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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增收问题是中国 “三农”问题的核心,乡村产业发展对推动实现农民增收有着重要作
用。本文围绕 “行为主体 联结关系 增收目标 政策要素”的分析逻辑,从 “行为 决策”的现实困
境、增收路径和政策保障三个方面阐述了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农民
的老龄化和就业难问题、乡村产业的结构性和流动性问题,以及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利益连接问题,
共同导致乡村产业助力农民增收存在困难。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产业部门、产业融合和产业组织
三个方面提出了当前困境下可能的增收路径,并从 “人、地、钱”三类政策要素视角出发,提出了
相应的政策保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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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党
和国家的关注重点,是中国 “三农”问题的关键[1]。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
“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对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要 “完善强农
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8389
元增加至2023年的21691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超14%,农民增收效果显著。在2023年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
中,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之和超75%①,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是推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动力。农业
农村部印发的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年)》中就明确表示,中国到2025年要实现 “乡村产
业体系健全完备,乡村产业质量效益明显提升,乡村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农民
增收渠道持续拓宽,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面对党和国家的重要关切,乡村产业发展为何能助
力农民实现增收,其中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是什么,当前存在的增收路径有哪些,如何使具体的政策要素
在其中发挥保障性作用? 这些都是亟须厘清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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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关于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有广泛的讨论。已有文献
从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内在机理三个方面,归纳总结出以下重要结论。一是乡村产业在融合发展、要素流
动和组织体系中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王瑞峰认为乡村产业结构单一、三产融合不深,组织体系低效、产业
竞争力弱,要素流动不畅、资源整合困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是造成乡村产业竞争力弱
的关键所在[2]。青平等同样认为,乡村产业发展中仍然存在融合发展失衡、要素与科技支撑乏力、经营体系
急需优化和市场作用发挥失灵等问题,制约了农业产业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3]。蔡宁和王明月运用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了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现中国的乡村产业发展存在供求关系、公平与
效率关系、生产分配关系的失衡[4]。二是农民实现持续增收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杜志雄认为,在产业结构转
型期,农民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了其获得较高工资性收入的可能,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机制也存在缺
陷[5]。姜惠宸发现,因乡村产业的低水平同质竞争日趋严重,国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增产减收问题可
能会阻碍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6]。三是乡村产业发展有助于实现农民收入增长。汪三贵等的研究重点
探讨了乡村产业和农民两个行为主体,认为乡村产业发展主要通过规模化经营、三产融合、壮大新型集体经
济、助推外出务工等方式,带动农民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净收入的增加[7]。陈辉等从乡村产业和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提出,乡村产业发展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能催生新的
产业组织和发展模式、科学配置各类农业生产要素,助力农民实现增收[8]。姜长云则从实现农民增收视角出
发,认为政策制定要顺应乡村产业发展的多元化、引导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这样不仅有利于乡村特色
产业的发展,防止乡村经济陷入萧条衰败,还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加快走向共同富裕[9]。

梳理当前研究发现,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已成为焦点话题,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视
角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对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过程中的行为主体视角也有了一定的分析。然而,尚
未有研究系统地阐述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过程中 “行为主体 联结关系 增收目标 政策要素”的内在
机理,尤其缺少对利益联结关系的分析。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全面考察在乡村产业发展助力
农民增收过程中,各个行为主体和利益联结关系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以实现收入持续增长为目标的可能
增收路径,最后从 “人、地、钱”三要素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保障建议,以期能为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促
进农民增收提供决策参考。

2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

要深入分析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政策保障,就必须明确乡村产业发展助
力农民增收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利益联结关系、增收目标和政策保障要素,并厘清其中的内在机理。

两个行为主体:农民与乡村产业的有效互动。发展乡村产业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农民
则是其中最为关键和活跃的因素。农民的角色并不单一,他们既可以是乡村产业中的要素供给者,又可以
是乡村产业产出品的主要消费者,更应该是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管理者。乡村产业也是多样化的,
不仅是指传统农业,更包含了一二三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构成及相关产业链。农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
载体,以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代表的乡村农业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农业生产部门
在国家发展中所承担的战略性功能越发凸显。工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延伸,以农产品加工业、家庭手
工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产业发展是中国城镇化历史上的重要制度创新[10]。电子商务的兴起又为乡村工业
有效衔接国内、国际市场开辟了新路径,焕发了乡村工业新生机。服务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创新实践,以
乡村旅游业为代表的乡村服务产业充分利用农业和乡村所承载的重要生活和生态功能,践行乡村产业的绿
色发展理念。

三种联结关系:通过经营、就业与股份参与的方式联结。在农民与乡村产业的互动过程中,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构建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随着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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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营主体及新的乡村产业形式快速更新,农民可以通过主动参与经营、就业、要素入股等方式直接参与
乡村产业的发展。在经营方面,除了传统的产销关系,订单农业、合同契约等产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
农民通过家庭经营参与乡村产业的发展[11],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以及返乡创业政策的大力
支持,使农户可以以管理者的身份主导乡村产业发展;在就业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受雇佣等方式主动为乡村
产业提供劳动力要素,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等政策也使得部分农民离开农业生产经营,以就业的形式参与乡
村产业的发展;在股份参与方面,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农民与乡村产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纽带,是发展较早
且较为直接的一种股份参与形式,农民可以通过农村集体经济广泛参与乡村产业发展。

三项增收目标: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与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三类方
式相对应,实现农民增收也可以分为三项具体目标。实现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难点。
农民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传统农业,工商业收入的占比仍然较低[12]。而传统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偏低,易
受市场风险冲击,不利于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实现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是实现农民增收的
关键点。工资性收入是目前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就业与非农就业都能为农民带来较为可观且稳定的收
入,因此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能有效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是实现农民增收的突
破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因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而不断加大。近年来,党和国
家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安排,赋予了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使农民实现财产性收入增
长成为可能。

三类政策要素:“人、地、钱”的要素保障。以增收目标为导向,促进并保障在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
增收过程中的要素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是政策制定的最终目的。从劳动力要素看,保障 “人”的自由流动、就
业稳定,由市场发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促进农民增收最简单且有效的途径。同时,政策还能从
“人”的素质提升角度,促进农民更好适应现代化乡村产业发展,从而实现增收目标。从土地要素看,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是一系列重大农村改革的制度基础。对于 “地”的要素保
障,政策制定既要确保乡村产业发展不破坏基本的农村土地关系,又要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新方向以满
足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从资本要素看,乡村产业是实体经济,有与现代金融协同发展的迫切需求。因此,如
何保障市场能理性地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 “钱”的支持,是进一步释放乡村产业发展潜力、促进农民增收的
关键。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内在机理见图1。

图1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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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厘清内在机理,本文构建起了 “行为主体 联结关系 增收目标 政策要素”的分析逻辑。基于该
逻辑,本文后续安排如下:在现实困境部分,从两个行为主体的自身和外部视角,以及三种利益联结关系
出发,分别阐述其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在路径选择部分,以三项增收目标为整体导向,从产业部
门、产业融合和产业组织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当前困境下可能的增收路径;在政策保障部分,从 “人、地、
钱”三类政策要素出发,尝试论证每项政策要素在促进增收路径实现过程中可能的着力点,为政策制定提
供方向。

3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现实困境

3.1 农民持续增收所面临的困境

3.1.1 老龄问题突出、 谁来创收成疑
从农民群体自身视角看,乡村产业就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要想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就需要直

面谁来增收的问题。2023年,中国已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全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达到15.4%①。
乡村产业就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有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中流出的劳动力实质上是较为年轻的城镇
常住人口,这直接导致了乡村产业的老龄化加速[13]。更进一步地,乡村产业中的农业产业老龄化问题最为严
重。在分部门的就业人口年龄分布中,非农部门峰值出现在25～34岁,而农业部门峰值出现在45～54
岁。具体来看,乡村农业产业的老龄化率达到12.1%,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在内的乡村工业产业
老龄化率普遍在1%～2%,而以住宿、餐饮、金融、科教文卫等为代表的乡村服务业老龄化率基本小
于1%[12]。

乡村产业过早、过快地进入老龄化,势必会对农民实现持续增收产生负面冲击。在产业视角下,若其他
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过快地老龄化会大幅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乡村产业整体产出水平的提
升,进而阻碍农民从乡村产业发展中获得持续增长的收入。在农民视角下,乡村地区的养老保障水平要远低
于城镇,医疗保障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如城镇完备,在城乡产业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乡村产权制度尚未
完善的情况下,农民对 “未富先老”的担忧不利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进入效益更高的乡村非农产业之中,
也就不利于农民实现增收。

3.1.2 就业稳定性差、 持续增收困难
从农民获取收入的外部视角看,乡村产业所提供的就业稳定性仍然较低,要想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就需

要直面如何才能稳定就业的问题。2023年,乡村地区就业人口为27009万人,较2022年下降1.50%,自

1997年来已连续26年出现下降②。乡村就业人口的减少,一方面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不断地向城镇
转移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乡村地区就业承载能力在持续下降,不利于农民实现增收。有研究发现,农
村家庭中的非农就业稳定性差的问题较为严重,出现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情况的比例高达33.9%[14]。
在乡村产业的非农就业人口中,超过半数的农民依然就职于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业等低技术
岗位[12],极易被更高素质劳动力或机器所替代。即使是外出务工的农村居民,大部分也在城镇的非正规部门
就业,劳动收入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乡村产业中的非农产业是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非农就业的不稳定会对农户增收产生负向影响。从
产业视角出发,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求乡村产业更快、更有效率地融入现代化生产过程、使用现代化生产要
素[15]。但当前并不稳定的非农就业会阻碍该进程,农民若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就势必会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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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的现代化过程中被替代,无法享受到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增收红利。从农民视角出发,在经历了20
多年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后,当前仍留在乡村地区就业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不愿意继续流动的。在这一人口迁移
背景下,乡村产业的非农就业不稳定会对劳动力在乡村产业内部由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产生负面影响,使农
民无法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制约农民持续增收。

3.2 乡村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3.2.1 产业结构单一、 三产融合困难

从乡村产业自身视角看,中国乡村产业仍然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的传统发展问题。农业是乡村产业发展
的核心载体,也有观点认为农业仍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16],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也比其他乡
村产业部门更为突出。当前,大多数乡村地区过度依赖单一农产品,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
产业提升其抗风险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2]。乡村产业在非农部门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
村非农产业因产权制度不完善、政策优惠削减等原因,其市场竞争力日渐式微,乡村第二产业所能吸纳的劳
动力占比和产值占比也呈下降趋势[17]。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乡村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越
来越多的村庄在没有第二产业基础的情况下,快速跟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热潮,加剧了乡村产业结构单一
问题的严重性,从长期看不利于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

产业层次较低、产业结构单一不仅不利于乡村产业发展,还会影响乡村三产实现有效融合。乡村产业的
三产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产业融合发展的本质则是三次产业间交易成本的内部化,核心是
培育三次产业内部的共同技术[18],最终实现乡村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间的深度分工合作。但从已有的乡村产
业融合实践看,鲜有模式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长三角等已经较好实现了乡村三产融合的地区,也存在着产
业核心技术开发不足的问题。在更普遍的乡村地区,有的以传统农产品为基础向下游开发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参观进行融合,有的则是直接吸收城市转移产业,并以此替代或改造原有的传统产业。两者本质仍是
单一产业的简单延伸,并不能有效提升乡村产业层次、丰富乡村产业结构,更不能称之为实现了三产融合
发展。

3.2.2 要素流动不畅、 质效水平较低

从乡村产业实现持续发展的外部动力视角看,乡村产业目前还存在着要素流动受限、产业支持政策有待
完善等发展的外生动能不足问题。新时代以来,中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乡村产业发展
提供了必要的要素流动环境,但要素支撑水平仍然不高,主要表现在土地和劳动力两方面。一是土地要素的
流动不畅,导致乡村产业发展缺少空间。土地产权关系的不清晰,使得乡村地区的土地使用权无法进行市场
化流转,抑制了土地要素的资源优化配置,无法形成能有效承载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空间,进一步抑制了其
他要素的集聚。二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畅,导致乡村产业发展缺少活力。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及当前
单向的流动通道,不但使乡村产业无法广泛吸引相关人才、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还会随着劳动力
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最终使乡村产业出现衰败。

要素流动的不畅必然导致乡村产业发展质效提升困难。一是农业产业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农业产业
都处于生产效率低下的状态。有学者测算发现,在不考虑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中普遍存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配置扭曲问题,使中国农业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20%以上[19]。二是
乡村工业产业方面,典型的就是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仍然不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整体仍处于初级加工阶段,高素质劳动力要素和前沿科技要素投入的不足,使得农产品深加工程度
低、副产物综合利用率低,阻碍了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升级。三是从乡村服务业发展角度出发,要素流动的
不充分使得乡村地区的服务保障能力受限。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乡村产业对品牌运营、营销管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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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业务等消费端服务的巨大需求[20],但因相关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的流通不畅,大量的乡村产业难以获取
此类服务,产业发展无法同步驶入快车道。

3.3 利益联结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3.3.1 农业部门分配地位低、 农民产业主体缺位
乡村产业结构单一、融合层次较浅,产业间及产业内的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了农民无法在经营性收入

方面得到持续增收,是乡村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第一,在产业部门间的分配中,近年来国家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仅2023年就

新建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00个农业产业强镇,创建100个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①。但多数地方政府并不具备科学的产业项目分配机制,往往更重视回报周期较短、收益较高的项目,
而忽视了有利于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21]。政策倾斜在产业间的分配机制不健全,会导致乡村产业政策
的 “失灵”,使产业政策反过来成为束缚乡村产业发展的阻力,进一步弱化农业部门在产业分配链条中的地
位,不利于农民增收。

第二,在农业产业内部,农民一直以来都是农业产业分配机制中较为弱势的一方,农产品流通环节占据
着利益分配的主导地位。以黄瓜为例,有数据显示,黄瓜的零售价相当于产地农民出售价的4.4～5.6倍,
农民仅能获取产销利益链条中17.9%～22.7%的收益,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水平②。低水平的利益分配机
制不仅会直接阻碍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持续增长,还会使农民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缺少参与感和获得感,在
循环往复中陷入 “低水平发展陷阱”,从长远看不利于农民真正实现增收。

第三,从农民的主体地位看,乡村产业的发展不能剥离了乡村的 “本土性”,农业在未来乡村产业的发
展中依然需要承担核心载体的作用,而农民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的角度看,必须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最基本主
体。但农民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客观上,农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
主体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但在主观层面,也需要承认农民仍然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参与
乡村产业发展,主要表现为缺少社会参与的主体意识、缺乏与乡村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主体能力等[22]。在乡村
产业发展中的主体性缺位,就必然导致在分配产业发展红利时,农民将长期处于利益联结机制中的弱势
地位。

3.3.2 乡村就业收入水平低、 农民相对剥夺感高
乡村传统的就业层次较低、新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又不明显,导致农民无法在工资性收入实现持续增长

方面取得突破,是乡村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第一,在乡村产业的传统非农就业部门内,有数据显示,2023年外出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5441元,增

长了3.8%,而本地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4131元,增长了2.6%③。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收入增速,外出农
民工都要高于本地农民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地非农就业的层次和就业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更不
及城镇居民的就业水平。

第二,在乡村产业的新兴部门中,《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年)》指出,农产品加工业营
业收入目标是达到32万亿元,乡村休闲旅游业的经营收入要超过1.2万亿元,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产值达到1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1万亿元。高标准的规划能使这些乡村产业的新兴领域成为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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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介绍2023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https://www.gov.cn/1ianbo/fabu/202401/content -

6927911.htm。
资料来源: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总报告,http://www.scs.moa.gov.cn/gzj1/201703/t20170317-6292519.htm。
资料来源: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4/t20240430-1948783.htm1。



增收的重要来源,但也要看到,这些领域中占据规模优势和信息优势的工商资本仍然会起到主导作用,在利
益分配时可能存在不公平的情况,使农民在生产或劳动环节所获得的收益增量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增效相对
比,显得微不足道。

第三,从农民的相对剥夺感看,在乡村产业的传统部门与新兴领域,农民的收入层次与收入水平都处于
被相对剥夺的位置,后者可能面临收益被工商资本攫取等问题,相对剥夺感会更加强烈。工商资本追求长效
性收益的动机与农民保障短期现实收益的诉求存在巨大矛盾、工商资本对乡村资源要素的买断需要与农民多
元化的收益追求存在巨大矛盾,若处理不好两者在乡村产业发展博弈中的关系,轻则影响工商资本参与乡村
产业发展的热情,重则加剧农民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被剥夺感,不仅不利于乡村产业持续发展,更会对政
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3.3.3 集体经济发展程度低、 农民资源兑现困难
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经营效益水平较低,导致农民难以通过集体经济实现资源的资产化,对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形成阻碍,是乡村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一,从集体经济自身的增收情况看,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额达到7.7万亿元,

其中经营性资产3.5万亿元,净资产4.6万亿元,集体资产的增长态势明显①。但也要看到,集体经济薄弱
村的占比仍然较高,区域间的发展极度不平衡[23],且一些资产总额较高的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以租赁物业为
主,缺乏优良的经营性资产,没有形成稳定的收入来源,易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联系农
民与市场的关键环节,若无法完善其运行机制、壮大其经营收益,必然对利益联结机制的持续有效运作产生
不利影响。

第二,从集体经济带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角度看,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利
益联结机制中兑现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门。得益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集体经济组织可以
在较为清晰的产权边界上进一步试行股份制改革等有利于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举措。例如,福建省三明市沙
县区西霞村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实现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加②。
但从全国层面看,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常年来仅占可支配收入的不到3%③,可见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资源资
产化方面的带动作用普遍偏弱,集体经济对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作用仍然不明显。 

4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

4.1 以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4.1.1 培育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培育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可以通过稳定农民主体地位、盘活乡村农业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乡村特色

产业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和技艺传承特色,与当地的人文、经济、社会活动密不可分,是难以被替代和被
复制的,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在电子商务和大众媒介的影响下,阻碍乡村特色
产业发展的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已经建成一批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乡镇和超1亿元
的特色产业村,这些乡村地区通过发掘和利用当地的特色资源,形成了具有乡村特色的产业集群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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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资料来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https://www.peop1eapp.com/rmhartic1e/30004931749。
资料来源:沙县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村级典型案例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第一批推介,https://www.fjsx.gov.cn/zwgk/jjsx/jrqc/

202304/t20230419-1897443.htm。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年)》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

2020-07/17/content-5527720.htm。



4.1.2 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通过提升农民市场议价能力、稳定农民就业助力农民持续增收。实现农业的

适度规模经营是当前农业现代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规模经营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民在市场中的

议价能力,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具有强劲的外生动力。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已有家庭农场超380万

个,平均经营规模达到了134.3亩①,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同步发展的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已超95万

个,服务小农户7800万户②。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的土地规模和服务规模相较之前已取得了长足发展,是

当前困境下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之一。

4.2 以深化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4.2.1 提供技术指导、 发展订单农业
多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可以为农民提供统一的要素投入服务和农业技术指导,实现农民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的专业化和标准化,从提升农产品质量层面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平均收入增幅可达2.7%[24]。

此外,产业融合发展中的订单农业又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供了有效保障。根据2023年的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数据,订单农业模式带动园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比所在地区的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③。

4.2.2 创造就业岗位、 转移就业人口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有效延展了产业链条,能通过创造部分本地就业岗位,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有调

研数据表明,超半数的当地农民认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能为其提供实质性的就业机会④,从而稳定工资性收

入。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还能通过产业的城乡配置与规模经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持续稳定转移,进一步

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4.2.3 丰富流转形式、 拓展投资渠道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加速了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提升了农民从流转租金中获取财产性收入的稳定性和

多元性。全国层面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2023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平均价格从每年每亩525元增加至716
元⑤,租金的上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实现增收。同时,随着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加深,土地流转形式

也越发丰富,出现了入股、代耕、托管等形式[25],拓宽了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渠道。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也

拓展了农民以资金入股等方式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是未来促进农民增收的可行路径之一。

4.3 以壮大集体经济组织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可以通过多渠道的资源开发利用、多种经营实现形式、多种合作商业模式激发乡

村资源要素活力,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从而通过集体资产的收益分红来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

同时还能在集体经济的经营活动中促进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增长。另外,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还有助于外来资本通

过集约化经营,增强其纽带作用与规模效应,提高乡村产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与市场议价能力,降低市场风险与

交易成本,促进乡村产业的整体发展和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收益的提升,从而助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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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1亩=1/15公顷。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情况的报告,http://www.npc.gov.cn/

npc/////c2/c30834/202112/t20211221-315449.htm1。
资料来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推进利益共享 带动农民增收 (新时代画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⑤)http://paper.peop1e.com.cn/rmrb/htm1/2024-08/16/nw.D110000renmrb-20240816-1-08.htm。
资料来源:福州市乡村产业调研展现发展成果,https://tjj.fuzhou.gov.cn/zz/zwgk/tjz1/tjxx/202101/t20210112-3951491.htm。
资料来源:防止土地流转价格不合理上涨,https://new.qq.com/rain/a/20240702A0A1H500。



5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政策保障

5.1 “人”的引育保障,助力就业结构改善

5.1.1 完善城乡流动人口就业创业政策
完善城乡流动人口就业创业政策有助于培育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更多就业

机会和迁移机会,助力农民实现增收。第一,深化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身份权利。要让
市场在促进劳动力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关键作用,政府需要深化全社会一体的保障制度,通过完全消除
城乡间、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就业身份和权利差异,保障人口在城乡间和产业部门间的流动自由。第二,扶持
乡村特色产业扩容增效,为农民返乡就业提供机会。农业产业的扩容增效可以吸收原本就从事农业生产的农
民返乡就业,非农部门的扩容增效则可以吸收在城镇中从事相关产业的专业型劳动力返乡就业。第三,优化
乡村经营环境,吸引农民返乡创业。乡村的地域特点和文化传承为产业的创新创业提供了沃土,因此,需要
重视和保护乡村的经营环境,保障有意愿的农民和大学生在乡村稳定创业。

5.1.2 积极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培育
积极推进乡村人才队伍培育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能在壮

大集体经济组织层面提供强有力的帮助。第一,在农业产业维度,要通过农业技术培训和管理技能培训,加
快培养适应乡村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农户和职业农民,加快引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职
业经理人。第二,在非农产业维度,要引导乡村非农企业在农民 “干中学”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以非农
产业发展培育现代化的乡村非农人才。同时,实施积极的青年人才引进政策,通过财政补助、编制挂靠等方
式吸引学有所成且具有 “三农”情怀的青年人才扎根乡村产业发展。

5.2 “地”的权利保障,助力产村关系和谐

5.2.1 稳定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稳定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推动乡村产业良性发展的核心,有利于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序发

展。第一,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根本性质不变,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
承包权益。第二,在二轮承包即将到期之际,要加快探索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以满足承包关系
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迫切需求,在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基础上继续释放土地要素资源,促进乡村产
业的持续发展。第三,结合 “三权分置”改革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土地空间支持,以土地流转促进乡村
产业的快速发展,优化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保障机制,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

5.2.2 深入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能进一步丰富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和内容,为深化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助

力农民增收提供空间支持。第一,要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体系,最终实现城乡土地 “同地同权同价”,使
农村土地获得应有的资产性价值。第二,要灵活完善乡村产业用地管理政策,对农业产业中的配套设施用地
实行更灵活和宽松的管理政策,对非农产业中的建设用地需求继续探索用地指标的交易机制等实践方案,发
挥土地政策的激励效应。第三,要加强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引领作用,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后的用途监管机制,保障乡村产业能持续稳定地在合法合规的土地上发展。

5.2.3 稳慎探索乡村闲置土地的综合利用
稳慎探索乡村闲置土地的综合利用同样能通过盘活乡村土地资源的方式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走深走

实。第一,通过土地整治激活乡村产业发展要素的有机融合。基于土地综合整治,盘活乡村 “沉睡”的土地
资源,有利于传承乡土文化,提升乡村地域生态、文化功能,从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第二,要稳慎探
索乡村闲置宅基地的创新利用途径。在坚守土地基本制度、保障集体和农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赋予宅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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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完善宅基地权益实现方式,更好地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26],切实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通过探
索宅基地的使用权流转,还能为发展乡村服务产业提供土地空间。

5.3 “钱”的支持保障,助力产业融合发展

农业产业现代化、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壮大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应从财政、信
贷、保险等多个渠道共同助力乡村产业的健康发展。第一,财政资金的支持。在原则上要先把乡村产业发展
作为 “三农”领域财政支出的优先选项,在实际操作中则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和社会
资本投入乡村产业发展之中。第二,信贷资金的支持。政策制定需要重点关注农业产业的金融创新,要大力
支持涉农金融机构的工作方式方法创新,激发基层金融服务的扶农助农活力,落实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奖励
政策。第三,保险制度的支持。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农业合作保险制度,要积极引
导市场化保险在乡村非农产业发展中发挥保障作用,对乡村产业在保险理赔过程中给予必要帮助。同时,乡
村产业发展不能成为帮助资本下乡攫取农民利益的帮手,资本下乡则应当为农民带来新的增收渠道[27]。因
此,关于资本下乡政策的制定应当从产业发展、产村和谐等角度综合考虑,审慎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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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ssueofincreasingfarmers,incomeisthecoreofourcountry,s“SanNong”issues,andthe
deve1opmentofrura1industryp1aysanimportantro1einpromotingthefarmers,incomeaugmentation.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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