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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而产业兴旺是其中的关键。

推动共同富裕既需要乡村各实践主体合作发挥合力，又需要其积极创新实践路径，发挥好产业振兴政策

的作用。本文构建“多元主体–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按照“主体–路径–结果”的思路

对四川省九龙县华丘村进行研究，结合当下我国的产业振兴政策，探讨在乡村中不同主体怎样通过产业

发展来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并且结合相关政策和实际情况为华丘村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华

丘村关于多元主体推动产业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也为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经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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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is the ke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practical subjects in rural areas to cooperate and exert 
joint efforts,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them to actively innovate practical path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ultiple subjects -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 common prosperity” and studies Huaqiu Village in 
Jiulo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subject-path-result”.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policies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different subjects 
in rural areas can better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om-
bined with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for the futur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Huaqiu village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uaqiu Village’s practice of promot-
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multiple subjects and pursuing common prosperity also provides 
certain experience for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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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逐步实现，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21 年 10 月，第 20 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乡村振兴是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而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只有产业持续发展才

能更好地推动乡村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才能促进村民增收，推动共同富裕[1]。 

2. 文献回顾 

近些年来，学界围绕关于如何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一系列探讨。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2]。随着社会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有的学者逐渐将目光转向

收入分配对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认为收入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个核心要素[3]，而 Nanak 等人认为

近 30 年来劳动力市场绩效和社会政策不断改善，帮助中国走向共同富裕[4]。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健全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对于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涵[5]。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将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相结合进行研究，提出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6]，而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

兴的基础环节，也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姜长云将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结合研究，提出推进乡村产业振

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7]。
同时，已有研究证明，产业扶贫政策在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方面效果良好[8]。但是，笔者发现对于民

族地区乡村产业振兴政策和共同富裕相结合的研究却较为缺乏。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九龙县华丘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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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结合政策文本对我国的产业振兴政策进行浅析，并且探讨乡村不同主体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

进而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3. 结合相关文件进行政策简析 

3.1. 政策背景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逐步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稳

步前进。但是，受全球局势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问题和挑战。党中央认为，面对百

年变局，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就必须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继续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在此时代背景之下，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扎实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详细的

说明和要求。本文主要运用当中的产业振兴相关政策，并且结合华丘村当地实践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3.2. 政策目的 

笔者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根据“产业振兴”的关键词搜索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并且结合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产业振兴政策的相关部分，归纳总结出台产业

振兴政策主要在健全完善乡村产业体系、拉动村民就近就业、优化乡村就业结构，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作用。 

3.3. 政策措施 

根据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来看，产业振兴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加快发

展现代乡村服务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等。在后续的分析中，笔者将结合

华丘村当前的实践情况，对这些政策措施进行一定的分析，在对比分析和结合华丘村现有实际的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3.4. 政策意义分析 

首先，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分析，只有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才更愿意去追求更

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只有持续推动产业振兴，农民的收入才能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在此基础上才能刺激农民追求诸如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追求，促进乡村生态振兴以及文化振兴。其次，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只有产业振兴、乡村经济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地留住村民、留住人才并且吸引更多

的外来人才。最后，产业振兴让村民有事可做、有钱可挣，乡村社会秩序才会更加和谐稳定，乡村治理

才会更加行之有效，基层政府部门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进而加速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步伐。综

上来看，乡村产业振兴政策是实现乡村各项事业振兴的重要前提，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历史发展要求

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分析框架构建 

从乡村产业振兴政策来看，首先，农民的收入差距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高而缩小，体现出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过程；其次，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进而促进了共同富裕[9]。乡村产业振兴政策的实施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从共同富裕层面看。其实现时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既需要实践主体发挥作用，又需要实践路径明

确做法，前者聚焦的是“由谁来做”的问题，而后者所聚焦的是“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共

同富裕的“富裕”实现需要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高效的生产和发展，侧重

在“把蛋糕做大”；“共同”则是在富裕的基础上对积累的财富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要求体现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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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等价值向度，要求多元主体要利益共享，关注“把蛋糕分好”，关注逐步缩小不同主体之间的收入

差距。 
所以，推动共同富裕既需要多元主体合作协同与利益共享，也需要产业振兴政策来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和缩小收入差距。因此，本文对推动共同富裕的探讨遵循“主体–行动–结果”思路，以华丘村的多

元主体怎样执行和利用乡村产业振兴政策，进而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分析框架。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文章

的基本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with the partici-
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图 1. 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 

5. 华丘村产业振兴的实践及对策建议 

华丘，藏语“古热摆”，意为“鹏背上的山乡”。华丘村位于九龙县呷尔镇，全村幅员面积 107 平

方公里，平均海拔 2984 米。有耕地 1500 余亩，林地 2.1 万亩，草地 8.2 万亩，退耕还林 845 亩。全村共

有 511 户，1786 人。华丘村围绕州、县、镇各级党委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要求，始终坚持稳中求进、

积极创新的工作总基调，在产业振兴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以下为华丘村的具体做法： 

5.1. 多元主体参与，释放最大合力 

乡村产业是一个各主体紧密关联的多环节多层次的复杂动态系统，需要乡村场域内多种主体的战略

协同[10]。因此，乡村产业振兴的主体参与应当达到协同治理的局面，形成一种方式合作、过程协同、成

果共享的良好形式。华丘村也有类似实践，比如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依托资源优势引进龙头企业青白

江中康源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同年，该公司在九龙县投资成立润德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在华丘村 3 组

建成中藏药科研大楼，并且率先完成白芍在高原地区的驯化，在华丘村成功完成试种。同时，华丘村村

两委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发挥村民的作用，使村民和村民之间为实现利益共享而自愿组织起来，采

取集体行动，通过信任、互惠规范等形式把个体行为与集体选择结合起来，达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

统一，进而超越个人行动的困境。政府、市场、村民三种力量互动协同，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产业振兴

的良好局面，推动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一集体行动的生成。 
总之，在乡村产业发展和兴旺的过程中，通过发掘乡村的位置优势和资源条件，联结政府、村两委、

社会组织、村民等不同主体，调整传统的产业结构并进行优化升级，在乡村形成新兴产业，这样就可以

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进而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5.2. 做好传统种植畜牧，引入特色农业 

在做好传统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基础上，华丘村逐渐发展起蔬菜种植、水果种植、特色农业发展。比

经济发展

缩小差距

多元主体 产业振兴 共同富裕

效率-富裕

公平-共同

合作协同

利益共享

主体 行动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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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目前华丘村有专门的大棚蔬菜种植，部分村民通过大棚种植，然后将蔬菜运输到县城菜市场进行售

卖，每年都能取得稳定的收入。目前，有的村民进行苹果、梨子、草莓、车厘子等水果种植，水果既能

就地销售，还可以到九龙县其他区域销售；同时，还有的村民进行蜜蜂养殖、奶牛养殖等，每年都能取

得较为不错的经济效益，这些实践都为村民致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从华丘村的实践来看，产业振兴可

以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创新特色农业进行发展，只要是适宜当地实际情况、能够为村民带来收益、拉动当

地经济发展的产业都是好产业。 

5.3. 逐渐推动服务行业，推进产业融合 

根据笔者实地调研发现，华丘村目前已经营业了几家农家乐，有的还配套有鱼塘垂钓、草莓采摘、

自助烧烤、乡间 KTV 等乡村特色产业服务项目，极大地吸引了附近的游客。特别是在周末，诸多城镇居

民来到这里体验乡间特色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九龙县旅游集散中心目前正在华丘村修建，预计建设完

成后会给当地引入更大的人流量。据调研发现，受此旅游集散中心的影响，目前该村已有村民想要经营

藏式特色民宿、特色餐饮等服务行业。而这些相关实践与中央一号文件中“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是

十分相符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提升第三产业特别是居民服务类产业的比重也有助于稳定就业并提升中低

收入群体的就业和工资水平[11]。 
旅游产业发展对民族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激发文化产业活力等都具有

重要贡献[12]。华丘村引入的白芍、樱桃树等具有较强观赏性，将带动华丘村观光旅游业快速发展，有效

加快华丘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进程，可逐步将华丘村打造成为聚集生态观光和休闲农业于一体的特色乡

村。这和国家产业振兴政策中“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丰富乡村产业的类型”也是相符合的。已

有研究证明，乡村产业融合可以使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提高收入，而且有利于低收入农户增加收入水平，

减小与高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差距[13]。因此，产业融合发展对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有着积极作用。 

5.4. 引进特色产业园区，促进村民就业 

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推进返乡入乡创业园建设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丘村

目前也有相关实践。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华丘村逐步建成了中藏药产业园区，主要种植白芍药等，白

芍种植周期为 3 年，3 年后润德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将以 2 万元/亩的保底价对白芍根进行收购；同时，

该公司还联系了“盒马鲜生”等企业将对白芍花进行集中采购，因此华丘村此项目可行性较高。此园区

在华丘村租用了 130 多亩土地，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 14 万元的收入；同时，基地一般都会有五、六个人

是长期用工，而按天结算短期务工的也基本上会有十多个人，一年为当地务工村民会带来近二三十万的

收入。村民依靠此项目有土地流转、务工收入以及村集体经济分红，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能

致富。华丘村未来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努力将中藏药产业园区建设成为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高原产

业园区，不断带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增收致富。由此可见，引入特色产业园区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发挥了一定作用。 

5.5. 结合产业振兴政策提出的对策建议 

结合国家的产业振兴政策以及华丘村当地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了以下几条推动当地产业发展的相

关建议。第一，华丘村有着就近城镇、交通较为便利等区位优势，所以应当不断发展那些比较优势明显、

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和就业容量大的产业，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第二，随着当地旅游集

散中心的完成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华丘村的客流量将会越来越大，应当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

休闲、餐饮民宿等产业，为当地增加更多的经济收益；第三，华丘村应当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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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好当地资源，结合当地县城产业发展，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 

6. 小结与讨论 

在乡村治理场域之中，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表现为产业发展、经济振兴，推动乡村的富裕富足；

另一方面表现为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对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这两个方面的达成需要乡村各实践主体

集体发挥作用，也需要不断创新产业发展实践方式。从华丘村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到，通过不同主体的

集体合作，华丘村有效地推动产业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兼顾了不同主体收益的合理分配和利益共享。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加大对产业振兴创新路径

的研究，不同乡村应当结合当地实际，采取行之有效的产业发展道路。同时，产业发展的推进需要始终

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利益主体合作共赢、利益共享，这样才能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才能为推动共

同富裕注入更多的力量。随着产业振兴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绝对有理

由相信，乡村的产业发展将会更加科学合理，将会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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