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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促“三变”对农民经济收入的影响分析 

——以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为例 

王琦 苏俊杰 蒙飞雪 张中英 邓谦辉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采取“村社一体,合股经营”的模式,流转村民土地,整合农村沉睡资源,

以改革推动发展,实现美好小康生活。本课题小组通过实地走访填写问卷辅以文献查询得知“三权”促“三变”在

塘约村的具体实施过程、方法、成效及其对当地村民的经济影响。经后期资料整理发现土地入股对大多村民经济生

活并无太大改善、村民对政策认知度不高、“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最后整合村民建议与

结合自身相关知识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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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塘约村的完美蝶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之无愧的科研界“网红村”,全国各地的调研团队争相来到这个充

满传奇色彩的小山村,试图一步一步揭开其快速脱贫的神秘面纱,各路学者对塘约村的发展历程赞不绝口,更衍生出“塘约经

验”“塘约道路”等一系列赞词。被誉为一场“脱胎换骨的生动实践”“一个贫困山村的美丽变奏曲”。据报道,塘约村于 2014

年遭遇百年难遇的洪水灾害,洪水冲毁了家园,也浸透了人心。这时,村党支书左文学带领 11 位两党成员以个人名义贷款作为村

发展基金,实施“三权”促“三变”政策,开始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道路。 

本文基于对塘约村的实地走访与调研数据,多角度、多层次对政策实施前后农民的经济收入变化进行详细分析,最后综合塘

约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与之对应的对策建议。 

1“三权”促“三变”对农民经济收入的影响分析 

“三权”促“三变”政策对塘约村村民的影响程度深浅不一,年龄阶段的差异、“确权”的土地面积的差异、对土地的依赖

程度差异以及思想观念的差异均会直接影响到村民经济状况,或多、或少、或深、或浅。 

1.1从土地方面着手分析 

“三权”促“三变”紧紧围绕土地进行展开,这一政策对村民具体收入的影响,体现在每户的分红上。所以,要想研究其影响,

从土地入手是关键。塘约村每户村民所持有土地的面积、质量、入库前的状态(撂荒或投入使用)都是研究的重要因数。 

1.1.1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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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研结果统计分析,塘约村村民拥有土地情况,不论质量,多至十二亩,少至六分地;村民入股土地年分红最多达 9000元,最

少 324 元。对于拥有土地面积较多的村民,如彭家院的彭阿姨,家中有土地十二亩,全部入股村合作社,每年可得分红加土地租金

6000元。政策实施前大片土地需投入大量劳力、时间与心血,与此同时,作物还得承担自然灾害、市场等风险,这些辛劳付出与稳

定的年底分红相比较,彭阿姨自然倾向于后者,又将空余时间用于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经济大有改善。对于所持有土地面积较少的

村民而言,分红在一年的账单中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经济并无太大改善,甚至出现不如从前的状态。 

1.1.2土地质量 

村民所获得的租金与分红,除与土地面积相关之外,与土地的质量也有密切联系,根据规定,一亩地按田地700元/年,土地500

元/年,坡耕地 300元/年的标准进行分红。因此,土地的质量是决定入股是否能提高村民经济收入的又一重要因素,对于村内拥有

良田好地的村民而言,同上面所分析到的拥有土地面积较大的村民情况一样,经济大有改善,反之亦然。 

1.1.3土地的使用率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基础建设、科教文化等均落后的农村更加不具有吸引力,更多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这一部分的村民所

拥有的土地大多处于两种状态,一是撂荒,二是赠予亲属或好友耕作。对于他们,政策的实施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

对于土地使用率较高的村民,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该部分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大,这一类将在“从村民职业性质分析——对土地

的依赖性程度”一节中详讲。 

1.2从村民年龄结构层面分析 

村民土地经过“确权”“赋权”“易权”之后,交由村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可自主选择进入合作

社做活。与此同时,村内还组建了“酒席理事会”“妇女联合创业协会”“施工队”“运输队”等组织以解决村内闲散村民的就

业问题。若村民的年龄结构、体能体力、时间规划等方面需符合对应组织的要求,即可进入其中就业。村内最大程度解决村民就

业问题的当属“村合作社”,据村委会可靠工作人员透露相关数据,村合作社解决了村内约 150 人的就业,这一部分多为 50 到 60

岁年龄阶段的中老年女性。可想而知,不同年龄阶段的村民受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三权”促“三变”政策对当地农民

经济的具体影响也体现在不同年龄阶段上。 

1.2.1青壮年 

将 20-45 岁年龄阶段的村民定义为青壮年,青壮年劳动力是村内经济发展的核心骨,主要从事二三产业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

动。2013年之前,塘约村为国家二类贫困村,村内经济不景气,缺乏就业机会,所以处于青壮年阶段的村民多选择外出打工,省外丰

富的资源使他们拥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对于这一部分村民,政策实施后对他们影响较小,因此这部分村民对政策持保留态度。 

1.2.2中老年 

将 45-60岁年龄阶段的村民定义为中老年。塘约村自“三权”促“三变”政策实施以来,“村合作社”解决了村内大部分中

老年女性的就业问题,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的经济收入变化对于分析塘约村“三权”促“三变”对农民经济变化的影响,极具代

表性,因此,特选取 45-60岁年龄阶段的女性作为分析对象。这部分女性很大程度上仍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考虑家中老人、子孙

的原因,大多选择就近入“村合作社”做活。相对而言,在合作社一年的净收入是远远高于政策实施前独立劳作所得收入,因此这

部分群体的经济收入相对于政策实施前大有提高。 

1.2.3有就业诉求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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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达,人们平均寿命延长,因此,需考虑 60 岁以上因年龄受到限制而无法进入村

内相关组织工作但仍然具有就业诉求的这一部分村民。在政策实施前,土地还没有入股,这一部分村民可以通过种植粮食、蔬菜

和养殖家禽进行零售来获取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以维持生计。在政策实施后,他们无地可耕、无田可种,每年的经济收入来源

主要依靠租金和分红,即使有部分收入,但是根本无法填补日常粮食、蔬菜、肉类消费的空缺,无形中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降

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所以,对于 60岁以上年龄受到限制无法进入村内相关组织工作但仍然具有就业诉求的这一部分村民而言,

相对于政策实施前,经济水平下降。 

1.3从村民职业性质分析 

塘约村走的是合作化模式,土地交由村委会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土地可谓农民的命根子,特别是对土地有很强依

赖性的那一部分村民而言,经济上,土地入股会直接损失他们的切身利益。心理上,对土地的依恋会造成其对政策的不满。 

1.3.1对土地依赖性强的村民 

对于政策实施前以蔬菜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民家庭而言,在政策实施前主要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政策实施后,

土地经过确权入股,这部分村民选择进入合作社或转入二三产业,不但解放了生产力,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同时租金和分红又弥

补了未耕种土地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对于该部分村民而言,经济收入状况呈上升发展趋势。 

对于政策实施前依靠自行种植或收购粮食作物以养殖牲口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民家庭而言,对土地依赖性较强,政策实施之

后,土地皆确权入股,且村委会考虑村内综合卫生状况与旅游业的发展,禁止农户以私人为单位在村内进行牲口养殖,该部分村民

家庭无地种粮养殖也无处养殖牲口,导致经济收入呈现下降趋势。 

1.3.2对于外出务工返乡村民 

“三变”政策实施后,塘约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不断的完善,家乡的发展吸引了外出务工村民回乡工作,对于这部分从务

工转向合作社或村委会工作的村民,他们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对于仍在外面务工的人员,政策实施与否对其经济收入没有太大

的影响。 

2 问题及其建议 

2.1问题 

(1)塘约村村合作社拥有 150亩莲藕种植基地和 150亩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入股开展种植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但合作社内部

仍存在组织结构混乱、生产设备落后、社员积极性不高、监督体制不完善等问题。 

(2)塘约村村内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现象严重,政策实施后外出务工返乡村民实际上并不多,发展农业生产对现当代青壮年

劳动力不具吸引力,据贵州日报相关数据显示外出务工人数从 860 减至 50 人,经走访发现与实际数据不符,截至 2019 年 3 月,塘

约村外出务工村民不低于 50人(塘约村共十一个村名组,笔者逐一走访,访问村民户数近七成以上,填取问卷 83份,获取有效问卷

68 份,其中有 43 户村民反映家中有人外出务工,且其中部分村民家中外出务工人数大于 1 人)。村内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现象十

分严重。 

(3)塘约村实施土地入股政策,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但实际上未达到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更有大片土地资源虽入股但迟

迟没有着手规划,这无疑加重了村集体的经济负担,产业结构规划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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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塘约村整体虽已成功摘掉贫困村的帽子,蜕变为小康村,可村内仍有 20 余户贫困户,贫困原因有残疾、劳动力丧失等;虽

然有国家相关政策的补助,但是村委对于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关注度还有待提高。 

2.2建议 

(1)在农闲时节,通过组织培训让社员了解、学会使用现代科技耕作工具和耕种理念,提高耕作效率和土地利用率,从而创造

更多的经济价值,同时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形成“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良好氛围。 

(2)塘约村的发展急于求成,发展前期应注重夯实基础建设,保障每户村民的切身利益,提高村民生活幸福感与满意度,由个

体到集体,逐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而不是略过村户的发展直接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这样做易造成村民的不满,加大集体经济的负

担,阻碍村集体经济发展,形成村集体经济与村民经济“外强内弱”的空心化现象。 

(3)顺应时代趋势,合理规划长期、中期、短期发展目标,根据目标合理整合规划农村资源,以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效益最

大化的发展趋势。综合乡村发展资源,顺应时代趋势,发展二三产业,有效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参与建设,征集合理发展意见,着

眼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4)做好村内相关扶贫工作,落实村委会相关工作安排,着实解决内部发展矛盾,在转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的

过程中,积极引导,减少干预,降低村民的过度依赖。 

3 结语 

现当下,农村发展、脱贫无疑是新时代的热门话题,塘约村的快速发展脱贫道路使之成为新农村发展的典范,为中国农村发展

指引了方向、树立了榜样。与此同时,发展之快使其内部存在诸多问题,从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仅有少数村民经济收入得到增长,

对于大多数村民而言,无具体实际意义。想使村内每户村民均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小康,仍需做出更多实际的努力。本文依据塘约

村发展现状合理提出建议,望该村减慢发展速度,稳固发展基础,实现更加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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