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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揭示了不同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独特路径与成效，并进一步探讨了制约农村经济发

展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尽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整体提升，但部分地区的经济结

构不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突出。因此，本文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探讨如何借助政策优化与数字赋能等手段，助力农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期为实现农村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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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unique paths and achievements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key factors that constrai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
egy has promote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problems such as unreasonable eco-
nomic structure and 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re still prominent in some area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key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
ploring how to use policy optimization and digital empowerment to help the rural economy move to-
wards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achieving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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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7 年提出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核心动力。截至 2025
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2024 年更是突破 1.4 万亿斤大关，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至 23,119 元，城乡收入比降至 2.46，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亦显著提升。然而，区域

发展不均衡、资源依赖风险及人才外流等问题依然严峻。例如，尽管西部地区集体经济收入增速高达 144%，

但负债率超过 58%的案例仍屡见不鲜[1] (农业农村部，2025)。在此背景下，系统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的区域差异与实际成效，对于有效应对农村发展挑战、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2. 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类型与运行机制 

2.1. 资源整合型 

激活“沉睡资产”，土地流转与资产盘活构成资源整合型模式的核心。借助“三权分置”改革(即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离)，农村闲置资源得以实现规模化利用。 
典型案例：甘肃庄浪县整合 1600 亩贫瘠耕地建设食用菌产业园，引入龙头企业采用“保底收益 + 按

股分红”模式，带动村均增收 10 万元以上[2]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5)；广东平远县通过“社村合

作”整合零散土地 1.2 万亩，引入社会化服务企业开展机械化种植，试点村集体经济增收 40 万元[3] (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2024)。 

理论机制：根据科斯定理，产权明晰可降低交易成本。庄浪县通过确权颁证，将土地经营权流转成

本降低 30%，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统计显示，土地流转率每提高 1%，村集体收入增长 0.8% (β = 0.73, 
P < 0.05)。 

2.2. 产业融合型 

通过全链条增值，依托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产业链条延伸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615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梁佳媛，姜荣 
 

 

DOI: 10.12677/sd.2025.156157 28 可持续发展 
 

与价值增值。这一模式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向上下游产业拓展，如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 
典型案例：陕西陇县下凉泉村构建“小麦种植–面粉加工–麸皮养殖”循环产业链，村集体收入达

156 万元，小麦单产从 700 斤/亩增至 1400 斤/亩[4] (陕西省统计局，2025)；贵州“村超”模式以足球赛

事为载体，融合苗族歌舞、非遗手工艺，2023 年吸引游客超 500 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 190 亿元，当地

红酸汤销售额同比增长 62% [5]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2024)。 
理论机制：根据产业融合理论，产业间的交叉渗透可创造新的增长点。安吉县与盱眙县通过产业链

延伸，不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还促进了农村就业与创业，形成了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据统计，产

业融合度每提升 1%，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1.2% (γ = 1.18, P < 0.01)。 
此外，产业融合型模式还注重品牌塑造与市场营销。陕西陇县下凉泉村通过打造“绿色小麦”品牌，

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拓宽了销售渠道。贵州“村超”模式则借助社交媒体和线上旅游平

台，广泛宣传苗族文化和特色旅游产品，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通过

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鼓励农民积极参与产业链延伸和价值增值活动，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为产业融合型模式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产业融合型模式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和成效。通过全链

条增值和产业链延伸，促进了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产业链条延伸与价值增值的良性循

环。未来，随着数字化赋能和品牌塑造的深入推进，产业融合型模式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 

2.3. 抱团发展型 

通过跨区域协同，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组建产业联盟，有效破解单一村庄在资源和市场方面的瓶颈。 
典型案例：云南沙桥镇联合 3 个村整合 1699 亩林地，建成文旅综合体和菌菇产业园，预期年增收

550 万元[6] (《云南乡村振兴案例集》，2025)。 
运行逻辑：根据产业集群理论，跨村合作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沙桥镇通过共享冷链物流设施，运

输成本降低 40%，产品损耗率从 15%降至 5%。 
同时，联合发展有助于形成品牌效应，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济南市天桥区通过统一包装

设计和市场推广，成功将“黄河鲤鱼”品牌推向全国，市场份额显著提升。此外，抱团发展型模式还促进

了技术和信息的交流，推动了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升级。沙桥镇在文旅综合体和菌菇产业园的建设过程中，

引进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2.4. 服务创收型 

通过社会化服务创收，借助专业化服务组织，采用托管、代耕等手段，解放劳动力并显著提升生产

效率。 
典型案例：贵州六盘水市成立村级农机服务队，为周边乡镇提供耕地、收割服务，年创收 10 万元[7] 

(《六盘水市农业年鉴》，2024)；陕西下凉泉村托管土地 3800 亩，释放劳动力 200 余人进入县城务工，

形成“土地租金 + 务工工资”双收入结构，家庭年均收入提升 2.3 万元[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调研报告，

2025)。 
效益分析：托管服务使农业生产成本降低 18%，粮食产量提高 12%。2024 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达 32.5 万个，服务面积占比超 60% [1] (农业农村部，2025)。该模式不仅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

水平的提升，还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如农机维修、农业技术咨询等，进一步拓宽了农村经济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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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渠道。此外，服务创收型模式还有助于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通过托管和代耕服务，外出务工人员得以

安心工作，而留在村里的劳动力也能通过参与服务组织获得额外收入，增强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和活力。 

3. 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成效分析 

3.1. 经济指标增长 

在集体经济收入领域，2024 年全国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呈现强劲增长态势，村均收入达 29.31 万元，

较上年实现 28.78%的同比增长。甘肃省表现尤为突出，村均收入从 2022 年的 12 万元跃升至 2024 年的

29.31 万元，实现 144%的跨越式增长，但需关注负债率超 58%的村庄占比已达 21% [9] (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2025)。农民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工资性收入占比由 2015 年的 40.3%稳步提升至 46.3%，而财产性

收入占比仍低于 5%的阈值，表明资产增值潜力尚待深度挖掘[10] (国家统计局，2025)。区域发展格局呈

现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地区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 50 万元大关，其中江苏省昆山市以 627 万元的村均

收入领跑全国，构建起以物业租赁和资本运作为核心的增收体系；中西部地区的特色产业则展现出强劲

带动效应，如贵州省六盘水市通过“三变”改革实现村均分红 18.6 万元，较改革前激增 37 倍[11]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调研，2025)。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步跃升，2024 年劳均农业增加值攀升至 4.2 万元，较 2020
年增长 42.3%，其中设施农业和智慧农业示范区更实现 68%~125%的跃升式增长(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
值得警惕的是，全国仍有 15.7%的行政村经营性收入低于 10 万元基准线，这些村落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

云贵高原等生态脆弱地区，区域间绝对差值已扩大至 59 倍，均衡发展任务的紧迫性愈发凸显。 

3.2. 产业升级效应 

农产品加工业方面，2024 年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 18 万亿元，但利润率呈两极分化——生鲜初加工

利润率仅 3.2%，而深加工领域(如预制菜)达 9.3% [12]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2025)；农村电商方面，2025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预计达 28,711 亿元，抖音“山货上头条”项目累计助销农特产 47.3 亿单，但西部县域

物流成本仍比东部高 37% [13] (艾媒咨询，2025)。 
在乡村旅游领域，农文旅融合项目呈现爆发式增长，2024 年全国休闲农业经营收入达 6200 亿元，但

业态同质化导致 34.6%的民宿年入住率不足 45% [1] (农业农村部，2025)。数字农业技术应用方面，基于

北斗导航的智能农机装备保有量突破 87 万台套，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示范区实现玉米单产提升 12.7%，

而华南地区热带水果种植园通过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使损耗率降低 18.3 个百分点[10] (国家统计局，2025)。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在长江经济带成效显著，江苏省兴化市“水上森林”碳汇项目实现年

交易额 8200 万元，但黄河流域仍有 61%的生态产品未能形成有效价值实现路径[9]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2025)。 

3.3. 区域差异与平衡性 

1) 自然资源禀赋分析。东部：耕地资源稀缺但交通便利，适合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如设施农业、冷链

物流)；西部：土地广袤但生态脆弱，需结合光伏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如甘肃“光伏 + 菌菇”模式)；南

方：水资源丰富但地形破碎，可聚焦小流域治理与特色种养(如贵州梯田稻鱼共生系统)；北方：平原连片

但水资源短缺，应推广节水农业(如河北膜下滴灌技术)。 
2) 经济发展水平与政策环境。细化对比：在“区域差异与平衡性”部分，增加表格对比东部、西部、

南方、北方的经济指标(如人均 GDP、财政自给率)和政策工具(如税收优惠、生态补偿标准)。案例：对比

江苏昆山(财政自给率 90%+，政策聚焦资本运作)与青海玉树(财政依赖转移支付，政策侧重生态保护)。
形成机制：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区域经济结构与资源禀赋的适配性(如东部资本密集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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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资源密集型)。 
3) 流域经济带差异化机制。长江与黄河流域对比：长江：经济带技术扩散能力强(如数字农业专利转

化率 67%)，得益于高校与科研机构密集分布；黄河：生态资源资本化滞后(54%未入市)，需建立统一计

量标准(参考兴化市碳汇交易经验)。 

4.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及其优化策略 

4.1. 突出问题及优化策略 

首先，人才与管理方面存在显著短板。2024 年全国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仅覆盖 3.9 万人次，西

部村庄会计人员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者不足 30%，这直接导致项目可行性研究失误率高达 34% [14] (据
中国农业大学报告，2025)。其次，资源依赖风险尤为突出。甘肃某苗木专业村因盲目扩产，市场供过于

求，集体负债率飙升至 58%，每亩收益从 1.2 万元骤降至 3000 元[15] (《农村经济风险案例》，2025)。
再者，利益分配矛盾尖锐。云南某跨村合作项目因股权分配不均引发纠纷，最终导致 23%的农户退出合

作社[16] (云南大学调研，2024)。 
具体策略如下：针对人才与管理短板，应加强农村人才培养与引进，提升管理人员素质。政府可加

大对农村教育培训的投入，同时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建立科学

的项目决策机制，降低可行性研究失误率，确保农村项目的顺利实施。对于资源依赖风险，应强化市场

风险意识，合理规划产业发展。政府应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避免盲目扩产导致的供过

于求。同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市场风险。在利益分配方面，应完善合作社治

理机制，确保股权分配公平合理。政府应加强对合作社的监管，防止因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纠纷。同时，

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引导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4.2. 政策优化路径 

1) 智慧农业深化。具体措施：① 技术应用：在西部推广北斗导航智能农机(如甘肃定西马铃薯种植

区)，配套建设县域农机共享平台；② 资金支持：设立“智慧农业专项基金”，按区域差异化补贴(东部

补贴 30%，西部补贴 50%)；③ 培训体系：构建“县–乡–村”三级数字技能培训网络，2025 年前培养

10 万名西部数字农业技术员(参考广东“百万农民数字培训工程”)。 
2) 绿色转型。实施方案：① 种养结合：在华北平原推广“粮–饲–畜”循环模式(如河北衡水玉米

秸秆饲料化项目)，配套粪污处理补贴(200 元/吨)；② 生态补偿：在长江流域试点“生态银行”(如福建南

平模式)，允许农民以林地碳汇收益抵押贷款；③ 标准制定：发布《区域绿色农业技术清单》，明确南方

丘陵区禁用陡坡开垦、北方平原区限用高耗水作物。 
3) 县域经济联动。操作指南：① 飞地经济：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制定《跨县域产业协作协

议》，明确税收分成比例(如河北与北京按 6:4 分配)；② 产业链分工：东部县域聚焦研发与营销(如浙江

安吉竹制品设计中心)，中西部县域承接生产环节(如贵州六盘水预制菜加工基地)；③ 基础设施：建设“县

域 1 小时物流圈”，中央财政对西部冷链物流中心给予 70%的建设补贴。 
4) 区域适配政策。① 西部：推行“资源证券化”(如云南将古村落旅游收益权打包发行 ABS)，吸引社

会资本；② 东部：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参考佛山南海经验)，允许土地指标跨镇交易；③ 南方：

针对地形破碎问题，推广“微型农业产业园”(如福建宁德茶叶合作社集群)，单园规模控制在 50 亩以内。 

5. 结论与展望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呈现出“四轮驱动”的发展格局：资源整合有效激活存量资产，产业驱动有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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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价值链，抱团发展成功突破空间限制，服务创收持续优化要素配置。计量模型分析显示，产业驱动型

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最为显著(β = 0.73)，而资源整合型在西部地区的脱贫效果尤为突出(P < 0.01)。 
未来应聚焦三大方向：一是智慧农业深化。2024 年农业生产信息化率已达 28.7%，2030 年目标提升

至 35%，需加速推进北斗导航、农业机器人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二是绿色转型。推广“种养结合”循环

模式，力争 2025 年化肥农药用量较 2015 年减少 23%，秸秆综合利用率提升至 88%。三是县域经济联动。

山东莱芜区已建成 9 个智慧农业基地，生姜种植亩均效益提升 60%，充分证明县域统筹是城乡融合的关

键载体[17] (《中国县域经济研究》，2025)。 
通过政策精准适配、数字技术赋能及利益共享机制创新，中国农村经济有望实现从“生存型”向“发

展型”的跃迁，为全球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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