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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otive pow-
er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 also provides a new way of solving the poverty problem. The west 
part of China is the main poor area that our country supports; besides, it has tried many years and 
ways to solve the poverty problem. The forestry and fruits program is an example, but it results in 
the fruits in excess of demand and the farmers are still poor. However, many college students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to launch out the crowd-funding activity that the government, the 
enterprise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any people take part in, which proves the synergy theory’s 
righ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is case and identifies the role of each subject of the work of sup-
porting the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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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之一，同时也给扶贫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办

法。西部地区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之一，扶贫工作开展多年，已尝试不同的扶贫模式，如林果业

区域化发展的扶贫工程，但却使得质量上乘的农产品滞销，农民脱贫致富遇到了瓶颈。2017年数百名大

学生利用“互联网+”扶贫创新思维发起了网络众筹活动，调动包括政府、企业、公众及社会组织等多

个主体共同参与到扶贫事业，在实践基础上证明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正确性。本文即基于该案例，为

推动南疆扶贫工作的开展而进一步明确各主体在脱贫攻坚战上可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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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加快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让网络扶贫成为

扶贫工作的新路径[1]。十九大召开之际，一百多名新疆籍大学生利用网络扶贫政策优势，在微博、微信平

台上发起了“中国红·和田枣”网络话题，积极宣传家乡红枣以及枣农真实的生活故事。同时，他们又策

划组织了“万名大学生助农计划”公益项目，通过“网络众筹 + 农产品”的创新思维，试图为和田红枣打

开销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此次活动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认可与支持、全国各地联通公司微博接力、新

疆籍百名网红艺人纷纷助力，“免费午餐”“待用公益”发起人等知名公益博主参与其中，南开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等内地百所高校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进行转发支持。网络众筹上线不到一个月，微博、微信

总交易额达近 13 万，扶贫助农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的时代任务，是不容延迟的历史使命[2]。实现国家治理现

代化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治理主体的发育与构建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红·和田枣”

公益活动中，一群大学生主动响应政府网络扶贫政策的号召，在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帮助下开

展了众筹宣传，加之内地消费者的热心支持，最终帮助部分枣农实现了增收。“中国红·和田枣”网络

众筹活动不仅是对现有扶贫模式的创新，也是对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的正确运用，可谓是协同治理的

良好典范，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 政府一元主导：南疆扶贫工作旧谈 

新疆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却一直以来都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出现

在各项政策文件当中。南疆四地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人口呈现“三多”特点：少数民族多、农村人

口多、贫困人口多[3]。21 世纪初，自治区根据南疆贫困人口特点，结合地域优势，提出并大力推广林果

业区域化发展的扶贫新政策。2004 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林业发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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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积极发展现代林果业和林果经济，提升林果业整体水平，将南疆地域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

当地政府的号召下，果树区域化种植运动达到了高峰。南疆地区以阿克苏、和田、喀什为特色林果业重

点发展区域，结合各地州气候、土壤条件，以核桃、苹果、红枣等作为主要的特色产品，形成了多为小

农经济和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种植的林果业主产地。为此，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南疆林

果业发展迅猛。然而，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未能很好地被动用和协调，加之农民缺乏营销思维和品牌意

识，导致产量逐年增加的果园产品出现产销不对称的矛盾。 
党中央对新疆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很大，为了改变新疆的经济面貌，国家不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

补贴。据统计，2001 年~2010 年，中央和自治区在新疆扶贫工作上累计投入专项资金 152 亿元；2017 年，

中央财政对新疆扶贫工作的专项资金为 51.2 亿元(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 
[4]；中央财政还于 2018 年提前下发对新疆的专项扶贫资金指标为 69.6 亿元，相比 2017 年增幅 21% (数
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南疆四地州相对应的内地对口支援城市在扶

贫工作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总体来看，过去的扶贫工作主要是以政府一元主体为主导，通过财政资金补贴等手段来开展的。但

这种缺乏“造血”功能的扶贫方式收效甚微，只能阶段性地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品质。此外，这种扶贫

方式不但容易“养懒”，而且脱贫也不稳定，一旦政府补贴被花完，贫困人口将会再次返贫。尽管区域

化林果种植政策跳出了传统扶贫思维的束缚，帮助农民提升了产量，却未能实现增收减贫，反倒是“农

民怒砍枣树当柴烧”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3. 多元主体在南疆扶贫中的角色扮演 

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和治理模式的不断变化发展，各领域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层化

格局基本形成，社会治理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5]。农村扶贫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扶贫事业不能单

靠政府一方的力量。一方面，“中国红·和田枣”网络众筹活动引入了公益组织、企业和社会群众三大

主体，和政府一道共同探索出一条协同治理的成功之路。多元主体协作有序推进，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作

用，可以从多方面、全方位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最终摘下贫困的帽子。另一方面，多元主体协同

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让各个主体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整合

力量，实现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协同治理思维治理国家，

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准扶贫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补齐扶贫短板，实现全

面脱贫。为推动南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多元主体应当协同共

治，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共同发挥作用。 
(一) 政府 
1、进一步推进网络扶贫政策，畅通信息渠道[6]。 
由于南疆地区地处偏远，信息较为闭塞，即使内地对当地农产品有大量需求，也无法顺利完成交易。

一方面是因为内地消费者没有购买渠道，另一方面则是南疆农民不知道内地有需求且他们也没有销售渠

道。网络扶贫政策则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开展扶贫工作的新方式，网络信息的传播具有时效性、广

泛性等特点，能够让内地消费者和南疆农民实现信息的交流，拥有畅通的信息渠道。 
2、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切实推进网络扶贫政策，需要拥有发达的交通系统和完善的物流运输体系。南疆属西北内陆

地区，若要实现农产品的网上售卖，就必须解决农产品如何运送到消费者手中的问题；其次，南疆地区

相对比较落后，电脑普及度不高，而农户没有电脑也无法利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所以政府应当至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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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为基本单位配发电脑；最后，农产品时令性强，集中在某个季节采摘收获。大量农产品不可能迅速

销售一空，积压的农产品又很容易腐烂变质，因而完善农产品存储设施和提高存储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 农民 
1、任用乡村能人，培育乡土化精英[7]。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减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远离家乡到城市谋求更好的发

展，导致农村人才流失严重[7]。农民需要一个领头羊，因而培育乡土精英的任务重要且紧迫。这些乡土

精英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和能力还要热衷于乡村建设；不仅要了解村内的事务还要熟悉市场及国

家政策导向；不仅能贴近乡村还要能沟通城市。尽管目前也有一些符合条件的知识分子投身乡村事业，

但他们很难获取当地农民的信任，融入乡村生活。因而要推进农民组织化，就必须要培养一批乡土精英，

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当地情况，并且具备着现代管理能力。 
2、实现自我组织化。 
经济领域中的农民组织化，简单来说就是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农户

自愿按照一定的原则，通过经济上的联合，将家庭独立个体经营的劣势转化为群体优势，降低个体在经

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最终提高农户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8]。农民组织化的过程，也是让农民结成组

织、参与组织活动和共享组织成果的过程。改变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将农民联合起来形成组织，形成

合作关系，再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革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技术和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实行专业化

生产、系列化加工，从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 公益组织 
1、协助形成以乡土精英为首的本土化社会公益组织。 
通过与内地众多公益组织沟通交流，交换思想，学习经验，甚至可以与其深入合作，共同解决南疆

农民遇到的难题。社会公益组织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地带，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催化剂。在南疆这

种市场短缺的地区，让社会公益组织成为农民与外界的“中介”，利用互联网技术，动用社会力量，在

政府的政策支持与监督下，联系企事业单位、呼吁社会群众，将外界信息和文明注入到南疆农村。 
2、构建以“众筹 + 农产品”营销模式为主要手段的互联网平台。 
为解决南疆农产品的长期销路，同时又为满足广大内地消费者对新疆特产的需求，公益组织可以通

过“众筹”的方式把南疆优质瓜果搬上网络平台。这种“消费公益”模式不仅能发挥微博、微信等社交

媒介的优势，而且能把公益思维常态化。将南疆农产品拉入到良好运作的市场轨道上，不仅有利于农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助于减轻政府的负担。 
(四) 企业 
企业可利用政策优势在南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疆困难地区新版企业可享受税收优惠，推动贫

困地区实现现代化发展也是企业社会责任之一。很多农户虽然当年的农产品丰产却不丰收，究其主要原

因还是在于农产品作为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再者，南疆路途遥远，保鲜水

果不易运输，这也是让内地收购商望而却步的一点。在产地建造加工厂，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

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鲜果转换成易于运输的产品，不仅能够解决当地农副产品销路不畅难题，

而且还能够增加当地就业岗位，帮助农户增加收入，企业也可实现营利，促进自身发展。 

4. 结语 

要实现南疆地区的全面稳定脱贫，必须首先激活其经济。南疆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

市场及社会的共同努力。南疆扶贫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其贫困人口多为来自农村的农民，而农产

品正是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大学生众筹不是解决农产品滞销的根本性措施，他们只能扮演宣传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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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的角色。南疆农产品销路的长久性解决必须要让当地农民动起来，在政府的支持和乡土精英的带领

下，形成社会公益组织，实现农民组织化，再通过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打开内地市场甚至是

国外市场。 
协同治理理论表明，依靠单一的治理主体已经不适合应对社会潜在的风险和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

会问题复杂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社会都不能凭一己之力实现善治。目

前我国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而扶贫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问题，要完全实现脱贫不能依赖于政府

“输血”式的财政补贴，而是要调动社会多元主体的力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社会公众与农

民的协调与合作，帮助农民大“造血”，实现减贫脱贫的目标。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XS1802)。 

参考文献 
[1] 张建军, 吴良伟. 新疆南疆地区开展农村电商扶贫的问题与对策. 克拉玛依学刊, 2017, 7(5): 47-52. 

[2] 于江, 魏崇辉.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J]. 求实, 2015(4): 63-69.  

[3] 阴玮琳 , 布娲鹣·阿布拉 . 新疆精准扶贫问题探析——以南疆三地州为例[J]. 农业经济展望 , 2017,1 3(1): 
19-21,48.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xjtj.gov.cn/sjcx/tjgb_3414/201804/t20180403_551601.html, 2018-04-03. 

[5] 袁虹. 政治学意义上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诠释[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3(23): 210-211. 

[6] 王沛栋. “互联网+”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四个维度[J]. 农家参谋, 2016(5): 6-7.  

[7] 尚云华. 地方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的职能研究——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13.  

[8] 张慧卿, 刘醒. 农民组织化的现实困境、成因及其改善路径——兼评亨廷顿农民组织化思想[J]. 农业经济, 
2016(3): 83-85.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0-7540，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sd@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sd.2019.92023
http://www.xjtj.gov.cn/sjcx/tjgb_3414/201804/t20180403_551601.html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sd@hanspub.org

	Crowd-Funding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on the Roa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of Farmers 
	Abstract
	Keywords
	众筹 + 农产品：多元主体在农民脱贫道路上的协同共治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政府一元主导：南疆扶贫工作旧谈
	3. 多元主体在南疆扶贫中的角色扮演
	4.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