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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企业促进乡村振兴共同致富的影响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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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浙江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收集、问卷调查与访谈研

究，系统梳理了浙江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分析了企业、乡村与政策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在

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分地区仍存在资源整合不足、企业参与动力不强

等问题。课题最终提出了优化企业发展战略、改善营商环境、健全协同机制等多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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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actic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articipat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shared prosperit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questionnaire surveys，and interviews，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typical cases in Zhejiang，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enterprises，

villages，and polic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but some areas still face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weak motivation for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ultimately proposes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including optimizing corporate development strategies，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and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Key words】private enterprises；rural revitalization；common prosperity；Zhejiang practice 

 

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时代征程中，民营企业扮演着

日益重要的角色。浙江作为经济强省，民营企业发展蓬勃，

在参与乡村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八八战略” 实施以

来，浙江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号召，投身乡村振兴实践，涌现

出诸多典型案例。然而，现有研究对浙江民营企业在当地独

特背景下的实践缺乏深入剖析。本研究聚焦于此，通过系统

调研与分析，挖掘浙江民营企业促进乡村振兴共同致富的实

践经验、面临问题，旨在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

裕提供有益参考。 

1 总论 

1.1 研究意义 

1.1.1 理论意义 

开展本课题研究能够拓展浙江民营企业与乡村振兴共

同致富的研究领域，丰富相关理论研究。新发展格局下浙江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出了民营经济对乡村振兴的

强大作用，更是对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灵敏嗅觉体现。通过

对浙江民营企业的深入了解并对其进行科学的预测进而对

浙江乡村振兴进行改革建设，可以满足浙江民营经济升级改

造的发展需求。本课题的研究为浙江民营企业如何在新发展

格局的背景下，在经济新常态、发展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

探索建设乡村振兴共同致富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1.1.2 实践意义 

乡村振兴概念的提出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提出更高、更

新的要求。而共同致富作为连接民营企业发展和乡村治理的

中介，更需要随时关注民营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动态和新趋势

进行合理改革和适当调整。本课题的研究是对新发展格局下

浙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探索。以往的历史经验证明：

乡村经济与民营企业发展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民营企业的智力支持，尤其是在应对未来

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的激烈国际竟争的背景下，进行企业改

革和人才培养探索是很有必要的。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以期

根据新发展格局下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前布局，加快发展

乡村振兴建设，研究结果可为丰富乡村产业振兴理论、推进

乡村产业振兴实践提供参考。 

1.2 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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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波指出民营企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主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其参与。其参与体现多元

主体共治、发挥协同效应的理论逻辑，符合政策变迁的历史

逻辑，遵循乡村发展及企业自身发展诉求的现实逻辑。刘旭

雯和张龙杰认为民营经济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现代化

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可通过将推动高

质量发展、弘扬企业家勤劳致富精神和涵养“向上向善”文

化有机融合，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赋能农民共同富

裕，同时应引导其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等。郭占恒聚焦浙江实

践，提到乡贤和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

分，浙江对乡贤的认识和实践起步早、成效好，从开创海外

乡贤回乡投资建设先河到形成全国最多乡贤群体等，逐渐形

成新时代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浙江模式，深入研

究乡贤相关内容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逻辑、面

临的困境与路径，民营经济助推乡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

优化路径，以及乡贤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地方实践等

方面。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一定不足，缺乏对浙江民营企业

在当地独特经济、文化、政策背景下参与乡村建设的具体案

例分析和系统研究。本文将聚焦浙江民营企业，深入研究其

促进乡村振兴共同致富的影响实践，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2 研究内容 

2.1 浙江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与共同致富现状的调研

与分析 

本课题首先聚焦浙江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

裕的现实图景，系统梳理相关实践现状。通过文献资料收集

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对浙江各地民营企业在产业振

兴、就业带动、基础设施投资、社会服务支持等方面的参与

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构建现状分析框架。同时，设计具有针

对性的问卷，覆盖企业负责人、村级组织干部、基层群众等

多类对象，量化企业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改善农村生活环

境、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贡献。此外，课题还通过公开数据

和典型政策文件，分析各地在政策推动、资源配置、平台支

持等方面的差异与共性，识别企业参与的关键动力与实际障

碍。通过以上方式，本部分旨在形成浙江民营企业参与乡村

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一手数据基础与现状剖析，为后续机制探

讨与路径优化提供扎实的现实支撑。 

2.2 浙江民营企业、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互

动机制研究 

在掌握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本课

题进一步深入分析民营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之间

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内容聚焦三方在实际运作中如

何形成正向互动，例如企业通过投资兴业带动农村经济发

展、提供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提升乡

村治理水平等。课题以调研数据为基础，从产业协同、利益

联结、资源共享和组织参与等角度建构互动模型，阐释企业、

乡村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多元合作关系。此外，重点探讨企业

发展战略如何与地方乡村发展目标对接，民营资本如何在政

策激励下转化为促进基层繁荣的有效资源，以及城乡资源如

何实现双向流动和均衡配置。通过互动机制的梳理，本部分

致力于厘清民营企业在共同富裕实践中的结构性位置和系

统性功能，为完善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2.3 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的提出 

在前期调研分析和机制研究基础上，课题围绕浙江民营

企业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提出具有针对

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优化方案与政策建议。本部分研究

分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企业发展战略优化，强调民营企业

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投资计划，推动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带动村民深度参与产

业链。其次是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出要强化对企业参与乡村

建设的政策引导和服务支持，包括税收优惠、融资便利、平

台搭建等，激发民营企业投身乡村建设的主动性与信心。第

三是制度建设与政策落地层面的完善，重点研究政府如何建

立多元主体协作机制、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政策资源向

基层下沉，构建企业、政府、农民三方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通过系统性对策的提出，力求为浙江乃至全国提供可推广、

可复制的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模式与政策框架。 

3 浙江民营企业促进乡村振兴共同致富的典型实践分析 

3.1 浙江“八八战略”背景下的政策推动 

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战

略”，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区位优

势、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等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

举措，为浙江的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在“八八

战略”的引领下，浙江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实施“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山海协作”工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出台《浙

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保障和

政策支持。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

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激发了企业投资乡村的积极

性，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3.2 民营企业参与乡村建设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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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八战略”的政策引导下，浙江民营企业通过多种

路径参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一是产业发

展路径。民营企业结合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乡村

旅游、手工艺品等产业，带动农民增收。例如，安吉县的恒

林椅业有限公司通过发展竹制品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种植竹

子，实现增收致富。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路径。企业投资建设

农村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如，德清县的吉利控股集团投资建设农村公路，提升了交通

便利性，促进了农产品流通。三是公共服务路径。企业参与

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

服务水平。例如，宁波市的东屿山旅游开发项目将岛屿出租

所得用于建立养老基金，为村民提供养老金补贴。通过上述

路径，民营企业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农村

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 

3.3 典型地区实践案例分析 

在浙江省，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八八战略”的号召，深

入参与乡村振兴，形成了多样化的实践模式。以下选取三个

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展示民营企业在不同路径下的实践成

效。 

3.3.1 桐庐县分水镇制笔产业集群 

分水镇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发展制笔产业，现已拥有制

笔及配套企业 900 余家，年产量达 85 亿支，销售收入 65

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 40%。当地政府通过建设省级制

笔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提升产品质

量和技术水平。同时，设立“分江红共富工坊”，将制笔产

业与乡村就业相结合，带动周边村庄居民就业，促进农民增

收，实现了“小产业大富民”的目标。 

3.3.2 象山县东屿山养老基金项目 

象山县涂茨镇钱仓村将无人岛东屿山出租进行旅游开

发，获得约 200 万元租金。村集体将租金建立养老基金，所

得利息用于全村老年人的生活补助，每月补助 50 元养老金。

该项目有效利用闲置资源，提升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完善了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成为民

营企业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典范。 

3.3.3 丽水龙泉溪头村：文化赋能与产业融合的乡村振

兴典范 

丽水市龙泉市宝溪乡的溪头村，依托其独特的青瓷文化

资源，探索出一条“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实现

了经济与文化的双赢。溪头村拥有千年青瓷制作历史，其传

统的龙窑技艺被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将这一传

统文化发扬光大，溪头村通过保护与活化传统青瓷技艺，打

造了青瓷博物馆，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成为了文

化和旅游相结合的成功案例。 

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溪头村充分利用青瓷文化作为切

入点，发展了以青瓷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业。村里建立了集

青瓷制作体验、文化展示、观光旅游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文

化旅游度假区，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通过举办青瓷制作

技艺展览和文化节，提升了溪头村的知名度，成功将文化旅

游产业与传统手工艺结合，带动了村庄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溪头村还大力发展民宿经济和乡村生态农业，推动农民与外

来游客的互动，促进乡村经济和文化的深度融合。村内的农

产品与青瓷文化结合，形成了旅游商品的多样化，不仅提升

了农产品的附加值，还开辟了新的市场。村集体通过土地流

转和合作经营，发展了多个农旅结合项目，为村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增加了收入。 

4 结论 

尽管浙江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调研显示，部分具有发

展潜力的乡村仍未实现突破性发展。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产业

基础薄弱、缺乏龙头企业带动、人才外流严重、公共服务滞

后等问题，严重影响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同时，一些地方

政府支持措施不够精准，企业与乡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

健全，导致资源不能有效整合，制约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全面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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