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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路径研究 

包惠玲 王如一 杨琴
1
 

（重庆师范大学 涉外商贸学院，重庆 401520） 

【摘 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适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迫切需要,是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增加农民收

入、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现实需要。铜梁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还存在产业规模小、产出效率低、品牌

优势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根据铜梁的实际情况,提出发展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以推动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高品质发展,促进村集体和农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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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铜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概况 

铜梁地处西南地区,隶属于重庆,266个涉农村中农业人口占比 75%,耕地面积 6.24万 hm
2
。从总体上看,铜梁“空壳村”占比

74%、“空壳社”也有 2093个,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缺乏发展路径。2018年 11月 1日,区委书记、区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唐小平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党和市委关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区掀起新型

农村集体发展热潮,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铜梁区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即将发展目光转移到“闲置的土地、闲置的产

业、农村电商的发展、土地的流转、产业融合等方面,通过这些资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铜梁区将闲

置的荒山荒坡、产业利用起来,取得了一系列成绩:新培育发展小龙虾等水产业 80hm2,改良和培育优质水果 160hm2,发展良种花椒、

中药材 100hm2;7 个村集体兴办了农产品加工业,53 个农业龙头企业积极参与集体经济的建设;铜梁区大约有 3 万农户,将

6666.67hm
2
左右的土地入股到 116 个集体经济发展项目中,红利达到 4770 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736 万元,消除“空壳

村”115 个。 

2 铜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本文根据铜梁农村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其他农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思路,总结出发展壮大铜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

径。 

2.1依托资源差别化发展 

2.1.1盘活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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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村丰富的资源,必须通过盘活土地资源获取经济效益。一是将没有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利用起来,进行集中开发、

整顿或公开招标的方式发展现代农业项目,这也是当下实现村集体收入增加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是铜梁政府要稳步推进土地流转,

尊重群众的意愿,建立好利益分配机制,确保村集体、农民的利益,并且将征收流转土地面积的一部分留存给村级集体作为发展预

留用地。三是村(居)委会做好土地流转确权登记工作,积极号召和动员农户流转土地,与流转土地的经营方签订协议,给予农户一

定的流转费,另外每流转 0.067hm2 土地要给予相应的服务管理费,从而实现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四是为了改变以往的农户之间

单一的土地流转,实现流转主体多元化,把土地、山林、水面等现有资源折算成股份,积极引导各类组织:如农业企业、工商企业、

科技人员、专业大户和个人参与土地流转。五是村(居)委会要把改善农民的生活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除了发展一些农业项目外,

还要修建一些道路、实现村里通水、通电、通气。另外可集中选择一些交通便利、人流量大的地方,修建农村新房,这除了改善

农户的生活,还能使周边的土地升值,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增加集体收入。 

虎峰镇回龙村 8hm2 多果园地以前几乎是撂荒地、鸡窝地,回龙村把集体增收的目光瞄准闲置土地,利用闲置土地建立集体果

园,挖掘路基修建产业公路,成立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民增收。 

2.1.2发展特色农业和产业。 

铜梁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中,要坚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必须从每个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于本身就拥有丰富的农

业资源村集体,要继续做大做强,完善各种配套设施,延长产业链,引进龙头企业,为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

服务。对于本身没有资源优势的农村,特别是一些偏远农村,要结合村集体情况和市场,积极开发特色农业资源。 

维新镇新堰村是铜梁最偏远村和空壳村之一,资源相当匮乏,结合村本身情况和市场前景,最终确定养殖小龙虾。村集体按照

“8+1+1”模式,即合作社资金占股 80%,农户在土地流转金保底的基础上另以土地承包权占股 10%,村社集体以土地所有权、政策

项目折现等入股占 10%。村民可以用资金入股,也可以用闲置土地入股。最终解决村民就业,实现了村民增收,顺利完成“脱壳”

任务。 

2.1.3城郊发展第三产业经济。 

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积极转变思路,由农业 1.0(一产化,向规模化获取剩余),农业 2.0(二产化,拉长产业链),农业

3.0(服务业多元化转型)过渡到农业 4.0(生态化+社会化+互联网)。对于处于铜梁城郊、城中的农村,他们拥有比其他偏远农村更

优越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明显。一是村集体按照“借城带村,借城富村”的发展模式,加强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增强农村集体经

济的“造血”功能。二是加强对自身资源优势的利用,通过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乡村旅游、租赁物业等新型

业态。村集体和农民可以通过利润分成、场地租赁费、广告墙(栏)租赁费等形式获得收益。三是政府可以以项目为依托,积极进

行招商,引进一批龙头企业,由政府和社区共同投资,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四是借助“一带一路”重庆这个战略节点,

鼓励有条件的城郊村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搭建良好的网络、物流或者与一些大型电商企业合作,将铜梁的农产品积极的输向沿线

国家。五是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一定要注意生态化,只有这样才能使集体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2.2建立多种农业合作模式 

铜梁要大力发展农业 4.0,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互联网、专业化发展。一是在尊重农户的意愿上,积极成立“党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积极鼓励群众用多种资源如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入股合作社,实现“三变”获“三金”试点工作,即进

行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资产入股有股金、流转土地有租金、进园务工有薪金改革试点。政府根据各个村

的具体情况投入部分资金,帮助农户特别是贫困户整理土地,建设喷灌设施,并补贴种苗、有机肥等费用。二是村级组织牵头成立

各种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服务公司,指导农业生产、采购农业生产资料、培训职业农民、销售农产品,即通过合作

经济组织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服务,提高集体经济收入。三是村集体积极吸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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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投资入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资本持有者、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四是建立“综合农协”,把农业经济领域

资源都放在里面,包括工商行、农商行、超市、农资业等的多功能业务。政府只需补贴农协一家,给予农协最大的优惠,但要求农

协收益的 40%以上必须返还农民和村集体。五是铜梁要积极整合并利用集体积累的资金,政府的帮扶资金等,号召企业入股,村与

村之间联合发展增加收入。 

2.3组织引领,群众积极参与 

发展和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群众道德素质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佳切入点,

要切实做到组织有效引领和群众积极参与。各级领导干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指导组等工作人员要真正走进农村,加强相关的宣

传和指导工作,形成“组织引领,群众参与”的党建与经济发展互动双赢的格局。一是市镇领导干部两人可负责 1 个集体经济薄

弱村和 1 个经济强村,派相应的专家到农村指导工作。二是各个村成立领导小组,成立领导班子,根据各村的情况,积极的开发资

源、寻找项目、寻找相关的政策。针对领导干部要健全奖惩机制,在完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取得良好效果的,给予奖励;对于没

有认真落实工作的,给予相应的惩罚。三是群众要紧跟组织的引领,转变以前的小农思想,积极投身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设中,

配合工作,这样工作才能顺利推进并取得相应的成效。 

2.4建立集体经济风险防控机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农业的兴旺、转型发展,一定要建立集体经济风险防范与监控机制,确保集体经济的顺

利实施。一是建立专家评审机制,针对村集体经济试点项目要严格把关,由村项目申请人就村居现状、项目可行性、项目实施方

案和目标等方面进行陈述,按照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进行立项。二是村委、居委针对集体资产、资源的使用要告知村民,征

求他们的意见。三是村集体、各带头组织要接受群众监督,及时公布村集体资产的使用、年度收支预算方案、村级集体财富积累

的实际情况等。四是建立奖惩机制,针对建设村集体经济中完成得好的领导干部,整个村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针对一些违反相关

规定,没有取得有效成绩的领导干部可以实施相应的惩罚。 

3 结论 

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深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虽然可供选择的路径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各地农村

生产要素、环境、人员的不同,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联系农村实际,积极探索更多适

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都必须维护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各项权益,根据市场

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真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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