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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in Qinghai Province, China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re constantly 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crea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is based on the supervision of collective assets. Based on 
national polic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illage organ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Qinghai Provin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Qinghai Province through typical cases: ① Double pressure, namely poverty  
alleviation of unstable households and marginal households prone to poverty; ② Lack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③ Lack  
of human resources; ④ Frequent conflicts between human and livestock in rural area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llective economy of Qinghai province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① Promote tourism; ② To revitalize rural 
industry; ③ Strengthen local talent training; ④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wildlife protection mechanism.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ural beauty, social stability, and farmers' income increas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should clarify their advantages, deficienci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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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海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促进脱贫攻坚成果
魏文静

青海师范大学，中国·青海 西宁 810016

摘  要

推动中国青海省村集体经济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策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不断加强政策创设和促进农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是以集体资产监管为基础的。本研究从国家政策、青海省村组织现状和脱贫现状入手，通过典
型案例分析青海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存在的问题：①双重压力，即不稳定脱贫户和易致贫边缘户的脱贫；②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缺乏；③人才资源缺乏；④农村人畜冲突频发。论文为青海省集体经济赋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路径提出一
些建议：①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②振兴乡村产业；③加强当地人才培养；④建立健全野生动物防护机制。村级组织无论
是在改革开放前后还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从推进农业发展、农村美丽、社会稳定、农民增收等多个维度来看，都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村级组织应明确其优势、不足以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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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中国背景

从党的十八大一直到党的二十大以来，为了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脱贫道

路，立足中国国情把握脱贫规律，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巩

固扶贫成果与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衔接，把农村集体经济有

效衔接的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对于当前农牧区发展，要准确

判断其面临的困难，并提出解决建议。在青海省村集体经济

实现全面破零的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与加快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公有制经济

的一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现实背景和国家重大政策，可以对

农村集体经济有更好的发展。

1.2 文献综述
中国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大规模研究在 2016 年之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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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者围绕集体组织、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等方面进行了

相关的研究。

大力发展农民集体经济，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组织的作

用，张佳宁等（2021）分析村级集体经济通过整合土地资源

与劳动力，形成了集约化、高效率的经营模式，不仅直接增

加了个体农户的收益，更为村集体积累了优化产业与村域基

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村民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共同富

裕的基础有了新的提高 [1]。杨延杰（2019）指出，要加强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资源向资产转化，资金向存量资

金转化，农户向存量股东转化，在脱贫攻坚中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的重要问题是振兴乡村文化，多种经营模式并举 [2]。 

白永秀等（2022）提出有效衔接时期农村振兴对扶贫资产的

赋能路径是：对经营扶贫资产的产业链环节进行赋能，对经

营困难的企业增加新的集体经营层级；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的短板进行集中补充公益扶贫资产，对文旅生态类项目增

加市场化功能 [3]。胡志平（2022）提出，要积极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农村振兴同步实现公共服

务对接，发挥干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主体作用，

促进供给机制创新，强化财政技术投入激励，使公共服务的

衔接效率得到更好发挥，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工作扎实有效 

推进 [4]。

2 青海省典型的村集体经济助力扶贫案例

2.1 乡村生态转化美丽经济
青海尖扎县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交通条件落后，

2015 年底精准识别出建档立卡贫困户 2558 户 9642 人，主

要以半农半牧或纯牧业为主的劳动生产、34 个贫困村山地

土质结构以及频繁发生的地质灾害。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极

为艰苦，使脱贫攻坚的脚步受到严重制约。按照“八个一批”

中“搬迁一批、脱贫一批”的目标要求，为彻底消除这部分

群众的贫困根源，对致贫症结进行了认真梳理，提出了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山上问题，山下解决”的思路，因地制宜、

科学谋划，强力推进学校、卫生、村级综合服务中心等基础

设施建设，供水供电、通讯、污水、垃圾处理厂等进行妥善

解决，以及改善了贫困群众安全饮水、基本医疗、义务教育、

安全住房等方面的问题。

2.2 村企联合推动产业发展
为了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支部成员以党建促脱贫为使

命，成立木场村集体经济种植专业合作社，调整一二三产业

结构，不断改进“合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模式。同时，

充分利用示范村级扶贫资金两百万元，以土地入股、就近务

工等方式，打造农民就业的千亩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带动

年务工收入四十多万元，村集体年增收五万元，建档立卡的

26 户农户户均增收三千元。三江集团威斯顿薯业公司立足

实际和地域特点，发展壮大传统富硒马铃薯种植产业，通过

“帮扶单位+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模式，搭建产销一体化链条，

每年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收入 6000 元以上，帮助建档

立卡贫困户稳步发展，实现脱贫摘帽、脱贫摘帽、脱贫、脱

贫针对三产发展的优势，成立村级运输公司，建立统一管

理、统一调度制度，实现了规范化、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根

据全村现有大型运输车辆 28 辆，年每辆车收入 6 万多元的 

实际。

3 青海省发展现状

3.1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到 2020 年中期，青海省实现全面村级集体经济“破零”

的行政村总共有四千多个，青海省政府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是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据统计，牧区行政村组建了生态畜

牧业合作社，而且基本上行政村都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集体经济活力增强，生产要素激活，通过农村“三改”改

革的方式参与到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来。为了持续提升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生态保护战略和绿色服务业，在全面实现村集体

经济“破零”的背景下，更多的是需要构建村集体经济规模

化发展的新体系和产业链条，最终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动力发

展问题。

对于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农村

发展的集体经济项目，从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促进农村

集体经济的稳步发展，以便促进脱贫攻坚的稳步进行。

3.2 脱贫攻坚成果
青海省 5.2 万户农牧民群众 2019 年 10 月全部搬迁到位。

海东市乐都区七里店新型农村社区，这个我省最大的易地搬

迁集中安置点，新居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

不断增强民生的改善力度，积极拓展贫困群众增收渠道，持

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通过一种前所未有

的力度和规模推进脱贫攻坚的进行。

通过环境整治，青海省坚持把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努

力开展乡村振兴试点，通过扩大产业增强就业，突出重点帮

扶县，持续巩固乡村基础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乡村综合治

理、巩固脱贫成果等工作，与农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进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

4 青海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存在的问题

4.1 双重压力脱贫不稳定户与易致贫边缘户
从脱贫地区来看，尽管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

但是整体农村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自我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还是较弱。一方面，脱贫不稳定户的压力存在，尤其在一

些脱贫县、脱贫村特色产业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

的支撑能力不强。另一方面，边缘易致贫户规模较大，其中

有很多户家底薄，抗风险能力弱，可能稍微遇到点天灾风险

变故，会马上陷入贫困。很多家庭由于自然灾害导致返贫，

这一群体的经济状况大致可以按照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来

笼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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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乏
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不到位是困扰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重要问题。尽管近年来在农村振兴、扶贫攻坚的大背

景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得到了极大加

强，但在公共服务设施利用效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

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现实要求是在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中弥补农业

农村发展的不足。

4.3 人才资源缺乏
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居环境，青海省少数民族地

区由于生存环境差，群众生活相对贫困，造成教育资源缺

乏，导致高素质人才也大量流失。企业和基层一线高层次人

才严重不足，从事科研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人才更是严重

欠缺。由于受历史、自然等因素的影响，贫困地区农牧民群

众文化技能水平相对较低，部分群众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

基层人才队伍薄弱，缺乏技能型、管理型、综合型人才，迫

切需要解决贫困地区农牧民群众在文化、技能、管理、人才

资源等方面的不足。

4.4 农村人畜冲突频发
随着青海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和

实施，各类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呈恢复性增长趋势，野生动物

开始出现了与家畜争抢草场、对牛羊家畜进行侵扰和捕食、

对房屋圈舍进行破坏甚至造成人员死亡等严重后果，野生动

物种群数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趋势。三江源的人兽冲突，

对于牛羊等牲畜造成的损失，就目前来讲，最需要解决的，

迫在眉睫的是人熊冲突，危害最大的是狼，雪豹次之，其他

还包括野牦牛、马鹿等，只是比例不大而已。

5 青海省集体经济赋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路径

5.1 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
围绕生态绿色，抓住“一带一路”等机遇，青海省以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

等为载体，建立旅游联系机制，基本建立了以生态旅游为核

心的目的地体系，逐步形成了以生态旅游为统领的多类型目

的地体系。同时，包括对口帮扶青海、西北协作区、丝绸之

路沿线、青藏铁路沿线、长江、黄河、澜沧江沿线等地，组

建丝路文旅产业联盟，积极构建大区域、大流域循环的生态

旅游联动体系，再造“东出、西进、南下、北进”全方位开

放格局。

5.2 振兴乡村产业
实施质量兴农工程，推动农牧业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

向转变，种养殖结构持续优化，补齐标准化、精深加工、冷

链物流等短板，以深化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

产品导向向品牌导向转变。突出牦牛、藏羊、枸杞、青稞、

冷水鱼等有机农畜产品优质特色生产，实施品牌强农工程，

实施特色兴农工程，组建青海优质农产品联盟、青海牦牛产

业联盟等，打造一批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特色农畜产

品品牌，突出精深加工发展，做到质量优、价格优、竞争力强。

5.3 加强当地人才培养
继续进行万名乡村人才素质提升计划，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确保农牧区学生都有学可上。发挥

各级党校、职业院校、农技推广机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

地、创业孵化基地等平台作用，促进农村人才素质不断提高，

农村人才素质不断提高，农村人才队伍。

5.4 建立健全野生动物防护机制
各组织部门要科学研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的选择取

向，在相关区域设立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作为野生动物生存、

栖息、迁徙的重要通道，会同有关部门在经常活动于野生动

物的人口集中生产和生活区，设置警示标志，建设围栏、电

网等防护设施，提高巡护人员装备水平，利用音响、灯光、

烟花爆竹等方式对野生动物进行警示驱离，降低野生动物致

害风险，确保野生动物生存、栖息、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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