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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王利清  曾天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

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

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

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治

理共同体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

前提，以乡村社会资源和多种机

制为支撑，以增强乡村善治为目

标，通过多元主体（包括党的农

村基层组织、县乡政府、村委

会、乡村社会组织和村民）共同

参与基层治理的一种多元共治模

式。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在促进

农村增收致富的同时能够形成以

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摘  要 ：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

构建。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党建引领

塑造公共精神、利益协调促进合作共享、产业优化促进多元增收、乡风文明提升善治效能等方面。但

是，农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还存在农民主体参与意识缺位、利益共享机制有待优

化、资源分配不均现象尚存、集体经济难以实现互惠共享等问题，应着力从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

利益分配机制、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创新集体经济种类等方面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提升乡村社会整

体治理效能，形成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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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与致富带头人在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时发挥着乡村治理

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作用，增进了

乡村善治效能与公共精神的培育。

一、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乡

村治理共同体的现状

（一）党建引领塑造公共精神

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先

锋带头作用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的基本前提与构建乡村治理

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在乡村社

会，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带头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提高了村民

参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村民还

被有效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共

同体，这一共同体具有乡村公共

精神，是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基

石。譬如，贵州省的塘约村通过

党建引领发展“合股联营、村社

合一”的集体经济模式，激活了

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形成“支

部管理全村、村民监督党员”的

格局，塘约村以党建为引领建立

的土地流转中心、营销信息中

心、股份合作中心等机构，有利

于推进村社一体化经营并加强村

民对党组织的信心。通过党建引

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基层党

组织的建设提升了村民对集体经

济发展的信任，调动了村民积极

性，使得村民齐心协力投入集体

经济的发展，塑造了村民的公共

意识，有助于多元主体共同推动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二）利益共享促进合作共赢

农民通过土地流转、专业

合作社、劳动务工等多种入股或

者分红的形式参与集体经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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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入股或者分红的方式是一种新

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集体经

济利益共享模式，打破了乡村现

存的原子化社会结构，以利益共

享模式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

体，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合

作协同纽带。例如，云南省西盟

佤族自治县的“企业 + 村集体

经济组织 + 农户”的集体经济

利益共享模式，村集体经济组织

通过“统”的手段，以组织生产

的方式直接帮助企业、村集体与

农民实现合作目标，提高农户市

场竞争力以及降低农户的市场风

险和企业的违约风险，并且村集

体经济组织通过与村两委的“二

合一”，推动了全村作为一个整

体融入西盟全县的产业体系。农

村集体经济利益共享模式以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纽带，以多

样的合作方式灵活嵌入乡村不同

产业的发展实现利益共享，通过

社会联结与村内聚合共同营造乡

村治理共同体。

（三）产业多样增加公共利益

农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引擎，乡村场域的产业致

富带头人、管理人员等群体在与

村民共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过

程中，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发

展方式衍生不同的经济发展模

式。比如，延伸农村产业链条丰

富产业形态，能够为村民提供生

产加工等岗位，拓宽就业途径，

以及拓展农村农业功能发展多样

化的农村产业 ；发展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等产业，可以新增集体

经济收入来源。产业多样化的发

展在增进农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

同时，构建了以“互惠互利”为

中心的坚实、稳定的“乡村发

展共同体”。陕西省礼泉县袁家

村以股份合作的“村集体＋业

户”模式发展乡村旅游业，其中

党支部是村集体的核心，农户是

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这一模式

与“以三产带二产连一产”的

“三产融合”多样化发展体系形

成“共建共享共富”的产业体

系，构建了乡村独具特色的利益

共同体网络。具有独特袁家村特

色的“三产融合”多样化发展体

系，通过多元产业结构与利益分

配机制调节村民收入，实现利益

均衡。农村集体经济以多样化的

形式丰富农村产业增进乡村社会

公共利益，并协调多元主体形成

“乡村发展共同体”。

（四）乡风文明提升善治效能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

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并

且，农村集体经济的增长与合理

分配还能够对涵养乡风民风、促

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弘扬乡村

文化等方面发挥作用，有助于塑

造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和美

乡村共同体”。安徽省长丰县红

桥村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乡

村文明蔚然成风，村级干部率先

践行发展公益事业，村民自觉行

动，形成邻里和谐、乐于奉献的

新风尚。在着力发展农村集体经

济的基础上，红桥村以两委牵

头、村组负责、村民互助的方

式，关照弱势困难群体，帮助村

民本村就业，实现了零上访、零

投诉。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营造

了和谐乡风环境，培育了村民对

村集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与乡村

公共精神，形成凝心聚力的乡村

治理共同体，不断提升乡村善治

水平。

二、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乡

村治理共同体的困境

（一）农民主体参与意识缺位

首先，村民参与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主动性较弱。部分村民

将自己置身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

之外，即使有村干部带头组织集

体经济发展，也存在畏难抗拒心

理，村民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信心不足，不愿加入农村集体发

展。其次，随着传统村庄价值规

范日益式微，乡村社会呈现“原

子化”状态，村民的价值观念与

人际交往存在功利化趋势，村庄

中的权威认同与组织现象弱化。

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农民

主体参与意识的缺位造成了乡村

个体发展的原子化和分散化，打

破了乡村社会共同文化传统、共

同价值体系，失去了乡村社会的

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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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益共享机制有待优化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群体化的

特征，存在利益个体与利益群

体，内部与外部利益主体，长期

性与阶段性利益主体，因此，难

以划分明确的利益主体，造成农

村公共利益分配的困境。其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不同利益主

体间关系逐渐复杂，矛盾呈现多

样化，利益分配难以协调。在农

村集体经济中利益主体的资源禀

赋有强弱之分，精英群体和资本

拥有者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农民

因缺乏资源禀赋处于劣势地位。

在农村集体经济长期合作中，优

势方因存在机会主义选择为谋取

更大利益而牺牲劣势方的利益，

从而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因

此，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多

元利益主体的协同发展以及新型

利益协调分配机制。

（三）集体经济难以实现互

惠共享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利益分

配存在失序状态。当前，村民对

村干部主导的社会力量参与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行为动机产生质

疑，导致乡村干群关系疏离，村

干部容易动员起来的主要是乡村

熟人社会的核心成员，造成现存

的村庄强势群体排斥村内弱势群

体的现象，使得原有建立在传统

熟人社会的公共秩序被打破，农

村集体经济利益分配存在脱离村

庄道德约束和社会压力的状态。

其次，农村集体经济资源精英俘

获现象犹存。处于农村主导地位

的村级治理主体在国家资源反哺

的过程中可能成为谋利经营者，

诱发精英俘获资源，造成村级治

理的威望弱化，难以开展农村集

体行动与维系公共治理规则。因

此，需要公开农村集体经济资源

的分配与供给，建立科学民主的

资源配给制度，维持稳定、合理

的公共治理秩序并实现农村集体

经济的互惠共享。

（四）资源分配不均现象尚存

首先，集体资源管理无序。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存在公

私边界不分以及集体资源归属和

分配划定不清的现象，利益主体

有时对农村集体资源抱有“及时

捞一把”的心态，从而造成集体

资源管理的无序状态。集体经济

资源分配不公平导致村民产生逆

反心理，引发村民不积极参与村

庄治理，不利于乡村治理共同体

的发展。其次，资源配置缺乏监

控。当前，农村集体资源的分配

缺少完善的监控机制，处于主导

地位的资本拥有者以及管理者存

在将集体资源集中到特定区域的

现象，此时，农民处于被边缘位

置，无法公平享有集体资源，造

成农民被动丧失主体性地位，无

法成为乡村共同体发展的真正主

体。因此，需要加强农村集体经

济资源的有序管理，营造平等有

序、协同发展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三、农村集体经济助推乡

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

（一）巩固农民主体地位，

夯实乡村治理共同体基石

首先，引导农民作为主体

“出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要

注重农民的利益诉求，充分听取

民意、集中民智。在决议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相关事项时，村干

部要耐心动员村民，要求村民

“全体在场”。以多样化的形式灵

活组织农民“到场”，提高农民

主体参与性，为乡村治理共同体

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发挥干

部引领作用。村干部主动入户走

访，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

村干部与村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干

群关系，让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获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村干部

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领路人，积

极营造农民有话可以有处说、干

部说话能管用、动员就能见行动

的良好氛围。村民与村干部同向

同行，主动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设。

（二）优化利益分配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

首先，深化利益分配机制

改革。分配公平正义是农村集体

经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保

障，村民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与

分配合理的成果，才能建设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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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因此，需要落实村民作为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构建归

属清晰、产权完整、分配公平的

产权制度，使收益分配更加规范

化、透明化。其次，激发农民内

生发展动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与村两委联合发挥主导和纽带作

用，以村两委的公信力担保农民

利益，使农民放下戒备心，主动

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民

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凸显主体

地位，形成共同发展农村集体经

济的价值取向，塑造乡村治理共

同体的公共价值。

（三）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提高乡村治理共同体认同度

首先，保障农村集体成员监

督权益。对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的

重大事项，召集全体村民进行讨

论、表决，确保村民的决策权、

管理权，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进行民主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要定期向村民进行村务、财务

公开，充分保障村民的知情权、

监督权，提高村民对乡村治理共

同体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其次，

优化村级干部监督制度。制定村

干部监督管理制度，对管理农村

集体经济的小微权力进行监督，

设立包括村务监督委员会与群

众的村级监督网络来预防微腐

败 [8]。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民主决策机制，在人事选举、

政务监督等方面采取投票决定，

加强对集体经济组织领导人的监

督，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发展。

（四）创新集体经济种类，

发展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首先，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农村集体经济。坚持“宜农则

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一村

一策”原则，挖掘本村特有资源

优势，发展体现本村地域特点和

乡村风俗的集体经济。并始终紧

扣地方特色做强集体经济，选准

特色产业做大做强特色龙头企

业，发展符合群众实际和契合市

场需求的特色集体经济，为乡村

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提供创新思

路。其次，用活资源壮大集体经

济联合发展。树立村庄联合开

发、抱团发展的思路，通过跨村

联建联营，打破资源匮乏、分散

的瓶颈，破解资源抢占的难题。

多村联动拓宽集体经济发展的空

间，汇聚多个村的土地、资金、

生态等资源，提升单个村庄资源

规模和发展能力，依托资源整合

的规模效应吸引外部资本的进

入，壮大并增强乡村治理共同体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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