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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如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基于山东省蒙阴县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钱淼 1，郭红东 2* 

（1.青岛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2.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基于山东省蒙阴县多个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实地调查，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分

析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村党组织领办合

作社能够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体作用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村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具有独特的制度特征，其成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的特殊安排能够

发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其次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产业组织过程中与村集

体产生紧密的利益联结，使村集体能够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方

式获得收益，发挥着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的作用。研究还发现，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的作用不能脱离产业而独立存在，精准培育产业是其发挥作用的根本前提。据此，建议将村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可选模式，结合村庄的产业基础、集体

资产与群众意愿等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广。 

关键词：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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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led cooperatives develop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exploratory case study of Mengyi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QIAN Miao1，GUO Hongd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Qingdao，Shandong 

266109，China；2.China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several 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Led Cooperativ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VPOL Cooperative）in Mengyin County，Shandong Province，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exploratory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VPOL Cooperatives 

to develop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VPOL Cooperativ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with their role manifested in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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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Firstly, VPOL Cooperatives possess uniqu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where special 

arrangements in terms of membership structure, funding mechanism,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distribution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econdly,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POL Cooperatives 

establish close interest connections with village collectives, enabling them to obtain benefits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resource contracting, property leasing, intermediary services, and asset 

participation, thereby playing a role in exploring avenu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owever，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role of VPOL Cooperatives cannot 

exist independently from industry，and the precise cultivation of industry is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its role.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VPOL Cooperatives should be taken as an 

optional mode to develop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which should be gradually promot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village's industrial base，collective assets 

and the people's will. 

Keywords：village party organization-led cooperatives；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operating 

mechanism；development mode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和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1]。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两项重点任务，首先是完

善运行机制，实现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发展方式，

同时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并充分保障集体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经营权；其次是探

索多样化发展途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

等多种模式参与产业，提高集体经济收入和服务带动能力①。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离不

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如果两者建立起资源共建、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发展模式，就

能够弥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适应能力缺陷[2]，因而合作社天然具有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的优势。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种特殊形态②，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被赋予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使命③，其促进作用在理论界被广泛讨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

                                                   
① 根据 2023年 2月 14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对于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解读以及《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草案）》的相关表述整理。 
②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因其领办者不同而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由行政村党支部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

制度安排是以山东省发布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设和管理规范》（DB3706/T72—2020）为标准，另一

种是村庄建制整合后的行政新村党委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制度安排是以山东省发布的《行政新村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设立规范》（DB3715/T31—2023）为标准，因两者都是由村级党组织领办，故统称为村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 
③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山东省探索较早，其大规模应用背景是山东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为面临

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山东多地将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探索，截止到 2023

年底，山东省农村基层设立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共有 2.1万家（数据来源于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的党支部



指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村党组织书记或委员通过法定程序担任理事长，将“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作为成员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①。这种合作社本质是由村集体主导的内生经营主

体，组建过程是由村党组织成员代表村集体发起，组织村集体和村民以资金、土地或者其他

要素出资入股[3]，村集体与农民个体能够有效实现股权型、劳资型等利益联结[4]，在保证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前提下，有效盘活村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实现村集体

和入社成员增产增收[5]。因此，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利用基层党组织威信组织动员群众发展

合作社，这不仅使村集体以及村民的资源、资产和资金得到充分整合，从而推动乡村产业的

振兴[6]，而且还促使经营权重新归于集体，实现农村合作经济与村集体经济的共同发展[7]，

为乡村治理提供农村集体经济支撑[8]，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及其治理体系的

雏形[9]。 

基于以上分析，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既能高效组织村集体的

产业，又是村集体和村民利益的代表，具备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可行性。然而，目

前这种作用机制并未在理论上进行系统而又细致的探讨，因此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

式，观察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通过何种途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以期找到这种作用机制的理

论支撑和实践证据。 

二、理论分析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两项重点任务是完善运行机制和探索多样化发展途径，因而考

察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如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关键是要明确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是如

何完成这两项任务的。 

完善运行机制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体现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

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等特征，同时健全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并充分保障集体成员的知情

权、参与权、经营权。在实践中，因为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社区性、地域性、产权封闭性等特

性[10]，决定其发展必须由村集体来主导，因为经营主体只有获得村集体的支持与监督，才

可能在产业发展中实现多重目标，高效地组织产业、管理集体资产以及保护成员的权益。村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

发展的一种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村集体能够通过引导、保障、协调服务和监

督等机制实现对集体经济发展的支持[6]。借助于这种制度优势，合作社对农村产业的组织能

力得到强化，村集体和集体成员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提升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动力和运

行效率[11]，更重要的是，监督和约束机制的建立确保合作社行稳致远[9]，保证农村产业的发

展始终以强村富民为导向。 

探索发展途径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

                                                                                                                                                  
领办合作社检测系统）。 
① 定义引自《山东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规范指引（试行）》中的表述，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

产权改革后形成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社）等受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调整的经济组织。 



股等多种模式参与产业，提高集体经济收入和服务带动能力。在实践中，村集体在巩固集体

经济所有制的基础上探索多种具体的经营方式，需要其兼具经营主体的功能，因而村党组织

通过领办合作社获得产业组织能力，使其能够深度嵌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不同

形式的产业项目，增值集体经济[12]。因此，村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合作社提供了一个更加

有效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13]，其可以在推进规模经营、培育特色农业的过程中，村集体能

够通过资源发包和居间服务获得收益，同时可以通过盘活集体资源和高效利用转移支付资

金，提升村集体在物业出租和资产参股中的收益能力[3]。这些产业发展路径展现了村党组织

在领办合作社时的策略多样性和灵活性，通过因村制宜的策略，每个村庄根据自己的资源和

优势，选择最合适的合作社模式[14]，在实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带动村集体的收

入、持续提升为农服务能力。 

基于此，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框架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理论上的可行性，但更需要在实践中得

到检视，因而必须在现实中找到发挥作用的实例来证明其促进作用的存在，并探索其微观作

用机制。结合以上理论分析，设立两个分析重点。第一，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一种融合村

集体制度优势的合作社形态，其制度安排在产业组织中产生独特的效果，因而应该分析其制

度安排对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第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作用体现在产业

组织过程中，通过推进规模经营、培育特色农业、提升资产收益等多种方式实现农村产业发

展，因而应分析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如何在不同的产业路径上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途径。由此，本文对案例分析拟实现对其制度安排、产业组织方式、村集体的增收途径等全

面考察（表 1）。 

表 1 案例的分析框架 

基本框架 考察重点 考察目的 

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成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分配机制等

制度安排及其作用 

如何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运行机制 

农村产业组织方式 
如何带动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提升集体资产收益 
如何发展农村产业 

 

村党

组织

领办

合作

社 

制度优势 

产业组织能力 

 

新型

农村

集体

经济 

完善运行机制 

探索发展方式 

  

农村产业发展 



村集体的增收途径 
收益来源；所在村的村集体如何通过资源发包、

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方式增收 

如何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途径 

三、案例分析 

农村产业因各地资源禀赋而不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能通过多种产业路径发挥作

用，为了更全面地考察，选择从事土地规模经营、乡村特色产业和提升集体资产收益等多个

实例分别讨论，在不同产业路径上观察与分析其作用机制。本文选择山东省蒙阴县作为调查

地点，该县位于沂蒙山区腹地，是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共发展村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 310 家、联合社 16 家，可选择的样本数量和类型较为丰富且具有代表性。案例

遴选以该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评选的典型案例名录为抽样框，从中选取 3 个符合要求的合作

社作为研究对象（表 2）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所收集的文字材料和数据经过所在乡镇和县级

主管部门审核，确保真实性。 

表 2 调研案例情况 

案例编号 合作社名称 行业类型 成立时间 

A 蒙阴县新越农机专业合作社 粮食种植 2016 年 

B 蒙阴县野店镇宏利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养结合 2020 年 

C 蒙阴县莲花崮农业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 休闲农业 2018 年 

 

（一）案例 A：通过带动土地规模经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1.成立背景  垛庄镇赵家庄村的主导产业是粮食种植，村内户籍人口 262 户，但外出务

工村民多，常住人口老龄化严重，土地撂荒时有出现。2016 年，该村的党支部发起成立蒙

阴县新越农机专业合作社，旨在实现村内土地规模经营，解决撂荒问题，并借此发展集体经

济。 

2.制度安排  合作社由村党支部书记发起，发动 67 户村民入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团

体成员身份入社，为村民提供从种到收的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合作社共出资 580 万元，村集

体经济组织以机械设备、生产场地、办公场所等出资，作价后占股比例 21%，村民以土地、

资金、机械等出资，占股 79%。合作社理事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理事会成员中村党组

织成员占多数，理事会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营（表 3）。 

表 3 案例 A的基本情况汇总 

考察重点 基本情况 

成员结构 
普通成员 67 户本村从事粮食种植和农机作业的村民 

团体成员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出资机制 村民出资 土地经营权入股；机器设备、资金入股（村民共占股 79%） 



村集体出资 村集体的机器设备和场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占股 21%） 

决策机制 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理事长，村党支部成员与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交叉任职 

分配机制 
从事农机服务的社员按照作业面积分配盈余；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村民按照入社

土地面积获得保底+分红；村集体以及现金出资入股的社员，按照入股比例分配 

土地规模经营的方式 
社员土地入股合作社；合作社流转村集体与村民的土地经营权；全程生产托管

模式与多环节服务 

合作社的收益来源 经营种植基地的收益；开展托管和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服务费 

村集体的收入 村集体资产入股的分红；土地资源发包的收益 

3.产业发展路径：带动规模经营  合作社采用流转、托管和多环节服务等形式整合土地

资源，实现整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图 2）。一是撂荒和半撂荒土地由合作社统一流转，实

施无垄化种植。在整理土地的过程中，原有的田垄、沟渠等被平整为耕地，增加了实际耕种

面积，这部分土地增量以及部分集体土地一并发包给合作社获得收益；二是为有种植意愿的

村民提供多环节生产社会化服务，合作社从事农机、飞防、灌溉和秸秆粉碎作业的相关人员，

按照村民的需求提供全程机械化服务；三是针对没有种植意愿又不愿意流转土地的村民提供

托管服务，合作社开展从农资直供、施肥到田间管理，再到粮食烘干、仓储、销售的“全周

期”托管服务，在不变动土地经营权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化生产。2022 年合作社实现经营

收入 300 余万元，在本村及周边提供社会化服务和托管服务的耕地面积超 6 000 公顷，村集

体增收 11 万元，合作社成员分红 20 万元[15]。 

 

图 2 案例 A合作社实现规模经营与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方式 

4.增收效果  村集体投入到合作社的资产包括集体耕地、机械设备、生产场地、办公场

所等，为确保收益分配合理化，不同的资产采取不同的收益方式。首先是村集体的土地资产，

按照“保底收入+分红”相结合的方式获得收益，合作社向村集体支付每年 12 000 元/公顷的

流转费和分红，每年增收约 5 万元。其次是机械设备、生产场地、办公场所等按照出资比例

获得分红，该分红于每年年终的成员大会进行，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额返还后剩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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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再按出资比例分配，2022 年村集体获得股金分红 6 万元。社员的收入渠道有以下三种方

式，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的社员按照“保底收入+分红”相结合的方式获得收益，每年获得 12 

000 元/公顷保底收入，同时还按照交易量进行分红；使用合作社托管服务的社员，向合作社

支付服务费，由合作社代为管理土地，社员获得其土地的产出，同时如果其对合作社还有其

他出资，还可按照出资额享受股金分红；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由合作社提供就业岗位，

参与为其他社员的社会化服务和土地托管工作，按照工作量获得工资性收入。 

（二）案例 B：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1.成立背景  野店镇石泉村位于山区，村内户籍人口 556 户，有种植果树和养殖山羊的

传统，但面临经营分散、种养成本高、销售渠道窄等问题。村党支部决定带领村民改变传统

的种养方式，推行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模式，发起成立了蒙阴县野店镇宏

利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2.制度安排  2020 年，党支部发动 128 户从事果树种植和山羊养殖的村民入社，总出

资 200 万元。村民分别以土地、资金等折价入股，占股 76.5%，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团体成员

身份入社，将集体土地折价入股，占股 23.5%。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村党支部

成员和种养大户担任理事会成员，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营（表 4）。 

表 4 案例 B的基本情况汇总 

考察重点 基本情况 

成员结构 
普通成员 本村 128 户从事果树种植和山羊养殖的村民 

团体成员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出资机制 
村民出资 土地、资金、羊群等（占股 76.5%） 

村集体出资 土地、资金和基础设施等（占股 23.5%） 

决策机制 村“两委”会成员与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交叉任职。 

分配机制 
果树种植的社员和从事果树托管服务的社员按照交易量返还盈余；村集体以及向合作

社出资入股的社员，按照入股比例分配 

发展特色产业的方式 发展标准化的果树种植；对外提供果树托管服务；特色山羊养殖 

合作社的收益来源 经营果园和养殖场的收益；农资销售收入 

村集体的收入 村集体资产入股的收益 

3.产业发展路径：发展特色产业  合作社成立之后建设高标准果园 70 公顷和一个标准

化的种羊养殖基地，实现乡村特色产业的升级（图 3）。一是发展标准化的果树种植，入社

农户必须按照合作社的标准进行生产，期间由合作社进行统一农资供应、技术指导、包装仓

储和销售服务；二是开展劳务和技术输出，合作社组建专业林果生产托管队伍，为本地和外

部林果种植户提供生产指导和果树修剪等技术服务，对外托管服务可获得服务费，同时所有

托管的果园全程购买和使用合作社所提供的农资；三是发展特色养殖，从事养殖的社员共同



投资建设标准化养羊基地，将种植基地内的果木枝条、树下牧草杂草等处理后作为饲料，养

殖基地的废弃物处理后还田，实现循环利用。 

 

图 3 案例 B 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与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方式 

4.增收效果  通过发展标准化的果树种植和发展特色养殖的方式将集体果树和羊群资

源集中到合作社统一经营，实现果树和养殖产业的提质升级和循环发展。2022 年合作社经

营收入 927 万元，按照合作社制定的盈余分配方案，合作社提取部分公积金后，剩余收益中

60%按照交易量返还社员，其中果蔬种植和从事托管服务的社员按照交易量返还，并通过价

格改进的方式将盈余返还的环节前置，使种植户均增收 1.2 万元。养殖户的山羊入股到合作

社，由合作社统一饲养和销售，盈余部分按照作价入股的比例分配，养殖户获得每股分红 5

万元。合作社盈余的其余部分按照出资比例进行二次分红，其中村集体获得分红 4.5万元 [16]。 

（三）案例 C：通过提升集体资产收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1.成立背景  岱崮镇马子石沟村地理位置偏远，村内户籍人口 570 户，有大面积的荒山

资源，一直未得到有效利用。2018 年，村党支部为盘活荒山资源，将村集体的优等地置换

村民承包的荒山地，将整个山体上集中连片收归村集体，之后发起成立蒙阴县莲花崮农业生

态旅游专业合作社，旨在开发荒山，发展休闲产业。 

2.制度安排  村党支部发动了有意愿从事相关产业的 137 户村民入社，以土地和资金等

方式出资共计 60 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资金、土地和设施等入股合作社参与产业发展，

总出资额 349.34 万元。合作社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理事长，合作社设监事会、理事会，由

村党组织成员担任，负责日常运营（表 5）。 

表 5 案例 C的基本情况汇总 

考察重点 基本情况 

成员结构 
普通成员 137 户土地和入股的村民 

团体成员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出资机制 
村民出资 资金、土地经营权入股（占股 14.7%） 

村集体出资 村集体的资金、土地和设施入股（占股 85.3%） 

决策机制 村“两委”会成员与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交叉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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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机制 
土地经营权入股的社员获得保底收益加分红；村集体以及向合作社出资入股的社

员，按照入股比例分配 

集体资产收益的方式 
村集体的自有资金和生产经营设施入股合作社；转移支付资金建设生产经营设施租

赁给合作社 

合作社的收益来源 休闲产业设施的使用费收益；畜禽养殖产业的利润 

村集体的收入 集体资产入股分红；合作社支付给村集体的承包费和生产设施租赁费 

3.产业发展路径：提升资产收益  村内资产主要有两部分，采用不同的使用方法（图 4）。

一是村内山地资源的利用，荒山收回以后，村党支部及村中青壮劳动力，挖山填石实施绿化，

绿化后的山体作为集体资源发包给合作社。之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合作社出资 360 万元，由

合作社实施休闲产业项目开发，建设水产养殖池塘、林果种植园和餐饮等设施，这些经营设

施由合作社负责对外招商，每年收取租金和管理费；二是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村集体将财

政扶持资金 200 万元用于建设养牛棚，建成后出租给合作社运营，合作社向村集体支付固定

租赁费。 

 

图 4 案例 C 合作社提升资产收益与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方式 

4.增收效果  村集体绿化荒山 107 公顷，发包给合作社获得固定收益。合作社利用村集

体的出资开发休闲产业项目，盈利后按照出资比例向村集体分红。2021 合作社实现经营收

入 150 余万元，村集体的分红和租赁费收入 10.8 万元，入社社员按照入股土地分红 12 万元，

村集体总资产达到 2 000 万元，同时在这些经营项目中，部分合作社社员参与到经营管理中，

以劳务报酬的形式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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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机制及其设立条件 

（一）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机制 

1.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在产业发展过

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不仅实现农村产业的高效组织，更是完善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

制（表 6）。 

表 6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 

考察重点 共性特征 制度特性 完善运行机制的作用 

成员结构 村集体发动村内从事相关产业的村民

加入合作社 

村民和社员的身份

具有重合性 

高效组织产业；保障集体成员

的知情权、参与权、经营权 

出资机制 村集体以土地、资金、机器设备、场地

使用权等方式出资 

设置村级集体股份 明晰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关系 

决策机制 村党组织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成员

与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交叉任职 

村集体掌握控制权 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 

分配机制 村集体主导分配并以股金分红、土地租

金、承包费、物业租金等形式获得收益 

村集体掌握剩余索

取权 

收益分配合理 

首先成员结构中，村民和社员的身份具有重合性，因而可以更好维护集体组织成员的权

利。案例的共性特征是，全体（或大部分）从事相关产业的村民均加入了合作社，村集体经

济组织以团体成员身份入社，这种社员构成中的身份重合性能够高效组织产业，更重要的是

由于村民的广泛参与，保障了集体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经营权。 

其次出资机制中专门设置村级集体股份，使集体资产在产业项目中产权清晰且得到高效

利用。案例的共性特征是，村集体均有向合作社出资，将村集体的资源、资产的使用权以多

种方式让渡给合作社，合作社通过为村集体建立成员账户明晰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在产

业发展中高效使用村集体资产，并以多种方式向村集体支付应有收益。 

再者决策机制中村集体掌握合作社的控制权，保障集体经济发展的平稳运行。案例合作

社的共性特征是，村党组织成员与合作社理事会成员交叉任职，保障合作社的属性是强村富

民，在日常运营和重大事项决策中，村党组织成员把握合作社的发展方向，这种集体经济发

展方式的治理架构更加科学、经营方式更加稳健。 

最后分配机制中村集体掌握剩余索取权，使产业发展成果分配合理化。案例合作社的共

性特征是，村集体的资源、资产按股分红或者按照合同约定获得固定报酬，普通成员按照交

易量和出资比例分红，实现村集体和社员的同步增收，更重要的是由于合作社控制权的掌握，

村集体在分配环节掌握更大的权力，对于章程规定之外的盈余有绝对的处置权，使集体经济

发展的收益分配更加合理，能够更多地惠及村民和村集体。 



2.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式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在重新组织农村产业的

过程中实现集体经的发展，结合本村资源和市场环境，选择适宜本村的产业项目，重新勾画

产业的组织方式，使村集体能够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当中，并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

务、资产参股等方式实现集体经济发展（表 7）。 

表 7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 

发展方式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资源发包 
村集体土地发包给合作社

经营，获得承包费 
 

村集体的荒山资源发包给

合作社经营，获得承包费 

物业出租   

村集体建设的养殖场出租

给合作社，获得租赁费 

居间服务 

村集体协助合作社开展生

产社会化服务，获得居间

服务收益 

村集体协助合作社为社员

和非社员提供生产、销售

和托管服务，获得居间服

务收益 

 

资产参股 
村集体的生产资料作价入

股合作社，获得股金分红 

村集体的土地作价入股合

作社，获得股金分红 

村集体的转移支付资金及

形成的资产入股合作社，

获得股金分红 

首先是资源发包的方式。资源发包是指村集体将农村集体资源（不含家庭承包的集体资

源）的使用权对外出租并获得收益的一种发展方式。村集体进行资源发包的前提是村集体内

部存在归属清晰、未向集体成员发包农村集体资源，如村集体自身无力经营或者在其他经营

主体的使用过程中能够获得更高收益，往往采用资源发包的方式。案例 A 和案例 C 都探索

了资源发包的方式，案例 A 中的集体土地是村内部分撂荒地，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未再向集

体成员发包，经村民大会同意收归村集体所有，而案例 C 的荒山资源一直是集体资源，闲

置多年。两个村集体将集体土地和荒山资源发包给本村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营与开发，

旨在盘活资源，取得更高收益。更为重要的是，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制度特征决定资源开

发是在村集体的监管之下进行，确保资源盘活后的收益最大化并保留在村集体内部。 

其次是物业出租的方式。物业出租是指村集体通过建设各种固定资产对外出租获得收

益，是集体经济增收的常见方式。案例 C 中，村集体通过出租养殖场给合作社而获得收益，

但其固定资产的建设与投资目的是发展乡村产业而非单纯的获得租赁收益。该村适合发展养

殖项目，因而村集体投资建设养殖产业所必须的经营设施出租给合作社，在获得租金收益的

同时，带动本村的产业发展。 

再者是居间服务的方式。居间服务是指村集体作为居间人向其他经营主体提供居间媒介

的中间服务行为。村集体具有的组织优势能够高效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然而由

于村集体不是经营主体，其居间服务的职能往往需要借助于合作社来完成。案例 A 和案例 B

都探索了居间服务的方式，村集体通过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村民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产品



销售以及多环节生产的社会化服务等，促进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合作社也通过服务获得收

益，进而反哺给村集体。 

最后是资产参股的方式。资产参股是指村集体资产以出资入股的方式投入到其他经营主

体中，参与股金分红的方式。案例中三个村集体均采用此种方式，以村集体的生产资料、集

体土地、转移支付资金等向合作社出资，从而获得合作社的分红。与入股其他外部经营主体

不一样的是，村集体将资产投入合作社的目的是双重的，不仅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获得资产

性收益，更是为了促进本村的产业兴旺。同时由于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运行是村集体主导，

能够更好地保障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设立条件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促进作用不能脱离产业而独立存在，必须在产业的高效组织过程

中实现，因而其设立应满足三个前提条件（表 8）。 

表 8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设立的前提条件 

设立的前提条件 案例 A 案例 B 案例 C 

产业发展基础 村民独立经营意愿不高，

具备规模化的条件 

果树种植和山羊养殖为

本村传统产业 

具备适合开发休闲产业

的山体资源 

集体资产投入 集体土地、机器设备、场

地 

集体土地、资金 荒山、资金、养殖设施 

群众参与意愿 67 户村民入社（所占比例

26%） 

128 户村民入社（所占比

例 22%） 

137 户村民入社（所占比

例 24%） 

1.产业发展基础  案例中的三个村庄因资源禀赋不同，产业发展路径也各具特色，均在

合作社的带动下，通过产业发展实现强村富民。然而，如果村庄缺乏产业基础或者培育不出

合适的产业项目，就必须要先谋划产业如何培育，避免合作社设立之后流于形式。 

2.集体资产投入  村集体应具有能够投入到合作社产业运营的资产，为其从合作社获得

收益的法理依据。案例中三个合作社皆以土地、资金等资产出资入股，这些资产归属清晰且

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投入，村集体皆因此获得收益。但如果村集体可投入的资产不足甚至缺失，

则合作社的强村作用无法显现。 

3.群众参与意愿  群众的参与意愿是检验合作社运行效果的重要标准，案例中的三个合

作社均得到本村村民的认可与参与，在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的同时，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和

监督权。因此，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设立要以村民的广泛参与为前提，脱离此基础可能会

使产业发展不能普惠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五、结论与讨论 

蒙阴县的三个案例为本文提供实践证据，证实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的作用真实存在，同时对案例剖析也从理论上找到其作用机制。首先，村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具有特殊的制度安排，其成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等均体现强村富民导

向，在运行中能够起到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机制的作用。其次，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

发展农村产业的过程中与村集体深度融合，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

等多种方式实现集体增收，探索多样化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途径。然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的促进作用不能脱离产业发展而独立存在，将本村产业高效组织起来是其发挥作用的根本

前提，因而其设立过程必须要结合村庄的产业基础、集体资产与群众意愿等限制条件，因地

制宜地谋划组建与发展方式。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农村产业的发展，但不同的组织产业者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农业产业化伊始，企业、经纪人、大户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起到组织农村产业的作用，但这些

外部的经营主体发展农村产业是以获得自身利润为目的，与村集体的利益连接方式普遍表现

为买断性交易或者简单的承包租赁，村集体难以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更重要的是在产业

链条后端创造出来的利润难以惠及村集体。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由村集体主导的内生经营

主体，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深度融合成为利益共同体，其引入将使强村富民成为农村产业发展

的第一要务，可以预见，其广泛应用会带来农村经营体系的巨大变革。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作用可期，但农村产业的精准培育并非能够生搬硬套和立竿见影，因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的引入是一个与产业协同孵化的过程，其推广应循序渐进，避免模式单一和追求数量，孵化

一个就规范一个，以其高质量发展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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