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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1

建国以来，囿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城乡发展一

直处于一种不均衡状态，城乡间的差距逐步扩大，农村

老龄化、空心化，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等一系列问题凸

显，为此，为了进一步缩小城乡间的差距，国家提出了

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性的物质基础，

如何实现产业兴旺，一直以来是诸多学者研究焦点。

从三产融合以及产业链角度来看，有学者提出乡村

振兴与产业融合须同步推进，在动力、主体、引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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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基础，五个途径中间做出有效的选择 [1]，然而受当

前的各种要素影响，如制度、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地

域等情况，一二三产的融合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农民

收入也会受其影响 [2]，现实来看，小农经济在我国乡村

经济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结构调整，地域特色的彰显，

新型农业主体的培育，促进产业信息化，来实现一二三

产的有效融合 [3]，促进产业发展长效机制的建立仍为有

效路径。而企业作为“划桨”者，既受利益驱动的刺激，

又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道德情怀，投资贫困地区

是文化行为与有关部门行为的结合体，建立理性的经济

包容制度，可以有效制止企业投资价值失效后，及时止

损等行为，确保长效投资及产业链的稳定，避免“短视

理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 [4]。从制度角度来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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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典型的单一制国家，能有效聚集各种资源来处理社

会发展中的问题，在科层制下，各级有关部门任务层层

下达，实现有效运转，这就不可避免使有关部门成为产

业发展中的主导者 [5]。

此外，也有学者从乡村产业发展的困境与路径、精

英捕获、绩效考核、产业发展模式等分析如何在产业发

展中实现效益最大化进行分析，等等。

二、理论基础

协同治理理论作为西方国家的产物，原有的实践基

础与我国有根本区别，在中国，其理论内涵得到进一步

发展，呈现如下特点：参与子系统的多元性，参与的开

放性，子系统间相互协调，产生局部或子系统所没有的

新能量，实现力量的增值，使整个系统在维持高级序参

量的基础上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达到最大限度

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之目的 [6]。

协同治理的前提是主体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在党

的领导下，由有关部门主导，为企业提供政策与平台，

为农民及提供政策以及资金，而企业与农民在其帮助下，

有效实现有关部门的治理任务，企业为农民提供岗位、

技术的相关支持，农民为企业提供劳动力与产品。但根

据“囚徒困境”[7]，即使有关部门、企业、农民三者间合

作有利，在合作过程中，仍会有诸多矛盾出现，从非均

衡的博弈关系走向协同合作，是产业兴旺之需，也是有

关部门治理实践之义。

三、案例选取缘由

一是 TB 县文化底蕴深厚，有利于文化与产业相互交

融，赋予其三产融合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是 TB 县在

脱贫攻坚以前为国家级贫困县，脱贫难度大，产业发展

动力不足，在河南类似的区县不在少数，具有普遍代表

性；三是 TB 县党委有关部门对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视，案

例中有关部门、企业、社会的合作协同模式对于三者的

都有显著性的影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TB 县名优绿茶发展迅速，

逐渐形成了玉叶品牌；2010 年成功试制出了红茶，改变

了只产绿茶的历史；2017 年开发出了“茯砖茶”、“黑

茶”。目前，已逐渐形成了以绿茶为主、红茶、黑茶兼有

的产品结构，2020 年绿茶、红茶、黑茶产量分别占全县

产量的 63.7%、21.2% 与 15.1%。同时，TB 县根据市场需

求趋势，不断完善产品档次结构，形成了覆盖高中低不

同档次市场的产品供应和生产体系。

四、有关部门：最大“公约数”探寻

在扶贫时期，企业已经加入地方产业的发展，有关

部门也十分希望有关部门主体有效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

力，实现脱贫，促使乡村资源在有关部门中流通。与此

同时，企业想要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往往偏向于雇佣

技术条件好，身体康健的农村劳动力，而这类人大多不

会轻易返贫，或其本身就不贫困，以至于出现发展了产

业，而真正的弱势群体并未得到发展的悖论，企业对于

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及就业促进方面是道德驱使，用有

关部门的观点来看，二者间的关系并不紧密。

TB 县有关部门公共供给行为分析：为实现其产业的

长期发展，探寻三者间最大“公约数”。培育农民“造

血”能力，同时实现避免有关部门、企业、社会间三者

目标错位，实现合作共赢，建立了产业联动、效益联动、

技术联动的风险共担机制，打破信息壁垒，使三者从竞

争中解放出来，有关部门为企业提供政策扶持，企业则

在产业发展中壮大资本，而农户以劳动力、土地流转、

分红等形式嵌入产业发展，形成利益链接。

五、企业：利益与名誉的平衡

产业振兴最主要的目的是实现农民的生活富裕，实

现家门口的就业，就要有家门口的企业。传统中国社会

为典型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在乡村地区体现的更加突

出，来 TB 县投资多为两种企业，一是县域内本土成长企

业，二是外出创业成功者，本着地缘、血缘、亲缘等传

统亲情纽带返乡投资，其利益投资中掺杂对于家乡的情

感投资，基于目前农村对于有关部门嗅觉不灵敏，主体

发育不完善，企业的敏感性也能有效避免有关部门风险

波动对于农村产业的伤害，不失为一种融合有关部门资

源与情感资源实现多方共赢的一种途径。

企业作为有关部门主体，是既独立于社会，又与社

会存在密切联系的经济组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既依赖

于社会又受到社会的约束，既要从社会中谋求自身利益

又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8]，所以，在追求社会价值

的同时，企业也是在间接为自己牟取经济利益。当产业

发展一帆风顺时，企业、农民，二者间形成良性互动局

面，企业愿意在原有基础上加大投资，农民也可在产业

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一旦产业发展停滞不前，企业的逐

利性会逐步凸显。

情感投资是基础，效益投资是根本，实现产业发展

的根本问题是效益问题。TB 县通过县有关部门的引导、

鼓励，以兼并入股的方式打造县域内茶产业的龙头企业，

构建出“一牌引领、多牌协同”的企业品牌发展体系，

在大品牌之下，构建代表不同风格的子品牌体系。同时

按照三产三生融合的理念，以一产为基础，拓展二产，

发展三产。以茶为核心载体，拓展产业发展边界。提高

茶休闲与服务业水平，营造浓郁的饮茶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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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蛋糕分配的参与程度

产业融合，产业升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农业产业链的纵深发展，也迫切需要新型职业

农民。在人力资源禀赋地区，其产业可以得到更快的发

展，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可以在原材料、劳动力

投入、股份分红、服务等一系列产业链中获得较高的收

益，因此，农民收入高低受到所在地区，以及农民自身

的人力资本直接影响。

“精英捕获”论，指原有惠及大众的公共资源却被

少数社会精英所把持或捕获的一种社会现象，放在乡村

治理格局下来看，具体表现为乡镇企业、精英农户、村

干部对公共资源的把持，乡镇企业与精英农户从中获

利，而村干部也需要村中有需要有致富标杆作为榜样，

三者间形成利益共同体，而真正需要帮助的普通农户在

利益面前被边缘化。脱贫攻坚是兜底，产业兴旺最终目

的是生活富裕，以有关部门发展角度来看，企业更偏向

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而实际上需要帮助的多是

家庭负担重，自身条件有限的部分群体，这与企业的

发展背道而驰，在既定的利益情况下，农民能在产业

中分得多大蛋糕，破解“精英捕获”治理难题，案例

做法如下：

TB 县确保农民在一二三产中都能获取收益，实现产

业链全参与。其一：构建茶农与企业紧密合作关系，鼓

励企业与茶农签订基地合作合同；其二，定期开展专业

技术水平提升培训。结合职业技能培育、农民工培训、

再就业培训等政策，邀请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对茶园管理、

茶叶加工等茶叶从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推动农民专业

水平不断提高。

七、结论

其一：产业兴旺是长期战略规划，有关部门要从主

导者变为引导者，有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对于农民而言，

有关部门组织技术培训，聘请专家指导，可以提高农民

自身人力资本，对于企业而言，农民技术水平的提高，

意味着人力资源会更加禀赋，生产效率提高，效益会更

好；其二：从协同过程来讲，有关部门要当好勤务员，

协调农民与企业间的关系，企业也应克服“短视”效应，

从纯有关部门利益观念中转变过来，懂得利益共享可以

使企业获得更长久的发展，农民也要树立“我要富裕”

的思想，主动接纳企业，学习技术；其三：从协同主体

来讲，有关部门占据政治地位以及政策信息的优势，企

业则占据技术、资金等有关部门优势，相对于前二者来

讲，农民仍处于弱势地位，要努力克服主体地位间的不

平等现象，实现信息互通，技术共享，有关部门实现治

理目标，企业兴旺发达，农民生活富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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