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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可复制性探讨
①

———以成都市二、三圈层新农村规划实践为例

郭艳荣 彭星瑞

摘 要: 在国家聚焦“三农”，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实现产业兴旺的政策背景下，成都市在城乡统筹、城乡资源互通的基础上开

展新农村建设，其乡建成效和乡村产业发展都获得较好成绩。成都市作为全国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提高成都市新农村产

业发展模式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对于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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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 一) 成都市新农村建设实践

成都市自 2007 年开始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强调城市和

乡村同步协调发展。成都市新农村建设从 2000 年的“五

朵金花”强调产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三个集中”，到

2008 年提出指导灾后新农村建设多样相融、共享发展的

“四性原则”，2012 年提出“产城相融”、2015 年“成片连

线”和 2018 年“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城乡统筹理念不断地

更新提升。城乡统筹背景下城乡资源互连互通，为成都市

新农村建设高效推进和乡村产业蓬勃发展提供极大保障。
( 二) 新农村建设的可复制与不可复制性

成都市作为全国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提高成都市新

农村产业发展模式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对于全国城乡

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具有示范意义。通过笔者先前

所做有关成都市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可复制性研究，总结出

新农村建设两大不可复制性原因: 一是重新村建设和轻产

业培育的模式不可复制，二是以政府为主导推动新村建设

的模式不可复制; 四大可复制性原因分别是: 一是产业定

位以区域统筹、资源禀赋为依托可复制性，二是合理建设

模式的选择和建设成本的控制可复制; 三是因地制宜落实

先进乡村规划理念可复制; 四是景观环境提升乡土化、艺

术化、田园化可复制。

二、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

见》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

切问题的前提”，即衡量一个新农村规划建设得成功与否，

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是最根本的标准。随着互联网技术

支持、全民参与创新创业及成都市城乡统筹、资源互通，新

农村建设中涌现了大量的新产业和新业态，乡村产业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

三、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可复制的必要性

“一村一品”目的是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形成示范效应

来带动更大范围的乡土特色产业。在成都市乡村现状前

提调研我们发现基本有六大问题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 村

庄老龄化空心化; 产业结构单一; 内部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

缺失; 文化传承不足; 环境特色缺乏。成都类似的村庄非

常多，其产业的激活、驱动会有很大的相似性。新农村产

业规划固然要考虑区域统筹和发展特色，但也存在问题相

似和资源类同的情况，使得产业发展的成功案例示范和推

广存在很大的必要性。

四、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可复制内容

( 一) 农业文化遗产再利用可复制

工业文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往日的蓝天

白云和充满智慧的传统农耕文明却渐渐消失; 生活便利、
物质丰富的背后却是食物安全、耕地恶化、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截至 2018 年中国已经有了 15 个试点，

包括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
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等。

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人类长期的生产、生
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其价值在于维护和

恢复生态系统、传承传统农耕文化、强调人与环境可持续

发展。除了生态价值和传承价值，还有很强的示范和推广

价值。以稻鱼共生系统为例，中国有 20 多个省都有稻鱼

共生系统，成都市新农村产业规划中也多次引用。除此之

外，还有间作套种、稻鱼鸭系统、荷塘鱼虾、林下养禽等传

统农作 共 生 系 统，对 发 展 生 态 农 业 都 具 有 很 强 的 推 广

价值。
( 二) 农业经营模式可复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国家，依

靠灌溉系统和精耕细作从耕地上获得有限的产出。现阶

段我国农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即小农经营无法

与市场接轨而发生的供需不对等。在此背景下，2017 年中

共中央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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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鼓励通过经营权流

转、股份合作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经营。在成都

市新村产业实践中，具体探索的农业经营模式主要有:“龙

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农业”“现代农业园区+农业”
“互联网+农业”“创新创业团体或个人+农业”等。如崇州

白头镇五星新村，在缺乏主导产业支撑、种植模式单一的

情况下，2012 年成立“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又分为粮食

规模种植、种养循环、立体养殖、育秧中心、农机、粮食烘干

加工中心等经营小组; 2013 年引入“盘古”和“柏萃”两个

农业项目，流转了千余亩土地发展现代农业。
( 三) 农村要素的商品化可复制

在全球城市化背景下，人们对乡村的意象已经从贫穷

落后的地方转变为城市居民向往的自然空间。现代农村

空间的生产功能降低，消费空间功能增强，即是农村空间

的商品化。具体表现为: 城市居民主要通过乡村旅游，购

买具有农村特色的农副产品，参与体验农业活动、在农村

空间休闲观光等。成都近郊乡村举办的油菜花节、龙泉桃

花节、双流草莓季等旅游活动更是乡村要素商品的“名

牌”。这种消费农村空间的产业行为主要发生在城市近郊

或者乡村性要素丰富的乡村，所以农村要素的商品化对此

类乡村空间具有可复制性。
( 四) 产业复合联动可复制

2015 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以一二三产业融合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

体系，2019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

意见》提出“以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路径创新创业产业类

型，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成都市新农村产业规划实践经

验证明: 提升一产、发展二三产、一二三产联动，形成复合

联动的产业体系是“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有

效途径，并且在大多数乡村都可复制。如崇州市道明镇竹

艺村发掘利用非遗“道明竹编”实现二产联动三产，形成如

“竹艺+加工”“竹艺+体验”“竹艺+展览”多种“竹艺+”复

合产业; 崇州白头镇五星新村在规模经营现代农业的基础

上开展桤木河水污染治理项目，打造桤木河湿地公园，并

在桤木河湿地周边布置现代有机农业项目实现一三产业

互动，形成“湿地+现代规模农业”“湿地+有机农业”“湿地
+休闲农业”等“湿地+”复合产业。

( 五) 艺术植入模式可复制

近年，以艺术振兴乡村的模式逐渐兴起并有效带动乡

村产业发展。在浙江，高校艺术类学院进驻村庄已经成为

较成熟的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学院团队进驻葛家村、中
国美术学院艺术团队进驻大郑村、宁波大学建筑与艺术设

计学院团队进驻龙储村、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艺术团队

进驻西岙村等等，与全体村民一起就地取材，将艺术与乡

村进行融合设计，通过艺术设计改造院落、墙体、公共空间

等方式对村庄进行艺术提升，通过培养村民艺术家作为乡

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使浙江成为以融合设计开启“艺术振

兴乡村”模式的典范。

旨在通过设计、文化、艺术的力量激活乡村的《UIA－
CBC 国际高校建造大赛》截至今年已经举办了四届，分别

是泗阳县果园村“梨园小屋”主题、江西夏木塘“趣村”主

题、四川德阳龙洞村“结合自然的设计”主题、贵州楼纳村

“露营装置”主题，目的是探讨如何通过设计、文化、艺术的

力量激活乡村。近日，乡村文化振兴与古村镇保护专业委

员会成立，明确乡振委专注于乡村与古村镇的“文化复兴、
生态建设、产业发展、自然研学”等项目的研究与实践，助

力乡村振兴。成都市也在发扬乡村文化、引入文化活动与

文化设施的基础上启动艺术振兴乡村战略，可见浙江艺术

振兴乡村的经验在成都市乡建中的可复制性作用。
( 六) “互联网+”运作模式的可复制

互联网技术对农村产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

的获取、金融条件的改善和产业模式的运作。经调研归

纳，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
1．“互联网+信息技术”
“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利于加强农业与市场信息技术

互通，改善农业供给侧结构，优化农业生产资源配置。
2．“互联网+销售”
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形成多种电商平台，如京东生鲜、

淘宝、小区人电子团购平台等。在网售创收激励下，各地

域农业资源优势更易于发展成特色产业和特色品牌，四川

就提出重 点 培 育 川 茶、川 果、川 菜、川 竹 等“10 + 3”特 色

产业。
3．“互联网+金融”
受经济和地理因素影响，金融网点在农村分布相对稀

少，尤其川西民居呈村组小规模聚居，且村组之间相对分

散，金融网点难以覆盖。近年随着互联网支付平台的开通

与更新，几乎覆盖了农产品生产销售、乡村旅游等各个环

节，极大提高了农民金融服务水平。

五、总结

本文通过对成都市新农村规划建设的经验总结和分

析，就如何提高新农村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的可复制性内容

进行分析和探讨，归纳乡村产业发展的可复制内容，为之

后乡村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未来，在地域特色的资源背景

下，通过城乡融合、创新创业、产业复制再创造和互联网技

术的共同驱动下，未来乡村产业将会是一个多元混合的

“乡村百业”的业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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