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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方式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及优化方向
*

韩玉祥  许珍珍

［摘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完善公有制经济、促进共同富裕、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善治

等功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沿着经营方式视角，构建“经营方式-经营条件”理论框架分析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并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优化方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包

括外部输血、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资产资源收购、协助型服务业、银行存款放贷、入股分红等经营方

式。这些经营方式都属于各地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这些经营方式也需要

分别匹配不同的经营条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优化方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区

域有别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东部沿海农村及城郊村、中西部普通农村、东部沿海及城郊地区的

村集体经济强村、城郊地区且具有文旅资源禀赋的村集体经济强村须分别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另一方

面，我们要坚持主次有序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资产资源收购、协助型服

务业、银行存款放贷等经营方式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外部输血、入股分红、农旅融

合等经营方式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次要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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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脉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物质基础。农村集体经济还具有提

供公共服务、实现村级组织稳定运转、实现乡村社

会再组织等乡村治理功能。〔1〕〔2〕为此，近年来我国

高度重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

强调“壮大集体经济”。〔3〕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4〕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5〕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

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6〕 然而，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并

不理想。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国依然有 45. 6% 的

村庄属于集体经济“空壳村”。〔7〕 因此，对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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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意义。

学界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非

常丰富。总体来看，学界主要从治理、经济、社会

三大维度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其

中，治理、经济、社会三大维度又包括多个视角。

一是治理维度。治理维度强调从公共管理的角

度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

治理维度强调从制度、组织、协同共治等视角探讨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其一，制度视角。

制度视角主张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地制度、

项目制、积分制、集体制度、党的领导制度等制度

安排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陆雷等较多学者

认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的基本前提。〔8〕〔9〕周力等指出农地“三权分

置”改革有效落实集体所有权，增加农村集体经济

收入。〔10〕 张彬等学者发现政府通过治理项目及产

业 项 目 的 项 目 制 手 段 推 动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的 发

展。〔11-13〕 谭海波等发现积分制通过影响产权及声

誉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14〕 陈靖强调通过重

建集体制度壮大集体经济。〔15〕 周文等学者指出必

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16〕〔17〕 其二，组织视角。组织视角主张通过组

织设置及组织形式的变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彭凌凤等强调要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

理机制。〔18〕 曹斌从日本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演变

中分析出农村集体经济的六种组织形式。〔19〕 薛继

亮等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包括五种组织形

式：土地流转下的农民自主模式、县域下的政府组

织+农户运行模式、循环产业园区模式、各类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杨凌高新示范园区模式。〔20〕

钱淼等认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的有效组织方式。〔21〕 其三，协同共治视角。协同

共治视角主张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发展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周立等认为共建共治共享治

理体系可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22〕 郝

文强等强调的“抱团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村集

体、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共治。〔23〕

二是经济维度。经济维度强调从经济学的角度

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经

济维度强调从生产要素、经营方式等视角探讨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其一，生产要素视角。

生产要素视角强调资源、资金、资产、技术等生产

要素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马荟

等指出资源资本化有助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24〕 靳永广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

于要素聚合及其市场化流动。〔25〕 陈明指出资源重

组及其资本化能够使集体资产进入现代分工体系，

从而促进集体经济的内源式发展。〔26〕 其二，经营

方式视角。经营方式视角侧重于研究村集体采取何

种生产经营的途径、方式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壮大。孙新华等提出服务型集体经济的概念，认

为村集体可以通过提供服务的途径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27〕 夏柱智指出东部沿海农村主要依赖“地租

经济”的方式获得村集体收入，中西部农村则依赖

政府扶持的方式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28〕 高强

指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包括打造区域性服务联盟的

姜堰模式、以工业产业发展为基础的永联模式、抱

团发展与互助合作的吴中模式、与国有资本混合经

营的江宁模式。〔29〕 周振强调混合经营形态能够有

效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30〕 高鸣等指出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已形成经营型、联营型、租赁型、

服务型和党建型等发展模式。〔31〕 钟真等从自主经

营直接参与和合作经营间接参与两种市场经营方式

出发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32〕

三是社会维度。社会维度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

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社

会维度强调从集体共识、精英带动、农民主体性等

社会支持视角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

其一，集体共识视角。程郁等强调集体经济组织内

部的共识决策有助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33〕

其二，精英带动视角。刘浩等指出精英带动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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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变量。〔34〕 其三，农民主

体性视角。胡颖廉认为农民主体地位是影响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35〕 王海英等也

强调村民的内生动力及集体响应影响农村集体经济

的有效发展。〔36〕

综上，上述理论流派都具有一定解释力，为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相比于治理维度、社会维度，笔者认为经济维度中

的经营方式视角更具有解释力，但是也依然存在诸

多不足。其一，治理维度存在的不足。治理维度从

制度、组织、协同共治等视角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但是，制度、组织、协同共治就一定能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吗？例如，以土地资源的股份

化、市场化为代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一定能

发展集体经济吗？土地资源一定能变现吗？土地资

源如何变现？土地资源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变现？这

依然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没有说清楚的问题。

实际上，制度、组织、协同共治等体制机制变革只

能引导、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却难以控制、

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公共管理、公共治理需

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应当回归到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经济脉络中讨论农村集体经济如何

发展的问题。其二，社会维度存在的不足。社会维

度强调从集体共识、精英带动、农民主体性等社会

支持视角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但

是，集体共识和农民主体性不一定能匹配市场经

营，集体共识和农民主体性也无法弥补经营能力及

经营条件的不足。此外，精英带动原本就是不具有

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殊条件。显然，社会维度的集

体共识、精英带动、农民主体性等视角也未必就一

定能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其三，经济维度更加

具有解释力，但是也依然存在诸多不足。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生产经营过程决定着农村集体经济

是否能够发展壮大。因此，相比于治理维度、社会

维度，经济维度更加具有解释力。但是，经济维度

依然存在不足。生产要素视角忽视生产要素的组

合、使用、挖掘需要依据经营方式的不同来调整和

变换，因而经营方式视角实际上囊括了生产要素视

角。经营方式视角下，学界主要论述经营方式的实

践经验或实践样态，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营方式的

实践特点。部分学者总结经营方式的主体特点，另

一部分学者总结经营方式的产业特点。然而，学界

对经营方式的产业特点的总结尚不够清晰、全面，

并且没有更加深入地论述不同经营方式所依赖的经

营条件。

为此，笔者沿着经济维度中的经营方式视角，

更加清晰、全面地总结经营方式的产业特点或产业

形态，并澄清不同经营方式所依赖的经营条件，以

此廓清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简言之，只

有在经营方式与经营条件相互契合、相互匹配的情

况下才能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二、理论框架与案例介绍

1.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本质上属于经济

增长的问题。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经济增长理

论来解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和生

产率改进决定着经济增长，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本、技术变化决定着

经济增长，〔37〕 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知识积累和

技术进步导致新产品、新产业的出现，进而决定着

经济增长。〔38〕 总结来看，经济增长理论沿着“生

产经营的条件及要素-生产经营的产品及产业-经

济增长”的思路展开分析。为此，本文沿着经营方

式视角构建“ （产业） 经营方式-经营条件”的理

论框架来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本文

的分析思路具体如下：

一是按照“经营方式-经营条件”的理论框架

澄清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各种产业经营方式及其经

营条件，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包括不同类型的产业经营方

式，并且不同类型的产业经营方式需要匹配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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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条件。只有在经营方式与经营条件相互契合、

相互匹配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

效发展路径。

二是按照“经营方式-经营条件”的理论框架

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即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路径的优化方向。根据经营条件的不

同，不同区域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应当有

所差异，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根据经营条件复杂

度、可控度的不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

需要进一步区分主要经营方式和次要经营方式。

2. 案例介绍与案例选择

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按照多案例研究方

法规定的 6-10 个案例的数量要求，本研究分别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 6 个村庄。自 2021 年以来，笔者

到不同地区调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问

题。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笔者在苏南江村、苏南

山村、苏南阳村、豫南营村、豫北任村、皖南黄村

6 村的田野调查。

选取这 6 个案例，有如下理由：一方面，6 个

案例都属于各个地区的村集体经济强村，具有典

型性和代表性。苏南江村 2022 年的村集体经济收

入为 3800 万元，苏南山村 2022 年的村集体经济收

入为 6700 万元、苏南阳村 2022 年的村集体经济收

入为 2488 万元、豫南营村 2021 年的村集体经济收

入为 34. 75 万元、豫北任村 2020 年的村集体经济

收入为 22. 2 万元、皖南黄村 2015-2020 年的村集

体经济收入共计 430 万元。对于 6 个案例的分析有

助于我们总结并反复验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路径，符合案例研究的求同法则。另一方面，6
个案例也具有差异性 （见表 1）。从内在条件来看，

6 个案例的经营方式具有内在差异性，因而农村集

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并不完全相同。从外在条件来

看，6 个案例分属不同的区域、镇域，区位优势也

具有差异性，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差异也较大。

总之，本研究的多案例设计采取差别复制方法，6
个案例既具有结果相似性又具有内外差异性，符

合多案例研究的设计标准，因而研究结论也相对

可靠、准确。

三、经营方式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路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包括外部输

血、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资产资源收购、协助型

服务业、银行存款放贷、入股分红等经营方式。这

些经营方式都属于各地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这些经营方式也需要分

别匹配不同的经营条件。

1. 外部输血

（1） 经营方式。有学者曾指出中西部农村依赖

政府扶持的方式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9〕 实际

上，除了中西部农村存在政府输血的情况，东部沿

表 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多案例对比

村庄

内在条件

外在条件

经营方式

区域

镇域

区位

人口规模

空心化

经济结构

苏南江村

资产资源租赁、入股

分红、物业服务、水

电供给服务、外部

输血

东部

金镇

港口村

1 万

较低

造船、建材、电梯导

轨等

苏南山村

资产资源租赁、资产资源收

购、公墓服务、物业服务、水

电供给服务、银行存款放贷、

外部输血

东部

金镇

港口村

1. 2 万

较低

纺织、电子、机械等

苏南阳村

资产资源租

赁、物业服

务、银行存款

放贷

东部

后镇

港口村

1 万

较低

冶金、纺织、

机械等

豫南营村

资产资源租赁、土

地流转服务、水利

灌溉服务、外部

输血

中西部

楼镇

非城郊村

0. 23 万

较高

种植小麦、玉米

豫北任村

资产资源租赁、

土地流转服务、

外部输血

中西部

孙镇

城郊村

0. 26 万

较低

养殖业、水泥管

制造业

皖南黄村

外部输血

中西部

洋镇

非城郊村

0. 17 万

较高

种植烟草、

瓜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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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也存在政府输血的情况，并且以苏南江村为

代表的少数村庄还出现了企业输血的情况。为此，

笔者将其总结为“外部输血”的经营方式。“外部

输血”的经营方式指村集体依赖政府和企业的外部

输血和扶持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其一，政府输血。政府输血体现在办公经费及

项目经费两个方面的财政转移支付。2021 年，政

府向豫南营村财政转移支付办公经费 2 万元；政府

还向营村财政转移支付“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资

金 100 万元用于企业放贷，因而有 12. 5 万元的村

集体收入。2020 年，政府向豫北任村财政转移支

付办公经费 1. 2 万元，还有“改厕”项目资金 6 万

元。在皖南黄村，被评选为贫困村后， 2015-
2020 年黄村每年有扶贫专项资金 30 万元，2020 年

财政局还向其拨付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 50 万

元，2019 年还有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资金 200 万元，

6 年内政府向其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共计 430 万元。

2022 年苏南江村的政府输血共计 1161 万元，包括

政府对村集体物业服务、综合治理工作、征地拆迁

工作等政府补助。2022 年苏南山村的政府输血共

计 1074 万元，具体包括滨江新城开发的集体土地

征地补偿款 1001 万元，综合治理奖项、爱国卫生

奖项等政府补助 73 万元。

其二，企业输血。苏南江村的土地、厂房的归

属权属于某上市集团。该上市集团基于回馈集体的

考量，每年将部分土地、厂房的租赁收入转让给本

村，为村集体经济输血。2022 年，该上市集团为

苏南江村输血 1241 万元。

（2） 经营条件。外部输血依赖于国家政策、

企业家个人意志等经营条件。

其一，国家政策。政府输血的财政转移过程与

国家政策密切相关。以皖南黄村为代表的很多中西

部农村，精准扶贫政策之前属于村集体经济空壳

村，然而在评为贫困村后却一跃成为本区域的村集

体经济强村。显然，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变化，政

府输血的体量也会随之变化。以苏南江村和苏南山

村为例，正是地方政府出台的滨江新城开发政策，

两村才获得巨额的政府补助。

其二，企业家个人意志。企业输血的资金转移

过程与企业家个人意志密切相关。以苏南江村为

例，上市集团的业务分散在全国各地，与本地政府

及村集体的经济关联度并不大，因而主要依靠董事

长郁某的个人意志为江村的村集体经济输血。随着

下任董事长的更替，企业输血可能面临不确定性。

2. 资产资源租赁

（1） 经营方式。200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

的经营方式多数都转向“地租经济”，村集体从直

接经营者转变为收租者。〔40〕 笔者将其总结为“资

产资源租赁”的经营方式。“资产资源租赁”的经

营方式指村集体通过土地、厂房等资产资源的出租

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2004 年，苏南山村投资 1 亿元建设 5. 2 万平方

米的村工业园，后来又将其升级为 8 万平方米的工

业园区， 2022 年厂房年租赁收入约 1500 万元。

1980 年至 2000 年初，苏南晨村以租代征 130 亩土

地建设厂房，兴办村工业园区。2022 年，晨村的

厂房租赁收入约 1700 万元。2017 年，豫南营村所

在乡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综合整治过程

中的沟沟坎坎使村集体多出 300 亩集体土地。营村

以每亩 375 元的价格出租给种田大户，村集体经济

增收 11. 25 万元。豫北任村属于城郊村，80 年代的

乡镇企业倒闭后一直留有部分建设用地，因而任村

每年有 13 万元的土地租赁收入。

（2） 经营条件。资产资源租赁与土地资源及

土地政策、土地价格及市场距离等经营条件密切

相关。

其一，土地资源及土地政策。土地资源的多少

决定农村集体经济是否有可变现的资源和资产。而

土地资源则与土地政策的发展演变有很大关系。

2010 年以前，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政策较为宽松，

很多农村采取“以租代征”的方式增加土地资源，

实现资源资产的租赁和变现。然而，2010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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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制越来越严格，东部沿海农村的土地开发受

到限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也出现瓶颈。1998 年

前，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中西部农村大多有集体

土地，因而有小规模的集体经济。然而，第二轮土

地承包之后，很多中西部农村也不再进行“生增死

减”的土地调整，集体土地逐渐消失，农村集体经

济也逐渐空壳化。近年来，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改

革，很多村庄逐渐盘活土地资源，增加了集体土

地，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例如，豫南营村所在

楼镇在“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全域实

施土地综合整理项目，集中流转全镇 98% 的耕地。

一方面，土地综合整治实现土地连片和规模化经

营；另一方面，土地综合整治消除沟沟坎坎后，增

加集体土地，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其二，土地价格及市场距离。土地价格决定村

集体经济的规模和体量。对于东部沿海农村及城郊

农村而言，这些农村处于工业地带和城市地带，市

场距离近，因而土地价格非常高。对于中西部农村

及非城郊农村而言，这些农村处于非工业地带和非

城市地带，市场距离较远，因而土地只能用于农业

生产，土地价格较低。例如，豫南营村 300 亩土地

的年租金收入仅有 10 万元，而苏南晨村 130 亩土地

及厂房的年租金收入则高达 1700 万元。

3. 协助型资产资源收购

（1） 经营方式。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土

地、厂房等资产资源日趋紧张，农村集体经济在达

到一定规模后普遍面临发展瓶颈。为突破资产资源

限制，一些村庄收购其他企业的土地、厂房等资产

资源，走向厂房投资的发展路径。但是，土地、厂

房等资产资源的收购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村集体

有可能收购劣质的资产资源导致资产资源投资项目

的失败。为此，这些村庄在本地政府的“协助”下

收购本地的优质资产资源，从而保证农村集体经济

的发展壮大。为此，笔者将其总结为“协助型资产

资源收购”的经营方式，即村集体在政府协助情况

下通过收购本地企业的土地、厂房等优质资产资

源，进而出租收购的优质资产资源，最终实现农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例如，在村集体经济陷入发

展瓶颈情况下，苏南山村收购本地某装备制造公司

及某锻造公司的优质资源资产并进行再出租，因而

2022 年村集体经济增收 1000 万元。

（2） 经营条件。协助型资产资源收购与土地

价格及市场距离、巨额收购资金、政府协助等经营

条件密切相关。

其一，土地价格及市场距离。东部沿海农村市

场距离近，企业和政府对土地、厂房等资源资产有

长期的市场需求，因而资源资产的市场价格很高。

正是在此背景条件下，东部沿海农村能够通过资产

资源收购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对比来

看，中西部农村则没有条件通过资产资源收购实现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其二，巨额收购资金。资产资源收购需要巨额

的收购资金来做支撑。苏南山村在收购本地某装备

制造公司及某锻造公司过程中，苏南山村和其他 5
个村庄合股出资共计 5. 4 亿元。其中，苏南山村投

资 9000 万元。显然，苏南山村 6700 万元的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是苏南山村收购优质资源资产的基础

条件。

其三，政府协助。优质资源资产的收购离不开

地方政府的协助。在资源资产收购过程，地方政府

在项目筛选、项目竞拍、项目谈判等环节都协助苏

南山村可以收购到本地的优质资源资产。之所以限

定在本地的优质资源资产，是因为地方政府无法判

断外地资源资产是否优质，也无法协助村集体收购

到外地的优质资源资产。在项目筛选环节，地方政

府下属相关部门会联合评审、研判项目是否优质、

是否增值，帮助山村筛选出本地的优质资产资源项

目。例如，苏南山村收购的某装备制造公司破产的

原因主要是企业主喜好打牌、疏于经营，而非资产

资源的劣质。因此，该装备制造公司的资源资产属

于优质资源资产。在项目竞拍环节，地方政府设置

相应的条件协助山村进入竞拍行列。在项目谈判环

节，地方政府作为中间人帮忙协调，尽量压低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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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使山村低价收购优质资源资产。

4. 协助型服务业

（1） 经营方式。有学者曾提出服务型集体经济

的概念，认为村集体可以通过提供服务的途径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41〕 实际上，不管是中西部农村，

还是东部沿海农村，都存在服务型集体经济。为

此，笔者将其总结为“协助型服务业”的经营方

式。“协助型服务业”的经营方式指村集体在政府

协助情况下通过水电供给服务、物业服务、公墓服

务、土地流转服务、水利灌溉服务等方式实现农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其一，水电供给服务。村集体在水电供给服务

过程中会赚取少量差价。2022 年，苏南江村的水

电服务收入为 236 万元。2022 年，苏南山村的水电

费服务收入约 600 万元。

其二，物业服务。苏南地区的村集体都成立本

村的物业公司，设置联防队、绿化办等部门，负责

村镇工业园区及其周边环境的物业服务，村集体每

年获取物业服务收入。2022 年，苏南江村的物业

服务收入为 319 万元。2022 年，苏南山村的物业服

务收入约 500 万元。2022 年，苏南晨村的物业服务

收入约 180 万元。

其三，公墓服务。20 世纪 90 年代，当地民政

局开始建设公墓。由于苏南山村地理位置优越，因

而选择在山村建立公墓，服务周边群众。山村的公

墓面积 128 亩，每个墓地收费 1 万元。为此，苏南

山村 2022 年的公墓收入约 2800 万元。

其四，土地流转服务和水利灌溉服务。在中西

部农村，种田大户通过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实现土地

连片的规模种植，还享用村集体提供的水系修复、

水利纠纷协调等水利灌溉服务，因而种田大户向村

集体缴纳土地流转服务费和水利灌溉服务费，从而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020 年，豫北任村帮助种

植大户流转土地 400 亩，每亩收取 50 元服务费用，

因而村集体经济增收 2 万元。2021 年，豫南营村通

过土地综合整治帮助种植大户流转土地，还帮助种

田大户疏通水系，协调用水纠纷。于是，豫南营村

按照每亩 50 元的费用向种田大户收取土地流转服

务费和水利灌溉服务费，1800 亩土地共收取 9 万

元，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2） 经营条件。协助型服务业与服务价格及

市场距离、政府协助等经营条件密切相关。

其一，服务价格及市场距离。东部沿海农村市

场距离近，工业发达，企业对水电供给服务和物业

服务具有刚性需求，因而服务价格较高。而中西部

农村市场距离较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种植大

户对土地流转服务和水利灌溉服务具有市场需求，

因而服务价格相对较低。正是市场距离、市场需求

决定着这些服务是否可以变现、变现的规模体量

大小。

其二，政府协助。以水电供给服务、物业服

务、公墓服务、土地流转服务、水利灌溉服务为代

表的服务业实际上需要政府及村集体的协助。公墓

服务、水电服务、土地流转服务都属于政府管理的

范畴。正是政府对国土资源、殡葬行业、水电资源

的管理权限才使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发展这些服务业

并收取服务及管理费用。水利灌溉服务和物业服务

实际上也是基于政府的国土资源管理、企业管理、

消防安全管理、外来人口管理、纠纷调解管理等管

理权限而延伸出来的对物业及水田灌溉的服务及管

理权限。例如，豫南营村在收取水利灌溉服务费过

程中遭到一些种植大户的反对。然而，由于种植大

户必须通过村集体流转土地，种植大户愿意让村集

体提供水利灌溉服务，愿意向村集体缴纳水利灌溉

服务费用。例如，苏南江村、山村、晨村的企业原

本可以自己成立物业公司来负责工业园区的物业服

务。但是，地方政府及村集体具有企业管理、消防

安全管理、环境卫生整治、治安巡逻、纠纷调解管

理、外来人口管理等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能。在

此背景下，企业在上述公共事务中需要经常与地方

政府及村集体打交道，因而企业愿意让村集体提供

物业服务、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增加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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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如此，企业与村集体、地方政府的关系得以

维系，也有利于企业在本地的长远发展。显然，以

水电供给服务、物业服务、公墓服务、土地流转服

务、水利灌溉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都离不开政府及

村集体的协助。

5. 银行存款放贷

（1） 经营方式。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土

地、厂房等资产资源日趋紧张，农村集体经济在达

到一定规模后普遍面临发展瓶颈。但是，村集体又

没有其他可行的经营方式。于是，部分村庄将村集

体经济的闲置资金用于较为安全保险的银行存款放

贷，既避免集体资金的闲置，又避免经营风险。为

此，笔者将其总结为“银行存款放贷”的经营方

式，即村集体通过银行存款放贷的利息收入实现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例如，苏南山村将 8000 多

万存入银行，2022 年村集体获取利息收入 338 万

元。苏南晨村存入银行 1. 4 亿元，2022 年村集体获

取利息收入 600 万元。

（2） 经营条件。银行存款放贷主要与存款放

贷资金的经营条件密切相关。

银行存款放贷的前提是具有大量的存款放贷资

金。对于东部沿海农村而言，村集体经济非常强

大，具有雄厚的资金，因而可以获得上百万的存款

利息。然而，对于中西部农村而言，村集体经济的

账面资金比较少，难以获取巨额的存款利息。

6. 入股分红

（1） 经营方式。“入股分红”的经营方式指村

集体通过投资入股获取股份分红实现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壮大。较多学者提倡村集体经济走入股分红的

发展路径。然而，入股分红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

金融投资活动。很多村庄在入股分红过程中产生巨

额债务，导致村集体经济的流失。只有极少数的村

庄能够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壮大。例如，苏南江村就属于极少数村庄的典型

代表。1996 年，苏南江村的村办企业改制为股份

合作制，苏南江村以 55 万元的原始股投资该上市

集团，拥有 10% 的股份。因此，2022 年苏南江村

的股份分红收入为 836 万元。

（2） 经营条件。入股分红与入股资金、优质

项目等经营条件密切相关。

其一，入股资金。村集体入股分红前需要较多

的入股资金。例如，苏南江村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

过兴办村办企业积累了 55 万元的入股资金，这在

当时并不是小数目。

其二，优质项目。村集体有入股资金后，需要

投资入股优质项目才能实现资本增值。然而，所投

项目是否优质却常常难以判断。投资项目是否优

质、是否增值涉及到企业资金、人才、区位优势、

市场行情、国家政策等各个因素。企业资金方面，

苏南江村入股的某上市公司经历过多轮融资及银行

贷款使得该上市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人才方面，某

上市集团的成功经营离不开企业家的管理才能及技

术人才的辛勤研发。某上市集团的企业主是苏南江

村的村支书，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这表明企业主的

才能非同一般。区位优势方面，某上市公司位于东

部沿海经济带，而且紧邻外贸港口，地理位置极其

优越。市场行情方面，市场行情的波动，尤其是金

融危机、市场供求等情况都会导致企业经营的成

败。国家政策方面，某上市集团的发家致富离不开

村集体及地方政府在土地政策、银行贷款政策、税

收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总之，苏南江村投资入股的

某上市集团的成功经营具有复杂性、特殊性和偶然

性，因而投资入股项目的优质或劣质常常难以

判断。

四、经营方式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

径的优化方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优化方向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区域有别的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不同区域的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路径应当有所差异，采取不同的经营方

式。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主次有序的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路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应

当区分主要经营方式和次要经营方式，从而保证经

··25



农村经济 2024 年第 8 期

营方式的稳健有序。

1. 坚 持 区 域 有 别 的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路径

由于东部沿海农村与中西部农村、城郊村与非

城郊村的经营条件具有内在差异性，因此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应当坚持区域有别的思维方式，避免

一刀切式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其一，东部沿海农村及城郊村的经营方式。东

部沿海农村及城郊村具有市场距离近、村集体资

金、政府协助等经营条件，因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可以采取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资产资源收

购、以水电供给服务和物业服务为代表的协助型服

务业、银行存款放贷等经营方式。

其二，中西部普通农村的经营方式。中西部普

通农村不具有市场距离近、村集体资金等经营条

件，但是却具有土地资源多、政府协助等经营条

件。为此，中西部普通农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主要可以采取资产资源租赁、以土地流转服务和水

利灌溉服务为代表的协助型服务业等经营方式。其

中，资产资源租赁的经营方式需要中西部农村加快

土地综合整治、推进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改革，进

而使村集体在沟沟坎坎的平整过程中增加集体土

地，最终增加土地租金收入。此外，中西部普通农

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应当有较高的资金数额

规定，因为中西部普通农村的经营条件决定其村集

体经济数额常常在 30 万元以下，属于兜底型村集

体经济。

其三，东部沿海地区及城郊地区的村集体经济

强村可以尝试入股分红的经营方式。由于入股分红

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投资活动，需要满足资

金、人才、区位优势、市场行情、国家政策等经营

条件。东部沿海地区及城郊地区的村集体经济强村

或许具备资金、人才、区位优势等方面的经营条

件，因而这些农村可以尝试入股分红的经营方式。

其四，城郊地区且具有文旅资源禀赋的村集体

经济强村可以尝试农旅融合的经营方式。由于农旅

融合需要满足资源禀赋、资金、人才、区位优势、

市场行情、国家政策等经营条件。城郊地区且具有

文旅资源禀赋的村集体经济强村或许具备资金、人

才、区位优势等方面的经营条件，因而这些农村可

以尝试农旅融合的经营方式。

2. 坚 持 主 次 有 序 的 新 型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路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应当区分主要经

营方式和次要经营方式，从而保证经营方式的稳健

有序。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应当为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

资产资源收购、协助型服务业、银行存款放贷等经

营方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次要经营方式应

当为外部输血、入股分红、农旅融合等经营方式。

其一，主要经营方式。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

资产资源收购、协助型服务业、银行存款放贷等经

营方式的经营条件相对简单和可控，应当成为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此外，全国最

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都表明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

资产资源收购、协助型服务业、银行存款放贷等经

营方式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

因而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经济规律。正如苏南某

区乡村振兴科主任所言：“本地区 60% 的农村集体

经济收入为厂房、土地的租金收入 （即资产资源租

赁的收入）。 40% 的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为物业服

务、水电供给服务等服务性收入 （即协助型服务业

的收入） ”

其二，次要经营方式。外部输血、入股分红、

农旅融合等经营方式的经营条件具有复杂性和不稳

定性，应当成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次要经营

方式。外部输血的经营方式会随着国家政策、企业

家个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无法实现村集体经济的

内源式发展。入股分红的经营方式属于高风险的金

融投资活动，很可能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的负债及流

失。农旅融合的经营方式需要具备资源禀赋、资

金、人才、区位优势、市场行情、国家政策等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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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因而也常常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的负债及

流失。

尤其采取农旅融合的经营方式需要慎之又慎。

近年来，全国农村都普遍采取农旅融合的经营方式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却往往以失败告终。例

如，2014 年以来，为壮大村集体经济，苏南江村

建设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实施农旅融合项目。江村

流转 1600 亩土地，主要种植花卉苗木。其中，每

亩租金 1350 元，管理费用每亩 500 元，每年花费

296 万元。但是 10 年来苗木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

态。近几年，江村还用 15-16 亩打造郁金香公园。

每年 3 月份举办郁金香节，发展乡村旅游业。江村

投资 3000 万元打造旅游景点，包括河道、茶馆、

亲子乐园等等。每年举办郁金香节还需花费 50 万

元。结果，每年郁金香节的毛利润收入仅有 30 万

元。换言之，长江村在农旅融合项目上投资 3000
多万，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却仅有 30 万元。显然，

以苏南江村为代表的村集体经济强村的经营都失败

了，那么其他农村则更难以采取农旅融合的经营方

式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五、结论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完善公有制经济、

促进共同富裕、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乡村善治等功

能。因此，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具

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界主要从治理、

经济、社会 3 大维度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路径。治理维度强调从制度、组织、协同共治等视

角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经济维度强

调从生产要素、经营方式等视角探讨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发展路径。社会维度强调从集体共识、精英

带动、农民主体性等社会支持视角探讨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相比于治理维度、社会维度，

笔者认为经济维度中的经营方式视角更具有解释

力。为此，本文沿着经济维度中的经营方式视角，

构建“经营方式-经营条件”理论框架来分析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并提出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路径的优化方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包括外部输

血、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资产资源收购、协助型

服务业、银行存款放贷、入股分红等经营方式。这

些经营方式都属于各地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这些经营方式也需要分

别匹配不同的经营条件。其一，“外部输血”的经

营方式指村集体依赖政府和企业的外部输血和扶持

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外部输血”的经营方

式依赖于国家政策、企业家个人意志等经营条件。

其二，“资产资源租赁”的经营方式指村集体通过

土地、厂房等资产资源的出租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壮大。“资产资源租赁”的经营方式与土地资源

及土地政策、土地价格及市场距离等经营条件密切

相关。其三，“协助型资产资源收购”的经营方式

指村集体在政府协助情况下通过收购本地企业的土

地、厂房等优质资产资源，进而出租收购的优质资

产资源，最终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协助

型资产资源收购”的经营方式与土地价格及市场距

离、巨额收购资金、政府保护等经营条件密切相

关。其四，“协助型服务业”的经营方式指村集体

在政府协助情况下通过水电供给服务、物业服务、

公墓服务、土地流转服务、水利灌溉服务等方式实

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协助型服务业”与服

务价格及市场距离、政府协助等经营条件密切相

关。其五，“银行存款放贷”的经营方式指村集体

通过银行存款放贷的利息收入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壮大。“银行存款放贷”的经营方式与存款放贷

资金的经营条件密切相关。其六，“入股分红”的

经营方式指村集体通过投资入股获取股份分红实现

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入股分红”的经营方式

与入股资金、优质项目等经营条件密切相关。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优化方向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我们要坚持区域有别的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不同区域的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路径应当有所差异，采取不同的经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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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东部沿海农村及城郊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可以采取资产资源租赁、协助型资产资源收购、以

水电供给服务和物业服务为代表的协助型服务业、

银行存款放贷等经营方式。中西部普通农村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主要可以采取资产资源租赁、以土

地流转服务和水利灌溉服务为代表的协助型服务业

等经营方式。东部沿海地区及城郊地区的村集体经

济强村可以尝试入股分红的经营方式。城郊地区且

具有文旅资源禀赋的村集体经济强村可以尝试农旅

融合的经营方式。其二，我们要坚持主次有序的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路径应当区分主要经营方式和次要经营方式，从

而保证经营方式的稳健有序。资产资源租赁、协助

型资产资源收购、协助型服务业、银行存款放贷等

经营方式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经营方

式，外部输血、入股分红、农旅融合等经营方式是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次要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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