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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与农村三产融合协同发展是一项

系统而长久的工程，需要发动全社会多方力量、多种

机制、多种资源要素参与进来，协同推进。

（一）协同动力：多利益主体联结分享发展红利

如何将乡村振兴和产业融合带来的利益更多地

留给农民留在农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

产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具体来讲：首先提升外来

资本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农民的辐射带动能力。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语境

下，新型经营主体可充分发挥其农业农村发展理念

的前瞻性、技术应用的先进性和抢占市场的开拓性，

带动农民融入农业现代化进程。除了带动农民自身

经营能力提升，还包括对农民组织和农业经营模式

创新的辐射，如在农业协作组织、经营管理培训等方

面提供引领，与农民建立互利共赢的持久关系。其

次实现本土自发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民乡村治

理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中的话语权。防止外来资本

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凭借其资本优势和市场强势，

将本土有竞争力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推向权益

分配的边缘。本土自发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

户是根植于农业和农村的更关键的内生力量，应更

多分享农业农村发展红利。此外，由于乡村振兴和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利益主体复杂多元，加强多主

体利益联结时尤其要注意有序推进，注重利益诉求

的变化以及利益分享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协同主体：培育中坚农民成为农业经营和

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

乡村振兴和三产融合发展作为农村农业的重大

发展战略，其核心力量应该归位于农民这一群体，而

中坚农民因其对于粮食生产和乡村治理的双重意

义，应该成为农业经营和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具

体来讲：首先培育能代表广大农民意愿的中坚农

民。作为农村内部自发分化而形成的较有竞争力的

中坚农民，既能保障农业的粮食生产功能，又是参与

乡村治理的骨干力量。他们有积极性也有能力代表

留守农民，向政府表达对农村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

促进农民与政府之间的高效良性互动。政府应推动

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的成立，鼓励中坚农民成

为农业合作组织的核心，带动其他小农户，互助合

作，保障农民和农业在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中

的主体地位。其次鼓励土地流向中坚农民。现阶段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去向有正式流转土地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非正式流转的中坚农民。正式流转的土

地租金远远高于非正式流转。土地租金高利润少，

土地经营者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指导下，容易追逐市

场需求，出现土地使用的非农化非粮化倾向。中坚

农民则将农业和农村作为安身立命的保障，应鼓励

土地逐步流向中坚农民，对他们的土地经营权给予

更多的保护，才能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以及稳定农

村社会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城镇化推进，更多农民进

城，城市就业竞争愈加激烈，“三权分置”实施背景

下，城市就业竞争失利后退回农村重拾农业生产的

中坚农民会越来越多。低租金非正式的流转方式存

在的地块分散，耕作、灌溉、收割存在较多不便的弊

端将越来越突出。若有乡村组织集体自上而下的行

政介入，进行统一调整，中坚农民便能连片规模经

营，小农生产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便可以得到克服，通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
协同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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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中坚农民也能实现农

业经营的规模化和机械化。

（三）协同引擎：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要求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快速增值，实

现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的统一；农村三产融合，则要

求新技术对农业有机渗透，突出绿色生态指向。为

此：首先打造乡村科技信息人才队伍。农村拥有这

样的人才队伍才能高效接受新政策、新技术、新思

路、新商机，进而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农业农

村，促进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其次引导资金投入科

技研发。一方面，集中公共科技资源。在农业科技

资金投入、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以及国家农业科技

创新体系完善等方面凸显政府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

战略导向，以科技创新引领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

合发展；另一方面，控制资本下乡范围。鼓励城市私

人资本进入农业科技创新领域，在农业生产产前、产

中、产后不同环节加大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以科

技创新为引擎，突破土地、人力、资本等农业资源约

束瓶颈，提升新技术与农业生产渗透和融合的力度，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促进

农村三产融合，高效振兴乡村。

（四）协同保障：基层实践响应顶层设计

首先中央政府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

融合发展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明确乡村振兴和农

村三产融合的核心内涵、推进思路、阶段目标、总体

目标等，把握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有序

推行。其次基层政府根据顶层设计，结合本地资源

要素禀赋，出台具体的实践计划，制定详细实践方

案。“三农”工作一直是中央“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

每年都有支农惠农政策的顶层设计，然而从多地案

例来看，基层实践未能正确认识本地资源禀赋，盲目

实施建设项目，造成了支农资源的低效使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既要遵循顶层

设计的政策导向，又要突出基层实践的本土化特色，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到优势互补。

（五）协同基础：打造产业公地实现技术共享

产业公地意指可为多个产业提供创新支持的

技术基础。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相关企业可共享

这些基础性的共性技术。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

合发展均要求突破行政空间约束，促使生产要素跨

区域跨空间流动，实现“开放”和“共享”。在产业融

合的基础上，由技术共享带动产业间劳动力、组织

模式、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为此：首先实

现农村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和共享。一要完善与

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农事体验和乡村旅游发展密

切相关的农田、林道、河流水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与跨区域融合发展密切相关的乡镇公路等基础

设施。二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商

贸、供销、邮政等环节效率。三要实现信息通讯基

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实现区域千兆光纤和4G网络

全覆盖，提高农业生产及加工等技术共享和传播的

迅捷性。其次实现农业内部以及农业与其他产业

技术、管理、组织等创新和共享。农业与其他产业

融合一般处于被动接受改变的状态，表现为先进技

术跨越其他产业的边界，通过共用平台，渗透到农

业产业领域，实现技术要素的创新、扩散、发展与融

合，从而带动农业产业发生变化和创新。一是第一

产业公地依赖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如将GIS应用

于农业灾害与控制、水土保持、农业资源调查与管

理、水分检测以及脆弱性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监测

等；运用物联网传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或终

端对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进行控制

与监测。二是第二三产业公地借助企业组织管理

创新。第二产业可采取联合、兼并、资产重组、上市

等途径和方式，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化、集团

化发展；采用“总部+基地”的模式，引导涉农企业将

研发营销总部设在中心城市，而生产加工基地则建

立在具有成本优势的外围村镇。第三产业可通过

互联网技术创新涉农服务载体和模式，在农业上下

游产业、农产品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发挥中介作

用。产业公地培育效果影响着农业与二、三产业融

合的顺利与否，最终也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

效果。

作者简介：夏金梅，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

授、经济学博士。

（摘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2期）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