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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裕*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双案例分析

赵 黎

摘要： 村探索 有 现 裕的 型农 集 经济发 模式与实 机 需更 利于实 共同富 新 体 展 现 制 要将 村农 集体经济

心议 。本可持续发展 文在分析作为核 题 发展新型 村集体农 经济 、 祉面临的主体 经营困境 福 困境困境 和

， ， 东 村 峪村 ，采 双 ，立足于可 视角 省起南 为例 归 例 法的基础上 持续发展 以山 和中郝 用 纳式 案 研究方

讨探 型新 村农 集 经济体 。可 续发展的 用 制 现路径 基持 作 机 与实 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 理治 、经济与社会

三 心 度个核 维 ，本 村 村文 集体经济可 发展的作 机制归 新型农 集 效治将农 持续 用 纳为促进 体经济有 理的

、 村 村主体生 推动 型 经 增效 价值共 机制和 进新型农 体 济 实现的成机制 新 农 集体 济提质 的 创 促 集 经 价值

。 村收 共享机制 新 经济可持 现路 现为形益 型农 集体 续发展的实 径体 成集 展共识体发 、整合自主发展资

源以激活集体发展 力动内生 ，促进 业转型产 升级、 塑经重 营模式 立以建 长 机制增收 效 ， 及以 优化 益收

分配 、式方 村 祉提高 社 水福 平以为 村 。 、区团结和 整合提供条 体的持续 程的社 社 件 发展主 在场 发展过

，续与共享成 可持续相 作用可持 果的 互 形成一 、的 互个开放 动的 ，循环 创造出动态发展 由此 村 村民与

、体合 共 发集 作 生 协同 展 村农新型 。集 经济的 值生态体 价

关键词： 型新 村农 集体 济经 民 性农 主体 共同富裕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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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各 一界高度关注的 个议题。学术界将发展 村集体 共 目标下农 经济置于 同富裕 所开

，关研究 目 于展的相 的在 村 。探 利于实 同 裕的农 体经济 模 现 些索更有 现共 富 集 发展 式与实 机制 这 研究

大体 从上 两个 面方 展开。一 ， 有方面 已 研究 村 ，体经济的从农 集 视角 阐释了发展 村农 对集体 推动经济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民合作社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和路径研究”（编号：19BJY146）和中

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健全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调研”（编号：GQZD20230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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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必共同 性 性实现农民农 富裕的 要 与可行 。从必要性 ，看 大 ， 村究 多认为 体所已有研 农 集 有制 中是 国

本 ，基 制 的重要 成部分经济 度 组 它 。提 富 方 挥 用在 高农民 裕程度 面理应发 作 村农 集体 障经济是保 和改

村 ，生的重要 是促进农民 增收善农 民 物质基础 持续 、 小 、差距 共 目标的重缩 城乡发展 促进实现 同富裕

（ ，圣伟要途径 涂 2022）。 ， 村具体 农 集而言 体经济组织可 过 其以通 为 成员 红增加分 农民的 收财产性

入， 加通过 强村 、设 建 发展庄基础 施 设 公益事业和提供 务公共服 提高村民福利 ，通过水平 办、集体领

办创 、 办 村 类农 各 态合 新产业新业 ，为农民 大量 近就业机提供 就地就 会并 收入增加 （陈锡文，2022）。

可行从 性 ， 关看 相 ，研究 发表明 展 村农 、集体 济 促进经 村农农民 ，裕 索 实 形共同富 需要探 多样化的 现

、有效 制 益分享机式 的治理机 和合理的利 制（ ，和张耀文郭晓鸣 2022）。

另一 ，相关方面 研究 村 革视从农 改 角分析了 村 权 。集 度改革与 的关系 已 究农 体产 制 共同富裕 有研

村通 农 集体 制 实现形过分析 所有 的 式、发展路径和 权集 度体产 制 改革的 ，成效 认为 村 权集 产 度农 体 制

村改 农 展革能推动 集体经济发 、 村 力提升 庄 给能公共品自 、 村促进农 共同民农 富裕（芦千文和 义杨 武，

2022）。 村 权产 革农 集体 制度改 在培育 新主体市场经济 、促 业高 展进农 质量发 、提升 获 感和幸农民 得

感福 、夯实党 层 石的基 领导基 和 村 了农 体 等 面发 用完善 基层组织 系 方 挥 重要作 （孔祥智和 昶赵 ，2020）。

，由上可见 关于 村 体经济与共农 集 同富裕关系的研究 了一得 系取 列成果。 ，而然 村 经济与农 集体

农民 村农 ，富裕的相 涉及 究主题 极 的理论 和时代共同 关性 面广 研 具有 强 性 性。 何 识 农如 正确认 与把握

村集体经济的 展 向发 方 ， ，推 步 裕动农民逐 实现共同富 这方面的 一 。需进 步深化研究尚 是关无论 于农

村 对 村 必济 推 民 富裕的 要 性集体经 动实现农 农 共同 性与可行 讨 ， 对的 论 还是 村 权集体 改革路农 产 制度

成 等方面径和 效 ， 了 村研究 均 农的 忽略 济集体经 发可持续 展在促进 村农 农民 现共 程实 同富裕过 中的关

。 ，制与重要 上键机 作用 实际 ，共同富裕 要求 续性 共 持续性不仅 发展的可持 而且强调 享的可 （郁建兴

和 杰任 ，2021）。 了尽管已有 揭示研究 村 经济在农 集体 发展过程中存在 策政 路径依赖与 期政府短 政绩

（ ，向导 夏柱智 2021）、 体 员集 成 共参公 与积极性 （与获得感不高 林雪霏 孙和 华，2021）、资产开发

一 （ ，路径单 与产 经营 赵黎业化 滞后 陆雷和 2022） ，等问题 但 村农 济集体经 可持续 用机制与发展的作

未 。路径 足够关实现 尚 引起 注

有 ，鉴 此于 为回 发展答 村农 经集体 济 村促 农如何 进农民 实现 富共同 裕 一 ，本 东这 代之时 问 文以山

村 峪村 ，采 双 ，省 为例 用归 研究方法 在起南 和中郝 纳式 案例 揭示 村农 集体经济 ，困境 从发展 的基础上

， 讨发展视角 探可持续 出发 试图 村农 集体经济 。本 义可持 的作用 与 现路径 的理论续发展 机制 实 文 意 在

，于 关注 村集农 体经济 ，可 可 为 解持续发展 以 理 村农 集体经济 村促 同富裕的 和内进农民农 共 实现机制

在机理建立既能体现集体 势优 又能调动个体 村极 集体经济 制积 性的农 运行新机 ， ，也同时 能 通过够为

村集体经发展农 济 村进 民农 共 富裕促 农 同 一 。提 新供 种 的视角

， 村 讨 ， 本 对 村 ，需 的 界 于 集体 以 经济的分 型要说明 是 目前学 关 农 经济的 论 及 文 农 集体 析 是在新

村 ， 。 ， 村农 集体经 语境 而区 的 济 原因在 改革的不 入和济的 下展开的 因 别于传统 集体经 于 随着农 断深

村 ， 村 了 。 村 村经济体 转 农 集体 济体制 生 变 改 建 的 集农 社会 制的 型 经 已发 深刻的 化 在农 革实践中 立 农

， 权 、 村 大 。体 其 形式和治 与传统的农 经济 同 如经济体制 产 结构 组织 理机制等 集体 体制已 不相 何实现

村 、 村 ， 村 权集 的转型 建 的新型农 经济 些问题 集 产 制度 革和农农 体经济 立什么样 集体 体制 这 在农 体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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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经 立 中 明 正集体 济组织 法过程 逐渐得以 晰 如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的 “ 村集体新型农

经济”是具有“ 权 、 、 、关系明晰 治 构科 稳健 合 行机制产 理架 学 经营方式 收益分配 理的运 ”等特征的

体经济集
①
。本 义 村 。 一 ，文 在这 使用新 集 经济的 念的 为 方 文正是 个意 上 型农 体 概 论述 便和行 致 下文

村 、 村 村 权 村将 体 济 型农 可 通过农 集 改革建立的 农 集新型农 集 经 新 集体经济 持续发展和 体产 制度 新型

、 。分别 体 体经济可 和集体经 织体经济组织 简称为集 经济 集 持续发展 济组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多重困境

总体而言，发展集 济体经 ， 面临往往 “ 来谁 展发 ”、“如何发展”和“ 续如何持 ”的问题，本文

、 祉 。题 括 主体 困将这些问 概 为 困境 经营 境和福 困境

1. 。主体困境 一 。 ， ，组织建设是 农民 可行 在 集体经济集体经济 实现 组织化的 个 途径 然而 实践中

面临组织普遍 本 村 村 、政府 单边 致 集体 之 利益关 失衡或资 主导引 与 民 间 系 力 。难 成 等以形 发展合 问题

、 来 。展 的 体 境可 角 农民视角发 集体经济 主 困 从国家视 集体视角与 观察 ，家视角看 随 政资从国 着财 金

再分配 应的效 不断强化，政府 村基层在农 的科层 术 也理特征 得 化化技 治 到强 。村 、村党 会和集组织 委

济 织体经 组 “三 一位 体”的村社组织 划能 清的职 分不甚 晰， 了影响 集 织 独 性和体经济组 的 立 自主性（赵

黎，2022）。从集 看体视角 ，集体经济组织 责人负 村与 “两委” 高度成员 重叠， 济组集体经 织的经营

管理决策 村 一往往由 集体 把手行使，组织运行面临管理者“偷懒”“越位”（张浩等，2021）和 他其

形式 代理人的 困境。由 经 治于集体 济组织 理 新机制创 ，后 府需滞 政 要用“村 管财乡 ” 手段和其他外部

村 。 ，监管 产经营活动 民视 济组集体的生 从农 角看 集体经 村 村 办以 或联 党组织特别是 党组织 织领 的集

大 采体经济组 生产 取织的 经营 多 ， 未对自上 的 式 这种 式 集体 的而下 方 方 成员 需求 ，予 注给 充分关 降低

了村 与民参 。 村 权 ， 村体 动的 体 后 农民从集 行 意愿 农 集 产 制度改革 的民到股民 身份转变未 升能提 集体

成员 公共参与 事务 极的积 性（林雪霏 孙和 华，2021）。集体 成员持有 体资 份或份经济组织 的集 产的股

， 也 一 了 ，流 受到限 这 在 定 上 民 共 的 愿 利于额的 转 制 程度 影响 农 参与公 事务治理 意 不 “ 主发挥农民 体

作用”“ 农民创新支持 创造”。

2. 。经营困境 村 村推进乡 振兴 农 共 重产业 是促进农民 同富裕的 要途径。 ，然而 随 来主 的体困境而

了治理问 约题制 集 组织在体经济 、产 发展集体 业 资 开发源 利用 集 保 等和 体资产 值增值 方面 体 用的主 作

。 ，发挥 发的 与此同时 展集体经济 才 ，受到缺乏 项目与经营 制约 地制优质经营 人 的 难以形成因 宜的发

模展 式。一方面， 对 计基于 相关 分析统 数据的 ，笔者发现，2016－2020年，村集 产规模体的资 、收入

，村 也 ，与 出都在 续增加 的 益 配 增 但支 持 集体 经营收 与可分 收益 明显 加 村 未体的 却集 经营收益 并 构成

经济组织集体 的主要收益来源。2020年，村 本集体 营收的经 益只占 年 体经集 济组织 益收 的 44.0%，占

年当 集体经济组织 分配收益可 的 26.9%（ ，雷和陆 赵黎 2022）。 ， 大表明 当 数这 前 多 区地 的集 经济体

①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

content_5741370.htm?dzb=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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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弱础薄 ， 济集体经 赖更多依 政府奖补 。等 政 持和财 支 转移支付 受 制约经营项目的 ，集体经济“统”

部分的 的 长创收 间有增 空 限， ，在总 占 下降 从且其收入 收入中的 比逐步 2016年的 33.3%下降到 2020

年的 30.2%（ ，陆雷 黎和赵 2022）。在一些地区，发展集 济体经 在存 新项 难引进目 、 目老项 难维持等

问题。 一 ，方另 面 才不专业人 足的 题始问 终制约着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 ，总体上说 体经济组织集 负

人的责 市场意 、 力较弱 风 低 会影响集 织的生产 活动识薄 险承受能 等问题 体经济组 经营 。 乏由于缺 专业

才人 ， ，村 ， 、规 经营风 集体获 府 金 后 项 转 以收 管为 避 险 得政 支农资 和项目 倾向于将 目 包 取手续费 理

的方式获费或分成 取收益。 力 ，体经济组织 经济 限 这 经 续发展待集 创造 价值的潜 有 成为集体 济可持 解

。的难题

3. 祉 。福 困境 为 权 、集体 实现共 裕维护 成员 益 同富 ， 村 、体经济 织应在 农 境集 组 改善 人居环 提升

村 祉 。 ，福 挥 要 用 然 经民 等方面发 重 作 而 在集体 济组织缺乏稳定持续的经营 来入 源收 ，村的情况下 庄

力 ，公共 不断物品供给能 下降 这给 来了基 带 消极影层治理 响。 ， 义社区福利 导向 经此外 以 主 为 的集体

来 力济的 容 受到 自 体成员 的发展 易 集 的阻 影响。 一些在 地区， 长期在 推行家庭承包经 方式营 的影响下，

村民的 活生产和生 与集体 。 心 ，集体成员往往 当下渐行渐远 只关 分红 权 义而不 体享受 利 愿承担集 务，

心长 。 殆 势 ，远发展 当 被消耗 尽 济形 致资产 下 时 集体 员便会 其不关 集体资源 或经 波动导 收益 降 成 表达

。 了村 村 ， 一 了 。绪 集 间 关 进 步 集 的主体困不满情 这影响 体与 民之 的 系 加剧 发展 体经济面临 境

（二）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0世纪 80 代年 末 来，期以 出于对 退化环境 的日益关注，对 少 努力全球 不 发展 的减 贫困和 平等的

失望，以及对 济经 、社会和 不稳政治 定 忧的担 ，国际 的 注社会 关 长重点 经济增从 逐渐转 续向可持 发展

（Stojanović et al.，2016）。 至时 今日， 续 展 最初可持 发 从 的模糊性 义 一定 种新的逐渐演变为 发展模式

社会和 规范。 ，通 言常而 可持续发展 的是指 、全 内的社会 态从地方到 球范围 经济和生 等不同 的相领域

互联系、相互支持、 效 合有 整 与协 发展的调 过程（Kemp et al.，2005）。 长鼓 增励经济 、 区改善社 生

活条件、提高个人 祉 、福 水平 好保持良 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 用的永续利 和谋求社 面进会全 步等，是

本续发 求可持 展的基 要 （Griggs et al.，2013）。根据 合国联 布 《布世界 展委员会 伦特环境与发 发 的 兰

》报告 对可持续发展的 述阐 ，可持 发展需 众续 要公 平享有公 的 发参与 展的机会， 、以 现 护环实 保 境 满

人 后代足穷 需求和尊重 祉福 。等目标 因 ，此 可持续发展 与治始终 理 ，相关问题紧密 对 续治理 可持 发展

有具 重要影响， 发展可持续 有赖 治于善 的 （实现 Meyer andAuriacombe，2019）。

，申而言引 经集体 济 ， 对发展具 多维度 性 于 体 续 展 题的有 的属 这有助 深化 集 经济可持 发 问 认识。

尽管集 续发展问 广泛关注体经济可持 题已引起 ，但 ，大研究 经济 究相关 往往仅关注其 维度 多研 将保值

长 （ ，增值和投 缺失 张锋资增 机制 2013）、 （融合 高产业 程度不 张应良和 东徐亚 ，2019）、发展模式

一单 和收 续 保入持 性缺乏 障（ 洁谢玉 ，等 2021）等作为制约集体经济 展可持续发 的主要因素，对何为

集体经济 续发展尚可持 未 本形成基 。共识 ， 展在实践中 发 集体经济、 现 同富裕实 农民共 也往往被简化

为或等同于 集体 入提高 经济收 一 长 （的单 标增 目 立张 和 ，郭 宏施 2019）。为克 着 体服仅 眼于集 经济发

， ，本展 度 局 性 从 实 将的经济维 的 限 发展的现 需求出发 文 集体经济 发展界定为可持续 良好通过 的治理

和制机制 度安排 理处 好集体经济 村落发展 展与 社区发 的关系， 现集以实 体经济 村落 、与 社区 发协调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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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共 发展成享 果的可持续 ，它性 三 ， 、 。 ，维 维 社 维度 度包含 个 度 即经济 度 会 和治理维 在实践中 这

三 。 ， 三 讨 ，个维度深 融合 不过 在 相关 分别 更 解集体经度交织和 展开 分析时将 者 论 有助于 好地理 济可

。发展的内持续 涵

先首 ，集体经济可持续 的 济维度发展 经 长 必调集体 增强 经济 的 要性。集 组 开体经济 织可通过 展生

产经营活动 ， 村 力 。 对集 社服务供 区财富水平发展 体经济 提高 给能 和社 针 体经集 济 的经发展面临 营困

境， 一 了维 集体经济 争性与稳这 度体现 发展的竞 定性，即如 集体经 有 率何实现 济更 效 、 长更稳 的增健 。

集 济体经 发可持续 展不仅应关注集体经济的 入收 长增 ，状况 更 ，通 径发展新 态应 过多样化途 产业新业

长 力以形成集 济增体经 点和竞争 ， 高提 集 织 场交易体经济组 参与市 的效益，追求集体 长经济 质量增 的 。

其次， 体经济集 续 展的主 目的在 福可持 发 要 于造 社区， 本集 成 益 务为 体及其 员提供公 服 ， 升集提

。 一 村 祉 ，获 感 这 社会 发挥集体经 提高 平中 现体成员的 得感和满足 维度注重 济在 社成员福 水 的作用 体

了 。体经济的 平衡性 集 济组发展集 包容性与 体经 织通过投资村 、庄 设 建设 发 公益事基础 施 展 业、 村为

民提供 共公 服务 ，活等 动 可以 村 村善 貌改 容 ， 村升提 民福利 ，培水平 育文明乡风，使村民邻里关系更

为和谐。 ， ，建立合 集体 配机 分 累的关系理的 经济收益分 制 处理好 配与积 避 大最 化行为免利润 ，是扭

转集体经济 祉 。发展面 福 境的有 方式临的 困 效

最后， 体集 经济 展 主 明发 面临的 体困境表 ， 展 体经发 集 济存在“ 理治 赤字”问题。 体经济集 在经

，和社会维度 持续 现 需 员济维度 的可 性目标的实 要集体成 的主动参与。集体经济 续发展的 维可持 治理

， 长度 与集体 发 的各行 主体通 极 交 形 促 集 经济是指参 经济 展 动 过积 有效的 流协商 成有助于 进 体 增 的规

。 。 ， 大这 经济发展 协同性 因此 让广 为发 济 者则 体现出集体 的韧性和 如何 农民真正成 展集体经 的参与

，和受益 展集体经者 削减发 济的“治理赤字” 一成为 个便 “ 维 的更高 度 ” 。 本 ，问题 理成 如 摊治 何分

， ，益 享 如 成 促成 的 这些都是 可持续发展发展收 如何分 共同利益 何 为 集体行动 充分条件等 集体经济 需

。解决 题要 的基础性问

（三）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

本 村 ，文 民 富裕的视 集体经济 续发 现机制 为 进集体从促进农 农 共同 角出发 将 可持 展的实 概括 促 经

、济有效 的 成 动 提 增 的价 制 经济发展 益治理 主体生 机制 推 集体经济 质 效 值共创机 和实现集体 价值的收

共享机制（如图 1所示）。首先， 济集体经 的 机主体生成 制 现集体经是实 济 发展可持续 的前提。 展发

村 力， ， 势 。集 需要激 内 动 尊重 民主体 以 持 的 发 能体经济 活乡 生 农 地位 此形成 续稳定 集体经济 展 决解

， ，集 理 动难题的 于 建立动员 主体 动的 集体经济治 中的集体行 出发点在 行动 参与集体行 机制 凝聚 体发

， ， 。共识 进而 自主发展 素资 集体成 泛 受的行 规则 发 体 行展 有效整合 的要 源 形成 员广 接 动 展集 经济是

、的 知 互 用动主体 行为和认 相 作 组织 效资源高 过程整合的动态 ， 头 村它强 体特别是带 民调行动主 人与

。 ，的 认知 升 之互动和行为 水平的提 进而言 主体动 参与员与行动 ，是集 济共 的重要体经 创过程 内容 而

聚共识 整合凝 与 一资 这 关源是 过程的 键。 良 生 机 可以 主建立 好的主体 成 制 增强行动 体的 力适应能 和行

力， 。动能 体经济价值 与收 行动为实现集 共创 益共享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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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

，其次 。推 经济提质 实现价值 价动集体 增效需要 共创 值共创 少 双具有 重至 含义， 既 行动主它 是 体

互动与资源整 成合而形 的 创共同 造价值、 现 展实 发 的动态过程，也 一 心过 的核 目标是这 程所要达成

（Vargo et al.，2008；Plé,，2016）。 必与资源整合 价值 提主体互动 既是 共创的 要前 ，也 对是打破 旧有

的 构与资源 要方式系统结 依赖的主 （Baker andNelson，2005）。由 与价 的主体 的 动于参 值创造 之间 互

和 ，关 与主体 机 可系 生成 制密不 分 两 一 、 ，构 相 相 的关者 成 体两面 辅 成 系 ，因此 本 将 主文 价值创造的

体互动和 合资源整 的过程属性与对 讨主体 论结生成机制的 合 来起 。 ， 了为同时 与对 生成机制主体 讨的

论 ，本分 文相区 在分 体经 续发展 济 度析集 济可持 的经 维 时，主 关注传要 统的价 模值共创 型所 调强 的目

性标属 ， 强 价值即 调 使用中的资源整合和 用利 ，以 心实现 和发展经济 目标提高产出 的核 （Vargo et al.，

2008）。 ， ， ，嵌入 价 过整合内 外部资源 集体 营模式将集体经济 产业链和 值链 通 部资源与 重塑 经济经

产 转型升 与建立 业 级 增收的长 ，机 增效 制 可以 强 经集体 济 力。韧 与 变能的发展 性 应

最后， 现 展成果惠 体成员的目为实 集体经济发 及全体集 标， 要构 与使 机需 建收益分配 用的共享 制。

一 ， 义 义 本 。 权分配正 是 质与基石 公平 配资源 既 资源要 合理配方面 社会正 的 按照 原则分 与 利 是 素 置的

，也 。 一 ，体 值 体 会 值 所在现 是价 创造主 实现其社 价 之 另 方面 在发展与富裕的 ，基础上实 味现共享 意

着集体成员对 体资 使用集 产的收益和 的共享，即共享收入和财产，平 公共服务等地获得 （李实，2021）。

集体经济的共享性是 展发 体经济集 心 义。核 要的 在共创 ，基 现础上实 共享 要需 和 会 配优化资源 机 分 方

，式 使 经集体 济组织 共享集体成员 经济 ，收益发展 平等地获得集体提供的 服务公共 。 对体在行动主 资

源 ，占有和支 异的情境 立的 配存在差 下 建 均衡合理的利益 ，机 使之作 于联结 制 用 村庄的 性整体 联结与

村民个体的行动， 方 动 体参激励各 行 主 与 济集体经 发展与共创 ，实践 实现 体的各行动主 利益 ，相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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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集体经济共享机制的 。 ，这 有关键 说明 具 共享性特征的 体经济集 一 计，需 激励 制度设要 种 相容的

一 计制 设 中在这 度 ，行动者在追 人 同求个 利益的 时 兼 体 益可以 顾各方主 利 ， 现多 利实 方共赢和 益共享。

三、研究设计与案例描述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 采 双归纳式 案 法文 用 例研究方 ， 东 淄 村 对选取山 省 两个 究 象博市 行政 作为研 ，对 料相关资 行进

、多多维度 阶段 采 。的 集与分析 半结构化 度访的深 谈是 料资 收集的主要 ，方法 访谈内 涉及容 村 本庄基

、况 济情 集体经 发展 、程历 ， 、 、与 展 践等 主 参与性 互 股行动主体 发 实 方面 发展 体的在场性 动性以及

权 、配置 资源整合、 、经营 配等 者 点关注的模式 收益分 方面是笔 访谈重 内容。 对象涉及访谈 村 、干部

头 （ 本村村 村村 ）、 村 （ 村体经 带 人 包 和 民 普通 包括参 体 织 民集 济组织 括 民 外 民 与集 经济组 经营的 和

村 ）、经 的 地方 人不参与 营 民 政府工作 员 。等 在收集 料相关资 ，的 者运用基础上 笔 归纳 析法分 不同阶

的段获取 料资 ，利用三 证角验 一 甄 料 ，别访谈资 最后结合 分析法进 步 的可靠性 文献 形成 究研 。结论 本

文的 料资 析过程 现分 呈 、多阶 复段 重 循环的 。特点 在 一 ，阶第 段 笔者 据 谈 纲根 访 提 ，与受访者 村庄就

本 体经济发基 情况与集 展 行座谈历程进 。在 二 ，第 阶段 主要向受访者 出提 诸如“ 何您是如 村 和动员 民

一 ？您 起行动的 ”“ 如何获取 用您是 和利 发展资源 ？的 ”“您是 看 集体经 与共同 的如何 待 济 富裕 关系

？的 ”等 问开放式 题。在 三 段第 阶 ， 着 谈随 访 的逐步深入， 一进 步聚焦问题，将身份认同、 界社区边 、

资源 、依赖 团结社区 等关键 融概念 入访谈
①
。在 四第 ， 保证证据的阶段 为 充分性 可靠性和 ，笔 集者与

头体 织带 人经济组 进行了 ，后 访谈续 还 、过微信 等 认通 电话 形式确 了 本 料的原 模糊 资 ，以保证所 集收

。息的信 完整性

择合 典型性是 抽样策略进 例选 则综 考虑案例的 运用理论 行案 应遵循的原 （Eisenhardt and Graebner，

2007）。 东 淄 村 权 一，山 全 体产 制度 源地之 早省 博市是 国农 集 改革的发 在 20 纪世 80 了年 启 集代就开

体经济股 合作制份 （ ，革之路 南 山改 魏道 和张晓 1998）， 新在探索 的 济集体经 、织 式 发组 形 展模式和

了丰 。 淄 、 、 ，村小、实 积累 富的 鲁中的 博市 型的 区和现机制方面 经验 地处 是典 老区 山区 库 黄河滩区

少 村 本人 地区的基是其农 特征
②
。长 来， 、 、 ，淄受地理区 然条 结构等 影 博市期以 位 自 件 人口 因素 响

村 较 ，农 源利用 低资 程度 农业 业产 基础 弱薄 ，农民增 一，渠 单收 道 村 少 力。体缺 活集 经济发展 随着乡

村 ，淄 村 、 ， 村 、 、 、战略的全 市盘活 集体 资金 游 休 态振兴 面实施 博 资源 和资产 乡 旅 闲农业 生 观光 数

村 ， ， 长。字农业等 新业态涌 展成 集体经 入 断增乡 新产业 现 发 效显著 济收 不

①
这一阶段收集的信息对整个研究过程具有关键意义。例如，在后文的分析中，起南村涉及的针对村集体的政府贷款需

要村“两委”成员个人及其家庭的担保，以及中郝峪村涉及的在打造全村合作制过程中原幽幽谷公司低折作价的事实，

都是这一阶段收集到的重要信息。为村集体提供的政府贷款需要村“两委”成员个人及其家庭担保，这一要求促使起南

村带头人在与外部利益相关方互动与整合外源性资源过程中，进一步下定决心减少对政府资源的依赖，而原幽幽谷公司

低折作价则体现了中郝峪村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与资源整合过程。

②2020年底，淄博市共有 2811个行政村，总人口在500人以下的村有648个，占比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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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峪村 村 对 ， ： 一， 村文 中郝 和 为 主 以 从 个 例 的 条以 起南 研究 象 要基于 下考虑 第 两 案 初始发展 件

来 ，村 了经历说 集体都 从“空壳村”向“典范村” 。转变的发展 这为 济从 享过程 探究集体经 共创到共

长 展机制和 可持续发的 效发 集体经济 展的 了 本。内在 供 现实机理提 样 二第 ， 村 头两 案例 的 人均个 带 以

，和 为 体 发 他改革 创新作 发展集 经济的出 点 们 、 力，不断 发 内生发展整合自主 展资源 提升 能 体现了发

。 三，展集体经济 主性的自 与能动性 第 村两个案例 是 权 一国 集体产 制 前或作为在 家推行 度改革之 第 批

试点 份制改实行股 革 ， 村在 践中两 案例的 实 个 自 展 营主开 市场经 活动， 行 管 团自 培育经营 理 队，主要

，来 扶 村 小积 式发展 自 目 持资金只 总投 比例依靠自身 累实现滚动 政府的项 占 庄 入资金的很
①
。 ，第四

村案两个 例 的 体经济发 有集 展实践具 示范效应， 村 。探索 济促进 农 同富裕 典型代是 集体经 农民 共 的 表

村 ， 了村例 索 济 理 制 现 集 展 共享的可案 积极探 集体经 组织的治 机 实 体经济发 共创与红利 持续性。 例案

村有效破解了 集体发展 经济面临的三大难题， 了 村 大。周 省外其他 的发展壮而且带动 边甚至 集体经济

（二）案例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1. 村。起南 村起南 淄 桓市位于 博 ，台县 镇起凤 处地 乌河 游下 。 村全 共有 517 、户 1720 ，人 村在 常

三 一，人 为 的 之住 口数约 总人口数 分 村 耕地庄 面积 1498亩。 村起南 村，村是 纯农业 民典型的平原 祖

小 、 米植 麦 玉 为生祖辈辈以种 ， 生产农业 具有 、副业兼业化 化的特点。 村 村村 ，起 多为老年南 在 民 人

青 大多外出壮年 打工，村 大收入 资性民 多是工 。收入

村南起 了 。一展集体 济之初 诸 是发 经 遭遇 多困境 村 力 ，老 农 生 科技内劳动 龄化严重 业 产 含量低而

本生产成 高。 ， 稼缺乏农产 施 庄由于 品加工设 收割后无法烘 ，干和储存 只能在 一第 时间卖 子，贩给粮

农产品利润 。二 。村外流 象丛生 庄是治理乱 环境“脏乱差”，村内 、水横流 成污 垃圾 山，集体财产流

。失严重 “ 、 ， 村 办 了三的 卖 室租 租 卖的 光 委 公 就被卖 次。”（WRZ-20201023-CWH②
）村民 搭乱 乱

建，随意占地，长期拖欠村集体 。三 村是公款 、 心涣集体经 散济薄弱 人 。村集体经济年 入不收 足 10

，村万元 “两委” 子 力 ，班 公 正 工作信 差 难以 常开展 ， 村该 落是有名的 后“涣 村散 ”。

2014年， 村起南 在外做工程的村民WRZ在 村当选 支 书记为 党 部 、村委 主任会 后， 村带领 “两委”

子 划班 谋 村集体发展， 、 ， 村积 业 产 规模 和 动周边 庄极推动农 生 的 化 集约化 机械化 并带 协同发展，探

一索出 条传 业向统农 现代农业 、 村 。型 实 的 济发展道转 现 民共富 集体经 路 村起南 体经济的集 历程发展

可分为两个阶段， 本资 累阶段即 积 （2014－2020年）和高速 阶发展 段（2021年 今至 ）。 本 累在资 积 阶

，段 村起南 从清理 务问账 题入手， 展开 “ 、 、 违清欠 清地 拆 ” 。工作以 遗留问题解决历史 2016 ，年 起

村南 作为全市 权 村体产 试首批集 制度改革 点 ，开始探索党 办支 社发展部领 合作 集 济的体经 模式。 体具

，做法是 村 权 ， 村以 地承包 营 入股民 土 经 将全 1498亩耕 流 作地全部 转至合 社，由集体 一统 主自 营经 。

，进 展 决入高速发 阶段后 为解 力劳动 紧缺 ， 村南问题 起 加快推进 机械农业 化和 。产业化 村“两委”制

①
调研得知，自从发展集体经济以来，起南村获得的政府项目补助资金占村庄全部项目投资的比例为 30%左右。而在中

郝峪村，这一比例只有9%。

②
本文对访谈记录进行编码，以记录受访对象（前三个字母）、访谈时间（中间八位数字）与访谈地点（后三个字母）。

关于访谈地点，CWH代表村委会，HYS代表会议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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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定 “三万 田良 ” 标发展目
①
。为此， 村起南 本 资源立足 地 ，从提高 地产土 能和 伸延 产业链条两 方面个 ，

提升三产融合 水发展 平。 村集起南 体经济收入 长连年增 ，从 2015 的 足年 不 10万元提高到 2021年底的

450多万元，发展高标准农田、 业机械农 化、公 业等益事 形成的 资产固定 的 过价值超 2000万元。 时同 ，

村民收入不断增加，他们从村集体 工所务 得的 入收 从 2016 来 计年以 累 超过 450万元。2022年， 村南起

作为全镇农业发展的 ，标杆 邻与 近 4 村 发个 联建 展， 了形成 村 村强 带弱 、村 。富民共致 的发展格局

2. 峪村。中郝 峪村 淄 池 ， 东 ，淄中郝 博山区 上镇 鲁山山位于 博市 地处 脉 部支脉 河上游。村庄依山

建而 ， 村全 共有 112户、360人。村庄土地面积 2800亩，其中，耕地面积 108亩，山林面积 1602亩，

果园面积 740亩，河 面积道 160亩，村 房屋总内 面积 190亩。2003年以前， 峪村中 型郝 是典 的山区贫

村。 大 村 一 ， 峪村村困 当 其他 民与 地 山深处的 样 中郝 民的 来收入主要 源于 。桃树和板栗 物种植 等作 村

一 ， 一 ， 了 、 刨 。民 天 身 天 里 食的滋 地晴天 身土 雨 泥 尝够 靠 吃饭 土 味 由于当 交通 ，很 便不方 信息 对相

，塞闭 村内既没有村办 ，也企业 缺乏其他 门致富 路，村 。存 限民生 空间有 村全 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3

， 村村亩 民 有留 只 60 ， 村余人 多数 民 择选 外出 。务工 “ 了 ，好听 是出 不好听就是说 去打工 说 出去讨

活命 了去 。”（WRC-20201021-CWF）2002年， 村全 纯收人均 入仅有 1800多元，村 债集体负 8万元。

2003 ，年 在外 村私营行业从事 的 民ZDQ 三 峪第 次被中郝 村村民选 村进 “两委” 子班 ， 此开启由

了 带动他 峪村中郝 展发 的 。历工作 程 他 出提 了 势生 资 优利用当地 态 源 村 村发 的展乡 旅游 脱贫强 思路。

从那时起，村“两委” 子 村村领全 民以班 带 “从大山 头石 缝里一点点抠 来出 ”（GWZ-20201021-HYS）

， 一将 个的精神 “穷山恶水” 落 村 了的 变成后山 转 “绿水青山” 村。丽乡的美 峪村 了中郝 发展经历 乡

村 一业的产 型 统 管理 营方式 革旅游 业转 和 运 的变 。 峪村中郝 体集 经济的发展历程 要 括主 包 始发初 展阶

段（2003－2006 ）、年 转型发展阶段（2007－2012 ） （年 和成熟发展阶段 2013年至今）。 峪村中郝

的 份制股 改革也 了三 。 村从最 有经历 次 初的 民没 听说过“农家乐”
②
、 村 ，仅 愿意入股有两名 民 到最

后 360 村名 民 入股全部 ， 来越 的越多 村 了村看到民 “两委”的“真金白银”投入，认 到识 村乡 旅游“是

有前途的，能 到 益拿 收 ”（ZSJ-20220707-ZJK）。

在 制 中开展股份 改革的过程 ，为 村尝试 “两委” 一 理统 管 、 一公司化统 的发运营 展模式，2012年，

峪村 了郝 成中 立 淄 谷 发有限公博博山幽幽 旅游开 司（ 称以下简 “幽幽谷公司”）。 村着乡 业随 旅游产

的 ， 峪村 ， 了 东 村 、淄不 展 郝 在幽幽 公司的 上 立 老 发 有 公司断发 中 谷 基础 先后成 山 梦里 家乡 旅游 展 限

、老 合作社 北 旅有限公司博博山梦里 家种植专业 京乡道文 ， 了对 一营实 经营等经 体 建立 内统 的管理方

对 。式 出经营模 化运作机和 外输 式的市场 制 “ 民入全 股+ 化运营公司 ” 体 济发展 式的集 经 模 ，使中郝

峪村 当由 年的“ 村债负 ”转变为对外输出经营模 的式 “ 村板样 ”。2022 ， 村年 费全 接待消 游客 29.6

万人次，实现综合性收入 4000 元万 ， 村全 人均年 从收入 2003年的 1800 到多元增加 2022年的 6万元，

均 营收益达户 民宿经 到 6000元/ ， 村户均存款年 全 达到 50 。 来，村 了万元 体经济 实 就发展集 以 民 现

①
即带动实现每亩耕地产值达到万元、带动周边万亩粮田协同发展、让周边村万人受益。

②
当中郝峪村村民二十年前听说要搞农家乐项目时，他们问：“主任，农家热农家热（博山话），咱们这个地方很凉快，

怎么个热？”（ZDQ-20220707-Z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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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就 持续增业 收 20 长间 入年 人均收 增 了 30余 。倍 峪村中郝 体 济发展集 经 的“ 峪郝 模式”，不仅

了受经 住 市场的 ， 、 扶 办验 还被文 部 原国务院检 化和旅游 贫 及以 联 游合国世界旅 联盟 评组织等 为典型

，案例 并 、在内蒙古 、庆重 、 ，河北 河 多地南等 推广 。范效应示 显著

四、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机制的案例分析

、 本 ， 、集 经济可 续发展 的 理 创 现 基 征 通 成体 持 具有 有效治 价值共 与价值实 的 特 过主体生 机制 价

。对 ， 一 。创机制与 机制的相互 得以 以案 以 示值共 收益共享 作用 体现 此 下文 例分析予 进 步揭

（一）主体生成机制推动集体经济有效治理

农民的在场和 ，与是主体 机制 重要方参 生成 的两个 面 其主 体现为 成集体 共 合要 形 发展 识和整 自主

（展发 资源 见图 1）。这 是 展既 发 集体经济 行 为认知与的 动主体在行 组织资源等方面不断 和整互动 合

的过程，也 村 力尊重 地 发乡 内生是 农民主体 位以激 动 、 村现 庄发展 体经 治理的推动实 和集 济有效 过程。

1.村 ： 。动 集 共识庄 员 形成 体发展 将村民 来起组织 形成 展发 共识，推动村 村民 与 公共参 庄 事务治

的理 ，集体行动 村要 民的需 认同 。属感感与归 权在国家 设和政 建 村农 ，背景社会转型 下 村民 认集体 同

涵发生的内 了变化。 对 村例 的观察基于 案 ， 发现笔者 ，这种对 义体主集 的 主认同 要基于四 治理逻种 辑，

、 、 村 。利 逻 治 策 语 理逻 论 益治理逻即 益治理 辑 传统 理逻辑 政 话 治 辑与 庄舆 治理逻辑 利 辑 济利基于经

益而形成， 统治传 理逻辑 统乡以传 土文化中的 念和宗族观 互惠互助为 。对 ，征 这两种 逻辑特 治理 学术

讨 。 ， ， 村 ， 头多有 论 笔 调研发 随着乡 和 裕 带 所 与 家政界已 此外 者 现 振兴 共同富 的推进 人的所想 为 国

一 ， 了致策倡导的 性 强化 村 义集体主 认民的 同感， 了 。 村政策话语的 逻辑 缺乏形成 治理 而在部分 民 认

，村 对 ， 村 。情 舆论会 不 成某种约 制约 成基于 论 治理逻 上同感的 况下 民 合作者形 束或 由此形 庄舆 的 辑

村 头 村 ， 了述四 理 现 价 庄 动 体特 与 中 共同构种治 逻辑体 在参与 值创造的 行 主 别是带 人 民的互动之 成 集

。济价值共创 益共 础体经 与收 享的行动基

，村首先 民的 体 基于经济 的集体合 神集 认同是 利益形成 作精 ， 了一它 利益动体现 种 员 利 治理和 益

村的 逻辑治 。在 集发展 体经济的过程中， 头 一带 和 民 利与 的 预期 致人的让利 为 谋 集体成员 得利与享利 ，

两 为利益共同者可以结 体。一 面方 ，对 头于带 人而言， 村是其 庄这 获得经营 的正当性 一 来的 个重要 源。

： 村逻辑体现 重 民具体 为 尊 的 诉求利益 ， 村进 得 的普遍而取 民 任信 。 ， 峪村 头在笔 访 郝者的 谈中 中 带

为人认 “ 做工作不好 ， 村因 民不是 为 认可”。 村 对 ：他 基于其在 的让利情怀而 民 的信任首先 上任初期

“从我 来 就上 啊 没收过（村民）一分钱。当时我有钱，村民没有钱。当时 一年不多每 ， 十几 块钱，

村 留叫 提 。（ ）我 本基 上 （村 ），都不要 民出 我 了。就全 我 钱免 个人出 。交 在帮集体 有没 要一分钱的

情况下， 必 村我 须给 民发好 利福 。 一我的工资 钱不要所以 分 ，给 60（岁） 人以上的老 —— 也我 不（和

村里老人）说我分的什么钱啊， 了三我分 年，村 道民知 了， 了就不要
①
。第四年的时候，你喊分钱了，

①
至于分的方式，受访者本人并未谈及。但根据其他受访村民提供的信息，可以推测其中一种形式是为 60岁以上的老人

过生日。“60（岁）以上的（老人），你只要过生日了，你就去咱镇上做蛋糕那儿去拿个蛋糕，给记上名，到时候领导

就去结账。到以后有（的老人）年纪大了，他不愿意吃甜了，那（就）一个人（给）100块钱。”（MDM-20201021-J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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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来了，谁 不 。是我知道分的 工资 我就 东 ， 米开 油 面 蛋始发 西 鸡 肉鱼…… 开刚 始的 ，候时 中 节发秋 3

种， 节发春 6种， 来最多的时 发后 候 到 27种。村民 小车着推 来领年货①…… 午节分端 （一次），六月

六分（一次），七月十五分（一次），八月十五分（一次），春节分（一次），这不一年分到 5次。”

（ZDQ-20201021-HYS）

一 ，对 村 ，面 于另 方 民而言 种 同这 基于共 经济利益而形成的集体合 神作精 能 他们够激励 自 与觉参

体行动集 ， 。享发展共 成果 一 较 村 ：正 参 经 访 中 谈及如 位 晚 与民宿 营的 民在 谈 所 的

“ 俺刚开始 也 ，不干 有啥是 啊这个地方，（ ）山沟沟 来谁 哦？不干。我（宁愿） 着闲 也我 不干。

叫我参加，我 加不参 ——（ 来后 ）看他 挣钱们 ， 了咱红眼 ， 找领导就去 ，直接实话实说，咱红眼。（领

）导 他 ，说 你干 不早先叫 你 干 我说以前看 挣钱不 俺 ，敢干不 了看 们挣钱你 ， 了。不现在看 红 他这 着 眼

， 了。笑 说你这 看到挣钱哈哈地 是 ”（MDM-20201021-JHY)

，次 以其 传统 和宗族观念 心 义互惠互助 的集为核 体主 认同 村 ， 村够有 发 增强 民能 效凝聚 民 展共识

心力。 峪村，向 在中郝 族共同体家 村 村 小民之 系比 民中的 间的联 组 同共 体更紧密。 ，访谈中 记在 老书

二小年 生说起当 自己是 产队第 组的组长，而另一 长组的组 也是亲戚，“全村全部是亲戚，都互相联络”。

也 八 ，父 子经常说起自 时母 带着 孩老书记 己 岁 亲去世后 亲 他们四个 “ 村 来转去围着 转 ， ，看谁家冒烟

要饭吃” 。的经 为历 作 “ 长 来吃 起 的百家饭 小孩”， 村他到 “两委” 来， 心 村工作以 调要用 着强 爱 带

民致富
②
。对村民 ， 村 也多而言 许 民 经常将村庄比 一喻 个成 “大家庭”（“大 ， 一大互家互帮 助 就像

子一家 样”）。他们认为老书记是甘于奉献、大公 的无私 “好 长家 ”，如今 60 了多岁 ，却仍然操持

村 大 小里着 的 事 情
③
。老书记的言行 强烈的具有 示范 应效 。 村 一既 集体视然 民将 为 个“大家庭”，那

么 村 村当 谷公司 民 时幽幽 带动 经营 庄 ，村民 向就倾 于不以 济经 利 大益 化最 为目标，“ 成家庭 员”之间

互帮 势互助以及为弱 成员 一 义。提供生存保 为 种障成 集体道 了村 扶 。发 民 集这激 危济困的 体共识

案例 1。X 村 了 ， 头 长 ，家姑娘生 公司 从 远考 同用姓 民 重病 幽幽谷 带 人 虑 不赞 扶舍施 或 贫 种那 直

接 钱给 的 式方 ，提供 济 提出救 让 村困难 民通 劳 有过 动 尊严地挣钱 。 权 ，的 法 在 衡各方 司与想 利益后 公

来 才 子 村 一 ， 村 了原 经 民 起 难 民提供营秀 盒 坊的 为困 创 台业平 。 ， 才 子 村实际上 前经营 民之 秀 盒 坊的

的条件更好， 才 子 权愿意 秀 盒 坊但他 放弃 的经营 ，让X 村 来姓 经民 营。 才 子秀经营 盒 坊后，X 村姓 民

一 每年增家 收十 六五 万元。X 村民姑娘去 后姓 世 ， 来 才 子 村 也 权经 盒 坊的 民 有主张要回原 营秀 没 经营 。

①
谈及当时的情景，受访村民提供的信息可以作为三角验证的材料：“俺 4口人，就拉一大三轮车，亲戚朋友都跟俺过

年，瓜子 5公斤 1袋，就分 4袋哦，大米、面（4袋），油 4桶，1口人 1桶。那糖也是，也是分那么多，吃不完，都

分给亲戚朋友……菜、葱、豆腐、肉，全都给分，咱过春节是一分钱不用花，一直分到有了食堂以后。”

（MDM-20201021-JHY）
②
中郝峪村老书记认为：“（村里）老人是我的父亲母亲，（村里）小孩就是我的孙子孙女，（村里）同龄人就是我的

亲生兄弟，我干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干的。”（ZDQ-20201021-CWH）
③
笔者在实地调研中观察到：中郝峪村老书记在村民食堂开饭时，要亲自搭把手为村民打粥；新冠疫情期间进行核酸检

测时，他会坐在桌前为村民登记；在村里走路时，他甚至会不自觉地弯腰捡起路面上很小的一片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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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随着国家对 村乡 振兴和共 裕同富 的日益重视，以发展 和集体经济 实现 心同富裕为共 核 的政

话语体系治 具有 力凝聚 识和增 展发展共 强发 动 的作用。 这些决 好而 策正 与案例村多 的年践行 集体致富

观 相 合念 契 ，这让 村村案例 民更加坚信其 展道路的发 正确性。 学者将这种 政策 逻辑有 基于 话语的治理

， 头 （ ，逻 组织逻辑 家政策的 或党 作用 徐 等称为国家 辑或党 以强调国 影响 员的带 凤增 2021）。 笔者在

， 村 头 ：的 地调研 南 次 展 所 求 集体 性实 中 起 带 人多 提及发 集体经济 追 的 观与平等 “ 是纯集我们合作社

体性质。 ？叫集体 集体什么 ，就是 大小没有 股份（之分）， 平等人人 。从我到村民 一都 样，一 一人 股。

村我们 里的一 一木 体草 全是集 的。”（WRZ-20201023-CWH）此外， 也 次强 导向的 性他 多 调政策 重要 ：

“ 们在这 干我 里 ，首先 能 策是不 偏离政 。 年我这些 来， 杂所有的 志，《党员 》《之友 支部生活》《党

风廉政建设》《求实》，我都在这存着， 握政策我掌 。 村 才我就 到中 集体是看 国的农 只有 化 能发展。”

(WRZ-20220704-CWH) 峪村 村 大 ， 村 村 一而 民 食堂 以 全体 民统中郝 的 及 集体为 购买医疗 保险和养老 ，

了除 记 于老书 出 “报恩” ，也原因外的 体现了 村他 全想带领 走 富共同 裕 。设 老 记在之路的 想 书 访谈中

：说 “ 心 力，你得用 用 查好 ，政策 看好方向。 一中央这你看 代 ，领 怎么导人 走 你跟着 。习总书走 记说

，富共同 裕 那 就我 努力 办想 法让 来同富裕起老百姓共 …… 大 ，堂 都 有活干吃 食 有饭吃 。”(ZDQ-2020

1021-HYS)

，最后 乡 舆论往往 现土 体 了村庄内 者 者行动 和参与 的一种 会社 评价（ 瑜王浩 和孙君，2022）。在

以熟 络人社会网 为基础的 ，村 对 。 村统乡土社 会 不合作者 约束 历史传 会 民舆论 形成 起南 在处理 遗留问

， 一 长时 笔欠款 达题 清理的 43 ，村年 民以“ 把前边你 （ ）的 欠款 来，收上 我就交”为由 村拖 体欠 集

务债 。WRZ带 村领 “ 委两 ” 子班 村多 开次召 “两委” 大扩 议、会 党员 议和会 村 大民 会，广泛开展宣

活动传 ，通过“村喇叭”等 围方式营造氛 。 村 力在 庄舆论压 下， 初起 拒不缴纳欠款 村 村的 民主动到 委

缴纳会 欠款。 峪村 了 村为 后 庄的中郝 避免日 发展受 ， 村 了 ，地资源的 在全 份制改到土 限制 开展 股 革 将

村全 有资源所 一定价统 ， 一统 入股。村“两委” 了挨 的 起 重 的舆 用前期 家挨户 动员工作 到 要 论铺垫作 ，

村 来 村 对 头 ，民看到入 的收益和 民 的信加上前几次 股合作带 带 人 任 村民很快 成共达 识， 头 取带 人争 到

大 数绝 多 村民 。 对 村 ，的支 别持不赞 度的持 而针 个 同态 民 让“大 一伙 块家 儿来说 事这个 ”， 其认识使

其到 “对 村立面 集不是 体 村民而是 ”
①
。 一 ， 峪村村 了例 民 规另 个案 是 中郝 规 约 定 “村民喝醉酒后不

能上街闹事”。一村 喝酒后上民 街闹事，在“你影响的不 司挣是公 钱，而 村 象是 里形 ， 一你这 闹之后，

来了，所 不敢 那有游客 大 少家 得减伙的收入 少多 ” 力 ， 村的 压 下 识到舆论 该 民认 其 会行为 给 村其他 民

，成不利造 影响 村 ， 了 村 。影 民 收 受 条 民约响其他 的经营 益 从而接 这 规

2.多方参与： 合自主发展整 资源。村庄有 要资源保障效治理需 ， 包括这既 由土地盘活、资金整合、

才 ，也 ， ， 村 本、合 的经济资 形的非经 源 例 民的文 会人 聚 等形成 源 包括无 济资 如 联结 化社 资 村庄历史

忆记 （ ，等情 源 和感资 王敬尧 王承禹 2018）。 、 ，也 力有 源 展 体经 是效整合资 发 集 济的过程 动员各方

村特别是作 体的 民参与量 为发展主 经济集体 价值共创 。动的行 互动过程

①
正如受访者所说：“他和村集体对立无所谓，但是他不敢和所有村民对立。（若和所有村民对立）那时候就是啥？就

是遭到天谴的一个人。”（ZSJ-20220707-Z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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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济资源方整合经 面 为 集体经济 中资破解 发展 源不足和缺乏 后发展 劲的 ， 村难题 个案例两 在国

权 一 了家 体 改 为 批 点开推行集 产 制度 革前或作 第 试 展 ， ，作 体资产折 人 让股份合 制改革 将集 股量化到

，村 东，村资产变 份 民 按成股 成为股 民可 所持有 。参 经济收益股份 与集体 分红 ，地资源方 南在土 面 起

村村 权民 承包经 股以土地 营 入 ， 股土地 合作社入 由 一 营统 经 。 ，愿 股 以农户自 申请入 的 合作社 年每 每

亩地 300千克小 指 购价麦的 导价结合收 计算农 益户入股收 。2016年 10 ，月 村集体 组织首次 土地经营

权 ，股 共入 入股 710 地亩土 。同年 12 ，起南月 村 村农 经 作社成立济股份合 。2017 ，播前年秋 入股农

户由之前的 235户 村 ，展到全 有农户发 所 社合作 营自主经 的土地面积由 710 展亩发 到 1498亩。 资在

金方面， 村起南 从清理村 未交民应交 、 未应还 还 题入手的账务问 ， 力着 解 史遗决历 留问题。从小到 71

，大元的 到提留欠款 10.5 ，土地承包万元的 费 村“两委”将 57户农户 计共 30 元余万 的欠账用 35天

全部清缴完毕， 村为 集体 济发展经 赢得了“ 一第 桶金”。 权首 经在 批土地 营 入股后，村集 经 收入体 济

在当季便增加了 39万元， 长增同比 130%，为发展集体经济 了集聚 资金。起南村 合以整 自筹资金 主为

类 本， 类 ， 了的 在 生产项目 置各 社会资 投建各 的同时 购 大型喷灌机、 ，割机 机械收 等农用 新建了 于用

、 、烘食深加 仓储 干粮 工 等 ，机的 器设备 三为 融实现 产 合夯 了实 。基础 力 ，在 资 方面 多人 源 在外打拼

年的WRZ 丰 ， 村 一 计 。 ，的建筑安 建设工程的 草图 并绘 南拥有 富 装经验 全 所有 都由他 手设 制 此外 起

村 东挥山充分发 省农科院专家 力 势，的人 资源优 小进优引 质 麦和 米 ，玉 品种 采 术， 办进 业技 开用先 农

术 训 ，民田间 学农 技 培 校 现为实 “三万良田”的目标打造现 农 高品代 业 质试验田。 类各 有经济资源的

了 村效整合 农业推动 起南 生产方式的转变， 了村促进 产集体资 的保值增值 。与 济的不断集体经 发展

峪村， 头 村 、 ，郝 带 人与 动 协在中 民互 商 由村 推选民 成 集 资产评立的 体 小组清查 资估 旅游 源，制

并 集 为 受定 实施为 体成员广 接 的资源评估与 权配股 置规则， 了 、 、集体自主 的土地 资金整合 发展所需

类 。一等各资产 资源 是 村 体所将 集 有的 、性 源性资产 资产全部 量化经营 资产 资 和公益性 折股 ，遵循入

、 ， 村股自愿 自 的原则 员 民将投资 愿 动 土地和 权包山林承 经营 、 置闲 宅基地 权房 的 用和 屋 使 折价入股

到幽幽谷公司。二是将村民原有入 产股股金及资 以及幽幽谷 原资公司 产作价评估，在 村整 产合 集体资 、

村民资产和公司资产后，于 2015 组建新的 公司年 幽幽谷 ， 权 采公司的 构新组建 股 结 取“农户+村集体+

公司”模式， ， 。持 分人人 股 享受 红 ，村 （ 村份 体 产 括在股 设置中 集 资 包 “两委”办公室、 小坝水 及

公园、 性资产公益 以及 础设施其他基 ）占股 为比例 20%， 村全 村民占股 80%（村 、 、山林民以 土地 果

园、闲置房屋、现金等入股）。三 东股 资格的是符合 112户、360名村民全部入股，而老年人、 疾残 人

等缺乏 金或闲资 置 村源资 的 民 体群 ，则持有 头无风险人 股 。并 受 底的享 年 干股分红 ，后 明文的分析表

峪村中郝 公平合理的 权股 配置，有效解决了村民之间 失衡利益分配 ， 了促 共享中提的问题 在 进收益 高

村 ， 了村 对 。入水平 增 集体 感和归民的收 强 民 的认同 属感

在 组重 幽幽谷 司时公 ， 本计划原 所 其公司 有者 将 初始 入投 的230 三 来年 其 投入万元及 的 他 共计300

，资多万元 金 以价值 50 元的股份 组建的万 作价给新 幽幽谷 ，以此公司 体现“ 持股份减 ”。 村当他在

议表民代 会 上“ 板表态拍 ” ， 村时 其他 民“ 了不过去看 ”。 ，最终 谷公 期投入幽幽 司的前 作价 70万

。在原元 幽幽谷 村 ， 村公司带 前 入 民 活 的 初几 民领先 愿意加 的部分 开展经营 动 最 年 公司为 经营做出的

了 。 了村 ， 了 村 ，贡献得到 公司看到 民 伙事 所在 成 伙事业 公广泛认可 在合 业中的价值 为 推动做 全 的合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裕

- 73 -

村 村 。引更多 民 全体 其中司希望吸 甚至 民加入 这种“ 互 认相 承 ” 村 来了为 民 公司带与 一 此种彼 关联的

。感受 一 了 ， 了村步 的 效 合 激这进 促进 资源 有 整 发 民投入 村 热 。全 情 这是集 展过合伙事业的 体经济发

类程中行 体互动主 动与各 资源 一 。高效 构 程整合的互 体化过

力 ， 一 村 ， 村 力 ， 本村村在人 资 谷公司在 营乡 目时 注 发 的人 资 由源方面 幽幽 统 运 旅游项 重开 民 源

。 村 了 村 村 ，民提 食 务 接 乎 有 都参 游 他们或经供美 体验服 和民宿 待服务 几 所 民 与 全 乡 旅 事业的发展 营

， ，或参与景区 堂等 管理 游农家乐 或食 旅游站点的 或销售旅 产品
①
。 ，美食体验 谷公司在 服务上 幽幽

村 长 术，充 用 民 的美食 技分利 各自擅 制作 造打 了 大马 娘 腐坊豆 、 、 才 子婆 宝 坊媳元 坊 秀 盒 等 8 统家传

美食 坊手工 ， 游 亲手让 客 体验制作当地特色美食。 ，在民宿接待服务上 103 村 了户 民参与 农 经营家乐

。 一 ， 来 村的是 庄 业的活动 值得 提 近年 加入 合伙事 年轻 峪村 了者为中郝 经济 出 重人和创业 集体 发展做

。要 这 发展集 经济所贡献 是 体 需 源 与 资 换外 性资源 内源性 源聚合转 （而 成新 现从 生 动能的体 岳晓文旭

等，2022）。 峪村 ，中郝 将幽幽 设为创业平谷公司建 台 年每 提供专项 才 ，业启 励人 创 动资金 鼓 本村或

村 年轻人外 的 、大学 业意愿的 到公生和有创 能人 司工作。 力为开发 源人 资 、 才重人尊 ， 村经 “ 委两 ”、

党员和村 代 过民 表表决通 后， 村 划庄符合 规 的优 创 项 申报 团质 业 目 人或创业 队可获得 300 元的启动万

资金。相关项目获得 ，盈利后 10%的项 。目提 返目收益归项 出者所有 乡创业的年轻人 分工组根据项目

建团队，实施专业化的项目 。 峪村 。创 项目成 推动中 体 速 重运营 业 为 郝 集 经济快 发展的 要因素

一类感 源 非经 推 参与集体 要资源情 资 等 济资源是 动多元主体 行动的 重 。借鉴 Plé（2016） 对者等学

义，情 笔者 济 的感资源的定 将集体经 发展中 情感资源 集体成员描述为 在 体经集 济 形成价值 与 过创造 程

中感受 体验或 到 感的情 。 村 一 ，也 村 对集 作 主 的 社会 集它既是 体成员 为 庄治理 体 种 资源 是 民 体行动满

。 峪村程度的体 资源是中郝意 现 非经济 通过“卖山卖水卖文化” 村 。发展 重乡 旅游的 要资源 为延伸乡

村旅游服务， 了一幽幽谷公司 个展建设 示 9700多件 村农 老物件、 积面 达 600余 米 村平方 庄博物的 馆，

村 。 了中 展 自 这 凝其 的部分 品是 民 愿捐赠的 种 结 村庄历史记忆 本， 村捐 与创造集的 赠资 是 民参 体经济

。 ， 村 峪村 本。 本值的情感资 时 乡 中郝 得 发展的重 文化资价 源 同 传统文化是 集体经济 以持续 要文化资

， 村 采 一 （有 凝聚 识 促进 致 动助于 集体共 民 取 行 岳晓 旭文 ，等 2022）。为拓展 村乡 旅游 ，目项 实现旅

游产品的 样 与 元化多 性 多 ， 峪村 村民中郝 发动 参与整理 山地区年博 俗文化、 、 习俗文化 居住食 俗和民

，间 合山传说 有机整 水资源和 ，人 资源文民俗 村 ，为发 注入文化展乡 旅游 之魂 提升了 村 项目的乡 旅游

品人文 质， 村 了村在提升 参与的 中 团 效民 行动 促进 庄 结与有 治理。

（二）价值共创机制带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村农 农 同富促进 民 共 裕需 村乡通过 产业 。现结构变 跃升发展实 革和能级 村 、案例 在 集体发展 经济

构性 中 建立实现结 变革过程 着眼于 长效增收机制， 整调 价值共创 ，体之 益关系 新 置自主 间的利 在重 配

、有 源资 整合 性 内 源外源 资源与 源性资 ，的基础上 动员和 织组 利 协益相关方 同 价值参与创造 ，实现价

、 （自主发展和 经济 目标值共创 集体 提质增效的 见图 1）。

①
“你嘴好，用你的嘴，你腿好，用你的腿。把（大家）优点利用起来，为公司服务。”(ZDQ-20201021-C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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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 ： 。资 积 促进产 级累 业转型升 、 、 ，合 配置集 有资利用 整 体自 源 提升集体经 织济组 营管理经

力能 ，可以打破 体集 经济对 有 构旧 系统结 的 。依赖 村，村 小 米起 民 获的在 南 收 麦和玉 的销售环节曾被

控制在 ，村 势经 民在农业产 中处纪人手中 业链 于劣 地位。 一 ，村 择了摆脱 体为 这 处境 集 选 “ 、展先发

后分红”的思路。村 体以原始 积累集 资金 为基础， 了先后实 厕施 旱 造改 （2015年）、 菜蔬 大 建设棚 （2016

年）、 村美省级 丽乡 设建 （2017年）、 准高标 农田建设和 厕 污旱 粪 综合项目 设建 （2018年）、村“两

委”办 （建设公室 2019 ）、 三 （年 购 产融合项目买农机和 建设 2020－2021 ）、长年 者 院食堂与养老

建设（2022年） 目等项 。为延伸产业链、实现“三万良田”的发展目标，村 体集 将 济嵌入集体经 产业

，链 价值链和 类 ， 了合各 自 源 成整 有资 先后完 储粮食仓 、烘干、 等 础 施深加工 基 设 建设
①
， 社由合作

， 了营的全部管理生产经 环节 建立 长效增收机制。仓储、运输和 一销售 体化 了推动 的集体经济 提质增

效。例如，仅仅烘干这一项 动的加工活 费， 村年便 体增收每 可为 集 50万元
②
。 村起 通过转 农业生南 变

， 本 。营 发 经 资 以 步积产经 方式 使 展集体 济所需的 得 逐 累 2022 ， 村年 起南 固定资产价值超过 2000万

。 村 本元 积累延伸起南 以资 产业链， 了 ， 了村摆脱 节控 人 困境 提高粮食销售环 制在经纪 之手的 民在产

，链中的地业 位 提 了高 产品 值附加 村 ，和 集 济 入体经 收 促进了三 融合发 产 升产 展和 业转型 级， 了实现

。产 产 结 的变业发展和 业 构 革

村 ， 峪村 ， 了不 效配置资与起南 同 中郝 为有 源 提出 “ 轮分配四 ”方案
③
。 润分 展在利 配中提取发

， 了 。公 动 级提供 资积金 为推 产业升 金保障 共基础设公 施 设与建 维护 于属 “第四 配轮分 ”， 提取比其

为利润例 的 10%～50%， 村年 提 由每 的具体 取比例 “两委” 讨 。司 事 论决 经和公 董 会 定 在集体 济发展

， 村 村 ，为调动 民 业的积极性早期 参与全 创 幽幽谷公司 村 ， 村给 民 时 设施倾向于年底 多分红 当 庄基础

建设 的比例为预留资金 10%～30%。村 ，红后民分 公司 年将基 施 设预留 金用于每 础设 建 资 开发两个到

三个 。具 性有营利 质的项目 十几 间年 ， 谷公幽幽 司像 一球滚雪 了般开发 30多 体验式个 旅游项目，村

石板路庄 、污水 等管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年 施的则是近几 逐步实 。虽然 建设基础设施 不直 生收接产 益，

村发挥着 域但仍 提升 乡村旅游品质、推动村民 发共享 展成果的作用。 于基 此认识，2021年， 峪村中郝

将 于用 公 施共基础设 建设与维护的“第四轮分配” 例提高到公 收益的比 司总 的 50%，总金额在 2000

。 ， 峪村 ， ， 了村万元 之 于自有发 时制宜地 资源 使用方 动左右 简言 中郝 基 展资源 因 调整 配置与 式 推 庄

建设和 ，业转型产 升级 了提高 经集体 济的 。展发 韧性 峪村 村中 乡 游产 断这是 郝 旅 业得以不 发展并在当

力 一 。地同质化 游市场常年 竞争 素严重的旅 保持 的 个关键因

①
起南村在2020年建设了具有1500吨库容量的粮食仓储车间和粮食烘干等基础设施，2021年建设了2000平方米的粮食

深加工车间，引进了面粉和玉米糁两条加工生产线。

②
烘干可以延长玉米的销售期。按照市价，2020年，玉米烘干费用大概为每千克 0.14～0.16元。村集体的烘干塔每天可

以烘干150吨玉米。2021年，秋季雨水较多导致玉米晾晒困难。合作社利用烘干设备后，仅 2022年上半年便出售了上

一年存储的粮食，同比增加利润近 50万元。

③
“四轮分配”方案，即按劳动分配、按福利分配、按股份分配以及用于村庄建设的公积金提留。中郝峪村将从收益中

预留相应比例用于村内公共基础设施新建与维护的支出或公积金提留称为“第四轮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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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统建构 重 经营发系 塑 展模式 ，价 外部系统 的资 模式 可 资 使用中值主张与 相连 源配置 以在 源

合整 具有互惠性的 ，提 价资源 高参与 值共创的主 的 应体 适 力能 力（和生存能 Vargo et al.，2008），构

（价值生态建起共生的 Gummesson andMele，2010）。 了 村 ，业农 产业结 革的为 实现农 构变 价值主张

合外整 部资源并 ， 村 本 ， 东动 主体协同 创造 起南 地资 省农科 展 度合员外部 参与价值 立足 源 与山 院开 深

， 术， 、 小作 进优质 和 虫 技 化 准 的现 品 优质 麦引 品种 生物治 等农业 建设数字 标 化 代农业高 质试验田和

， 。育 造智慧农业 这些 重种基地 打 平台 系统性举措 塑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 了 、式 实现 质模 量 产量的双

提高，当地小 产达麦亩 到 550千克，比以往 高产量 出 150千克 。左右 而在 峪村，村中 体 重郝 集 系统性

，经 模 则 以塑集体 济的发展 式 是 一公司化统 。营运 方式实现的 为杜绝经营户之间的 ，恶性竞争 服提升

务质量， 司幽幽谷公 一 村统 营 游项目开发和运 全 的旅 ，对 村全 实行旅游市场 “三 一统 ”管理，即 一统

安 接待排游客 和民宿 ， 一分 统 接待配 程流 ， 一 、和服 准 项 价 结务标 统 收费 目 收费 格和利润 算，公 流司

水账目每天 、公开 按月 到户结算 。公司 有项目运营的所 均 ，承 经营包给 户 照经 好由后者按 营标准做 接

。务工作 在待服 阶段成熟发展 ， 峪中郝 村 划 计 ，规 设 屋重新 闲置房 、打造 民特色 宿 户外宿营、高端民

宿等风格 的 施各异 住宿设 。村 力 禀 ， 了 峪村自 和 参与 形 与保护中民根据各 能 赋 管家工作 成 共同打造 郝

村 力。 村 ，村 ，品牌形象的 发展 态 民 自 营的个体 共同乡 民宿 合 为 乡 旅游新业 不再是各 分散经 而是成为

。 义 ，村 村创造 经济 主体 这 体 济发展 式的实 在 与 色 定集体 价值的 种集 经 模 践意 于 集体 民的角 得到重新

，村 村集 设立 民位 体 的公司与 之间形成 工分 ，明确的 关系 价值协同合作 共生 创共 的 展集体经济发 生态

得以 建构 。

在 创造价值 的 ，服 利益相关 参与务系统中 方的 和 可以合作 优化 值 创价 共 过程 价值主 行中 张与 动结

， 对 义 大（之 配 创 重果 间的匹 这 价值共 意 Gummesson andMele，2010）。为整 ， 峪村合 中外部资源 郝

村处于乡 旅特别重视 游产业 值链下游价 的游客与 峪村中郝 发生交易时的角色 。 了用 游客与作 为 吸引 参

与村 ，的价值创 业 维 与经营 良集体经济 造事 系游客 户的 好关系，幽幽谷公司建 经立起 营 头引户吸 回 客

，对激 营的 励机制 经 头吸 回 客户 引 。 ，以 经济先期 础上的行为予 奖励 在集体 积累的基 峪村中郝 一进 步

术 ， 东大 划 ，用外 山 学 团 面规 和辅利 部技 资源 在 旅游专家 队的全 导下 划 计，旅游主题 设突出 的规 打造

出“ 一住游养吃 体化” 村 ， 。 了 、乡 闲旅游 业链 将 经 产 价 展 色 食休 产 集体 济嵌入 业链和 值链 除 发 特 美

村 ，打 和 化造乡 民宿 传承传统文 峪村中郝 还 验将农事体
①
、定制化服务

②
、 态康生 养

③
素融等多种元 入

村 ， 了村 ， 了 。产 重塑 集体 展模式 为 新产 态提供 性 解决方乡 旅游 业 全面 经济的发 发展 业新业 系统 的 案

对 、 ， 了 。幽幽谷公 板 等 色 行 加 提升 值司还 栗 桃花 当地特 农产品进 深 工 产品附加 返乡创业 轻人的加年

，入 了 源性资源的实现 外 “ 化内源 ”。在 ，同时价值创造的 这些 人 专业化运年轻 组建的 营团队 断推不

①
幽幽谷公司建立了农事体验区和农场牧场区，以吸引游客特别是儿童体验耕种、施肥、浇水等农事活动。

②
幽幽谷公司打造了王者荣耀、后羿射日、急速漂流、户外攀岩、小猪赛跑等项目，为团队游客提供研学游、拓展游等

定制服务。此外，幽幽谷公司还设计了定制篝火晚会、夏季特训营等特色旅游服务，提供会议室和培训教室等场地服务。

③
依托当地自然资源，幽幽谷公司建立了生态康养基地和幽谷仙境康养公园，形成了集居住、养老、休闲、康复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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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出新， 村 划据 庄 宿特色根 规 和民 划策 ， ，游 目 挖掘 户资源 集 发 式旅 项 客 探索 体经济 展新模 的输出途

。 村径 些 法有 在这 做 助于 集体 价值共创 构中 建起自我增收 长 ，效机制 为推 体经 展开的 动集 济可持续发

了 。新 的新道路辟 自我革 与突破

（三）收益共享机制促进集体经济价值实现

在 场与价值 的主体在 创造 基 现础上实 收益 ，是共享 展发 集体 济经 。的旨 在趣所 在 经集体 济 创价值

， 、 村 祉 ， 村服 供 中 彰 个 的社会价 福 水平 是案 体造与公共 务 给 显集体与 体分工合作 值 提高 社 例 集 成员

共享 。 了村 对成果 现 配公平与 平等增强 体经 的认同 归发展 的重要体 收益分 福利待遇 民 集 济发展 感和 属

， 村 了 ， 了 （感 为社 团结和 合 件 体 展 入 价值 化区 社整 提供 条 推动 集 经济从发 投 到 实现的转 见图 1）。

1. ： 村 。收益分 发展价值配 体现 社 ，已有研究表 前明 当 农户与 集体其所在 内的其他经 之间营主体

的利益联结较为松散，农户 以传 收益为依然 统资产 主 来收 源要 入 ，大多局 于单纯 品限 的产 或要素交易，

少 会有机 参与村庄 业产 。 大 村 本村 。 ， 一展 是 多 的 研发现 不 些研究发 这 数农 地区 基 情 笔者调 同于当下

三 村 ，所注 以再 分配 农 裕的思路 分配重的 分配和第 次 促进农民 共同富 注重初次 中劳 报酬动者 是的比例

村 村 ，案例 民 产性收 和获得 有 这 推 关 之 形成 的提高 财 入 感的 效途径 有助于 动利益相 方 间 更为紧密 利益

。 村 ， 村 、集体的收 两个案例 主 过为 施建联结 在 益分配中 要通 参与基础设 设 、营项目运 卫生 洁和清 其

他服务工作 村的 民定期 工资发放 方式 现实 村集体经济收益的 。初次 配分 村，在起南 村 体集 累将其积 资

金用于发展 村 ，和 设 建产业 建 庄 了成 村民 、 、堂广场 礼 村 办 、委 公室 心中便民 等设施，村 村容 貌得到

了 大极 改观。从 2016年到 2021年，村 村民参 建设 劳与 集体工程 与管理的 动所得， 计累 达 450万元
①
。

峪村在中郝 的“四轮分配” ， 一 ，村 力、 、 术、轮分 劳分配 入 得根据 年龄 技中 第 配是按 民收 所 体

工种、床位规模、民 等 评宿档次 因素综合 估。例如，村建筑队的成员， 术按照技 工、大小 的区分工等 ，

日工资从 140 到元 280元不等。正 况下常情 ，建筑队每年 280多天 做都有项目 。2022年， 公司幽幽谷

一在第 的支出达次分配中 450 左右万元 。 村 ，出主要 民 各项零 收入和 收 包这些支 用于 的 工 工资 入 既不

（管 佣括民宿 家的佣金 金 本按 出成支 计，不计算 ），也 村分 包括 集体 公司员在可 配收益中 不 其他四家

工的工资
②
。 村 少全体 老民无论男女 ， 力具 的有劳动能 谷公司工都在幽幽 作， 资领取工 者达 200多人。

“七十、七十 ， ， 。的 都 干活 都 干五 能在家 有活 ”（ZDQ-20220707-HYS） ， 大如 赵 娘例 在 2022年 6

月从 打食堂 零工 到得 1600元收入
③
。分管 大 ，境 区 翟 叔幽谷仙 景 的 月工资在 4000 ，元 时左右 其工作

大间 约从每年 3月 长 。持续到国庆底 假

峪村，大中郝在 多数参与 宿接民 待工作 农 自家的 户负责 民宿的 营与服务日常经 ，幽幽谷公司则根

据民宿经 各 的营户 自 服务 绩发放 工业 相应 资。幽幽谷 了公 不 定 应 分配司根据 同情况制 相 的 规则。例如，

对于将 村 ，新建改建 民宿并参与 的 民自己投资 房屋用作 经营 按照 门务部 的公司财 账面记录 各村民对应

的接待 ，村数量 民收入由其与公司 分成五五 。对 投资新 建 屋并将 用作民 不于自己 建改 房 其 宿但 参与经

①
留村村民大多为老年人，村里有四五十名老人参与仓储、烘干、加工等建设工程，工资标准为每天80元。

②
这些公司独立运营，年底结算后再把利润支付给幽幽谷公司。

③
计算方法按每小时10元计，每日工作时间从早上四点半到上午九点半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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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村 。营 公 他 代 运营的 民 由 司招募其 民 为 村 村 体在 民与 集 公司五五分 的情况下成 ，村 分再民收入部

村 六 。由房主 与经 成与参 营的 民四 分

例案 2。 大 一孟 娘 家于 2015 一年将自 屋装修改 间的家闲置房 建成四室 民宿。 料那时 价便宜， 建改

装修，加 建 器设上购买 材和电 备，一共花费 20 元左右万 。到 2018年， 大 了 本孟 娘家 收 投就 回 资 金①。

按照每天 880 的标准元 ，2019年， 大 一 了孟 娘 家挣 8 多元万 ， 一那是 入最 年她家民宿收 多的 。说到这

， 大里 很是感慨孟 娘 ：“真没想到，我这 纪个年 ……一出去啊， 工谁给我打 ——（ ）现在 没事在你 家

炕头 就挣在 上 钱。”（MDM-20201021-JHY)

案例 3。 大 一家赵 娘 于 2017 一 大 了三 一自家 基地上 间 房改 成 室 间的 宿年将 宅 的 建 民 ， 照按 每天 680

， ，一 ， 一 三 一元的标准 新冠疫情影 年景 家每 四五 相当于 年能 之 到五在 响生意的 年可以挣到 万元 有 分

二 ， 也 。分 的时间 的 这 相当 建农 的投资之 是租出去 于他们翻 家乐

案例 4。 大 一叔 家翟 于 2019年投资 30 万余 元， 一 了二住的 房屋翻 成 层楼将自 层 盖 房，在 10米长、

8米宽的房 上基 修装 了 4 间个房 ，楼下自住，楼上用作民宿。 到新冠疫即使受 情的影响，到 2022年夏

， 也 本 大 。一 一 ， 了 大家 已收回投 的 半 家人 自家改 间的民宿 超过 在天 全 资 金 从 建的四室 经营所得 翟 叔

，景区 工资 入工作的 收 甚至还“ 一比 个人 去出 打 强工 一点”。

峪村 ， 未计 。照 理 法 宿 家的 体 配的支出 民宿按 中郝 管 人员的说 民 管 佣金 入集 经济初次分 中 但是各

， ，经营户 理民 劳动 过 或领固定 入 这部分 在其从管 宿中获得的 酬劳 往往超 打零工 工资的收 收入 劳动收

一 。 ， 大 了 ， 三入中的 超 半 例如 娘老两 经 民 理 套占比 过 赵 口除 营自家 宿 还管 着公司的 端 宿高 民 。高端

民宿共 20张床位， 的管理佣 床位每日老两口 金按每张 100 计元 ， 一时老最多 两口 天能挣 2000元。忙

来 ， 于不过 时 由 本村村民“大 ，有事做 都家都 很忙”（ZDN-20220707-GJT）②
， 口会老两 找 村村外 民

帮忙。 村村 本村村 一 ，也 小雇用 费用与 工 用 样 按 时外 民的 民雇 费 每 10 计 。 ，元 算 时 要最多 他们需 雇

用 4 ，人个 每人工作 5～7 小个 ， 村村 对老 口直 接时 两 接与外 民
③
。 努力 造幽幽谷公司 打 全村合伙制，

村村民成为培养全 善于 的经营 “小老板”，让村民 ， 。到这 创 己打工 公感受 是为自己 业 为自 司还鼓励

村 ， 力民开展合 其 所 拓展工 间作 使 能及地 作空 。 （助涂尔借 干 2017） ， ，的社会 理 看分工 论 可以 到 在

峪村 ，本村村 村村 村村 本村村郝 工 局 民与 合 外 民提供 待中 的劳动分 格 中 外 民建立 作联结并向 与 民相同

， 了 对 义 。 ，村遇的做法 他们 的规 及 回应 这种 意味着 民体现 实现公平正 范性理想 其实践 实践回应 能够

①2015年夏天后，孟大娘家的民宿开始接待游客，当年运营几个月，收入不足 1万元；2016年，运营收入达到 5万～6

万元；2017年和 2018年，运营收入继续增加，年均 7万～8万元。

②
关于雇用外村村民的情况，笔者对豆腐坊马大娘的访谈资料可以作为三角验证材料。马大娘腿脚不太方便，加上自家

经营着豆腐坊，每天有一个外村村民过来帮忙干活。她找外村村民，不是因为找外村村民更便宜（“都一样钱”），而

是因为“俺村里没闲人啊”。付给外村村民的工资由马大娘直接支付，也按每小时 10元的标准。对于一天中的休息时

间，马大娘不会从工作时间中扣除，因为“人家出来挣的也是钱啊”。（MDN-20220707-DFF）
③
雇用 4人的一日支出在两三百元之间。老两口支付这部分支出后，还能有一千七八百元的收入。2022年 6月，老两口

的管家收入达到9000元。不过，在2022年的前五个月，由于新冠疫情，老两口没有管家工作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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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 受到自 贡 而这能 他们认 劳 会 在 则 施 基础到并感 己的 献 让 识到 动的社 价值所 这种以规 实 为 的全

村 ，机 业价值合伙 制 是形成产 共生共创的集体经济发展 态生 。的制度基础

平合公 理的 权 置股 配 分配是与收益 实 员共同富现集体成 裕、 进集 价值实促 体经济 现的 。有 路径效

了 ， 、分 公平除 在 配 分 形 外 体现 公 悬殊为目配 体现 初次分 以按劳 配为主要 式 还 在以促进 平 防止贫富 的

分配上的收益再 。 本从资 分配要素 情况看，幽幽谷 村公司 利 照公司与每年将盈 部分按 “两委”、董事

会以 村村及全 协商 进行分民所 的比例 红。 遇若 ，盈利年不 份 分红总额则按股本的 10%～30%的比例而

。村集定 体公司 计量 资 总额的 化 产 共 641.6 ， 年万元 每 按股分红 资金规模的 在 64 ～万 200 左右万元 ，

村 东村 。 来， 村这些资 于分 股 民 经 的成熟阶 庄基础设 设金用 配给 集体和 进入集体 济发展 段以 由于 施建

大， ， 峪村 采 本 ，投 受新冠 影 中郝 按 分红多 于 的 与入 加之 疫情 响 股 取基 股 比例 方式 这 幽幽谷公司盈利

少多 关无 。笔者发现，村 从民 了得收益显 收入水平再分配中所 著提高 其 。例如，2019年， 大 一孟 娘 家

司获 收从幽幽谷公 得的股金 益为 2 多元万 ，加上 的收入经营民宿 ， 计 了两 入总者收 超过 10 元万 。2021

， 大 一年 翟 获 的按股 红叔 家 得 分 收入达 3 元万 左右。

2. ： 村 。公 服务 提 社福利水 实益 高 平 现 民共农 同富裕不仅包括增加村民收入 一这 个维度，共享集

体经济发 果展成 还应将支出端纳入考量。 村 、推 设 实现全面 进 庄建 公共服务 村民的 共享，同 共享样是

济发展 的 要方面集体经 成果 重 。 峪村中郝 集 济在 体经 “ 配四轮分 ”中， 的收益 “ 二第 轮分配”是指“人

人 等平 ，大人小孩都一样” 福的 利供给（ZDQ-20220707-HYS）。 峪村发展集体 例表明中郝 经济的案 ，

村 祉 ，实行 高 民 向的 制 提高集体以提 福 水平为导 收益分配 度 可以 经济 成果发展 的共享 ，平 平水 抑按劳

村 。分配和 分 后因 民 间收益 可 的 响按股 红 之 不均 能导致 负面影 根据幽幽谷公司的 程章 ，作为公司 股的

东，村民享有公司 。提供的生 务和集体福 遇产生活服 利待 ，村其中 民享受的福利待遇 三包主要 括免费

餐和免费医 保险疗养老 。等

一 ，方面 三 村 祉 。 来 ，村 办费 餐 最直观 现 全国 看 开免 是 民福 的体 从 庄 “幸福食堂”“长者食堂”

少 。 村做 见 区 食 通常的 法并不 与其他地 民 堂 只面向 60 以岁 上 ， 峪村 村做法不同 食老年人的 中郝 的 民

村堂是面向 民的全体
①
。 ， 村 ，村 ：中感 民 的幸福感 都溢于言笔者在调研 受到 提到 食堂 民 和满足感 表

“干起 来活 （干） 了累 ， 大上 饭食堂吃 ， 菜还吃 ，还有稀饭， 馒头吃点 ， 酱饼吃点 ， 菜那 好几种，

饭稀 还好 种几 ， 菜咸 还好几种， 地 南瓜有 瓜有 汁还有豆 ，很多种，很好啊！”（MDM-20201021-JHY）

“（ 村邻 村的 民） ， 池都羡慕 这 上镇的人都羡慕啊， 说都 怎么怎么好啊，要来 俺上 食堂去，买个

， 俺票 吃 们的饭，都说好吃！”（ZDN-20220706-GJT）

一 ， 峪村村 对另 方面 中郝 民 集体经济 展成果发 的 等 享平 共 村 村还体 在 集体 体现 为全 民缴纳医疗养

保老 险 。 村 村种 高 福利 益 例 发展集 蕴方面 这 提 社 水平的公 性支出是案 体经济所 含的价值形成与创造的

。 一部分成果 这 支出 年在 20 ， 办村 计 来计 ， 村万 与开 民食 合 起 算 每 体经元左右 堂的支出 年 集 济收益

计中的福 支 总 为利性 出 200万～220 元万 。 峪村中郝 利 出 占 收 的的福 性年支 虽然只 集体经济 益 5%，但

①
按照村民食堂的就餐规定，本村村民一年 365天都可享受村民食堂的免费三餐，本村村民的亲戚在大年三十当晚来吃

团圆饭，也是免费用餐。由于村里的孩子周一到周六在外上课，所以平日在食堂就餐的村民不到 300人（村庄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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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村 了 大 ， 村 一 。 村在 集 利 挥 巨 作用 体中培育出 结感 访体与 民的 益联结上发 在 社共同 种团 和社群感 受

了 村 ：民 年 康状况欠特别是上 纪或健 佳的 民说 “ 村，如果在其 能他 可 （ ）自己 ，都有困 在生活 难 现 可

了好 ，也不怕 病生 ，也不怕吃饭。”（ZGJ-20220707-LSZ）这种与“ 村他其 ”相比，“ 村们我 ”发展

来 村经 带 社福 提集体 济 的 利水平的 高， 村 成员的社为加强 社 会归属感、 了成功实现社 合提会整 供 条件。

（四）对案例村的进一步比较与讨论

大 ，于已 强 经济可持 经济维度不同 有文献 多 调集体 续发展的 并 、发展 济 实现 富 简将 集体经 共同 裕

一 长 （化为 高集体 收 增 张提 经济 入的单 性目标 立和 ，宏郭施 2019） 做的 法，本文的 ，表案例分析 明 集

体经济的 。可持续 多维度属性发展具有

，集体首先 经济的 续发 良 理机制和可持 展有赖于 好的治 制度安排。 村案例 基于 、治理利益 逻辑 传

、 村统治理 政 话语治 逻辑与 论 辑逻辑 策 理 庄舆 治理逻 ， 了提高 村 对集民 体发展的认同，提升了集体成

集 愿员参与 体行动的意 。 头 一 ，带 人的 民谋利与集 员的 预期 者让利和为 体成 得利与享利 道 促使两 形成

了 展集体经发 济的 共同体利益 。“相 认互承 ” 了促进 资源的有效整合， 了村激 民发 的参与热情，发挥

了 、 。经 在 业 开 利 和集 值 的作用集体 济组织 集体产 发展 资源 发 用 体资产保 增值等方面 也这 体现了集体

经济组织通过 村主治 体资 开 用自 理实现 庄集 源的有效 发和利 （ 子 ，的逻辑 健王辉和金 2022）。

， 对 ， 村其次 针 经济 临的经 境 个案例 体经济 续集体 发展面 营困 两 集 可持 发展 实的 践体现了集体经

展 两 典型济发 的 种 路径（ ，赵黎 2022）， 村即 组织资源 源通过依托 社 和治理资 、以土地入 方式股的 直

业生接经营农 产性服务（ 村）起南 和 、 村 、 村过多样化 创意农业 游 生 等农 新通 途径发展 乡 旅 态观光 业

态（ 峪村）中郝 。这两种 径都路 在 配重新 置村庄 、 ，有 合 源 内 性资 上自 资源 整 外源性资 与 源 源的基础

，利益相关 与创造价值 性重动员和组织 方协同参 系统 塑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 种这 体现“ 村新内乡

源发展”（ ，旭等岳晓文 2022） ，的模式 统性系 重塑了 ，体经济 模集 发展 式 在 、价值 创 自主共 发展的

基础上 了 、 长。实 经 率 稳 的增现 集体 济更有效 更 健

最后， 对 祉 ， 村体 临的福 困 例针 集 经济发展面 境 两个案 均在发展 裕的与富 基础上建立了合理的集

，济 配机制体经 收益分 了彰显 ，个体分工 的社 提高集体与 合作 会价值 了村 祉 ， 了社 平 现 集体福 水 实 成

对员 集体 的 使 享资产 收益和 用的共 ，体现了 经 组 在促 裕集体 济 织 进共同富 中的作用（ 锡文陈 ，2022）。

了村 对 ， 村收益 与福利待遇 增强 发展 和 为社区团 合分配公平 平等 民 集体经济 的认同感 归属感 结和 社整

了 ， 了 。提供 条 动 集 从发展 到 值实现 转化件 推 体经济 投入 价 的 村民 体 展 成从集 经济发 实践与 效中感受

到 情的 感， 一 对 ，也 未来村 势 必既是 往 反馈 是 庄 内生发展资 能的种个人 过 体验的积极 得以集聚 源与 要

条件。 一 村积极 源 进 步动员 参与集体这种 的情感资 有助于 和激发 民 行动， 村在彰 体地位 时显 民主 的同 ，

也 了 。化 集体 济发展 与 享 基强 经 共创 成果共 的行动 础 本 ， 、例 析 明 在 困文的案 分 表 破解主体 境 经营困

祉与福 困境境 的实践中，发展主体的 在场持续 、价值共创 程的 收 的可持续过 可持续与 益共享 相互作用，

了构成 一 、个开放的 相互强化 ，动态发 环的 展循 了 ，现 集体 济发展 的 成 共实 经 红利 持续形 与持续 享 形

了村 村 、 。与 体 作共 展 价值生态成 民 集 合 生 协同发 集体经济的 这既 体经济发展 参与是集 主体 互动与各

类 一源高 互 过程资 效整合的 构 体化 ，也是推 济实现由动集体经 “共有”向“共享”转化、以收益共享

村实 庄善治现 。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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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村 ， ， 村通 案 体 展 看 两 案例 业 途径发展过比 例 的集 经济发 道路 可以 到 个 均通过产 化和市场化 集

，体经济 激活了村 村 力。 ， 、 禀集体和 展集 生动 在 境 资源 赋民发 体经济的内 然而 由于 地理环 等方面存

， 了 。 ：一 ， 村 办 ，在差异 两 成 不 展路径 要 现在 方 起南 党 通 作者形 同的发 这主 体 面 组织 过领 合 社 将分

来，散 要 资 集中 高的土地等 素 源 起 通过提 土地产能、 伸延 产业链 了 ，要素激活 生产 实现了传 业经统农

三 发展济向 产融合 的转变。 ， 了村种 与产业化 发展道路这 组织化 相结合的 实现 集体资产的收益增加和

价 增值值 ，为村 建设庄 了提 实供 坚 的 基物质 础。 峪村郝而中 立足于 势态生 优 和 ，色资特 源 在充分研究

，偏好与目 基础上 发展市场需求 标群体的 特色 村化乡 ，旅游 、游与 农推动旅 美食民宿 事体验、文化康

养等产业的 ，融合 了 。形成 性旅区域 游品牌 一 ，另 方面 、 力、 本、 术土 劳动 资 等要素 与由于 地 技 投入

村 ， 村 村益 则 两 案 的 民集体收 分配规 存在差异 个 例 与村集体 。间 关系呈现 征 与之 形成的纽带 不同的特

村 ， 峪村村 村起南 相 郝 集比 中 体带领 民经营农家乐， ， 村景 堂餐饮管 由此 民更从事 区和食 理等活动 广

，地参 体经济 展 践中泛 与到集 的发 实 村 村集 与 民体 、在 发 创 常 利产业 展 价值 造和日 生活中的 联益 结关

。系更为紧密 全村合伙机制 能体现出 经济在促进 团结 方面 值更 发展集体 社区 与共同富裕 的社会价 。

村 ， 对 ， 村 、个案例 的 不同 但为 展集 的困境 案 因地制 因人制虽然两 发展道路 应 发 体经济 两个 例 宜

， 、 ，立 困 展 的 体 成机 创 共享机制 上实宜 建 起摆脱 境的发 集体经济 主 生 制 价值共 机制和收益 在此基础

了 、 ， 了现 集体 的有 增效 享 体经济可 所蕴含的 维度经济 效治理 提质 和价值共 体现 集 持续发展 多重 和集

。 村经济可 发 实现形 的多样 管 例 体 践 有体 持续 展 式 性 尽 两个案 发展集 经济的实 具 “ 方性地 ”，但这种

“ 方地 性” 相似的其以及与其 他“地方性”实践可以为 政策 施提相关 的完善和实 供“地方性”经验的

。 本 。持 这是 文 的价值所支 案例分析 在

五、结论与启示

对于“发展 济何以集体经 促进共 富裕同 ” 一 ， 来 。 本这 代之问 系 角 者时 应从 统性视 理解 笔 希望 文

于关 体 济可集 经 持续发展所蕴含的治理、 三经济和社会 个维度 ， 对的分析 有助 宽和 体于拓 深化人们 集

，经 发 识 为发展济可持续 展的认 集体经济 村促进农民农 同富共 裕 一种新的提供 视角。促 集体经 有进 济

、 力效治 主 机 集 质 效 价值 和 价值实现 享理的 体生成 制 推动 体经济提 增 的 共创机制 助 集体经济 的收益共

，机制 既是实现集体 发展经济可持续 的 制作用机 ，也 经济从是集体 “共有”走向“ 富共 ”“共享”的

。机制转化 本 村揭示案文通过 例 集 经济从 体 “空壳村”蜕变为“典范村” 作的 用机制， 一 了进 步阐释

村 。集 持 发 的内 经 展促进农 富裕的内在体经济可 续 展 涵和集体 济可持续发 民农 共同 逻辑 村案例 从凝聚

村 ，识入民共 手 展整合发 资源， 力， ， 了发内生发 成员的发 愿由 形成 集 济激 展动 集体 展意 是而生 体经

力效治理 动有 的 。为促进 体集 经济 可 展的 持续发 ， 村 起 励 容的 和 制案例 建立 激 相 动员机制 资源配置机 ，

村 ，村 。 本以及 民 与参与的保 制 社 得以 的 和发展资持续在场 障机 利益共同体 形成 有效 资 积累 源的系统

， 了 ，性整合 促 体经 模式的 升进 集 济发展 转型 级 提高了村 力社 公共物 给的 品供 能 富和财 水平。 化优 收

益分配机制、 村 祉提 民福高 水平， 一 了村激 展集体经进 步 发 民参与发 济 热 ，的 情 成形 了持续稳定的集

势体经济发展 能。 、展主 在发 体的持续 场 价值共创 ，过程 与收益共 可持 作用的可持续 享的 续相互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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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 、开 的个 放 相互 化强 的动 展态发 循环， 了村 村 、成 体 协 发 集体 值形 民与 集 合作共生 同 展 经济的价

。生态

本 了一案例分析 动集体经济 续发文通过 提供 种推 可持 展的“ 知识地方性 ”。 这笔者希望 种源于“地

方性”实践的“ 性知识地方 ”对丰 。 了富 集体 论具有 价 为 使集 经济在 实新型 经济理 参考 值 体 推动 现农

村 大 ， 村 、 力 ，农 裕 更 用 强 庄 自 主治理的 体经济民 共同富 方面发挥 作 增 自主发展 主创造与自 量 建立集

长 。 ， 一 类 、可持 展的 重要 济 创与收益 践中 进 步 型多续发 效机制至关 在集体经 价值共 共享的实 探索 样

， 村 。 长 ，相容的 安 与治理 则 有助 动 和 享激励 制度 排 规 于推 庄善治 收益共 从 远看 体 济 持续集 经 可 发展

一 ，个 而并非 静态的结果 是一个集体经济 定发展与稳 持 治续善 的动态过程。 有从只 理解 经集体 济的发

展困境出发，才 对 一 ， 一个事实形 识 即 革深水 集 经济亟 探寻 条 实能 这样 成共 处于改 区的 体 须 可以 现持

稳续 定发展 。对 ，的 道 的 索 源 求道路 这条 路 探 自人们追 义 对的价值取 幸福生活的社会公平正 向与 社群

，愿望美好 并且应 。民真 体 革与发展 和受益者 归以农 正成为集 经济改 的参与者 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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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 Dual-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OLi

Abstract: To explore a development model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at is more conducive to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gar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s a cor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 analysis of entity

dilemmas, development dilemmas, and welfare dilemma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ur study takes Qi’nan Village and Zhonghaoyu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examples and adopts an inductive 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s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Based on the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identify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s the

entity generation mechanism, 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 and revenue sharing mechanism.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reflected in a) forming a consensus on collective development and gathering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resources t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incentive of collective development, b)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restructur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income growth, and c)

optimizing the wa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well-being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to provide conditions for

community unity and integration. The continuous presence of development entiti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sustainable interaction of shared achievements form an open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dynamic development cycle, creating

a value ecosystem inwhich villagers and village collectives co-operate and coordinate to develop the collective economy.

Keywords:NewRuralCollective Economy; Farmer Entities; CommonProsperity; Sustainable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