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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不够完善，农牧业标准化原料基地建设进度缓慢，

优质原料缺乏，订单农牧业发展不足，“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牧民”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健全。

（二）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资源整合

能力弱

鄂尔多斯市龙头企业融资渠道窄，金融服务能力不

足，担保机制不健全，多数金融机构对生物资产等有一

定风险的抵押融资方式不予支持，部分市场前景好的企

业因资金制约难以扩大生产，只能维持现状。涉农涉牧

保险险种少，没有针对农畜产品价格波动兜底的保险产

品，部分种养殖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足。冷链物流

服务能力弱，冷链物流基础薄弱，各类库容量超500吨的

大中型冷藏保鲜库只有95个，与鄂尔多斯市建设国家重

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严重不符。专业技术服

务能力不强，目前鄂尔多斯市农技、兽医、质量标准体

系建设等专业人才严重缺乏，技术人才储备跟不上产业

发展步伐，缺乏能够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组

织。

（三）品牌建设效益滞后，市场拓展能力不强

树 立 品 牌 意 识 ， 打 造 强 势 品 牌 是 保 持 战 略 领 先 的

关键所在。鄂尔多斯市规模化农牧业生产起步晚、起点

高，土壤、水源无污染，生产的农作物、牛羊肉、小杂

粮 、 乳 制 品 等 多 属 无 公 害 绿 色 食 品 。 但 截 至 目 前 ， 除

“ 鄂 尔 多 斯 ” 这 个 品 牌 外 ， 全 国 性 的 知 名 品 牌 几 乎 没

有，品牌有“名”不“响”，产品有“优”无“势”、

有“特”不“强”、质优价不“优”的状况较为突出。

（四）资源要素制约严重，企业“事难办”现象仍

然存在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农牧林草旅融合创新型

企业逐步涌现，土地、水、电、天然气等资源要素的供

需矛盾逐步凸显，存在农业用水受限、土地审批难、天

然气使用限制、农牧业加工企业无法享受农电优惠等问

题，已成为制约龙头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五）农畜产品加工业相对落后，农牧业产业链条短

除羊绒产业外，其他主导产业精深加工发展普遍滞

后，农畜产品加工以分割、烘干、筛选等初加工为主，

精深加工和直接进入消费终端的成品加工较少，农畜产

品原料外销比例大，产品溢价能力弱，企业抗风险能力

不强。当前，鄂尔多斯市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农畜产

品加工企业总收入仅310亿元，远低于呼和浩特市（2352

亿元）和巴彦淖尔市（415亿元）。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

比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分别低8个、5个百分点，加工业

与农牧业总产值比为1.8∶1，与全国2.4∶1差距较大。

鄂尔多斯市农牧业龙头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针对鄂尔多斯市农牧业龙头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

问题，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改进。

（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完善扶持政策，出台操作性强的关于培育和支

持龙头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同时建立扶持资金动态管

理机制，用于扶持培育龙头企业的资金随财政收入的增

加逐年递增。二是更加注重潜在的龙头企业的培育，创

新涉农涉牧资金的投入与分配机制，既要扶优、扶大、

扶强，也要对有发展潜力、有地方特色的中小微龙头企

业和后备龙头企业给予资金补助和政策支持。三是完善

龙头企业认定和分级管理制度，在龙头企业认定和项目

支持中将农企利益联结作为重要的考评指标，鼓励引导

龙头企业发展流转聘用、入股分红、社会化服务等农企

利益联结模式，增强企业联农带农能力，促进企业与农

户共同发展致富。四是大力推动政策落地，建立相应的

考核评价机制，适当简化奖补手续，按规定及时兑付补

助奖励资金；适度降低事后奖补，推进普惠制补贴向精

准补贴的转变，将“撒胡椒面”式的资金投入方式转变

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的精准投资。

（二）加强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一是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以政府贴息、专项补贴、

引入农牧业担保公司等方式，引导鼓励金融、保险机构

加大对一产和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降低企业融资

成 本 和 抵 御 风 险 能 力 。 二 是 加 大 冷 链 物 流 基 础 设 施 投

资，以加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承载城市为契机，争

取中央和自治区专项资金，尽快完善农畜产品冷链物流

设施节点布局，对产品销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龙头企业

给予精准补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促进产品流通，提

高产品外销竞争力。三是支持公共技术研发平台和成果

转化基地建设，引导鼓励相关企业与科研院所、大专院

校合作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实现资源互补、成果共享。四是加快构建以农技推广机

构、院校和企业等社会化科技服务力量为依托，开放竞

争 、 多 元 互 补 、 协 同 高 效 的 农 牧 业 科 技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加快专业人才引进和培育，为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加强品牌建设，拓展产品市场

一 是 加 大 品 牌 营 销 推 介 ， 组 织 企 业 参 加 各 类 博 览

会 ， 并 对 参 加 各 类 展 会 的 企 业 给 予 一 定 补 助 ， 通 过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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