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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现状，以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周云村为例，分析其股份

经济合作社、农民和企业三方共赢的三产融合发展现状，以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为评价指标，挖掘了周云村存在产业

单一增收难、产业融合道路难、产业资本下乡难等产业发展问题，结合周云村自身三产融合发展现状，提出了自身

定位清晰化、技术基础共同化、产业分工内部化和政策导向多元化的三产融合发展对策。 

【关键词】：共同富裕 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 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下

文简称“三产融合发展”)。2017年，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周云村以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为契机，开展以村集体为主导的

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下文简称“土地集体流转”)，打造核心一产农业，并带动村庄三产融合发展。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颁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再次重申了“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发展目标。4年间，周云村不断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努力探索浙江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乡村样本。 

2 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现状 

                                                        
1作者简介：周亚雷(1993-)，男，浙江长兴人，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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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周云村概况 

周云村位于临安区天目山镇南部地区，由周冕、落云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村域面积 11.9km
2
，耕地面积 115hm

2
，山林面积

988hm2，是一座森林资源丰富、风景秀美的生态型村落。村内建设有文化礼堂、篮球场、老年人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毗邻

杭徽高速、329国道，交通便利。周云村党组织为党总支建制，现有村两委班子成员 5人，党员 66人。周云村辖 16个村民小组，

408户，户籍人口 1207人，村民以经商、务工、务农为主要工作和收入来源。2020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30万元，人均收入 29000

元。曾获浙江省卫生村、杭州市文明村等荣誉奖励，2018 年 10 月成立了浙江首个耕地保护协会并在央视播出报道其成功经验。 

2.2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概况 

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以 2017年土地集体流转事件为分界线。2017年以前，周云村产业基础薄弱，融合发展进度缓慢。在一

产农业方面，以农民个体承包户种植各类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为主，种植效率低、收益少，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耕地抛荒和耕地

破坏现象；在二产农产品加工业和三产服务业方面，周云村无相关产业，产业融合基础薄弱。 

2017 年，周云村以农民承包地“三权分置”为契机，开展以村集体为主导的农民土地经营权流转。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

将承包土地流转给周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获得 28hm2农民承包田的土地经营权后，周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同临安金惠粮油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临安金惠粮油”)展开股份制合作(周云村占股 45%，临安金惠粮油占股 55%)。双方依托 28hm2集中

流转土地共同建立以一产农业为核心的粮食生产基地，同时临安金惠粮油在周云村投资建造了农产品加工中心，2021 年已投入

使用，形成了一定的二产产业基础。 

在此基础上，周云村已发展有民宿两家，草莓、车厘子等采摘园多个，露营基地一个，能够吸引一定的游客前来。周云村以

一产农业为核心，结合二产农产品加工、三产旅游、住宿等服务业，形成了“农旅合一”的发展模式。综上所述，周云村三产融

合发展已初具雏形。 

2.3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成就 

周云村以一产农业为核心，推动村庄三产融合发展，使得周云村农民、周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临安金惠粮油构成的三方主

体共同获益。 

一是周云村农民。农民闲置、抛荒的承包土地被重新利用，每年能够获得土地承包面积乘以租金的固定收入(番阳田每年 700

元/667㎡/年，山湾田每年 500元/667㎡/年)，以及 40%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收益。同时农民可以在外务工或者在村接受临安金

惠粮油的短期农务派工，拓宽了收入途径。特别是对于 60岁以上超出用工年龄的村民，短期农务派工可以很好地改善其收入水

平。 

二是周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周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参股一方将集体流转土地交给临安金惠粮油经营，不承担亏损责

任且每年有保底分红 5万元并按占股比例获得 45%的收益分红。通过同临安金惠粮油的合作，周云村盘活了农民抛荒耕地并增加

了村集体收入，为完成“3050”和消薄化债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三是临安金惠粮油。临安金惠粮油作为集体流转土地的经营方，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以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的现代农

业种植方式经营 28hm2连片农田，建立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提高了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的产量并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2021

年投入使用的二产农产品加工中心更加能够推进一产二产融合发展，进一步提质增效农业收益，拓宽增收途径。 

综上所述，三方主体形成的紧密共同体不断推动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努力探索浙江打造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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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示范区的乡村样本。 

3 共同富裕视角下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问题 

《意见》中提出“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笔

者提取出这三个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将其作为评价指标，分析现阶段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问题。 

3.1产业单一增收难，农民收益微薄 

周云村现阶段三产融合发展虽有雏形，但村集体收入来源仍以一产农业为主。同时，在中央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

全的政策下，周云村持续推进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工作，28hm2集体流转土地主要以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作为种植

物。单一的农业产业增收困难，农民收益微薄：一是产量低。根据 2018年临安金惠粮油数据显示，28hm2集体流转土地种植两季

稻，共收获 112t 未经去壳的稻谷，产量 4t/hm2，低于该品种 12t/hm2的水平。造成水稻单产产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土地

肥力不够、近年极端天气增多造成作物歉收等原因。二是成本高。据临安金惠粮油推算，平均种植每季稻成本在 13500元/hm2左

右，包含了种子、化肥、农药等物料成本 6000元以及播种、除草、杀虫、收割等人工成本 7500元。此外，据临安金惠粮油工作

人员介绍，造成成本居高不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 28hm2集体流转土地面积少、规模效应弱，无法通过大规模的耕地面积来摊

薄成本。三是粮食作物市场价格低。据临安金惠粮油工作人员介绍，周云村集体流转土地种植收获的稻谷市场收购价格为 0.9元

/kg(国家粮仓收购价格 0.6元/kg)，按 28hm2112t稻谷产量计算，一季稻获得收入 403200元，扣除 378000元成本，一季稻收益

25200元左右，盈利能力很弱(表 1、表 2)。 

表 1 28hm
2
集体流转土地每季稻收入 

事项 耕地面积//hm2 产量//t/hm2 价格//元/hm2 小计//元 

收入 28 4 3600 403200 

 

表 2 28hm
2
集体流转土地每季稻支出 

事项 耕地面积//hm
2
 成本//元/hm

2
 小计//元 

支出 28 13500 378000 

 

3.2产业融合道路难，竞争优势缺乏 

在一产农业增收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周云村结合二产农产品加工、三产旅游、住宿等服务业，形成了“农旅合一”的发展模

式，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直接面临天目山旅游资源竞争。现天目山镇是在 2011年由原藻溪镇和西天目乡

合并而成，而周云村位于原藻溪镇，地理位置上离天目山景区直线距离 15km左右，不在景区辐射范围内。同时，原西天目乡月

亮桥村、一都村、天目村、西游村等村围绕天目山景区已发展出成熟的民宿集群、露营基地以及水上漂流等产业模式，旅游资源

和留客能力强且丰富。周云村在旅游、餐饮等服务业上的竞争力同天目山景区村落相比，处于劣势。二是自身特色挖掘不足。周

云村虽然有以一产农业为核心，结合二产农产品加工、三产旅游、住宿等服务业，形成了“农旅合一”的发展模式，但仍停留在

较浅的层面，没有挖掘出自身有别于其他村庄的“农旅”特色，没有一张能够打出去的金名片，仅仅依靠连片农田、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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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吸引不了游客”，无法同旅游资源丰富的天目山景区村落竞争。三是配套设施薄弱，旅游体验差。近几年，在村两委班

子和全体村民的努力下，周云村已建设完毕两期绿道、文化大礼堂、休闲公园等设施，村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善。此外，周云潘

家山上草莓、车厘子等水果采摘园和小型露营基地已在运营，能够吸引一定的游客前来，但是配套设施仍然薄弱。据笔者统计，

现阶段周云村绿道总长 6km，有水库 1座，休闲公园 2个，民宿 2家，农家乐 0家，小型停车场 1个，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游

客的旅游需求，旅游体验差。综上所述，周云村“农旅合一”的产业融合发展道路难，缺乏竞争优势。 

3.3产业资本下乡难，市场活力欠佳 

共同富裕视角下，缩小城乡差距，增进农民福祉从实现路径上不应只依靠农民，激发各类市场的主体活力至关重要。但是，

周云村除了开展土地集体流转、吸引临安金惠粮油进入农业领域外，其他领域的产业资本下乡较为困难，市场活力欠佳。一是投

资回报前景不明。上文分析了周云村开展“农旅合一”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的困难，而资本是有逐利性的，在没有可观的预期利润

的回报下，资本下乡的可能性很小。特别是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宅基地以及建设用地等土地的利用往往需要经

过上级政府的审批，村委会的同意以及当地农民的满意，其中牵涉到的利益体众多，造成了资本下乡投资周期漫长、投资回报前

景不明。二是政策导向不明。现阶段，对于资本下乡国家和政府处于较为谨慎、保守的阶段，政策导向不够清晰、明确，存在变

化的可能性。如农业补贴政策重生产轻销售、加工销售和功能开发领域补贴不足、新型业态扶持不够等
[1]
。产业资本下乡需要承

担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积极性自然不足。三是法律法规仍不完善。2021 年最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对于农村土地的界定

分为建设用地、农用地以及宅基地等用地。而农村农田机耕路、健身绿道等项目建设仍处在模糊地带，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处

在改革试点当中，与农村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当地政府的主观界定，具有不确定性，这也阻隔了资本

下乡。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产业资本下乡难，农村市场活力欠佳。 

4 共同富裕视角下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对策 

《意见》中再次重申了“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根据上文对于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问题的

剖析，提出自身定位清晰化、技术基础共同化、产业分工内部化、政策导向多元化四点对策与建议，为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指明

道路与方向，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4.1自身定位清晰化 

周云村旅游资源同天目山相比仍处于较大劣势，虽提出了“农旅合一”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但在自身定位上仍不够清晰。

笔者认为，周云村需要让一产农业更多地参与到增值收益较高的二产、三产中，做精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扬自身农耕文化

底蕴深厚，结合水稻、小麦等高标准粮食生产区和草莓、车厘子等采摘园，开展亲子农耕体验游、绿色农业生态营地产品、天目

山农创文化等主题活动，并以此建设相应的配套设施，形成差异化的天目山农旅品牌。 

4.2技术基础共同化 

产业融合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产业之间具有共同的技术基础[2]。笔者认为，周云村需要在三产产业的生产和管理等方面需要有

共同的技术基础，发展带有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智慧型农业。 

以互联网技术为例，在农村情景里，农产品生产与农产品售卖原本并不相关，但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存在，电子商务中绿色天

然农产品生产的过程、技术等内容通过互联网吸引了买家，而买家则通过互联网购买了农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产品生产

和农产品售卖通过互联网这一共同的技术基础促进了一产与三产的相互融合。因此，同样的技术基础也可以运用在一产和二产、

二产和三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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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产业分工内部化 

农村三产产业融合的核心是将农业流到非农领域的就业岗位和附加值内部化，将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3]
。笔者认为，周云村需

要通过一产农业将二三产业等不同产业分工吸纳进内部，建设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链。 

现阶段周云村已具备生产和加工两项产业职能，未来需要持续加强销售与服务两项职能，提高土地、农用汽车、牲畜等资产

要素在农闲季节的资源利用率，降低产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农民的收益。同时，要保持一产农业在产业分工内部化的主

体地位，防止其成为工商资本的附庸，避免被推向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 

4.4政策导向多元化 

根据上文分析，现阶段产业融合政策体系还不够健全，法律法规仍不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仍相对落后。笔者认为，在政策

导向上需要多元化，在不同层面建立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特别是针对产业链后期销售、运营管理方面需要加强补

贴力度，扶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同时，对于农村产业发展相关的土地利用、农业生产等需要尽快出台更详细的法律法规，明确

权利边界，让市场主体下乡、准入有法可依、有政可循。 

5 总结 

本研究以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为切入点，在共同富裕视角下分析研究临安区天目山镇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现状，通过调查发

现周云村以土地集体流转为契机，同临安金惠粮油开展股份制合作，以一产农业为核心，推动村庄三产融合发展，增加了农民收

入，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随后，以《意见》中共同富裕发展目标为评价指标，剖析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存在产业单一增

收难、产业融合道路难以及产业资本下乡难等问题。最后，结合周云村自身三产融合发展问题，提出了自身定位清晰化、技术基

础共同化、产业分工内部化以及政策导向多元化四点对策与建议，为周云村三产融合发展指明道路与方向，期待通过对周云村的

研究分析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建设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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