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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当前各级政府一项重要、紧迫的工作。邵阳

市横冲村党委政府紧紧围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这一目标要求，依托优势资源，因地制宜、科学谋划、

创新思路的工作方针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的。本文主要介绍了横冲村集体

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其产业服务型、村社结合型、项目促进型3类现有发展模式，探讨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收入支撑少、政策落地难等矛盾问题，并从发展特色产业、盘活存量

资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措施，为我省提高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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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and ex-
pans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work of govern-
ments at all levels. The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of Hengchong Village of Shaoyang City 
closely around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village 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relying on su-
perior resources, tak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innovative ideas to 
develop and expand the village 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achieve the strategic purpose of ru-
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Hengchong village col-
lective economy, analysing three existing development modes which are industrial service, village 
combination and project promotion,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imbalance, imperfect system, in-
come support, policy contradictions, an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revital-
ize stock asset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
my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 and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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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冲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概述 

横冲村是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板桥乡下辖的行政村，占地总面积 5.1 平方公里，由实地调查可知，

横冲村第一、二产业发展占比较大，第三产业占比较小。其中，第一产业以村集体“特色黄桃产业”和

“绿色蔬果”种植业为主，第二产业以村集体科技工业园和光伏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则以“百年祠堂”

旅游业和文创产业为主，尚处于萌芽阶段。 
此外，村集体经济的主要运行模式为“村集体土地流转 + 公司技术引入和销售 + 农民种植/务工”，

村集体、公司和农民三方按照“3:4:3”的比例划分收益。就横冲村村内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伴随着

区位产业、合作社和项目引领等综合发展模式的不断优化，至 2020 年底，该村已从集体经济空白村一跃

成为全乡村集体经济收入第一的村。 

2. 横冲村村级集体经济的做法与成效 

2.1. 横冲村集体经济现有发展模式 

2.1.1. 产业服务型——科技工业园 
横冲村以“优化外部投资环境，盘活内部存量资产，加快总体发展步伐”为思路，尝试发展“产业 + 

服务”的模式，进行村内产业结构调整，结合本地特色农产品、地理等优势，组建生产、加工和流通环

节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以及专业公司，同时在优化投资环境的前提下，吸引投资者在本村内开设工厂或

承包一定业务，采取“公司 + 农户”、“村集体 + 农户”、“协会 + 农户”等形式，为本村农户提供

多渠道的就业机会，增加横冲村村集体收入。自 2012 年起，横冲村村集体联合外来公司、协会，组建村

内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的中介组织，结合本地地理和人口优势，逐步形成“村集体合作社土地流转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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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协会销售 + 农民务工”的运行模式，以“3:4:3”为相应比例分成，遵循“盈利共享、风险共担、效

益决定”的分配原则，开发了横冲村科技工业园区，现如今，横冲村科技工业园区内主要分布有 4 种类

型产业。 
这不仅增加了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使得村内闲置劳动力优势得到有效发挥，还打造了优势“区位促

进”产业发展模式，吸引外出人才返乡，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据调查数据显示，村级集体平均每年可

取得 40.6 万元左右的租金和生产加工收益。 

2.1.2. 村社结合型——“绿色蔬果”种植园和“特色黄桃”基地 
就当地经济发展形式、情况和经济基础而言，横冲村大多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经济基础薄弱。因

而，村级集体就此成立专业合作社，带领农民闯市场。以本村的实际自然条件为基础，横冲村村委会通

过多次调研论证，成立“绿色蔬果”专业生产合作社，采取“合作社 + 基地(科技园/公司) + 农户”综

合经营模式种植水果和蔬菜，为社员提供“种、管、销”一条龙服务。 
其中，“种”由横冲村驻村干部队伍按照劳动力类型和质量进行划分。“管”则由横冲村基层党组

织干部队伍领导，联动周边村级基层组织合作互通，在科学统筹和调控下，按照市场预计量分配任务，

同时，按时为合作社内成员开展免费的相关知识和对应技能培训，提高村内劳动力质量。 
“销”则以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相结合进行，线上以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广、淘宝网店销售、直播带

货等方式展开宣传，结合本村和周边村级共同发展的绿色物流产业，售往全国各地，不断扩大知名度，

线下则由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进行统筹，集中统一销售至本市及其周边地区市场。此外，在蔬果成熟的时

期，会有大批消费者自费到横冲村“绿色蔬果”产业生产地进行采摘，自行购买。这一新模式，使得横

冲村“绿色蔬果产品”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定份额，不仅在本市及其周边地区富有知名度和影响力，还通

过线上宣传、线下物流等畅销全国。 
自 2016 年起，在各级单位帮扶和政府拨款支持下，横冲村集体累计投资 300 万元，建设 500 亩“特

色黄桃”种植基地，并根据当地黄桃“虽小但精”的特点，围绕深加工进行黄桃产品的拓展，生产有黄

桃罐头、黄桃干等一系列产品，预计与多家市场知名零食品牌合作，推动黄桃深加工，实现黄桃产品全

年供应。 
截至 2020 年，横冲村“特色黄桃”产业和“绿色蔬果”产业零售市场规模达到 43.64 万元，同比增

长 14.2%，深加工市场规模达到 10.96 万元，同比增长 17.1%，零售市场规模和深加工市场规模增速保持

上涨趋势，影响力不断增强，本村参与其中的村民所得收益也在逐年增加。 

2.1.3. 项目促进型——文创与光伏发电项目 
除了依托于本村的自然资源条件，横冲村集体还充分挖掘当地的丰富文化资源，在重新修缮本村著

名“朱氏百年祠堂”的同时，村集体积极开展把朱氏宗祠申请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通过打造

人文景观、不断壮大乡村旅游业，并延伸相关的 IP 形象，制作特色周边文创产品，招募人才推进文创项

目，向文创市场进军，向“一年四季有收入”努力。 
此外，依托横冲工业园区的产业优势，横冲村集体引入清洁能源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2.7 亩，2016 年装机 26 千瓦，2016 年装机 40 千瓦，共计 66 千瓦，投入使用后，月收入在九千元左右，

天气好的时候月收入可达万元左右，年收入可超过 10 万元，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装机功率，探索在枯水

限电季节支撑工业园区的工业用电的可行性，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为工业园区招商创造优势条件。 

2.2. 横冲村集体经济成效概括 

在横冲村集体的共同努力下，村民收入普遍提高，全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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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底全村实施了 D 级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工程、66 千瓦光伏发电、雨露计划等多方位的发

展项目，同时，横冲村集体积极建设专属网络销售平台，“绿色蔬果”种植园和“特色黄桃”基地的影

响不断扩大，几乎达到了“一产即销”，深受消费者喜爱，工业园区的营业值也逐步上升。 
据有效数据统计，2020 年横冲村集体经济收入规模达到 100 万元，2020 年下半年，横冲村也实现了

全面脱贫。预计未来 3 年后，横冲村集体经济收入规模将达到 120 万元以上。 

3. 横冲村村级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3.1. 横冲村村级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 

3.1.1. 支出负担较重，化债难度较大 
目前由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公共事业等费用支出部分需要由村级承担，如基础设施、民生福

利保障等，村级支出的负担比较重。经统计，邵阳市清产核资产后，村均债务 798.9 万。此外，由于前

期开发产业和项目需筹集的资金量大，横冲村村内集体资产很难满足，因而村集体进行了债务借贷，加

之农村道路修建和村庄环境整治，到了后期，村集体支出负担重，同时化债难度较大，这致使集体经济

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3.1.2. 农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不善 
据访谈记录和调查问卷可得，横冲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过程中，部分财务收支未能及时记录在

相应账中，且村内集体经济的信息公开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弊端，如未能及时跟踪财务信息、披露信息

的内容含糊不清等，加之监督环节较为薄弱，由此导致在具体经营中呈现混乱局面。 

3.1.3. 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缺乏市场竞争力 
尽管村集体经济在过去 5 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比当下市场，村内的各项产业项目仍旧呈现

出“同质化”的特点，横冲村如今所谓的产业项目“创新”效益是短暂的，与市场上的其它产业几乎趋

同，在不久后这种效益便会消失。并且，在人才支撑和科技水平两方面而言，相对于其它更为发达地区

农村的集体经济，也表现出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特点。 

3.2. 横冲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实质 

据调查发现，横冲村集体经济总体发展情况较好，但其资产管理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有待提高，后

续集体经济发展动力有待增强。基于调研成果，笔者认为可将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集体经济现状中的问

题实质概括为以下两大点。 

3.2.1. 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不善 
农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机制运行的关键在于对农村集体经济日常运作所需资金的有效、规范化管理，

这其中就包括对村集体现金以及其他货币资产收支的有效分类和记录。但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一些

财务收支情况无法及时记录在分类账中，因此，这就存在部分的非账户性问题。此外，一般而言，村集

体财务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监督环节也较为薄弱，公开的信息内容含糊不清，而由于监督管理不善而引

起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处理，问题不断堆积，日益严重，就进一步造成了村集体财务管理混乱，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运行，更可能成为滋生贪腐的温床。 

3.2.2. 农村集体经济后劲不足 
首先，当前因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企业对厂房的租赁需求减少，村集体原先购建的厂房等出租风

险增大，与此同时，受网购冲击，部分门面资产的出租也面临困境。其次，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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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和城郊村持有的经营性资产也在拆迁中不断减少。最后，尽管我国对帮扶机制的落实较为重视，但并

未对村集体经济深度涉足，村集体本身就存在群众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加之村集体经济发展易出现固化

思维等现象，惯于对好经验模式进行照搬硬抄，无法真正立足于当下状况，对发展模式进行科学分析和

量“村”定制，因而也容易呈现出发展后劲不足的局面，前期发展的项目和产业也容易走向“破产”。 

4. 横冲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改进措施 

4.1. 盘活存量资产，加强资产管理 

首先，农村资产监管需要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加入农村资产管理工作，

并将其列入乡镇科学发展考核。此外，村级相关部门要在符合城乡规划前提下，制定产业发展方案，同

时注重提高村级财务管理水平，创新“村级财务和村级管理”模式[1]，明确工作职责、考核机制等，详

细记录村集体资金流向，实现资产和资金的有效公开透明，确保村集体资金安全。 
最后，还要加大对财务管理和监督的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监督维权意识，加强村内财务管理教育，

转变村民传统观念，提高村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适配有效”的财务管理制度。 

4.2. 坚持多元发展，实现抱团联动 

在村内集体经济发展进程中，要坚持多元发展，坚持产业带动、村办实体和置业投资有机结合，因

村施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当地农民流转土地、林地，集中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村集体通过订单

收购、产品加工等方式实现农民增收，并与企业等进行合作，保证常态化运营，同时完善好网上销售联

动平台，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在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要发展合作联动经济，实现村集体间的抱团联动。其中，最关键

的是要树立开发合作、抱团联动的思路，加大统筹力度，引导各村联建共同发展。鼓励各村集体在进行

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以村集体名义创办各种新型农业合作主体，或是直接参与各类经济服务项目的运作，

也可以以资金、土地等为条件，入股经济项目的建设和开发，通过分红方式获得较稳定的收益。这样才

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各类有效资源的整合和人口力量的汇聚，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的

收入。 

4.3. 加强上级扶持，强化人才支撑 

4.3.1. 加强上级扶持，增强发展活力 
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其根本保证为国家的关注与政府的支持，且政府的引导地位不容忽视，

因此改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应该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动态的关注，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大

扶持力度。 
一是相关专业人员报酬扶持。相关地方政府应通过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对村书记评定等级，村书记

领取的基本报酬标准则依据评定的等级可以提高到 1.4~1.6 倍不等，从而有效提高驻村干部和村干部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提升村集体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2]。 
二是专项活动经费扶持。在村庄环境整治工作中，要进一步形成市区镇村各级共同出资的局面，减

轻村集体的支出负担，降低村集体的化债难度。 
三是民生建设和特色项目扶持。生态乡村建设等项目，根据建设级别的不同，相关责任部门加强各

项资金的支持，同时配以严格的资金审查和监督制度，确保资金投入落到实处，促进各类村集体经济项

目有序开展，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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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吸引人才回流，强化人才支撑 
任何时候人才都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大量年轻人外流，“空心

化”发展趋势日益凸显，留住年轻人，吸引优秀人才迫在眉睫。 
一是要加大返乡农民工“凤还巢”支持力度[3]，在各个农村建设更多的项目孵化基地，为返乡创业

人员提供更多的知识技能培训机会，提高就业与创业的能力。建立完善的就业创业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为返乡人才提供无阻碍、对等有效的创业就业信息资源。 
二是要用好互联网这个当今最大最有效的平台和优势，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创业就业，给予必

要的财政资金补贴，完善乡村网络信息站，搭建有效的农村电子商务平台，推动优质特色农产品和乡村

服务上线，带动村内及周边农民增收，增加村集体的收入，增强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实力。 

5. 结语 

近年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居民的集体经济获得感不断提升。

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前途更加光明，意义更加凸显，任务也更加明确。发展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夯实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它既是一项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邵阳市横冲村经过近五年的探索，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村集体性质项目运行管理机制，集体的经营性

收入有了显著的提升，村民收入普遍提高，全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各方面日趋完善，也慢慢形成可供其

他地区借鉴的发展模式。但同时横冲村集体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和问题需要一一破解。面对新形

势，当地集体经济管理人员应当积极转变思想，拓宽村集体收入来源，采取有效方法和措施，强化人才

支撑，坚持多元发展，实现抱团联动，同时要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的财务管理方式，促进现

代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发展。最后，村集体经济管理人员要发挥好村庄资源、人文、环境等优势，因村制

宜，找准发展路子，坚持村庄经营、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致富并重，从而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实现未来

农村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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