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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强

基层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单一、产业发展融合度不高、专业人

才稀缺等问题比较突出,要通过政策引导、人才引进、实行专业化经营、加强监管等方式激发农村集体

经济活动,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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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mproving rural public services,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present,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unitary 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low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carcity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re quite prominent,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activities should be stimulated by policy guidance, talent 

introduction,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so as to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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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推动农业转

型升级、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强基层治理、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基础。近期,本次调研重点对A镇、B镇、C街道及D街道辖区

内28个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存在村集体经济经

营模式单一、发展后劲不足,“自我造血”能力欠缺等诸多问题,

制约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基本情况 

某区共有17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实现股份制改

革。本次从4个镇街随机选取28个村集体,对其收入结构、资

源资产及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等进行调研。具

体情况如下： 

1.1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情况 

2020年至2022年28个村实现收入4839万元(不包含财政等

有关部门补助资金),其中：出租闲置资产等经营收入2189万元,

占比45%；租赁土地收入1760万元,占比36%；收取租户及村民水

电费等其他收入814万元,占比17%；扶贫及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注

资企业或建设大棚获得固定分红取得的收入81万元,占比2%。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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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资产租赁情况 

截至2022年底,28个村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约为1.14亿元,其

中：房屋建筑物8509万元,占比71%；机器设备等其他资产3311

万元,占比29%。所有固定资产中,自用办公场所及设备等非经营

性资产2636万元,占比33%；可出租的办公楼、厂房及蔬菜大棚

等经营性资产5423万元,占比67%。2020年至2022年,集体经济组

织依靠出租经营性资产等获得收入约22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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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土地租赁情况 

28个村土地面积为8.45万亩,其中租赁土地面积占所有土

地面积的21%,出租的主要地类为集体自留耕地、林地及园地,

出租后以承租人建设果蔬大棚或厂房为主。2020年至2022年,

租赁土地收入为1760万元。 

1.1.3党领办合作社经营情况 

截至2022年底,28个村以土地或资金入股成立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11个,其中,以种植果蔬为主的8个,制作豆腐的1个,负责

市场或旅游管理的2个,成立后实际运营的有8个,2020年至2022

年,3个合作社累计实现盈利39.36万元,其余5个均有不同程度

的亏损,3年累计亏损62.61万元。 

1.2产业帮扶项目情况 

目前产业帮扶模式主要有3种,一是由镇街统筹各村帮扶资

金建设果蔬大棚后由镇街委托镇属企业经营或出租,各村获得

固定收益；二是各村自行使用帮扶资金进行项目建设并运营或

出租；三是由镇街牵头,将帮扶资金以注资的形式投入到大型企

业,获得固定分红。截至2022年底,A镇、B镇22个村打造产业帮

扶类项目6个,建设大棚39个,投入资金663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601万元,建设果蔬大棚由村集体自行出租或者委托镇属企业运

营获得租金收入。 

1.3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情况 

2020年以来A镇投资约1600万元,对3个村进行美丽乡村重

点打造,深入A镇挖掘抗战历史及吕剧发展历史等建设红色记忆

馆、吕剧文化馆等7个项目；2018年,C镇为打造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旅游名片,提高知名度,投入300万元在王家村打造民宿、酒吧

2个项目,民宿建成后以130万元价格对外出租20年；酒吧建成后

取得租赁收入12.24万元。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村集体经济收入形式较为单一,发展后劲不足 

一是村集体为获得较稳定的收益,主要依靠租赁土地或出

租闲置资产,村集体几乎不参与经营,且出租资产或租赁土地签

订的合同期限较长,一般超过10年,有的甚至为20年,2020年至

2022年,28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构成中,出租闲置资产及租赁

土地收入占总收入比超80%；有些村探索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发

展采摘等旅游项目,因资金紧张、无人打理等原因,效益不佳,

收入形式较为单一。二是成立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因未充分考

虑村情盲目建设项目或项目建成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合作社

经营亏损居多,2020年至2022年,28个村实际运营的8个合作社,

有5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 

2.2村集体收入之间差异较大 

因村集体资源及规模差异,村集体收入差距较大。28个村集

体2020年至2022年年均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22倍,按人均年

收入(村集体收入/股民数)计算,最高人均年收入是最低收入的

15倍。详见下图： 

2.3产业帮扶项目运营动力不足,缺乏“造血”能力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方向不明、思路不清、办法不多,产业

帮扶项目多以建设大棚为主,且因运营经验不足,亏损居多,带

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效果不明显。2020年以来,A镇、B镇打造的6

个大棚项目有3个存在运行不善问题,其中：1个项目因市场租赁

价格达不到预期投资收益率,2023年5月完工后闲置半年；1个项

目由镇属企业租赁后未进行运营闲置18个月；1个项目经营严重

收不抵支。 

 

 

2.4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调研不充分,投入产出比低 

2020年A镇打造的吕剧文化馆、菊艺馆及衣巷、水上餐厅4

个项目,建成后因经营管护主体不明确、不符合用地规划等原因

闲置,未实现优化村集体经济和产业结构预期目标；2018年,C

镇打造的民宿、酒吧2个项目,财政资金投入多、收益少,未充分

发挥效益。 

3 相关意见建议 

上述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区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存在产业定位不精准,项目建设缺乏运营规划、经营专业化水

平低,各村单打独斗多、抱团发展少等问题。为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巩固乡村振兴成果,促进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建议从政策支

持、发展规划、专业经营、强化监管4个方面着手。 

3.1政策引领,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区级、镇级立足实际,在土地资源利用、资金支持、管理模

式配套、专业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建立组织推进机

制,推动财政资金整合,建立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强化金融

支持和集体用地保障,建立健全支持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

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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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规划指导,推进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强化组织领导,充分调研,深入挖掘乡村资源禀赋优势,整

合资源,明确长远发展规划,细化目标任务,精选实施项目,支持

地域相邻、资源相连、产业相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突破行政

区域限制,跨区域有效整合,实现产业联动协同发展。 

3.3专业经营,推动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立足各村资源资产特点、发展需要,引进国有企业或社会

资本专业化运作,促进农产品品种改良和品质提升,培育特色

农产品,引导农产品加工向产地下沉；发展乡村餐饮购物、文

化体育、旅游休闲等服务类产业,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发展

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商业运营模式,试点先行、全面铺开；适时

引入农村职业经理人,制定符合村情实际的产业发展路线,吸

引更多技术人员、年轻劳动力回乡就业,切实提高村集体及农

民收入。 

3.4强化监管,确保村集体资产不流失 

明晰农村集体资产权属,持续开展农村“三资”清查；健全

财务监督管理机制,做好财务预决算、开支审批、收益分配、年

度及村干部离任审计工作；落实集体资产流转交易“应审尽审”

机制,维护好村集体经济利益；建立集体资产数字化管理,使“三

资”流向有迹可循,规范监管。 

4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

村有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新时代农

村集体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除资金支持外,还需要有配

套的政策、专业的人才及有效的监管,不断深化改革,构建现代

化农村发展之路,增强农业竞争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实

现集体与农民共赢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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