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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7 年 12 月 29 日 

乡村资源变现发展资本，家庭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内容摘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通

过有效对接人们对农产品需求从量到质的升级、从产品到服务的拓

展，将过去难以就地资本化的农村资源变现为发展资本，乡村振兴

在此条件下迎来了新的契机。浙江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走在全

国前列，强产业、促创业、带就业、增民收、兴乡村，成效显著。

其发展经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若干启示：政府规划布局是乡村新业

态发展的条件，生态文明是乡村产业新兴的基础，镇域经济崛起与

乡村产业兴旺是乡村留人的支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赋能是乡

村资源变现资产的激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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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7 年暑期农村调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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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我国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者

对农业的需求从单一的产品功能向文化传承、观光休闲、生态涵养

等多功能拓展。与此同时，信息化突破了传统的地域约束，为分散

的需求提供了网络集聚共享的新市场平台。互联网平台加载涉农产

业新需求，两力相合，催生出大量农村新业态。浙江省农村新业态

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特色农业产业升级、乡村旅游与民宿、农家乐

兴盛、淘宝特色村呈井喷式发展，形成了家庭经济再度焕发活力、

农民广泛创业就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态势，为乡村振兴奠定了

坚实基础。2017 年 8 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暑期调研支队对

此进行了调研。 

一、浙江省农村新业态兴起的主要形式 

浙江省调研表明，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农产品从一般产品走向生态特色产品；二是农业多功能性与乡

村旅游相结合；三是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插上农村电商翅膀。 

（一）从一般农产品转向生态特色农产品：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迎需而盛 

城乡居民消费的升级，在农产品需求上表现为更加注重品质和

特色，从需求端引致传统农业产业升级。安吉白茶的发展和成效树

立了产业典范。立足于生态品质的安吉白茶，近年来年产量虽然稳

定在 1800 吨左右，但产值却从 2014 年的 20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24.7 亿元，生态品牌的价值增值十分显著。一是生态环境奠定茶叶

品质的基础，大批茶园乘安吉“生态立县”之势转型发展成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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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从茶树抗旱、茶叶长势到成茶品质，大量茶园主动选择了施

用有机肥和滴灌浇水方式；二是按质论价倒逼青叶市场的“供给侧

改革”，近两年来，按等级定价、按品质论价，改变了以往“青叶

价格逐日下降”的定律，使茶场更加专注于茶园管理和严格执行青

叶采摘标准，以获得更高的评定等级。安吉白茶的生态品质逐渐得

到广大消费者认可，茶场种植者们纷纷表示“根本不愁卖”。 

溪龙乡黄杜村是“中国白茶第一村”，村里 432 户人家，户户

都有茶场，即便是最一般的农户，经营 20 亩茶场，年收入也可达 20

余万元。本村大学生毕业后几乎都回乡投身于家庭茶场二次创业。

尤其是最近五年，安吉白茶产业发展迅速，对经营人才产生了新的

需求，青年返乡内在动力足、贡献显著：一方面是发展茶场适度规

模经营，目前一般小茶场经营茶园 20 亩左右，但流转经营五六百亩

的大茶场也有几十户，返乡青年是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是致力于

品牌和质量提升，当前种植户对安吉白茶的品牌和质量的概念不断

增强，各茶场都确立了自己的品牌，但一般品牌和知名品牌的价格

差异悬殊，例如 2017 年，一般茶园品牌 1000 多元一斤，而知名品

牌可达 3000 多元一斤。30 多位返乡创业大学生是推动白茶品牌建设

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 

（二）农业从产品功能向服务功能拓展：乡村旅游遍地开花 

收入增长带来农业领域的消费升级，人们不仅要“品尝美味”，

还要“赏心悦目”。从吃到看，从品到赏，农业的价值大大提升。

浙江省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山水资源分布，在消费升级之际，加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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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青山绿水兑现为金山银山。 

竹山变竹海，山区变景区，农家变乐园。安吉县报福镇石岭村，

村如其名，是一个全村无耕地的山区村，过去是“男孩娶不到老婆，

女孩全往外嫁”，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卖竹子是主要收入来源。该村

竹山自 2005 年起禁止打农药，自 2012 年起禁止修林道（没了林道，

砍伐不再经济，村民也就不卖竹子了），村内四家毛竹拉丝厂自 2014

年起全部关停，“用来卖”的竹山逐渐变成“用来看”的竹海。竹

海空气清新、气候清凉，形成天然大氧吧，加之临近浙北大峡谷、

浙北漂流、龙王山等风景名区，石岭村成为僻静独特却又不孤立的

生态旅游景区，带来农民增收新渠道，如今“人人都往村里回”。

该村目前的农家乐协会会长，在上海打工时发现村里生态环境对上

海人颇具吸引力，于 2004 年回乡经营起村里最早的农家乐。2011

年以来，村里农家乐发展迅速，在外务工者纷纷回乡，目前村里农

户共 170 户，已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农家乐有 108 家。除了利用生

态优势，村里还保留了一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技工艺，为游

客提供推磨、舂年糕、剪窗花等原生态乡村生活体验项目。村里有

近 3500 个床位，旺季的双休日基本一铺难求，游客约有七成来自上

海。一户农家乐全家 4~5 个劳力（包括能劳动的老年人）都忙不过

来，还需雇 1~4 个劳力。卖竹子和看竹子都是“靠山吃山”，但是

吃法一换，天差地别，农业服务业价值凸显。 

历史变招牌，文化变资产，民俗变景观。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

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故里，其代表作《爱莲说》成为环溪美丽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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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品牌创建的基础。该村以独具历史渊源的“莲”为招牌，不单局

限于“一产”的莲产业，而是将“莲”文化作为核心元素，融合在

整个乡村旅游中，致力打造的不是某个具体产品，而是整个村落的

特色品牌。环溪村如今成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网红村”。与环

溪村相邻的荻浦村，历史悠久，村内保留有宋代的范井、明代的水

系、清代的石坊、庙庵、祠堂和民居等文化遗产，不仅传承了古戏

曲文化、古造纸文化、古树文化为代表的特色文脉，还形成称为荻

浦之“魂”的“孝义”文化，2007 年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2010 年以前，村里没有农家乐、民宿，2013 年以后，得益于基础设

施的改善和旅游带的规划，乡村旅游开始兴盛，原生态的古村居落

和承继优良传统文化的孝义民俗，使得该村的旅游和民宿颇受游客

青睐。 

（三）以互联网平台集聚特色而分散的产品需求：农村电商井

喷式发展 

信息化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世界是平的，它

打破了工业化的区位优势魔咒，突破了实体门店及消费者覆盖范围

的束缚，实现了对分散于各地的消费需求的集聚供给，并且能够迅

速回应细分市场的新生需求，这就使得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就地就

近实现创业就业具有了市场可能性。例如位于浙江省中部的义乌，

距离发达的环杭州湾城市群相对疏远，但通过依托电商平台，在坚

果炒货、保健滋补、酱肉腌制等初加工农产品方面形成了集聚比较

优势。电商平台使得浙江城市群从沿海向山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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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畲族乡中门民族村的黄金粽创业，是农村电商助力“让

异乡人吃到家乡粽”的淳朴念头变成特色产业的一个典型案例。一

个参军退伍后在外打拼的 90 后青年，每逢端午节愈发思念独具家乡

味道的黄金粽。对于他和很多身在异乡的桐庐人来说，黄金粽是家

的一种象征。带着这个念头，该青年回乡创业，聘请固定员工 6 人，

并带动村内 50 余人就业，大多是村里的奶奶辈的半劳力，把黄金粽

做成村里的特色产业。2017 年仅端午节就成功售出 25 万只粽子，平

时每月也能售出 3000~5000 只。不仅如此，除了传统风味之外，粽

子生产业务也正在迅速回应和满足客户特殊定制需求。黄金粽创业

搭乘了政府通过电商平台营销推广特色农产品的快车，使得农村的

小风味变成了大产业。 

二、浙江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取得的成效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会不会像当年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般，对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和乡村发展带来深

远影响？通过调研，我们结合浙江省的案例初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

面的影响。 

强产业。一是优势特色产业切实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春茶产量产值双增明显，是浙江省特色精品农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

影。根据浙江省农业厅资料显示，浙江省 2017 年春茶产量 8.2 万吨、

产值 14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0%和 13.9%，其中名优茶产量 4.9

万吨、产值 13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9%和 17.2%，并以不到六成

的产量占据九成以上的产值，提质增效明显。被习近平总书记曾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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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安吉白茶，已成为安吉县的支柱产

业之一，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1/4，占农民年均收入的 2/5，产

业带动性强，富民成效显著。二是乡村旅游服务产业快速增长，已

成为浙江省农村重要支柱产业。2016 年，浙江全省已发展农家乐特

色村 1103 个，农家乐经营村点达 3484 个，餐位数 144 万个，床位

数 32 万张，年接待游客 2.8 亿人次，占浙江省当年接待游客的 48%。

桐庐县 2016 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达 799.2 万人次，占全县接待游客

总人次的六成以上。三是农村电商发展迅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成为涉农产业创业的普遍业态平台。2016 年，浙江全省实现网络零

售额超万亿元，同比增长 35.4%，其中近一半来自县及县以下区域；

农产品网络零售近 400 亿元，同比增长 30.3%，位居全国首位；全

省“淘宝村”从 2013 年的 8 个增加到 2016 年的 506 个，呈井喷式

爆发。 

促创业、带就业。产业发展与创业就业机会增长同步发生。根

据有关部门数据，浙江省返乡创业率达 10%左右。无论是特色生态

农业、乡村旅游中的农家乐、民宿，还是搭载农村电商的特色产业，

都具有较强的创业集聚性，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带动力强。

在安吉县，安吉白茶茶园面积约 17 万亩，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达到 20

万人，大学生毕业返乡投身白茶产业二次创业成为产业发展中的突

出现象；乡村旅游中的农家乐、民宿以及其他新业态，大部分由返

乡青年创办，创业门槛低，就业带动力强；农村电商产业集群成效

持续增强，2016 年仅电商村直接带动就业 20 万人，占电商村人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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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25%，平均年龄约 27 岁。从平均年龄可以看出，青年回流乡村

的条件在于产业兴。 

增民收。至 2016 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①连续 32

年居全国省区之首（不包括上海市、北京市），且从 2015 年（21125

元）开始超过北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69 元）。从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可以发现，2015 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可支配

收入中的家庭经营收入达到 5364 元，分别是北京市（1462 元）和上

海市（1959 元）的 3.7 倍和 2.7 倍，也高于江苏省和广东省；家庭经

营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5.4%，比上海市（6.3%）和

北京市（9.5%）高出许多。可以说，新业态发展所形成的家庭经营

收入在浙江省农村的富民成效是十分突出的。新业态下家庭经济的

再度兴起为乡村重新焕发活力奠定了重要基础。2016 年，仅安吉白

茶产业就为安吉县农民人均增收 6000 元，安吉白茶富民产业项目从

全国的近千项民生工程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2016 年民生示范工

程”。 

兴乡村。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强

产业、促就业、增民收，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回流农村，对繁荣农

村经济、修复农村社会结构和增强农村社会治理，产生了不可忽视

的积极作用。过去，较偏远地区的中青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到发达地

区务工，导致村庄空心化、“三留守”问题突出。新业态的兴起，

冲破了原有的工业区位格局限制，让原先工业并不发达、但山水生
                                                        
①在 2014 年以前，统计口径为人均纯收入，自 2014 年开始改为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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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资源俱佳的乡镇和村庄的优势得以显现，实现了家门口有景看、

有活干、有钱赚。 

三、浙江省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启示 

（一）规划布局搭台乡村航母，新产业新业态就地起飞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浙

江省具有前瞻性的布局规划奠定了乡村振兴的基础。2003 年，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进一

步发挥浙江省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这些

重要战略打了十余年的生态环境改造与转型升级组合拳，形成了后

来农产品生态化、农业多功能化和农村电商化等为表现的新业态发

展的基础，才有今天顺应经济转型提质和消费升级趋势、将绿水青

山兑现为金山银山的美丽经济。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硬基础和软

实力，只有搭起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新产业、新业态才能向

外连接市场、向内留住人才。浙江省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村电

商的普及，加强连接性；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生活更舒适，

宜居宜业。近年来，浙江省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水平及

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十二五”期间，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公

共文化和便民服务体系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进入全面养老、医

保时代；同时，作为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经济的发源地，电子商务应

用优势不断向农村延伸，农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不断完善，2016 年，

全省新增农村电商服务点 4300 余个，累计建成优质农村电商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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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1.31 万个，成为农村新业态发展的普遍平台。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的提升，让农村的生活便利度几乎无异于城镇，甚至比城镇

更舒适；而独具乡村特色的乡土资源则因基础设施完善和互联网的

平台支持，成为新产业新业态，高效而优质地变现为发展资本、农

民收入。 

（二）先行青山绿水生态基础，当逢金山银山兑现有时 

生态保护积聚生态蓄水池，形成宜居宜业城乡新格局，是浙江

省农村新业态兴起的环境基础。2005 年 8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十余年来，浙江省把“建设美丽浙江”

作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生动实践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论断。自 2013 年起，浙江省又进一步将“三改一拆”“五水

共治”作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重点工作，优化城乡布局，重塑发展

空间，改善城乡环境，走向生态文明，终使“美丽生态”释放生态

红利。“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成为浙江省农村的真实写照。 

安吉县的绿色崛起正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青山绿水兑现

金山银山的鲜活案例。20 世纪 90 年代，安吉县是浙江省的贫困县，

为脱贫致富，向青山开矿，向绿林要财，但在摘掉贫困县帽子的同

时也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与生态恶化，成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

域。痛定思痛之后，安吉县改走“生态立县”的道路，承受经济总

量陡然下降的压力，忍痛关停大量矿山、造纸、化工、建材、印染

企业。“两山理论”的科学论断在安吉县的提出，可以说为安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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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指明了前景，坚定了干部群众把生态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本钱

的信心。通过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安吉县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标

杆地，其生态品牌不断变现增值，如今财政收入位列浙江省前茅。 

（三）镇域经济叠加美丽乡村，兴业留人前有镇后有村 

镇域经济发展有力，不出乡镇就有钱赚是乡村居民安居乐业的

支撑。浙江省传统的镇域经济基础强，在 2017 年全国综合实力千强

镇中，浙江省有 162 个镇入选，其中前 100 名的千强镇中，浙江省

独占五分之一。同时，作为新型产业发展平台的“小而美”的特色

小镇百花齐放，自 2015 年起三年间，浙江省计划重点培育和规划建

设 114 个省级特色小镇，作为未来重点打造的“八大万亿产业”的

主要载体。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前两批 78 个省级创建小镇累计完

成投资 2117 亿元，入驻企业 19250 户，仅上半年税费收入已达 130.6

亿元。特色小镇经济已成为浙江经济的新亮点，不仅成为浙江省新

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动力、新空间，也成为就近就地

城镇化的重要平台。 

美丽乡村建设成效彰显，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为新产业新业态

发展提供了土壤。过去十余年中，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美

丽乡村”建设再到当前的“万村景区化”，浙江省的美丽乡村建设

实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升级的过程，不仅为农村创业创新提供

了人居环境吸引，美丽乡村本身也成为美丽经济的载体。2003 年，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全面

推进村镇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随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在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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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结合实际，在第一个五年，主要整治脏乱差的环境，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建成 1000 多个示范村和 1 万多个整治村；第二个

五年，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侧重生活垃圾收集、生活污水治

理，从源头上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在农村环境大为改观的基础

上，浙江省乘势而上，2010 年，浙江省委进一步作出“深化千万工

程，建设美丽乡村”的决策，从居住、环境、经济、文化等四方面

着手，把农村建成“农民生活的幸福家园，市民向往的休闲乐园”，

既要宜居、宜业，还要宜游。自 2008 年开展以安吉县为发祥地的“中

国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截至 2016 年，浙江省建成“美丽乡村”特

色村 2500 个，还有一批“清洁乡村”和“幸福乡村”。2016 年，浙

江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出台了《浙江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2016―2020）》，到 2020 年实现“万村景区化”②，力争将浙江

省广大农村打造成为全省大花园。乡村旅游愈发成为乡村富民业态

的美丽担当。 

（四）产权制度改革确权赋能，资源变现资产激活有路 

浙江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为农村创业创新奠定了体

制机制基础。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全省普遍建立了

县和乡（镇）两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不少农村通过土地流转推进

农业适度规模化和生态旅游，例如，前文提到的安吉黄杜村的茶场

适度规模经营便得益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二是村经济合作

社股份合作制改造稳步推进，浙江省率先于 2015 年年底全面完成农
                                                        
②将 10000 个村打造成为 A 级以上景区，其中 1000 个成为 3A 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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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资产确权工作，全面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实现村

集体资产所有权量化到个人，建立了“确权到人（户）、权跟人（户）

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体系。例如桐庐全县推进“城里人第二居

所，空心村二次创业”，乡村旅游业态搭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契机，

村民闲置用房不再一拆了之，而是由村集体统一回购一户多宅的超

标房屋和村民的闲置用房，将其产权转为集体所有，然后利用闲置

资源发展民宿或通过村里交易平台统一租给城里人，不仅解决了“空

心村”难题，还增加了集体和农民收入。当前浙江全省村均集体收

入达到 123 万元，全省村级集体的经济总收入年均增长 8%左右，既

是农村产权制度深化改革的成效，也与创造性的产权制度安排共同

增强了农村新业态发展的活力。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王  瑜  何宇鹏 

               



 

  

 

 

 

 

 

 

 

 

 

 

 

 

 
 

中 国 农 村 研 究 院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612 室（邮编 100084） 

电话：86-10-6277 3526 

传真：86-10-6279 6949  

电子邮箱：cirs@mail.tsinghua.edu.cn 

网址：http://www.cirs.tsinghua.edu.cn 
 
刊号：TH-T-1021  

（使用本文需征得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同意） 

欢迎关注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