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亩产值从 1200元增加到 2万元以

上，效益最高的虎乳灵芝亩产收益

可达13.5万元。通过入股分红+到

期返还本金，2023年带动6个村实

现集体分红收益279万元。

四是农旅融合发展型。儋州

市嘉禾共享农庄、屯昌县梦幻香

山、海口市芳园国际艺术村、三亚

市大茅远洋生态村、定安县香草田

园等，将共享农庄建设与联农带

农、乡村振兴相结合，村集体经济

组织作为合作方，以村集体资产入

股或出租给共享农庄统一经营，获

得租金收入、分红收入，既提高了

村集体收入，又带动当地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五是社会服务创收型。针对

部分村不便发展规模种养殖业的

现状，创办多种形式的村级经营性

服务实体，带动农民创收稳步提

高。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堑对村

建设运营“生鲜配送中心”项目，通

过规模化采购、生产、销售以及全

过程监管，降低运营成本 10%，预

计实现年利润100万元以上。陵水

黎族自治县远景村成立村办农业

发展公司，不仅服务本地村民，还

承接了三亚、琼海等多地机械化耕

种服务，累计创收 397 万元，其中

2023年收入达230万元。

一是部分干部对于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远考虑不足。

某镇干部反映，“虽然政策上说发

展集体经济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

而行，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都在

强化考核激励。”一些村发展集体

经济的动力不足，收入来源主要靠

“土地收入”，受市场波动影响较

大；一些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盲目

跟风，有的依靠扶持资金等外部

“输血”，短期有收益，但“造血”功

能不强，可持续性堪忧。

二是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活力

不强，集体经济收益不高。一些农

村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竞争的经验

不足，自我发展能力有限。某村党

支部书记反映，“村里通过成立专

业合作社推行统一农资、管理、分

配等‘八个统一’，推进耕地‘非粮

化’整治，目前已有 300 多户村民

‘以田入社’，550亩基本农田实现

规模化集约化生产，但晚稻收割后

粮食虽然丰收，去除人工成本后，

合作社基本赚不到钱。”

三是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对“三

资”缺乏监管，村民参与发展集体

经济的主动性不强。调研发现，有

的村集体经济项目由村干部全权

负责，操作环节存在权力寻租风

险。某县种植企业负责人表示，

“村民对需要投入型的产业持观望

态度，更倾向于在集体经济项目中

扮演劳务挣钱的角色。”走访发现，

很多村民不愿把土地流转给村集

体经济组织。

四是部分集体经济参与的项

目因土地、规划等因素发展受限。

某村物业公司反映，“产业大楼受

层高、建设面积等限制，产业发展

适用性不高，目前是钢架结构的临

时建筑，即将到期。”调研发现，农

村建设用地指标有限，新建配套设

施申请审批难度大，某共享农庄反

映，“农庄15亩建设用地图斑指标

已在海口国土空间村庄规划，但至

今没有落实用地指标。”

五是部分村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人才力量薄弱。调研发现，集体

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有群众基础好、具备发展

眼光、敢闯敢干的致富带头人作为

“领头雁”，这种能人既要有公心、

有号召力，又要有远见、有能力带

领群众发展村集体项目。但在农

村特别是偏远的村庄，经营管理人

才队伍力量薄弱，缺人才成为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

以创新思维推动农村集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要防止盲目跟风、不

计成本，应树牢市场经济思维，充

分尊重群众意愿，顺势而为、因村

制宜探索多途径发展模式。比如，

对于资源丰富、交通便利、集体经

济基础良好的村，可通过招商引

资、联合经营等引入专业化市场化

主体，把产业链延伸环节更多留在

村庄，做大做强集体经济“蛋糕”。

对于发展条件薄弱的行政村，可鼓

励其打造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社

会服务品牌，带动农户就业增收；

可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由多

个村集体共同出资成立公司，盈利

则按股东村所占股比分红。此外，

针对村集体耕地丰产不丰收，可因

地制宜打造山兰稻米、紫贝赤稻等

特色优质粮食产品，提高种粮的生

态溢价和品牌溢价；还可探索粮食

与非粮食作物间作、轮作、套种或

稻田养虾（海南稻田小龙虾可填补

全国冬春两季市场空缺）等立体种

养，提高亩产收益。另一方面，完

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考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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