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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逻辑、
实践样态以及优化路径：以新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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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育特色农业产业是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稳定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基于新疆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案例，归纳总结出因地制宜、引入现代化管理方式、紧密连接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注重内外部资本要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入、探索抱团发展的多种模式的新疆经验，分

析了人才匮乏、缺乏长远规划、管理体制不完善以及政策支持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并提出构建人力资本引育

机制、宣传推介机制、产权激励机制、产业培育机制、政策引导机制的优化路径，以期优化发展新疆特色农业产

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路径，并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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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中央一系列相关重要文

件已明确支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同样，在 2021—2023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中也连续提及该问题。具体来看，2021 年

的文件强调要在阶段内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2022年提

出“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2023年，中央

一号文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村集体

资产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了发展途径。这充

分体现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我国“三农”工作中占

据重要地位，受到了中央政策的持续关注。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广泛

研究，尤其是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概念提出以及

基层实践展开之后，围绕其内涵［1-3］、类型［4-5］、困

难［6-8］、风险挑战［9-10］以及发展路径［11-12］等的研究更

是穷波讨源。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问

题，已有学者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认为激发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活力的核心要素是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13-15］，通过明确农村集体产权归属并完善其权

能，可以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

此规范其运作［16］，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对县

域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抑制性作用［17］。但也有研究

持相反观点，认为农民财产权益难保护和农村集体

经济难壮大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面临的“两

难”困境［10］，新确立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产权结构将必

然冲击原有的农村治理体系［18］。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并不依赖于市场化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19］，

同时还要警惕市场化导向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所隐藏的“去政治化”倾向［20］，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无直接关

系，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21］。部分学者从人

力资本角度出发，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稳步发

展亟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22］。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与壮大亦离不开金融支持［23-25］，通过健全的农

村金融制度安排和完善农村金融支撑形式能够有效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26］。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

村产业发展的主体之一［27］，发展乡村产业是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举措［28］，二者之间有效的互动有

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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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是顺应我国农业发展新趋

势、激发乡村消费热点、拉动内需的有力抓手。学术

界关于如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从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金融支持、人才支撑、政策扶持等方面

展开了理论讨论，部分学者也观察到发展产业对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意义。例如，崔超等［29］

通过对陕西省丹凤县实地调查得出，该地区“特色产

业引领的资金推动”的发展模式能够通过乡村产业

发展、用活各类资金来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肖红波等［30］通过对全国 12个省份 96个村中集体

经济发展和产权改革表现突出村进行规律总结，发

现壮大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关键路径是选择和培育合

适的产业。然而，关于特色农业产业对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仍缺乏理论逻辑上的探讨。

研究某一区域的案例，对于探究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发展路径具有理论研究、制度提炼、经验总结

和政策参考价值。新疆是一个多民族、欠发达的边

疆地区，面临着复杂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发展环

境。新疆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等多方面，因此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这一背景下显得特别

重要且紧迫。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多样的农业类型，

使得新疆具有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新疆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

一些成效，形成了一批典型示范模式。因此，以新疆

为例进行探究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可以得出一

些有价值的经验和启示，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和

推广的经验教训。基于上述考虑和前文对已有研究

的综述，本研究首先剖析特色农业产业对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其次，梳理新疆特色农业

产业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挖掘和总结

促进新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特色农业产

业案例和经验，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

特色农业产业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路径，

以期丰富产业振兴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逻

辑研究，并为其他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经验借鉴。

1　理论逻辑

为了充分认识产业振兴对于发展和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深刻把握其中的理论逻辑，本

文运用产权理论，从要素盘活、配置和重组 3个方面

阐述了在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特色农业产

业发挥的重要作用。

1.1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有利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要素盘活

产权理论强调，产权制度规定了个体对资源的

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权。在此框架下，产权的明

晰、专有、可转让和可操作性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

关键因素。如果产权界定不清晰，或者受到制度的

限制，会导致资源的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从而降

低资源的价值和收益。在农村地区，由于历史原因

和制度限制，土地、水利、林木等资源的产权界定不

清晰，导致了资源的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而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可以通过创新产权制度，激发农民对

资源开发利用的积极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价

值。例如，以土地流转、承包经营、股份合作等方法，

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资源高效利用；通过水利建设、

灌溉改造、水费改革等方式，提高水资源的供给保障

和节约利用；通过林权制度改革、林木种植、林下经

济等方式，增加林木资源的收益和多样性。此外，发

展特色农业产业还可以通过引入新的资源要素，拓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例如，通

过融入科技创新、品牌构建、电商平台等因素，增强

特色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引入金

融服务、保险保障、风险分担等要素，降低特色农业

产业的成本和风险；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合作社、专

业公司等要素，增强特色农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

协同效应。基于此，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有助于促进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要素盘活，为农民富裕和

乡村发展提供动力。

1.2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有利于优化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要素配置

产权理论强调，不同产权结构将引发各异的激

励机制和行为选项。在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中，由

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农民对集体资产和公

共事业缺乏参与感和归属感，导致了要素配置的失

衡和低效。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可以通过完善产权分

配和保护机制，调动农民参与集体经济的主动性，优

化要素配置的结构和效果。例如，通过建立健全集

体资产清单、股份登记、分红分配等制度，保障农民

对集体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和监督权；通过实施集

体资产股份化改革、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多元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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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增强集体资产的流动性、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通过建立健全集体事业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绩

效考核等制度，提高集体事业的服务质量和满意度。

此外，发展特色农业产业还可以通过优化产权结构

和激励机制，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要素配置

的动态调整和优化。例如，通过建立健全集体资产

的评估、监测、审计等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体资

产的闲置、流失、侵占等问题；通过建立健全集体资

产的退出、转让、置换等制度，及时调整和优化集体

资产的结构和配置；通过建立健全集体事业的需求

调查、满意度评价、反馈机制等制度，及时了解和满

足农民对集体事业的需求和期待。基于此，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有助于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要素

配置，为农民福祉和乡村治理提供保障。

1.3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有利于推动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要素重组

产权理论指出，在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不断变

化的情况下，必须持续调整产权结构以适应新的需

求和机遇。在当前的农村地区，由于市场竞争和消

费升级的影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集体经

济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需要进行产权

创新和要素重组。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可以通过引入

新的技术、管理、模式和理念，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

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要素重

组。一方面，通过探索抱团发展的多种模式，实现农

村集体经济要素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重组。例如，通

过土地托管、土地入股、土地联营等方式，实现土地

要素在农户、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之间的重组；通过

林木流转、林木入股、林木联营等方式，实现林木要

素在林户、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之间的重组；通过水

利设施入股、流转、联营等方式，实现水利要素在水

户、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之间的重组。另一方面，通

过开发特色、有机以及地理标志农产品等，实现农村

集体经济要素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重新组合。举例来

说，借助本地独特资源和传统文化，开发带有区域特

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通过遵循有机生产标准

和认证程序，开发符合绿色消费需求和高端市场定

位的农产品；通过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并进行有效保

护和管理，开发具有品牌效应和溢价效应的农产品。

基于此，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有助于推动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的要素重组，为农民增收和乡村繁荣提供

保障。

2　新疆特色农业产业与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现状

2.1　新疆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中国的西北部，丰富的

水土光热资源、迥异的地理气候环境、繁多的生物种

质资源以及广袤的土地孕育着新疆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的无限潜力，新疆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棉花、粮

食、核桃、啤酒花、番茄酱、制糖甜菜、羊肉、马、梨、瓜

果、芳香植物和冷水鱼等特色农产品的主要产地。

截至 2022年底，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新疆已

有 91个品地理标志农产获得农业农村部注册认证，

同时有 151个农产品被列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

录中，逐步形成了特色品种繁多、区域特色明显、产

业体系优化、市场前景广阔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格

局。特色农业产业也逐步成为了实现产业兴旺、繁

荣乡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

立足资源优势、借助政策红利、推动特色农业产

业集群发展是近年来新疆特色农业产业提档升级的

重要战略规划。2020 年，新疆立足于当地农业资源

优势和产业基础，完成了葡萄、褐牛、库尔勒香梨、棉

花、薄皮核桃以及伊犁马等 6个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集

群的创建。建设范围覆盖全疆 11 个地州的 41 个县

市。2022 年，新疆棉花实现总产 539.1 万 t（https：//
www. gov. cn/xinwen/2022-12/26/content_5733586.
htm？ eqid=ea1a577400035a5300000003647d9007），

产量在全国占比超过 90%，占世界棉花产量的 20%
左右；新疆褐牛存栏量 192 万头，牛肉产量 17.6 万 t，
全产业链产值达 165亿元，直接联农带农 12.5万户以

上［31］；库尔勒香梨品牌价值连续 3 a在全国各地梨类

中排名第一，达到 162.1 亿元［32］；伊犁马存栏量稳定

在 60万匹以上，年产值突破 116亿元，带动 5万名以

上农牧民增收［33］；新疆种植的酿酒葡萄已达 21 400 
hm2，成为我国最大的葡萄原酒生产基地［34］。六大特

色农业产业集群累计撬动投资金额 30余亿元，吸引

各类经营主体 270多家，参与建设的事业单位、科研

院所以及社会团体共计 45家，带动了 20余万农户就

地就近就业创业和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34］。

2.2　新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和基础是开

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自 2016年起，新疆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的意见》的指导，有序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271



第 42 卷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革，对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科学、合理、有

序、规范地确认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与折股量化；有

效盘活集体“三资”，增加村集体经济实力与组织成

员收益。截至 2021 年末，已有 38 个县 294 个村实现

了集体收益按股分红，分红总额突破 1 亿元，惠及

35.6万农民［35］。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新疆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和资本积累。为进一步巩

固和拓展新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中央

财政每年专项扶持新疆 500个左右经营性资产较少

的集体经济薄弱村、空壳村，每个村补助 50万元用于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同时，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的实施意见》，强调：“要通过立足区域优势、资源

禀赋和产业发展特色，遵循市场规律，注重因村施

策，探索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途径”。

3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的新疆实践与经验

3.1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

新疆实践

笔者的调研团队于 2023 年 4 月赴新疆对玛纳

斯、焉耆、库尔勒、乌什 4个县（市、区）实地调研当地

的特色农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

存在的困难，挖掘特色农业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

典型模式及经验。下文所选取的样本案例遵循典型

性、多元性以及资料可获得性等原则，依据学术惯例

和新疆当地受访者要求对本文的案例进行匿名处理。

1）新疆玛纳斯县A村发展棉花产业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新疆玛纳斯县土壤肥沃、光热水土资

源丰富，适宜种植棉花，是“中国优质棉花之乡”。新

疆玛纳斯县 A 村是一个以种植棉花为主的农业村，

棉花是该村的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2019 年，

该村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实现村集体土地的集中连片种植和规模化

经营。该村通过个人承包地与村集体土地互换的方

式，建设出 55.13 hm2集中连片棉花田，并引入现代化

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和品质。

2020年，该村平均产量达到 400 kg/667 m2
，为村集体

增加经济收入 80多万元。该村还利用村集体资金，

联合周边 6个村创办了滴灌带加工厂，既降低了自身

种植棉花使用滴灌带的成本，又通过外销滴灌带增

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2020 年，棉花滴灌带加工厂

年生产滴灌带 8万卷，产值超过 1 600万元。该村通

过种植棉花和滴灌带工厂经营盈利参与分红，使全

村拥有了持续稳定的村集体经济收入，2020 年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总额突破500万元。

2）新疆焉耆县 B村发展葡萄产业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新疆焉耆县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条

件和地缘优势，加之天山、博斯腾湖带来的“山湖效

应”，十分适宜葡萄种植，是新疆四大葡萄酒产区之

一。新疆焉耆县B村是一个以种植葡萄为主的农业

村，葡萄是该村的特色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2022
年，该村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仔细调研下，发

现当地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村民普遍拥有种植

葡萄的经验，因此选择了葡萄产业作为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的主导产业，并引进了适应当地气候和

土壤的新品种，提高了葡萄的产量和品质。2022年 4
月，该村争取 200万元援疆资金，引进 1.35万株葡萄

新品种，成立了葡萄产业合作社，建成了 6.67 hm2集

体生态葡萄园。首先，村集体经济组织向村“两委”

成员、有强烈意愿入股的村民筹资筹劳再计入合作

社股份，从而在村集体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解决了

产业项目后期管护资金难的“怪圈”，创新了“支部引

路、党员带路、产业铺路”的发展方式。然后，村集体

领办的葡萄产业合作社积极引导全村 400余户建立

133.4 m2 的庭院葡萄架，并以葡萄架入股合作社分

红，在前期村集体 6.67 hm2葡萄园的基础上，又增加

种植面积约 5.33 hm2。最后，该村村集体葡萄园雇

佣本村村民在葡萄园打工，每月增加村民工资性收

入 4 000 多元，实现了 1 个葡萄产业 3 份收入的农民

增收格局，拓展了农民增收空间。此外，该村还实现

了种植技术的外溢，村民在葡萄园学习科学的种植

技术还可以运用于庭院葡萄种植管护，进而增加葡

萄的产量和提高葡萄的品质，促进了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有效衔接。

3）新疆库尔勒市发展香梨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新疆库尔勒市是中国香梨之乡，香梨是该

市的特色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梨农 80% 以上收入

来自于种植香梨。近年来，库尔勒市为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探索出“国资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该模式立足于库尔勒香

梨产业，成立专业化的运营公司——库尔勒香梨发

展有限公司，以该公司作为引领平台，推动各乡镇成

立集体经济的实体企业，各村集体成立香梨种植合

作社，引导和推动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参股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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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入乡镇国资企业。2021年，库尔勒市C乡，为破

解单个村集体资源要素不足，发展集体经济实力薄

弱的现状，推动 6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抱团发展，共同

出资成立了香梨农业公司，并对各村集体土地开展

集中连片规划，进行标准化种植香梨。同时，C乡村

集体合作社也带动单个分散的梨农共同参与到村集

体香梨产业发展中，各村推动一些缺少资金投入、产

量低、技术落后、品质有待提升的梨园向村集体合作

社有序流转入股，实现全村零散梨园的标准化、规模

化和专业化生产运营，有效降低了香梨商品化生产

成本，促进了库尔勒香梨产业提质增效，商品果率达

到了 80%以上。流转梨园后的梨农按照“生产在社、

服务在社，收益在社”的模型，在村集体梨园参与香

梨授粉、采摘、包装、存储、运输以及梨园管护等多个

环节，既可以获得在村集体香梨种植合作社的务工

收入，又可以获得村集体分红收入，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年收入稳定在 10万元以上，村集体年利

润突破100万元，带动140余名农民就地就业。

4）新疆乌什县D村发展食用菌产业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新疆乌什县位于我国边境，与吉尔吉

斯斯坦共和国接壤，当地戈壁荒滩多、土壤盐碱量

大，种植粮食作物收成不高，林果品质不优。乌什县

D村受制于当地特殊的农业生产条件，长期以来农民

收入不高，村集体经济薄弱，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

2017年在“访惠聚”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的共同研

讨下，避开当地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利用当地气候

凉爽、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访

惠聚”工作队和村“两委”引入外部企业，借助国家乡

村产业项目资金，立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村集体

土地为基础，推动村民以承包地入股，建成了日产

4万个菌棒的自动化生产线，80个现代化温室种植大

棚，3.67 hm2 示范种植基地的食用菌特色产业孵化

园。2022年，D村又进一步延长食用菌产业链，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D村村集体与合作企业共同投

入 350万元进行扩大再生产，建设了产品包装分拣中

心、产品展示中心、预冷室。D村村集体自发展食用

菌产业以来，带动了 30名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入

孵化园就业，村内 60户村民每年增收 5 000多元，实

现了村集体分红和劳动务工收入双重增长，截至

2022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18 400元，村集体收入也

达到300多万元。

5）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

逻辑总结。上述新疆实践案例有力地佐证了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能够有效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中

能够总结归纳出以下几点重要理论路径：

第一，土地股份制能够作为推动农民参与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土地股份制是

一种将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等转化为股份的

制度安排，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又

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土地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利用效率。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农民可

以通过流转个人的承包地或者参与合作社的土地流

转来获取股份，并享受合作社的分红收益。这样既

可以解决农民因为土地流转而失去收入来源的问

题，又可以增加农民对合作社发展的参与度和归

属感。

第二，现代化管理方式能够作为提高特色农业

产业生产效率和质量的关键手段。现代化管理方式

包括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设备、品种等，建立科学

的生产计划、监控系统、质量标准等，实施规范的生

产流程、质量控制、风险防范等。在这一管理方式

下，合作社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制定合理

的种植方案和销售策略，并通过科技创新和标准化

操作来提升特色农业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这不仅可以提升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

能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第三，多元化发展战略能够作为拓展特色农业

产业增值空间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规模的有效

途径。多元化发展战略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条

件，开发与特色农业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产品和服务，

从而构建特色农业产业链或特色农业综合体。在这

一发展战略下，合作社可以通过利用村集体资金或

者联合周边村庄，创办与特色农业产业相关的加工

厂、物流中心、电商平台等，既降低了自身生产成本

和运营风险，又通过外销产品和服务增加了村集体

经济收入。这样既可以实现特色农业产业的附加值

增长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效益，又可以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

第四，有效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能够作为提高

农民特色农业产业参与积极性的重要渠道，即通过

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和风险共担的制度安排，使农

民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中既能享受到合作社的分红

收益，又能参与到合作社的生产管理中，增强农民对

合作社发展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这一机制创新了农

民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协作方式，为解决农

民土地流转后收入不稳定、参与度不高、技术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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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等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第五，产业链延伸的战略能够有效提高特色农

业产业的竞争力，即通过参与农业产业合作社，实现

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等全产业链的统一管理和

运营，提高了产业的规模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这一

战略拓展了特色农业产业增值空间和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规模的有效途径，为提高特色农业产业的

附加值增长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效益提供了

有力支撑。

3.2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

新疆经验

在上述案例中，各类村集体通过不同的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已

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些成功经验和普适规律

对其他地区也具备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1）坚持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

新疆地域辽阔、生态复杂、气候多变，地形地貌、资源

分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

异，同时各个地区的农业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农业资

源禀赋也有所不同，造就了新疆地区特色农业的多

样化。坚持因地制宜的思路发展乡村特色农业产业

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新疆农村集体经济得以长

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引。如在上述 4个案例

村中，A、B 村和 C 乡借助自治区打造特色农业产业

集群的契机，大力发展本地的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村

集体经济。D村则通过利用气候和水资源优势，发展

食用菌产业园，有效摆脱了土地资源对当地农业发

展的制约。

2）引入现代化生产管理方式。单个小农户受制

于生产规模小、农业再生产的要素投入水平低、技术

条件落后，难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经

营，与现代化农业、大市场的衔接不足。引入现代化

的生产管理方式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和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是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的重要举措，有效提升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

水平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化生产管理运营能

力。在 C 乡，通过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入股乡镇

成立的农业公司，引入现代化的企业生产管理方式，

提升梨园的生产管理运营水平。同时，村集体推动

产量低、技术落后的梨园向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流转

入股，提升了梨园的生产效益，增加了梨农的资产性

收入和工资性收入。D村通过“借鸡下蛋”的方式，引

入外部企业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打造现代化特

色农业产业孵化园，发展食用菌产业。

3）紧密连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发展

和壮大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村集体经济的稳定可持续

收入，增加集体组织成员的资产性收入，以实现共同

富裕。因此，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广泛动员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在上述A、B、C、D 4个案例

中，紧密联系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共性经验则是

通过劳动连接、利益连接以及技术连接，利用发展农

业特色产业所衍生出来的工作岗位，实现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就地就业，在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增

加工资性收入，促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通过村集

体经济组织外溢，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水平。例如，

B村探索出了“村集体经济与庭院经济”双轮驱动的

模式，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户庭院经济提供特色农

业生产技术和销售渠道，在村集体分红收入、务工工

资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农户庭院经济收入。

4）注重内外部资本要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

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要素的投

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积累了一定量的内部资本与要素，外部资本要素

仍是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撑。A村将分

散的农户土地与村集体土地进行互换，集中土地要

素，进行规模化生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C乡将农

户个人承包的产量低、生产能力差的梨园向村集体

流转，村集体进行修整和生产投入，有效集中了村内

部的资源。B村先利用援疆资金作为前期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要素投入，再利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劳动和资金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扩大再生产投

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项目建设前期村集体经济

成员所承担的个人风险。同时，后期的投资也增强

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项目的预期。D村利用外部

企业资金和政策资金，以村集体土地为基础，推动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承包地入股，并利用村集体盈

利资金与企业资金进行特色农业产业的扩大再

生产。

5）探索抱团发展的多种模式。“抱团发展”是指

多主体团结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目标［36］，是目前政府

提倡、学界关注、基层实践创新的模式。通过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亦离不开抱团发

展，在新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上探索出村村联合、村

企联合以及村社联合的抱团发展模式。在 A村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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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集中各村优势资源与要素，联合成立农业公司，

实现村村联合发展，破除单个村集体的要素不足与

资源薄弱的制约。D村，引入外部企业，实现村企联

合，化解了D村资源要素不足与资本积累缓慢问题。

同时，外部企业的介入有助于提升 D 村集体经济对

市场风险的抵御力。B村，由村集体成立合作社，赋

予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合作社社员双重身

份，从而农民一方面可以享受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盈

利分红，另一方面，在合作社从事劳动获得工资性

收入。

4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4.1　管理队伍素质不高、人才匮乏

一是管理队伍素质不高。这是一个关乎特色农

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

是一个涉及到农村人力资本、人才培养、人才激励等

多个方面的复杂性问题。缺乏懂市场、善经营、素质

高的管理型人才是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制约因素。通过走访调研发现，

上述案例村（乡）普遍存在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素质不

高的问题。走访村大多均未设置村集体经济组织经

理层，村“两委”负责人兼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成员

既是决策者又是经营者，45 岁以上的村集体经济经

营管理人员占全部经营管理人员的 1/3及以上，高中

及以下学历的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人员总占全部经

营管理人员的 4/5，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层存在年

龄普遍偏高、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以及整体素质不高

等问题。

二是村集体经济日常管理存在不规范现象。这

是一个牵涉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财务管理、招商

引资等多个领域的技术性难题，长期以来一直备受

各级党委政府和农民的重视。然而，通过走访调研

发现，上述案例村（乡）在村集体经济日常管理事务

中，“怕麻烦、图简单”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村集体资

产管理监督、资金入账、招商引资等方面均出现了或

多或少的不规范情况。

三是发展村集体经济后续人才匮乏。这是一个

关乎特色农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持续

性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农村青年人才、人才流动、

人才留用等多个方面的战略性问题。通过走访调研

发现，上述案例村（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

年富力强、懂经济、有头脑、有闯劲的人纷纷外出务

工或创业，对发展村集体经济意识淡薄，对村集体经

济事务漠不关心，不愿回家重起炉灶。

从理论上讲，“管理队伍素质不高、人才匮乏”这

一问题会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后果：（1）影响特

色农业产业的更新换代和持续发展，导致特色农业

产品和服务缺乏创新活力和市场活力，无法适应市

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升级；（2）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传承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导致集体经济组

织缺乏稳定的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无法实现集体经

济的长期稳定和高质量发展；（3）影响农民对特色农

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期待值和满足感，

导致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未来发展缺乏信心和希

望，无法提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2　小富即安，缺乏长远谋划

一是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这是一个关乎农

村发展理念和发展动力的战略性问题。通过走访调

研发现，在上述案例村中 B 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

对B村葡萄产业的发展注重短期的资产管理和村集

体经济的利润分红，对本村葡萄产业的未来发展的

规划不够，缺乏长远考虑。例如，对本村葡萄产业的

下一发展阶段的种植面积、种植品种、包装运输、市

场销路等均未进行规划，产业规模和产品质量提升

不明显，产业发展目前主要处于种植环节，产业融合

水平不高。

二是缺乏长远谋划。这是一个关乎农村发展规

划和发展协调的系统性问题。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要在短期内让村集体经

济得到增长，也要能稳定、可持续、管长远。相关政

府管理部门缺乏对所在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长远谋划。政府部门之间的统筹意识协调不够，合

力推动特色农业产业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识和行

动不足。少数村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村集体经济

发展规划时，二者的融入程度不够，2种规划“各说各

话，各干各事”。同时，也存在对规划“束之高阁，备

而不用”、实施随意性大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小富即安，缺乏长远谋划”这一问

题是一种满足于现状、缺乏进取心和创新意识的思

想和缺乏前瞻性、全局性和协同性的规划方式，它会

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后果：（1）影响特色农业产

业的生产安全和质量控制，导致特色农业产品和服

务出现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损害特色农业品牌形

象和市场信誉；（2）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

务状况和资信状况，导致集体资产和资金出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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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风险，降低集体经济组织的投资吸引力和融资能

力；（3）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模扩张和水

平提升，导致集体经济组织缺乏长期目标和战略规

划，无法实现集体经济的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和

现代化。

4.3　管理体制不健全，监管机制缺失

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仍需健全。这

是一个关乎特色农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组织性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权力结构、职能划分、协调机制等多个方面的制度

性问题。部分村集体在改革过程中，将村级管理和

组织机制简单地引入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

从而出现了村“两委”与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不清晰

的问题。一些地区存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组织

协调困难，导致村集体与外部组织在本村产业发展

过程中出现职能混乱现象。在实地走访调研过程中

发现，C乡和 D村成立和引入企业的案例，均出现了

“分工不明确”“经营管理权责不清”的现象，村集体

经济组织对企业的经管管理进行过分的行政干预和

过多的价值利益索取；企业绕过村集体与其成员建

立单独联系，弱化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中介纽带

作用。

二是利益机制不健全。这是一个关乎特色农业

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激励性问题，也是

一个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风险共

担、激励监督等多个方面的机制性问题。“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机制在一些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尚未完

全确立，导致组织成员的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在 4个案例村（乡）中，均缺乏合

理有效的激励机制，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更多的

是出于行政命令和社会责任来发展和壮大本村的特

色农业产业与村集体经济。

三是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管手段落后。 这是一

个关乎特色农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使用、监督、审批的综合性

问题。部分村集体缺乏健全有效的“三资”监管机

制，使用、监督、审批的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同

时，由于信息化、数字化水平低，导致对村集体账目

的监管手段落后，村集体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不到位。

从理论上讲，“管理体制不健全，监管机制缺失”

这一问题会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后果：（1）影响

特色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导致特色农

业产品和服务缺乏差异化和高附加值，无法适应市

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高端化；（2）影响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导致集

体资产和资金的配置和利用不合理，无法实现集体

经济的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3）影响农

民对特色农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监督

权和知情权，导致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透明度和

公正度有所怀疑，削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作意

愿和团结精神。

4.4　政策支持体系不健全，支持力度不够

一是缺乏系统性的扶持政策。这是一个关乎农

村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农

村土地使用、人才培养、资产盘活、项目启动资金、税

收优惠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目前，新疆各级财政对

乡村产业、基础设施、支农惠农等方面的政策较多，

除国家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以外，受市、区县财

政实力影响，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项目的支持力度

不够，在土地使用、人才培养、盘活资产、项目启动资

金、税收优惠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较少。

二是融资困难。这是一个关乎农村发展政策实

施和落地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农村金融服务、金

融创新、金融扶持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近年来，新疆

各地多举措鼓励和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涉农抵

押贷款物，创新抵押贷款产品，降低涉农贷款门槛，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 2020 年为例，阿克苏地区发

布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暂

行）》，为探索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抵押贷款提供了一

种方式。但是，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融资受制于自

身的弱质性，加之缺乏有效的担保抵押物，以及现阶

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融资、担保等金融扶持政

策有待完善，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加重了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融资困难［9］。

三是政府部门之间政策不协调。这是一个关乎

农村发展政策协调和优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

农村发展政策的整合、统筹、配合等多个方面的问

题。当前，用于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

分散，政策支持的合力较难形成，扶持政策落实不到

位，政策实施效果差。

从理论上讲，“政策支持体系不健全，支持力度

不够”这一问题会导致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后果：

（1）影响农村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导致农村发

展缺乏政策支撑和推动，无法实现农村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影响特色农业产业的规划、布局、标准、质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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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等方面，导致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缺乏统一的指导

和协调，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3）影响特

色农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益联结，导致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缺乏公平和效率，难以实现多方共赢。

5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的路径

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要

求，必须确立探索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壮大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的新路径，构建新机制，完善支持政策。

5.1　人力资本引育机制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

和创造力等能力，这些能力可以为生产活动带来价

值。人力资本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

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为提高人

力资本的质量和水平，需要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本培

育机制，其中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农村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

基础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水平，增强农民参与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意愿。农民是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的主体和基础，其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直接影

响特色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因此，应

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投入，提升农民的文化和科学素

养，培养其创新和创业意识，从而使农民能够满足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

二是建立健全农村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完善农

村人才评价、奖励、流动、使用等制度，激发农村人才

的创新创业活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回乡服务。人

才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和战略资源，其

激励保障水平直接影响特色农业产业的创新能力和

竞争力。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人才的激励保障措

施，提高农村人才的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促进农村

人才的合理流动和有效使用，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回

乡投身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三是建立健全农村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加强与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外部机构的合作交流，引进

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等，促进农村人才的知识更

新和能力提升。交流合作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

要途径和手段，其交流合作水平直接影响特色农业

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因此，必须加强对农

村人才交流合作的支持和引导，拓宽农村人才交流

合作的渠道和领域，促进农村人才与外部机构之间

的信息共享和资源互补，为农村人才提供更多的学

习机会和资源。

5.2　宣传推介机制

宣传推介机制是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社

会公众和潜在客户传播特色农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的信息和形象，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大

其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宣传推介机制对于增强特色

农业产业的竞争优势，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壮大具有重要作用。为了建立有效的宣传推介机

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健全宣传推介组织体系，明确宣传推

介的目标、内容、对象、方式、责任等，形成统一协调、

分工合作的工作格局。宣传推介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内容规划、对象定位、方式

选择、责任分配等，以保证宣传推介的有效性和针对

性。因此，必须加强宣传推介组织体系建设，明确各

级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提高宣传工作效率。

二是建立健全宣传推介资源库，收集整理特色

农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信息、发展成

果、典型案例等，形成丰富多样、权威可信的宣传素

材。宣传素材是宣传推介的基础和核心，其质量和

数量直接影响宣传推介的效果和水平。因此，必须

建立健全宣传推介资源库，收集整理特色农业产业

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展示其发

展历程和成就荣誉，挖掘其成功经验和典型故事，形

成丰富多样、权威可信的宣传素材。

三是建立健全宣传推介渠道平台，充分利用报

纸、电视、广播、网络、自媒体等各种媒体形式，开展

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宣传推介活动。宣传推介

渠道平台是宣传推介的载体和窗口，其选择和使用

直接影响宣传推介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因此，必须

建立健全宣传推介渠道平台，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形

式，举办多类型的宣传推介活动，以适应不同的受众

需求和喜好。

5.3　产权激励机制

产权激励机制是指通过产权合约的形式，将企

业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赋予员工或管理者，使他们

成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或共同所有者，从而激发员

工或管理者对企业发展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产权激

励机制是对人力资本的主要激励手段，也是最具激

励效果的途径之一。为确立有效的产权激励机制，

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明确集体

经济组织的产权主体、产权内容、产权界定和产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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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方面，以保障农民的集体所有权和收益权。农

民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者和参与者，他们对集体

经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直接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活

力和凝聚力。因此，需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主体，即农民或其代

表；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内容，即包括土地、资

金、设备、品牌等各种形式的资产；明确集体经济组织

的产权边界，即在法律法规和民主程序下，确认集体

经济组织的资产范围、价值和权属；明确集体经济组

织的产权登记，即按照有关规定，将集体经济组织的

资产情况进行公示、备案和登记，确保其合法有效。

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结

构，进一步完善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内

部机构，以规范决策程序，实现民主管理和监督。治

理结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其

合理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着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效

率和效果。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治理结构，完善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

组织机构，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形成相互协调、

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关系；规范决策过程，确保集

体经济组织的重要事项经过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并得

以通过，以充分体现农民意愿和利益；实现民主管理

和监督，确保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公开透明，接受农

民监督和评价。

三是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机

制，根据资产收益、劳动贡献、风险承担等因素，合理

确定分红比例，实现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收益分

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其公平性和合

理性直接影响农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因此，要建

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机制，科学合理

地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转经费、集体经济发展

积累资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经营管理人员绩

效奖励以及公益金等的份额，形成集体、集体成员、

市场主体有序分配的格局。

5.4　产业培育机制

产业培育机制是指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

业水平、延伸产业链条等方式，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

业，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产业培育机制

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的重要支柱。为了建立有效的产业培育机

制，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建立健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根据区

域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技术水平等因素，科学确定

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向、目标、重点和路径。发展

规划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指导和依据，其科学性

和合理性直接影响着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成

效。因此，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规划，为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方

向指引，提高特色农业产业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创新发展并实现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建立健全特色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加

强科技支撑，推动技术研发、转移转化和应用推广，

提高特色农业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技术创新是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创新水平和效率直接

关系到特色农业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因此，必须建

立健全特色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强化科技创新对

特色农产品质量提高以及附加值提升的支撑作用。

三是建立健全特色农业产业市场开拓体系，加

强品牌建设，拓展销售渠道，开展电子商务和网络营

销，提高特色农业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市场开

拓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其开拓

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特色农业产品的销售量和价

格。因此，必须要拓展特色农业产业的线上、线下销

售渠道，发挥各自渠道优势，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发

展，加强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提高特色农产品市场

竞争力。

5.5　政策引导机制

政策引导机制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利

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政

策措施，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政策引导机

制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外部条件，也是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的重要保障。为了建立有效的政策引导机

制，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制定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增加对特色农

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财政投入和支持，同时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和推动力，其支持水平和效果直接影响特色农业产业

的资金状况和投资能力。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财政金

融支持政策，推动财政资金和金融支持政策更大力度

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构建多

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二是建立健全土地资源支持政策，合理划定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用地范围和指标，简化用地审批程

序，保障特色农业产业用地需求。土地资源是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供给水平和效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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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特色农业产业的规模和布局。因此，强化土

地政策支持，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

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用地指标

制度，保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的用地需求。

三是建立健全人才服务支持政策，加强对特色

农业产业人才的培养培训、激励保障、流动交流等方

面的支持服务。人才服务支持政策是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其支持水平和效果直接

影响特色农业产业的人力资源状况和人才能力。因

此，必须要强化人才政策对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支

持，完善特色农业产业人才的引、选、育、留的服务支

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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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patterns，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o boost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Xinjiang

ZHENG Jiaxi,WEI Zeng,YOU Qingnan,WANG Xiangmi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

Abstract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Building upon the practical exam‐
ples of Xinjiang's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is paper synthesizes and summarizes the Xinjiang experience， which in‐
cludes adapting strategies to local conditions， introducing modern management approaches， closely connect‐
ing member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emphasizing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pital elements and the input of expanded reproduction， and exploring various models of col‐
laborative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identifies challenges such as a shortage of talent， a lack of long-term 
planning， inadequate management systems， and an incomplete policy support system.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path of building human resource's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mechanism， publici‐
ty and promotion mechanism， property right incentive mechanism， industry cultiv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guidance mechanism.The aim is to optimize the practical path of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o boost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other regions to ref‐
erence.

Keywords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dustry cultivatio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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