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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十

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今年两会“乡村振兴”依然是十大热词之一。1 数年来，

乡村振兴战略取得了重大成效，其中乡村集体经济发挥

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提高了闲置资源分配效率、优化产

业结构。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瓶颈，例如资源禀赋

不足、融资困难、经营模式单一等。浙江萧山航民村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

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实现了从小贫困村到百万富翁村的

华丽蜕变，成为浙江乃至中国“乡村振兴”的典范——

“航民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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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航民村概况

航民村地处钱塘江南岸，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东部。曾经入选为“市场化改革 + 集体经济”典型案例。

不仅被评为全国经济十强村、浙江省“共同富裕的新标

杆”，还被授予了一个富有荣誉感的称号——“百万富翁

村”。在2020年名村影响力排行榜300榜中，名列第七位。

在集体经济的发展实践中，航民村结合本村实际情

况，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走，探索出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的“航民样本”，成为“充分就业 + 按劳、按资分配

+ 社会福利”共富共享的和谐美丽新农村。航民村坚持

传承“集体共富”的红色基因，以“集体控股、量化股

权”产权改革模式，实现现代农业、纺织热电、宾馆物

流等三产多跨联动发展模式，率先探索建立共创共富机

制。近五年来，航民村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 140 亿元，

壮大集体经济、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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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利润达到 10 亿元。

二、航民村集体经济发展概况

1. 航民村 40 多年经济变迁

1976 年前，航民村一直是“倒挂户多，缺粮户多”

的贫困小村，人均收入仅为 150 元左右。改革开放后，

航民村抓住改革开放浪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 1979 年建

立村内第一家集体企业——萧山漂染厂，大力发展集体

经济，从此村集体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十三五”

期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集体企业进入市

场，参与市场交换，经济效益显著，村民可支配收入提

高。2021 年，航民村年工业总产值 144 亿元。如今，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航民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持续向好。

2. 航民村集体经济发展成就

截至 2022 年，航民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印染工业发展迅速。村办企业年加工印染布料 10

亿余米，可绕地球赤道 25 圈。黄金加工业发展显著。村

办企业为华东地区最大的黄金饰品加工基地，年加工黄

金饰品 80 吨。发电量充足。年发电 2 亿千瓦时，若按一

户家庭一年 2400 千瓦时的用电量计算，可满足 8 万户家

庭用电。村集团和村民收入显著。村企航民集团，年销

售收入 152 亿元，利润 10 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超 7 万元。

集团已拥有全资、控股、参股工商企业 28 家，长期位列

中国制造企业 500 强。消除贫困户，居民生活美满。在

航民，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均有小别墅，户户都是富

裕户。[1]

三、航民村集体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问题

结合文献梳理和实地调研，航民村集体经济在发展

初期面临以下短板。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质量低。发展初期，

航民村村内道路狭窄，村民出行和车辆停放十分不便；

安防系统不完善，偷盗行为时有发生；公共服务设施不

全，难以满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一方面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不利于经济发展，另一

方面村民生活质量难以提升。

二是运行机制不完善，政策导向不明确。首先，由

于缺乏资金引导机制，上级没有过多指导投资范围，具

体发展什么项目，全由村干部自行展开调研论证；其次，

部分村干部缺乏对专业知识的见解，市场风险评估能力

弱。航民村在发展初期曾尝试将资金广泛投入到第二产

业之中，但是由于缺乏投资经验和风险评估的专业能力，

盲目地扩大产业规模并没有使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

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水平低。航民村在发

展前期三类产业结构比例为 3：5：2，第一产业占比较高

且超过第三产业，但第一产业主要用于保障村民基本生

活需求，产生的经济效益极少。第二产业虽占据一半比

重，但由于资源匮乏、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产值不高

且负外部性较强。

四是收入渠道狭窄，生活水平较低。发展之前，航

民村村民收入以农业、手工业收入为主，结构单一且不

确定性强，收入水平不高，居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

五是负外部性显著，环境问题突出。航民村在发展

初期重点依靠印染产业，且工业能源主要来自自建电热

厂，大量的废水、废气排放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

响，严重影响了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

四、航民村“四叶草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四叶草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助力航民村实现华丽

转变。“叶茎”——“建设基础设施”改善集体经济发展

环境；“第一片叶子”——“健全运行机制”把握时代机

遇；“第二片叶子”——“转变产业结构”多轮驱动；“第

三片叶子”——“增加福利分红”落实发展成果；“第

四片叶子”——“治理环境污染”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取

得更大成效。“叶茎”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四片叶

子”为经济发展激发新活力。

“叶茎”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集体经济发展环境。航民村由集体企业承担全

部费用，建设覆盖全村的智能安防体系，创建智能小程

序，可视化村民个人所得到的集体福利分红，增加村民

满足感，提高村民对企业前景的期望值。

第一片叶子是健全运行机制，完善制度保障。航民

村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改革开放初期把握时代机遇，

着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航民经济社会发展保驾

护航。第一，坚持选好配强两委领导班子，通过民主选

举，村民评议，村民监督，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 [2]；第二，搭建科学合理的治理架构，村党委、村

委会和航民集团三者相对独立又互相配合；第三，建立

干净的工作制度，重大事项的研究一律由村民集体讨论

决定。航民集团成立规范的董事会、监事会，对航民股

份企业进行统一管理，监事会主要由村委、村民代表出

任，以监督企业的经营。

第二片叶子是转变产业结构，调整集体经济生产关

系。针对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航民村将工业作为经济

发展的主要载体，村里的重点企业集团已发展成为总资

产达 108 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航民村大力发展特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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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已成为以纺织、印染、热电、黄金饰品相配套的

现代生产项目集聚区，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航民村充

分发挥地处杭州市郊的地缘优势，大力发展商场以及银

行、物流、仓储等生活和生产性服务业，使第三产业比

重不断上升，村经济结构逐渐由工业“一轮驱动”，向

二、三产业“两轮驱动转变”。

第三片叶子是增加福利分红，改善民生。实现全体

村民的共同富裕是航民村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航民村通过大力实施“三个提高”，提高村民收入、福利

水平、村民素质，让村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

成果。

第四片叶子是治理环境污染，赋能乡村振兴。航民

村在发展初期重点发展印染产业，使用化石燃料燃烧的

方式来进行电、气的生产，可能产生大量工业废水和污

染气体，但其非常注重污染的防治问题，在环保方面有

大量资金投入，积极响应国家环境保护政策，走在行业

前列。

五、市场和政府两手齐抓共进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坚持市场和政府两手抓。将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的体

制机制，彰显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之治。[3]

一是航民村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航民村通过村民合资建立了村里第

一家集体企业——萧山漂染厂，成为航民村集体经济开

始发展的标志。航民村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作用，努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一是通过市场引导生

产要素向航民村集聚。生产资料不断聚集，劳动力不断

增加，弥补了航民村资源薄弱，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二

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源的再分配。随着发展进程不断

深化，集体企业不断参与到市场交换经济中，当一定企

业和资源禀赋汇集到交换市场中时，市场力量自发推动

资源进行集中再分配。三是通过市场机制提升了生产效

率。航民村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利用市场的“交

换”属性，提高资源分配合理性，提升生产效率。[4] 这

一方面增加了企业营业收入，另一方面提高了村民人均

收入，改善了生活质量。四是通过市场激活了市场主体

信心。生活水平的改善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的劳动积极性，

并提高了村民对经济态势的良好发展预期，使得越来越

多集体企业加入市场，形成良性互动推动经济螺旋式上

升，激发了乡村振兴活力。

二是航民村坚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航民村充

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引导和调节经济发展。一是

加强政府引导，规范土地流转。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改

进生产经营方式。二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通过加大对

公共服务事业和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支持，增强村集体

的自我造血能力，为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内生动

力，促进共同富裕。三是完善政府权责体系，加强部门

合作。明确政府权利和义务，减少权利失位和懈职怠职

问题的发生，强化资源共享，提供全方位信息支撑，提

高经济发展整体效率。四是广纳贤才，加强领导干部专

业技能培训。通过提高专业技能和增加人才供给，减少

行政管理决策失误，降低试错成本，推动集体经济高效

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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