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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观察

耿献辉，薛杨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方 芳/南京医药中等专业学校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稳定农村基层体制、富裕当地农民的重要载体，

在加快农业生产发展、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保障基层治理、改善农民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苏南地区是江苏经济最发达

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苏南在 20世纪 80年代就创造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样板，是“苏

南模式”的策源地。进入新世纪后，以“三大合作”（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

的苏南农村集体经济，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农民增收拓宽了新的渠道。农村集体经济所有的资产包括资源性资

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呈现以经营性资产为主的特点。

一、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下，苏南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宏微观环境发生了变化，面临的约束条件也有所不同。

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着投资产业结构单一的约束。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载体以工业厂房居多，类型较为单一，

物业出租收入是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部分集体经济组织中，占总收入的 70%以上。物业经济具有收入稳定、风险小的优

点，但也存在着收入增长空间有限、抗风险能力低的缺点。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引进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小、散、

乱”的特点，部分企业档次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不符合城乡发展布局规划。随着苏南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升、土地资源的

紧缺和拍地价格的提升，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取得土地资源一建造物业设施一获得出租收入”的发展模式有待进一步转型升

级。

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专业人才匮乏的约束。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农村受其地理位置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具有管理经验和专业技术的人才一般不愿到远离城市的农村发展。当前，苏南不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管

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不能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虽然部分农村集体经济实行了“政经分离”，但实际上负责农村集体资产

经营的仍然以村干部为主，部分村干部年龄老化、文化教育水平有限，对如何转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开展多元化经营存

在“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等问题。即使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苏州和无锡，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或管理人员（一般

为村支书、村主任）大部分都有企业经营经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对负责人具有依赖性，随着集

体经济发展日益壮大，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变化，负责人不一定能够应对这种变化；另一方面，随着负责人年龄的增长，后备人

才的培养及负责人交接等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

二、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公有制与经济体两大属性，可以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三个层面理解其含义。制度层面的农村集体经济强

调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性质；体制层面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如承包制、租赁制、股

份合作制等，它们在保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发展经济，以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发

展要求；机制层面的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是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活跃，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创新生产经营的多种结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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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新时代，苏南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加快、外部资源日益成熟、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为苏南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三产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指的是以农业为基本依托，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引领，以利益联结为纽带，通过产业联动、

要素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使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

餐饮、休闲旅游及其他服务业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使农村三产之间紧密相连、协同发展，最终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

扩展和农民增收。三产融合发展为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资金和土地等要素支持，

还实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分散投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要以第一产业的农业为基础，综合发展农产品加工的第二产业和农产

品直销、饮食业、休闲农业等第三产业，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链条，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升农业产

业的综合价值。三产融合发展有利于吸引现代生产要素，构建产业跨界融合的产业体系，将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有利

于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强农村发展新动能和新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激活城乡闲置资源、闲暇时间

和闲散劳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渠道。

外部资源。苏南农村集体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农民决策存在短视性与逐利性，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作用发挥不够，

对职业经理人有效激励不足，专业人才不足等方面的挑战。因此，适度引入外部资源，是解决问题的方向之一，也是苏南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引入外部决策资源，有助于解决农民决策短视性与逐利性问题，主要方式是由第三方机构对股东代表

大会所要决定的重大事项先行分析、评估。引入外部监督资源，有助于解决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作用发挥问题，主要方式是

由第三方机构或者政府对董事会进行监督。加强外部人才的引入，可以解决有效激励不足、专业人才不足问题，主要方式是综

合采用目标、奖罚等多种激励方式。

政策红利。多项政策红利叠加为苏南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扫平了制度障碍。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2016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颁布，为探

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指明方向。以苏州为例，从制度层面构建“四大升级”机制带动

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以规划引领推动农村发展整体布局优化升级，以平台经济推动发展主体升级，以多元业态推动经营项

目升级，以结对帮扶推动转化能量升级。此外，苏州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台了《苏州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

暂行办法》，促进农村各类资产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三、苏南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

多种方式筹资，多种形式投资。这是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多元发展的有效路径。一是通过集资增加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

资本。近年来，政府为苏南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减少或者减免税收等系列优惠政策。随着农村金融支持体系的完善，苏

南也设立了扶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专项资金，加大了金融支持力度。苏南农村集体经济可以争取农村集体经济贷款的专项资

金作为发展的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获得可持续发展资金。投资的主要途径包括特色产业带动、服务创收、三产融合等，单一地

通过一种途径进行投资，面临的风险较高。苏南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应走多种形式投资之路，在获取收益的同时分散风险。

积累人力资本，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任何经济组织的活动都离不开专业人才的经营和管理，人力资本的状况会直接影响经

济组织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涉及广大农民的利益，更需要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新常态下，对集体经济

管理人才的需求越发迫切，要求也越来越高，要能够获得集体成员的共同认可，还要能够带领集体成员共同发展。随着“互联

网+”时代的到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既要“请进来”，积极引入外部专业人才，又要“走出去”，

大力培养能够适应新形势、善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年轻管理者，带领农村集体经济和全体村民，在农村改革浪潮中实现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