可以节约更多的自然资源，为实现生态产业化奠定基

础；而产业生态化也是生态产业化的重要保障，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可以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

社会效益。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促进，不可分割。

（二）产业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及其动态演进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是龙头企业不断提出价值主张、推动价值创造、实现价值共享，并与所

处环境充分互动、不断迭代演进的动态过程。首先，价值主张是构建产业生态系统的核心。价值主张

是龙头企业对消费者核心需求的有效把握和响应，指引龙头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研发方向，在龙头企业

价值体系中起到主心骨、定心丸的作用。在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中，价值主张具有动态变化性，会逐

步从表达消费者价值诉求向表达产业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转变（Fjeldstad and Snow，

2018）。也就是说，龙头企业的价值主张不仅要符合消费者的期望，也要得到产业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

关者的认同（Pera et al.，2016），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是龙头企业实现可持续价值创造的关键

（Ramaswamy et al.，2017）。当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龙头企业而言，在众多利益相关者中，消费

者应始终排在第一位（张爱萍、王晨光，2018）。因此，在提出价值主张时，龙头企业首先应关注消费

者的价值诉求，提出切实符合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主张。其次，价值创造是构建产业生态系统的基础。

以价值主张为前提的价值创造（Grönroos andVoima，2013）能够为龙头企业提供有价值的、稀缺的、

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Barney，1991），从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是价值主张的有形化

体现，因此，如何通过价值创造提升消费者的价值感知就成为产业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环节（Kang et

al.，2007）。龙头企业的价值创造水平取决于消费者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新颖性与专有性的主

观评价（Lepak et al.，2007）。相关学者提出价值创造的目标群体还应涵盖企业股东（Hillman andKeim，

2001）、利益相关者（Post et al.，2002）、社会群体（Lee et al.，2007）和国家（Porter，1996）。因此，

本文认为，随着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价值创造的目标群体应逐渐扩大，从消费者扩展到产业合作伙

伴再扩展到整个社会，即龙头企业应充分关注社会效益。再次，价值共享是价值主张和价值创造的实

现路径。龙头企业通过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地进行价值分配，实现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享，

①
资料来源：《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5月20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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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为进一步提升价值主张和价值创造活动提供机制保障。价值主张以追求经济

效益为起点，不断向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效融合迈进，从而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关系，确保龙头企业内外部合法性的协调一致。在这一过程中，能否使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同时

得到满足是实现价值共享的关键。长期以来，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颇有争议，究其原因，是企业社会

责任和生产经营之间相互割裂，造成了“两张皮”现象，而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将社会责任行为有机融

入生产经营之中（肖红军、阳镇，2018）。产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共享机制有助于确保龙头企业在生产经

营中同时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Stubbs，2017），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Tang et al.，2012；

陶文杰、金占明，2012）。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与产业生态系统的创建密不可分，在产业生态

系统的影响下，企业的单边社会责任模式将向互动、协同、共生的方向迁移（辛杰，2015）。

在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中，企业的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共享相辅相成，循环往复。在此过

程中，龙头企业以价值主张为核心，以价值创造为基础，以价值共享为途径，将价值流从企业内部传

递至外部利益相关者，再通过反馈机制充分收集、吸收和采纳各利益相关者的回应，从而形成内外部

价值流循环。同时，龙头企业以自身所处产业位置为核心，充分了解和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

其合作，并在价值流循环中不断吸收、囊括更多利益相关者，在内外部价值流循环的基础上由线及面，

不断扩大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辐射范围（Tantalo and Priem，2016）。与此同时，价值不仅是在水平层

面上（即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循环流动，也会纵向升级，在知识结构立体化、层次化的推动下

实现价值提升（梅亮等，2014）。龙头企业以消费者需求和国家政策为导向，充分理解和满足更多利益

相关者的诉求，吸收和利用其知识、经验及资源，使价值主张的内涵由单一变为多元，使价值创造的

规模由小到大，使价值共享的利益相关者由少变多，让价值流循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Garriga，

2014；王发明、朱美娟，2018）。企业在价值共享时发现创造社会效益的潜在机会，就可以将其融入新

的价值主张中，以此实现价值的立体化流动，以循环迭代、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实现产业生态系统的动

态演进，形成强大的可持续竞争力（刘刚、熊立峰，2013）。产业生态系统动态演进过程如图 1所示。

图1 产业生态系统动态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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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生态系统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具体到农业领域，产业生态系统同样重要，构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

段和途径。目前，中国农业面临着资源禀赋和生产经营方式两方面的约束。就资源禀赋而言，虽然中

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但是受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劳动力资源的影响（王艳荣、刘业政，2011），

农业关键性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紧缺的局面，即“人多地少水更少”（杜鹰，2018）。

就生产经营方式而言，受限于资源禀赋，中国农业属于东亚小农类型，经营规模小，半自给、兼业化

程度高，专业化、集约化水平较低，这使得农户交易成本较高，难以承受农业生产经营可能面临的自

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其收入增长因而受到制约（温涛等，2015）。而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是

打破资源禀赋和生产经营方式约束以及帮助农户增产增收的有效途径。

一方面，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构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可以充分整合并盘活现有的生产要素，集中

力量办大事，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技术，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从而打破资源禀赋约束。已有研

究发现，专业化、集约化的生产组织是区域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受资源禀赋约束的地区，这一发

展趋势尤为普遍（郭红东、蒋文华，2004）。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围绕某一特定的细分产业统筹农业生产

活动，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优势，在合理分工的前提下推动生态系统内部不同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紧密协作，提升所在区域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王志刚、于滨铜，2019）。另一方

面，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构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可以为农户提供交易保障机制，确保交易成本和风险

的降低，使农户增产增收，从而打破生产经营方式约束。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通过内部化的方式，

可以削弱个体交易过程中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所导致的不利影响（Williamson，1979）。在农户生产经

营中，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合同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质量检验成本、违约及受欺诈损失成本、

交易纠纷成本等（何坪华、杨名远，1999）。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将分散的农户吸纳到农业产业生态系统

之中，采用标准化、流程化和体系化的运行模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话语权，确保

其利益不被侵害，降低其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有些农户由于小农意识作祟而发生机会主义行

为，不仅危及农业龙头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而且最终造成农户的市场声誉受损。同时，农业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还有助于降低交易过程中因市场条件、农产品价格乃至天气变化所造成的不确定

性影响（Fulton，1995），从而降低交易风险。

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离不开核心企业（即农业龙头企业）的合理组织与有效运作（刘刚等，

2018）。农业龙头企业在技术、资源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依托这些优势，充分调动

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积极性，实现资源的统一调配和集约利用，克服制约农业产业发展的现实条件，

打破资源禀赋约束。同时，农业龙头企业还可以发挥自身的品牌优势，将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

理念付诸实践，利用多维度沟通交流渠道，增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辐射范围，迅速拉动关联产业的

发展，实现各环节的互联互通，有效降低农户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打破生产经营方式约束。有实证研

究表明，农业龙头企业的生态创业不仅有助于其自身绩效的提高，而且可以使农民增产增收，完善企

业和包括政府、农民、金融机构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联结与价值共享机制（朱红根，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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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择

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选择该方法的原因如下：第一，本文旨在探讨农业龙头企业所

构建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是如何完成构建、演进和迭代的，属于回答企业应当“如何做”的问题范畴，

并且这一现象的复杂性使得研究对象难以与现实情境剥离，需要采用动态的过程分析视角，以充分展

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是如何促进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演进的，故而选择案例研究方

法；第二，本文需要细化剖析在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演进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所存在的千

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适合采用探索性研究方法（参见Yin，2017）。

（二）案例选择

本文遵循典型性原则，选取德青源作为案例企业，原因如下：第一，德青源是蛋鸡领域的标杆企

业和行业引领者，已在中国布局 33个具有国际标准的现代化生态农场，蛋鸡规模高达 1亿只，是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成功经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第二，德青源从成立至今

已有将近 20年的发展历程，在构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值得总结和

提炼；第三，德青源在扶贫领域做出了诸多贡献，其所创立的金鸡扶贫项目是 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 39次会议集体学习的全国农业产业扶贫典范。

（三）数据收集

本文的数据收集主要采用正式深度访谈和非正式访谈的方式，辅以档案资料、现场观察、二手资

料等进行“三角验证”，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参见Yin，2017）。为了充分利用案例研究方法在资料

分析上的机动灵活性，本文的资料分析与数据收集过程是并行的（参见Eisenhardt，1989）。笔者于 2019

年 8～11月对案例企业进行了 3次深度的实地调查，并与近 10位中高层管理者进行多轮深度访谈。依

据探索式案例研究规范，现场访谈采用半开放式问题，侧重于德青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演进过

程，并获得了较为完整的一手资料和数据，为开展单案例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德青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动态演进过程

通过对德青源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的分析，本文归纳了德青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过程，

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初步探索（2000～2006年）。德青源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品牌鸡蛋

这一概念，根据以消费者价值为核心的价值主张，围绕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绿色鸡蛋的需求打造了养鸡、

产蛋和销售的全产业链生产模式，初步构建了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德青源给鸡蛋建立了“身份证”制

度，在每一枚鸡蛋上标注品牌、生产日期和防伪编码，使鸡蛋成为中国最先实现防伪追溯的畜禽产品。

这一阶段，德青源鸡蛋满足了消费者对安全、高质、绿色鸡蛋的需求。

2.第二阶段：自循环的农业产业生态园区的建设（2007～2014年）。在这一阶段，德青源在实践中

探索出了循环农业模式，构建了自循环的农业产业生态园区，将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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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更多利益相关者纳入该系统。德青源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并成功实现了“生态养殖－食品加工－

清洁能源－有机肥料－有机种植－订单农业－生态养殖”的绿色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德青

源的循环农业模式中，以沼气工程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环节是核心。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使用可以把农

作物秸秆、动物粪便、污水等转化为能源。在生态养殖方面，德清源鸡场采用大量自动化装备，使鸡

粪实现了随用随清，再搭配鸡粪地下输送系统，每天可以将 212吨鸡粪直接传送到沼气厂，实现了清

理与沼气发电的无缝对接。另外，德青源将沼气发酵剩余的沼渣复配，生产成有机肥，并将沼液免费

提供给当地农户，帮助其大力发展有机种植，积极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3.第三阶段：开放共享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建设（2015年至今）。在这一阶段，德青源进一步完

善了自循环的农业产业生态园区建设，并推进构建开放共享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将政府也纳入农业

产业生态系统中来，通过和政府合作，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价值共享之中，将社会责任实践和

企业生产经营结合起来，破解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生产经营“两张皮”的难题。德青源于 2015年

发起并实施了金鸡产业扶贫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金鸡扶贫项目”）。金鸡扶贫项目率先在河北省威

县试点，开创了政府投资建厂、企业租赁经营的新模式。由贫困县政府设立平台公司，整合涉农资金，

确定资金分配下放方案。然后，以合作社为单位，把本社贫困人口拥有的本金集中投放到县平台公司，

委托县平台公司统一管理使用，并按季度分红。项目建成后，德青源租赁固定资产，租期为 15年；

同时，德青源还配套投入流动资金，并输入技术、品牌、管理和人才。平台公司每年通过出租固定资

产所取得的租金收入，先用于偿还金融机构本息，还本付息后的剩余金额用于贫困县的扶贫开发事业。

截止到 2019年 10月，德青源的金鸡扶贫项目已考察了 25个省（区、市）130个县（市），在已签约

的 28个县（市）中，河北威县、内蒙古卓资县等 19个县（市）已投产。

德青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过程如图 2所示。

图2 德青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动态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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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青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分析

（一）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初步探索阶段

1.价值主张。21世纪初，随着禽流感、苏丹红等事件的爆发，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食品的

质量和安全，国家也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以完善食品安全质量监管体系。基于这一市场变化，德青源提出了最初的价值主张，即为核心

产品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放心的鸡蛋产品。这一价值主张聚焦核心产品消费者，并为德青源开展

规模化生态养殖、开启鸡蛋生产的全产业链模式提供了指引。

2.价值创造。德青源是中国最早将全产业链模式在农业领域付诸实践的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之一。

德青源的全产业链模式和规模化生产紧紧把握农产品产业链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在价值链各环

节有效把控农产品质量，并且将原本分散在市场各处的资源进行重组整合，以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

应。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渠道管理，德青源的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2004年，H5N1禽流感在全球大

规模暴发，在蛋品行业出现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德青源依托高价值产品实现了 640万元的利润，并在

随后爆发的苏丹红事件中“独善其身”。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德青源累计供应了 5000

万枚鸡蛋和蛋加工产品，得到了第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的嘉奖。

3.价值共享。这一阶段，主要利益相关者是核心产品消费者和德清源自身。对于鸡蛋这一核心产

品的消费者而言，德青源的全产业链模式和规模化生产为其提供了不受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的高质量产

品。对于德青源自身而言，其核心业务是生产和销售鸡蛋。同时，依托全产业链模式和规模化生产，

价值流开始在产业链各个环节间流动，通过资源聚合与产业链协作，价值共享机制的辐射范围呈现出

不断扩大的趋势。

在这一阶段，德青源的价值主张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放心的鸡蛋。鸡蛋生产成为其核心

价值创造环节，核心产品消费者是其主要利益相关者。此时，德青源以自身为核心，以纵向一体化的

方式初步构建起农业产业生态系统。该模式不仅为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提供了产业整合的资本积

累，也提升了德青源自身的产业价值站位，为其之后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自循环的农业产业生态园区的建设阶段

1.价值主张。2007年相继发生的太湖、巢湖、滇池蓝藻暴发事件敲响了环保的警钟，伴随着“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相关政策的提出，环境保护日益成为消费

者探讨的核心话题之一，农产品的“绿色”属性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市场对于环保产品的青睐驱使

德青源及时对价值主张进行调整，在原有主张的基础上，增加了“能源零输入、污染零输出”的新主

张，以引领新阶段的农业产业生态园区的建设。

2.价值创造。在新价值主张的引领下，德青源进行了相应的价值创造，在循环农业模式中推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农业产业生态系统不断升级。一方面，通过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要素集聚，

德青源在纵深方向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德青源顺应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细化，积极开发

蛋类产品的深加工，除鲜蛋外还推出食用肉鸡、鸡蛋干、卤蛋、蛋粉、液蛋等多种特色化、个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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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循环农业模式，德青源实现了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有机结合，兼顾了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通过掌握农业废弃物沼气发电技术，德青源得以将每年产生的 10万吨鸡粪成功

转化为 1400万千瓦时的绿色电力，为周边农户提供生物质能源。除了上述直接收益外，循环农业模

式中的订单农业还创造了间接收益。德青源与农户签订玉米订单合同，每年可以从当地收购 6万吨绿

色玉米作为饲料原料。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地保障了绿色玉米的供应，每年还能帮助 6万名农户实现上

亿元的收入。

3.价值共享。这一阶段，自循环农业产业生态园的利益相关者中新增了德青源相关衍生企业、关

联产品消费者与周边农户。自循环农业产业生态园的建设使德青源开始在纵向一体化的基础上进行横

向一体化发展，此举满足了关联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在大举扩张和多元化的过程中，德青源成立了多

个涉及不同业务的衍生企业，并为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资源、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同时，

德青源的现代环保理念和科学、绿色的循环农业模式让周边农户享受到了清洁能源、订单农业和有机

种植的好处，与周边农户建立了有效的价值共享渠道。

在自循环的农业产业生态园区建设阶段，德青源一方面不断进行产业链扩张，通过纵向、横向一

体化，扩大了产业链覆盖范围，增强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为产品注入生态内涵，使价

值创造环节做到无污染、低能耗，既创造了经济效益，又兼顾了生态效益。同时，德青源将相关产品

消费者、德青源相关衍生企业与周边农户纳入农业产业生态系统之中，与其共享价值，从资源输出（德

青源相关衍生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价值输出（德青源与农户的互利模式、满足关联产品消费者

需求）入手，双管齐下，形成农业产业生态园的价值双循环。

（三）开放共享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建设阶段

1.价值主张。2015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逐步推进，市场上出现了较多同类型的优质产品（例

如圣迪乐村、正大、蒙山娇等品牌），使得竞争更为激烈。对于企业而言，过硬的产品质量固然重要，

但自身软实力也是吸引消费者的关键。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也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策号召，

更多的市场目光开始投向扶贫领域。基于此，德青源开始探索可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共创路径，着手构建开放共享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以提升自身软实力。秉持最大化社会效益的原则，

德青源与政府展开合作，推出金鸡扶贫项目，从仅仅聚焦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扩展到关注多元化利

益相关者的需求，将扶贫这一公益精神融入其价值主张之中。

2.价值创造。随着价值主张内涵的丰富，德青源的价值创造也逐步向实现社会效益迈进。以金鸡

扶贫项目第一个试点地——河北威县为例。威县县政府与德青源达成合作意向后，成立了金鸡扶贫项

目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作为项目第一责任人，并由县政府牵头设立平台公司（威州现代农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投公司”），为金鸡生态园的建设提供资金。建设资金来自三大主体：威县县

政府、农投公司和德青源。其中，威县县政府整合财政专项资金共 1.25亿元；农投公司做资产抵押担

保，向河北省农业发展银行贷款 1.25亿元，贷款利率为 4.9%，贷款期限为 15年。这两笔资金用于为

金鸡生态园购买固定资产。同时，德青源投资 1.25亿元，其中，企业自筹的 6250万元作为生产经营

流动资金，向银行贷款的 6250万元投资于生物资产。金鸡扶贫项目机制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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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金鸡扶贫项目机制示意图

威县金鸡生态园区建成后，蛋鸡饲养规模达到 240万只，年产鸡蛋 5.5亿枚，总产值 6.2亿元，实

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效益。

（1）经济效益方面，金鸡生态园满产后将实现经济效益约 3.56亿元，具体收益如表 1所示。德

青源每年向农投公司支付 2500万元租金后，能获得收益 1307万元。农村发展银行每年可获得利息收

入 877万元。威县县政府每年可获得就业收入 2595万元、税收收入 2268万元。农投公司向农业发展

银行还本付息后实现分红收入 1062万元。同时，金鸡生态园还通过上下游关联产业为当地提供稳定

的玉米种植、物流、包装、服务等订单，带动村集体的经济发展，产生间接经济效益约 2.75亿元。

表 1 德青源金鸡扶贫项目的经济效益

效益类别 相关主体或业务 经济效益（万元/年）

直接效益

德青源 1307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877

威县县政府
2595

2268

农投公司 1062

间接效益

玉米种植 21463

物流 1000

包装 2000

服务 3000

（2）生态效益方面，通过引进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鸡生态园每年可实现可吸入颗粒物减

排 2600吨，二氧化碳减排 8.4万吨，生产有机肥 7万吨。

（3）社会效益方面，金鸡生态园可创造 375个就业岗位。一是专设爱心岗 75个，专门招收建档

立卡的贫困群众，从事保安、保洁、保绿、门卫等低技术要求的岗位，并以补差原则核定工时，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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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酬，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创造收入、实现脱贫。二是设专业技术岗 300个，

面向全社会招聘，贯彻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优先原则，鼓励通过技术培训的致富带头人在企业中从事技

术管理岗位，通过智慧和劳动获取市场化的薪资。同时，金鸡生态园也积极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探

索出一条“园区带村、龙头带户、金融撬动、促农增收”的产业扶贫新路径，对全县贫困人口进行精

准分类扶持，将当地相关农业产业整合，覆盖全县所有贫困村和贫困群众。

3.价值共享。这一阶段，开放共享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新增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

贫困农户等利益相关者。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德青源开创的金鸡扶贫模式，用标准化的运作、市场化

的经营，通过拉动就业和相关产业发展的方式带动贫困群众精准脱贫，有助于国家扶贫政策的具体落

地。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金鸡生态园带动贫困县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

财政创收，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问题。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鸡产业园项

目因为有政府和企业同时背书，投资风险较低，投资回报较为稳定。对于贫困农户而言，有以下三个

方面的好处：一是收益快，金鸡扶贫项目建设周期短，通过成立合作社，贫困农户 6个月就能获得收

益；二是风险低，该扶贫项目风险由德青源、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承担，贫困农户无需承担风险；

三是持续久，贫困农户可获得 15年的长期稳定收益。对于德青源而言，金鸡扶贫项目降低了经营时

所遇到的政策壁垒和融资难题，获得了充足的扩张资本，拓展了销售市场。

在开放共享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建设阶段，金鸡扶贫项目让德青源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力

量，实现自身发展、生态保护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从经济、生态、社会三个不同维度充分进行价

值创造活动，以践行企业的价值主张。在价值创造活动中，德青源不断扩大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将各

级政府、金融机构和贫困农户都纳入价值共享机制之中，在满足各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的前提下，发

挥了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从立体化、多元化、动态化的角度为该系统增添活力，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

（四）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进机制

德青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直击农业产业发展的诸多“痛点”，为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了具有极高借鉴意义的实践经验。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和演进过程是价值主张、价值

创造和价值共享循序渐进、更新迭代、螺旋上升的过程。价值主张是价值创造的前提，价值创造是价

值共享的基础，价值共享又反过来促进价值主张不断改进，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德青源在市场

信息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持续调整，从着眼于相对有限的利益相关者（核心产品消费者、德青源自身）

演变为关注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关联产品消费者、德青源相关衍生企业、周边农户、各级政府、

金融机构、贫困农户等），从仅仅聚焦于经济效益扩展到进一步倡导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断循环迭

代，最终实现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螺旋式动态演进机制（见表 2）。

表 2 德清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各利益相关者的演进

演进阶段 新增利益相关者 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共享内容

农业产业生态

系统的初步探
核心产品消费者

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背景下，以核心产品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生产安全、

放心的绿色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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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阶段 德青源 利用价值创造所获得的资金扩大再生产并进行纵向一体化

自循环的农业

产业生态园区

建设阶段

关联产品消费者 关注关联产品消费者需求，提供相关产品与服务

周边农户
通过清洁能源、订单农业和有机种植等环节将生态园周边农户纳入农业产业

生态系统，并分享利益

德青源相关衍生企业 利用价值创造所获得的资金进行纵向、横向一体化扩张，形成自循环经济

开放共享的农

业产业生态系

统建设阶段

中央政府
通过创新产业扶贫的新模式，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

供宝贵经验

地方政府
帮助贫困县脱贫，推动地方农业产业升级，并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

金融机构 服务国家政策，以较低风险获得利息收入

贫困农户 脱贫增收，增加就业机会，降低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

在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初步探索阶段，德青源从核心产品消费者出发，确定价值主张——提供高质、

安全、环保、可追溯的鸡蛋。依据这一价值主张，德青源打造了涵盖养殖、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模

式，组成价值网，进行价值创造。德清源在为核心产品消费者提供价值的同时，为自身生产规模的扩

大奠定了基础。在自循环的农业产业生态园建设阶段，德青源在价值主张中添加了环保诉求，进一步

扩大了价值创造活动的内容和范围，并通过价值共享机制承担起生态保护的责任。循环农业模式推进

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将蛋鸡养殖的产业链延伸至蛋品加工和能源服务，大幅增加了蛋鸡产品的

附加值，满足了关联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同时通过清洁能源、订单农业、有机肥料等环节与周边农户

分享利益，扩大了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影响范围。在开放共享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建设阶段，德青源

响应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扶贫的号召，进一步将实现社会效益作为其价值主张，强调农业产业生态

系统的社会属性，通过金鸡扶贫项目使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协同聚力与多方共赢。

从初步探索阶段到自循环的生态园区建设阶段，再到开放共享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建设阶段，德

青源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每多增加一些利益相关者，就驱动整个系统的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共

享机制迭代升级。与此同时，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深度

也在不断强化。从市场地理位置看，德青源从北京的单一市场向全国市场扩张；从农业与其他产业的

关系看，德青源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从生态系统整合的角度看，德青源也从单纯实现经济效

益到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迈进。

六、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德青源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和演进过程进行深入的案例剖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依托农业龙头企业打造农业产业生态系统，既是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一方面，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可以

协调各方力量，统筹农业龙头企业、各级政府、金融机构、消费者、农户等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

为推进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农业产业生态系统“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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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为改善贫困农户生活状况、实现贫困地区增产创收构筑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各利益相关

者的扶持下，贫困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生活水平也得以持续提升。这种“授人以渔”的扶

贫方式，为贫困地区脱贫摘帽打下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有助于贫困农户“真脱贫，脱真贫”。

第二，建立起循环迭代、螺旋式上升的动态演进机制是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龙

头企业必须紧紧围绕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及其变化趋势，提出切实的价值主张，积极推动价值创造，

实现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享。为此，农业龙头企业准确识别各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其需求，并

以此为核心提出契合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价值主张，围绕该价值主张进行充分的价值

创造，并将所创造的价值与各利益相关者共享。同时，农业龙头企业紧紧把握政策和市场的最新变化，

根据现有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与潜在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调整和升级价值主张，在新一阶段的价值创

造、价值共享中囊括更多利益相关者，壮大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规模，推动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持续

深入。

第三，农业龙头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依托农业产业生态

系统的高效运转可以确保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在构建和运营农

业产业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可以凭借规模优势和协同优势开拓市场、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最终实现经

济效益的提升；而追求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可以帮助农业龙头企业“内安人心、外树形象”，为其后

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驾护航”。农业产业生态系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及为整

个生态系统贡献价值的同时，也将从整个生态系统中获取价值，在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动农业产业

生态系统的不断演进、升级。

（二）实践启示

对于农业龙头企业而言，在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始终以各利益相关者的核心

诉求为基本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富有吸引力的价值主张，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使

其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实现生态系统的高水平价值创造，并确保所创造的价值能在各利益相关者之

间形成合理的分配。其次，不能单方面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在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的过程中应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社会问题。承担生态和社会责任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自身的

美誉度，也能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确立良好的社会基础。再次，要认识到构建农业产业生态

系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在系统建设初期，无论是所关注

的利益相关者还是所提出的价值主张，都应相对聚焦，待条件成熟时，在深入总结上一阶段所取得经

验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引入新的利益相关者，提出新的价值主张，驱动新一轮的价值创造与价值

共享进程，从而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实现迭代演进。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致力于农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打造，为其提

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土壤，在税收、财政及金融资金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及时总结、提炼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建设中的宝贵

经验，梳理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典型模式，在全国各地予以宣传、推广。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切实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特点及贫困人口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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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龙头企业开展密切合作，在行政许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融通等方面，为能够兼顾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业产业生态系统项目落户本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生

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诉求，为各方搭建沟通信息、强化交流、理顺关系、实现利益共享的平

台，为农业产业生态系统建成之后的高效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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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Proposition, Value Creation, Value Sharing andDynamic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Ecosystem:ACase Study of Deqingyuan

Liu Gang Zhang Lingran Yin Jianling

Abstract: Based on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Deqingyuan Enterprise, this article uses a single case exploratory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how a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plays a m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eco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its dynamic evol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relying on leading enterprises

to build a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ecosystem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way to establish a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ystem and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powerful weapon to deal with the 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 and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Secondly,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must closely focus on the needs of stakeholders and their changing trends,

put forward practical value propositions, actively promote value creation, realize value sharing with stakeholders, and establish a

dynam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ecosystem with cycle iteration and spiral rise. Thirdly,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should not assum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economic benefits, but rely on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ecosystem to ensure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benefits,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social

benefits.

KeyWords:Agricultural Industrial Ecosystem; Industrial PovertyAlleviation;ValueProposition;ValueCreation;Valu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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