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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县核桃托管模式发展初探
———以黄花山核桃专业合作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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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县林业和园林局，四川 旺苍　６２８２００）

摘　要：在农村劳动力结构改变和新型土地运营模式调整的背景下，托管模式应运而生，发展推广专合社托管模
式，是现代农林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本文以旺苍县黄花山核桃专合社为例，对其核桃托管模式的发展现状、发展

特点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部分对策与建议，对旺苍县核桃托管模式的推广应用和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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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模式作为实现规模经营的路径，既实现了
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又优化了资源配置、降

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助推托管户增

收；既解决在家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又保障农民外

出务工、家中产业发展两不误，是一项构建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的有益探索和创新举措。

旺苍县人工栽培发展核桃历史悠久，栽培面积

初具规模，已成为县区增收致富主导产业之一。目

前，核桃综合管护和提质增效成为新的工作重点和

难题，研究核桃综合管护模式以及探索核桃专合社

的驱动助推作用，对核桃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花山核桃专业合作社位于旺苍县普济镇，为改善

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核桃产业发展受影响的局面，

２０１３年开始在土地托管模式的基础上探索运作核
桃托管模式与托管利益连接方式分为全托、半托和

二次返利。

１　核桃托管模式现状

１．１　全托管模式
全托管模式是林农将核桃树全权托管给合作

社，合作社将核桃林地整合集中统一管理，管护所需

的肥料、除草、药物等费用都由合作社负责，合作社

组织在家的剩余劳动力在核桃树下种植海椒、黄豆、

夏枯草等经济作物，林下经济抵扣林农需交纳的托

管费用，并获取销售差价利润，实现零费用托管［１］；

不采用林下经济也可选择管护费由林农支付。核桃

归林农所有，合作社不给林农交土地使用费。

黄花山核桃专合社 ４ａ累计全托管核桃面积
３３２ｈｍ２，涉农２６５户，面积在１３３ｈｍ２以上的核桃
种植大户达３８户，约占全托管林户的５７．３５％，所
占比重较大；核桃大户虽无增加，但采取全托管模式

的林农数量和核桃面积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详见表

１。实践表明，全托管适于集中成片、规模较大的核
桃面积管理，且能逐步推广被小面积散户接受，可实

现相对的连片耕作和规模生产，易于统一管护作业。

表１　黄花山核桃专业合作社全托管模式情况表

年度
林农
（户）

面积

（ｈｍ２）
１３３ｈｍ２以上

（户）
１３３ｈｍ２比例

（％）
２０１３ ４８ ７０ ３８ ７９．１７
２０１４ ６０ ７５．３３ ３８ ６３．３３
２０１５ ６９ ８６．６７ ３８ ５０．０７
２０１６ ８８ １００ ３８ ４３．１８
小计 ２６５ ３３２ １５２ ５７．３５

１．２　半托管模式
半托管模式又称订单式托管，是合作社与外出

林农协商签订托管协议后，负责组织专合社技术人

员进行核桃的修枝、施肥等技术有偿服务，林农按技

工１０元·ｈ－１的收费标准，付给技术人员工资。管
护费也可 “计件”付费，未投产的每年按每株１～３



元、投产的每株３～５元的标准收费，管护１ａ后林
农按合同一次性付清［１］。管护付费方式由林农自

愿选择，协商一致后写入托管协议，管护标准和质量

由合作社负责制定和监管。

４ａ累计半托管核桃１０８２ｈｍ２，林农累计支付
管护费 ３９５３万元，００６７ｈｍ２均管护费仅 ２４３５
元；涉农１５７８户，其中１３３ｈｍ２以上核桃种植大户
１３户，仅占０８２％。２０１３年采取半托管的林农较
少，处于起步阶段，２０１４年后递增较快且散户较多
（见表２），表明半托管是小面积核桃种植户的普遍
采用模式，运行推广较好，能有效破解单位产出效益

低、散户经营成本高的难题［２］。

表２　黄花山核桃专业合作社半托管模式情况表

年度
林农
（户）

面积

（ｈｍ２）
１．３３ｈｍ２以上

（户）
１．３３ｈｍ２比例

（％）
管护费
（万元）

２０１３ ２０ ８．６７ ０ ０ ０．３９
２０１４ ４３０ ３００ ２ ０．４６ １１．７
２０１５ ４４１ ３２０ ４ ０．９１ １２．４８
２０１６ ６８７ ４５３．３３ ７ １．０２ １４．９６
小计 １５７８ １０８２ １３ ０．８２ ３９．５３

１．３　二次返利
专合社收购社员的产品为“一次返利”。合作

社向外统一销售产品获取差价实现盈利后，一般提

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作为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一

定比例用于股金分红；一定比例按社员交售的数量

和金额进行“二次返利”。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

量化分配可分配盈余，进行利润二次返还［３］。黄花

山核桃合作社将“二次返利”利益联结机制与核桃

托管模式相结合，根据统一购销的鲜核桃以及核桃

苗的交易量，对社员和托管户均实行了“二次返

利”［１］。

由表３可知，１ｋｇ鲜核桃平均返利 ０２３元、１
株核桃苗平均返利 ０４７元，４ａ累计返利 ８５５万
元，涉农５４２户，每户年均获利１５７７元。受交易量
和市场波动因素影响，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二次返利标
准、总额和户均获利情况，并未呈现出逐年递增趋

势，但参与二次返利的林农数量逐年提高，且每年均

能保证返利于民、助农增收。表明二次返利与托管

表３　黄花山核桃专业合作社二次返利情况表

年度
鲜核桃

（元·ｋｇ－１）
核桃苗

（元·株 －１）

林农
（户）

返利总额
（万元）

户均获利
（元）

２０１３ ０．２ ０．７ １２６ ２０．９ １６５８．７
２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６ １３２ １２．１ ９１７
２０１５ ０．３ ０．３ １４１ ２７．８ １９７１
２０１６ ０．３ ０．３ １４３ ２４．７ １７２７
小计 ０．２３ ０．４７ ５４２ ８５．５ １５７７

结合的利益联结机制，拓宽了增收渠道，可有效激发

林农参与核桃托管的积极性，间接促进核桃产业发

展。

２　核桃托管模式发展特点

２．１　创建园区规模化发展
合作社利用核桃托管优势集中整合托管户的零

散土地，将核桃产业不断连片发展，于２０１３年将黄
花山核桃园区发展到１３３３３ｈｍ２，建成现代核桃园
区，该园区２０１４年１月被四川省森林食品基地认定
委员会认定为“森林食品基地”。培育出２０ｈｍ２示
范园两个，６６７ｈｍ２至 ２０ｈｍ２示范样板 ５个，１０
ｈｍ２穗圃园１个，５３３ｈｍ２苗圃园１个。因发展林
下经济抵扣管护费，推行果药、果良、果蔬套作发展，

按万亩林亿元钱标准创建高效、立体林地综合利用

示范园。随着托管服务的开展，合作社带动周边

１０００多户种植核桃６６６６７ｈｍ２，促农增收１０００余
元，桃托管模式有效助推了核桃产业规模化发展。

２．２　统一运营标准化发展
托管受益农户增收集中体现为“三增一降双保

障”（增产量、增收入、增效益，降成本，保障劳务收

入不减、保障土地收入不减）［４］。合作社对托管的

林农核桃产业实行“六统一”标准化管理（即统一管

理发展、统一生产计划、统一供应农资、统一技术服

务、统一品牌销售、统一利润分成），是将土地、资

本、技术、服务、劳动力等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降低

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产量，产生良好的综合效

益。目前合作社标准化管护面积达到１３３３３ｈｍ２，
统一标准托管的核桃苗成活率提高２５％，同一个品
种的盛产期提前２ａ～３ａ，产量提高３０％，投产核桃
树３３３３ｈｍ２，产值突破３００万元。
２．３　提升水平专业化发展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农业机

械化和科技水平以增加生产收益，是土地托管模式

能够推广的根本原因［５］。合作社作为林农核桃托

管的主要载体，在自身建设、管护技术、运营制度等

方面的水平提升上显得尤为重要。黄花山核桃专合

社按照“建设自身，壮大实力，建章立制，规范发展，

加大培训，优质服务”的基本原则，规范完善各办公

室、科室、试验基地、良种基地和引种培育基地等，建

成１０００ｍ２核桃洗选、烘干、包装、加工一体化工厂
１座，构建核桃深加工体系，延伸核桃产业链条，提

７４１３期 范　彬，等：旺苍县核桃托管模式发展初探 　　



升核桃附加值，增加托管户盈利空间。建立和完善

合作社核桃种植、生产、加工分级、包装销售等标准

及制度，组建３０余人的专业技术队伍，统一开展核
桃管护技术培训、推广、指导等服务。２０１５年被评
为国家级示范社，为核桃托管模式的推广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至２０１６年合作社托管社员和林农核桃
５５３３３ｈｍ２，户均增收 ５００元，年省核桃管护资金
２６０元。

３　核桃托管模式发展存在问题

３．１　重视管理不够
部分托管户对核桃产业不够重视，重栽轻管，一

托了之，没有根据自身实际选择最优托管模式；且后

期参与积极性不高，与合作社有效互动不够，达不到

预期效果。目前，核桃托管还处在初级阶段，未引起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缺乏政策导向推动和有效

监管，不利于托管模式广泛推广和规范有序发展。

３．２　单托优势不强
全托管模式中部分成熟林郁闭度高，林下经济

种植受限，不能做到零费用托管；而零费用托管又造

成合作社服务成本高，资金压力较大，存在经营风

险。半托管模式中的部分幼林核桃地闲置，不能充

分利用林下空间拓展增收渠道，未能实现效益最大

化。单托优势局限，托管类型不多，可供林农自由购

买的托管服务选择性少。

３．３　发展后劲不足
因较大比重的利润进行了返利，合作社用于自

身发展和扩大生产的资金较少，用于管护的基础设

施设备尚不完善，后续发展基础不牢；而返利较少又

会影响农户参与的积极性，故托管利益联结与合作

社能力增强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循环格局。专合社还

面临融资担保、市场营销能力等方面的瓶颈［６］，且

现有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和能力层次，与逐年递增的

托管工作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合作社资金保障不

足、基础设施欠缺、技术力量薄弱等因素导致了核桃

托管发展后劲不足。

４　对策与建议

４．１　创添托管组合模式，改善利益分配机制
参考借鉴租赁、入股、互换、转包等多种土地流

转经验，积极探索多元化托管服务新模式。合作社

在推行托管服务时应因地制宜、总结经验，根据当地

现实状况选择具体的阶段方式或采取“菜单式托

管”、“全托＋半托”组合等多种模式［７］。坚持合理

优配、灵活高效的原则，针对各个农户托管的核桃地

实际（如面积、树龄、长势等），科学设计每项托管的

地块和比例，充分利用林地空间，切实降低管护费

用，实现个性化定制服务和高性价比托管。

综合考虑合作社发展需求和农户实际情况，调

整利润分成结构，不同的托管模式配置不同的返利

比例，制定专门的托管农户收益分配计算表，明确各

项托管模式的费用支付方式和利润分成标准。返利

资金也可按比例抵扣下一年管护经费或入股利润分

红，不发放到农户手中而入账合作社下一年发展资

金，由合作社统筹支配用于整年的发展建设和统一

管护，配备专业技术人员、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

配套设施服务等可实现管护作业标准化、集约化、专

业化［５］，综合实力提高有利于托管效果增强和利润

增加，也将反作用于农户的实际托管效益和利润分

红份额。建立合理的利益连接机制，逐步改善自身

建设与二次返利的断层现象，实现以自身发展促利

润最大化，以利润增长助推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

互惠共赢的局面。

４．２　完善政策服务体系，优化托管推广环境
农委等相关部门发挥牵头作用，整合多方资源，

制定托管服务相关的规章制度，建立技术资质审查

和登记备案制度，研究详细可操作的生产环节统一

服务标准，加强收费监管，建立纠纷调处机制［２］；规

范服务合同文本，明确服务价格、保底产量、保底收

入、违约责任以及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损失责任

等，规避解决经营风险问题［７］。基层服务组织充分

发挥业务优势，拓展服务领域，在乡村两级建立健全

托管服务中心，发挥好中介、监督和协调作用，确保

托管服务不断壮大和快速、规范、健康发展。

各级财政在涉农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

持各类托管组织发展；对托管服务形成一定规模的，

在政策、项目、资金、补贴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和支

持；鼓励金融、保险等部门创新开发适合托管组织的

业务，提供资金保障，增强风控能力；大力培育托管

服务典型，加大托管经验宣传力度，积极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优化托管模

式推广环境和核桃产业发展环境。

８４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４．３　培育组织示范带动，构建托管经营体系
以“发挥合作社功能，带动农民致富”为目的，

充分利用合作社资本充足、技术先进、服务完善的优

势，开展托管服务，推进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产

业化“四融合”发展，有效解决发展本地产业短劳

力、缺技术的实现突出问题，并提高产品产量，提升

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在以合作社为主要托管

载体的引领基础上，积极引导和鼓励专业化服务组

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创办领办托管服务，积极

探索科学的运营机制，创新多种托管模式，开展多方

互助合作，加大技术培训，不断缩小托管发展与社会

需求之间的矛盾［２］。通过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组

建联合社，融种植、农机、植保、科技培训、农资供应、

信息交流等服务为一体，开展系列化、全方位、多功

能的服务，着力构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

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托管经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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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联系当地实际出台相应办法，

对林权纠纷进行了调解。为了解决土地制度改革中

的类似问题，应当积极完善政策和制度的不足，达到

保证农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２）注重公平，平衡收益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强调“分山到户”，但在为了

经济的发展，在林业产业化发展不断加快，规模经营

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多地属于公司和“大户”。同样，

农村土地也处于变化过程中，面临类似的问题。应

当注重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让散户和“大

户”共享发展成果，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

公平”，进一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

（３）进一步规范流转
在林地流转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操

作，这也反映了土地流转的不规范和流转制度的不

健全。首先，农村土地流转应当吸取林地流转的经

验，将土地流转严格控制在已有政策、法规的调控监

管下；第二，学习林地流转中对土地用途的严格把

控，防止土地流转过程中不符合规范的用途改变；第

三，关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应当根据地方实际制

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计算标准，保证农村集

体、农民能够分享合理的增值的收益。

４．２　结论
通过对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

的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发展进程和遇到的问题上

具有共同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由于范围较土地制

度改革小，情况较为简单，加上改革进程部分先于土

地制度改革，其产权改革和配套改革的经验，能一定

程度上为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和新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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