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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产品小微企业，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王景峰 1   王  刚 2   王艳伟 3

摘  要 ：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融合了民族地区一二三产业，是小农户、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发展

的有机衔接，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点。鼓励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发展，有利于民族地

区发挥特色资源优势，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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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民族特色产品

小微企业的可行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人和钱的问题至关

重要，发展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既能够发挥民

族地区特色产品的优势，又能够降低民族地区对

人和钱的依赖。

（一）发挥民族地区特色资源优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乡村 振 兴 战略规 划

（2018-2022 年）》要求各地区应当以资源禀赋和独

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有序开发当地优势特色资

源。少数民族地区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多属于农

牧业、种植业等“可恢复性”资源，只要开发合

理，就可以实现补给平衡，并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

合形成民族特色资源和民族地区小微企业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独特资源。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能

够比较容易获得这些特色资源，充分利用、加工、

出售蕴含民族特色的产品。民族地区小微企业可

以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特色资源优势，研发并生产具

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避免特色资源无人赏识或仅

仅出售原始资源的低端形态。

（二）弱化民族地区人才缺乏的影响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进程中，农村优质资源、要素和人才大量外

流，导致农业萧条，农村衰败，乡村活力下降。民

族地区由于地缘弱势和经济落后等原因，人才流

失更为严重。尽管国家号召有责任、有能力的企业

家、专家学者等以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行

医办学等方式回馈乡村，但是在短时期内民族地区

实施乡村振兴还是很难获得高级的人才。且从经

济发展历史经验来看，民族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

水平对高级人才吸引力有限，民族地区现在更需要

能够在短期内拉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人才。而发展民

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所需人才数量大，且仅需有

一定专长，比如城镇中的生产经营和创业人员，

或致富愿望的乡村群众，甚至包括返现创业的农

民，都可以在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中找到用武

之地。

（三）降低资金依赖

乡村振兴无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

来源主要包括财政支持、土地出让收益和社会资

本，但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土地出让收益都是有

限度的，资金极有可能会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

兴的一个绊脚石，所以，社会资本的持续投入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尽管社会资本的投入需要

回报，但是需要利用有限的资金为乡村振兴做更

多的事情。乡村振兴过程中要求避免随意撤并村

庄搞大社区、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因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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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大型企业困难较多。而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

恰恰能够满足条件，既降低了对资金的依赖，又

不易破坏乡村环境，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初期阶

段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二、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发展对乡村

振兴的推动作用

（一）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二元 结 构是导致乡村地区相对 贫困和

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有

利于减弱城乡差异。由于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

投资少，见效快，可以成为乡村产业兴旺的突破

点，为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打前站。民族特色产品

小微企业更多由当地农民主办，彰显了民族地区

特色，有力地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交叉融合，提高

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缩小

城乡差距。

（二）拓宽就业渠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但是由于经济落后、生活

困难，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多以到发达地区打工为

主，就业渠道单一。拓宽民族地区农民就业渠道

是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族地区

民生的重要举措。发展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

推进乡村经济多元化，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

位，能够引导和支持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支持

和鼓励有创业愿望的农民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

业。同时，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的发展还会产

生辐射效应，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和创业。

（三）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

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其中农民感受

最强烈、最直接的就是“富不富”。民族地区一直

以来以务农放牧为主要收入，即使有部分特产出

售，也是未加工的初级产品，也并未形成产业和规

模优势，导致收入不足。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

创立和发展可以作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

方式，增加农民收入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民族

特色产品小微企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色资源的

生产、加工和销售问题，提升了特色产品的价值。

除此之外，民族特色产品多与生态涵养、休闲观

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的产业进行结合，提升了

产品价值与品位，增加了民族地区居民收入。

（四）保护生态环境

欠发达地区的“生态保护”意识，不是自发形

成的，需要通过一定媒介的刺激而激发出来。民族

特色产品小微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生态

保护”意识的产生。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发展可

以从三个方面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一是通过提升

农民收入，减少农民为获得短期收益对环境破坏行

为，如毁林开荒、过度放牧、无限制出售特色资源

等 ；二是通过对民族特色产品的深加工，提升产品

价值，使农民意识到不能“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提

升农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三是促使农民牢固树立

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从而保护了生态环境。

三、发展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的建议

（一）坚持高质量发展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 年）》不仅要求各地区以资源禀赋和

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有序开发当地优势特色资

源，而且要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民族特色产

品小微企业应当摆脱出售原始特色资源或低附加

值的产品，增加科技和研发投入，与科研院所、

高校等进行合作，共同开发技术含量高、品质好、

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增强特色产品时代感

和竞争力，在提升民族特色产品竞争力的同时，增

加收入。同时，还应当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将民族

特色产品与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

康养老等相结合，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增加乡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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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开发民族特色产品的多种功能

和多重价值。

（二）坚持协同发展

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不应埋头孤立发展，

而应协同发展。协同体现在三个方面 ：与自然协

同，与众多小微企业协同，与相关产业协同。乡村

振兴要求生态宜居，所以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

的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

为主的方针，统筹特色产品的培育生产与经营，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民族特色

产品小微企业在发展中还要与其他众多的小微企

业协同发展，融合一二三产业，提升创新力和竞争

力，成为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力量。民族特

色产品小微企业还要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将民

族特色产品与旅游、教育、文化、养老等行业融

合，建设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色的乡村发展新

模式。

（三）坚持特色发展

由于不同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

状况不同，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方式不尽相

同，所以各地区以特色资源为基础发展小微企业的

方式和模式也应当因地制宜。民族地区小微企业

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可以相互借鉴，但是应当以我为

主，找到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尽管民族特色产品

小微企业的发展都是依托特色资源，但是结果却可

能迥然不同。如依托“互联网 +”“旅游 +”“生态 +”

等平台，可以创造性地发展若干特色发展模式，丰

富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发展的内涵。

（四）弘扬企业家精神

为振兴乡村，国家引导和支持企业家投资兴

业，同时挖掘培养乡土文化本土人才，特别是要发

挥涉农企业家的领头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出来就

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成长的动力，

也是企业稀缺的资源和最根本的竞争力。民族地

区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企业家。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

人员，应当以发展的眼光对待企业的发展，培养

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的企

业家精神应当包含至少三个内容 ：爱国、兴企和富

农。首先是爱国，国家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

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

用的意见》明确提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爱国，企业家应当具有国家使命感和民族自

豪感 ；其次是兴企，企业家的首要工作是做好企

业自身经营发展，无论是日常管理，还是产品和技

术创新，都需要企业家的胆识、魄力与担当 ；再

次是富农，当前脱贫攻坚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民

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应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加入

到乡村振兴的行动中，承担富裕农民的责任。

（五）建设基层平台

积极推进民族特色产品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将现有小微企业孤立运营的“小市场”建

成基于“互联网 +”、城乡一体化联网运作的“大

市场”。公共服务平台应努力为民族特色产品小微

企业提供有效服务，加强制度管理，规范服务行

为，完善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为小微企业提

供高效信息服务、经营服务，推动民族特色产品小

微企业发展，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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