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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发展视野下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瓶颈及应对措施

吴萍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水务局，中国·四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624000

摘 要：在环境与发展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小金县集体经济的发展既面临着生态保护的刚性约束，也迎来了绿

色转型的新机遇。论文聚焦于小金县，深入剖析其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瓶颈，涵盖自然条件、产业结构、资

金技术、人才资源等多个关键层面。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旨在为小金县集体经济探索

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理论支

撑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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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wove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in 
Xiaojin County is not only facing the rigid constraint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but also ushered in the new opportunities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Xiaojin County,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ottlenecks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vering natural conditions, industrial structur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human resources and 
other key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aiming to explor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the collective economy of Xiaojin County, and 
to provide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Xiaojin County;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bottleneck; response measure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0 前言

小金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

端。东邻汶川县，西毗甘孜州丹巴县，南连雅安市宝兴县，

北接马尔康市。辖区面积 5582 平方公里。小金县属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冬寒夏凉，常年干燥，雨量稀少，气温变化剧烈，

四季不甚明显。年均降雨量 613.9 毫米；无霜期 220 天，年

平均气温 12.2℃；全年光照 2214 小时。自然资源丰富，有

耕地 12.6 万亩、草场 333 万亩、林地 36 万公顷，有虫草等

野生中药材 360 余种、松茸等天然绿色食品 170 余种，被誉

为大渡河上游的“绿色生态屏障”和“珍贵生物基因宝库”，

小金松茸等驰名中外，以小金苹果、高山玫瑰、酿酒葡萄、

高原牦牛、生态蔬菜为主的生态特色产业。这片区域蕴含着

丰富的自然资源，森林、矿产、水能等资源储量可观，是四

川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

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态服务功能。从经济角

度来看，小金县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具备发展

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的潜力，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物质基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复杂地理环境、落

后基础设施以及传统发展模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小金县集

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平原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这种发

展不平衡不仅限制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对全省经济社

会的整体协调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

1 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瓶颈分析

1.1 自然条件制约

1.1.1 地形地貌复杂带来的困境
小金县多山地、地势起伏剧烈，地形地貌极为复杂。

这种地形条件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困难重重且成本高昂。以交

通建设为例，修建一条普通公路在平原地区的成本相对固定

且较低，但在山区，由于需要克服高山、峡谷等复杂地形，

往往需要建设大量的桥梁、隧道，建设成本数倍甚至数十倍

高于平原地区。例如，在一些偏远乡村，修建一公里的盘山

公路成本可能高达数百万元，这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小金来

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额开支。

复杂的地形严重阻碍了小金县与外界的联系，使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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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运输和人员往来不便。运送农产品，需要经过漫长而崎岖

的道路，运输时间长、损耗大，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这

不仅降低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使得小金县难以吸引外

部的投资和资源。同时，由于交通不便，大型机械设备难以

进入小金县，农业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和机械化，仍然以传

统的人力和半自动小机械劳动为主，生产效率低下。在一些

偏远农村，农民在收获季节，由于道路狭窄、路况差，农产

品无法及时运出，导致大量农产品积压、腐烂，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

1.1.2 自然灾害频发的影响
小金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地质构造复杂。由于冬寒

夏凉，常年干燥，雨量稀少，气温变化剧烈，这使得该地区

自然灾害频发，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涝等灾害时有

发生。这些自然灾害给小金县集体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每次灾害发生，都会对县内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水

电设施等造成严重破坏，修复这些基础设施需要耗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据统计，在某次山体滑坡灾害中，某村

的道路和水电设施遭受重创，修复费用高达数千万元，这对

于小金的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自然灾害还会直接损毁农作物、养殖设施和农业生产

资料，导致农业减产甚至绝收，严重影响农民的收入和集体

经济的发展。在一些遭受洪涝灾害的地区，大量农田被淹没，

农作物被冲毁，农民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付诸东流。同时，

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山区的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和投资者对

小金县望而却步，进一步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此外，自

然灾害还会对小金县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影响社

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 产业发展困境

1.2.1 产业结构单一
目前，小金集体经济主要依赖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单

一问题较为突出。在许多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占据了主导

地位，且种植和养殖品种相对单一，缺乏多元化的产业支撑。

以某村为例，当地集体经济收入的 80% 以上来自传统的经

济作物种植，如苹果，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的种植比例较

低。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乡村集体经济对市场波动和自

然条件的变化极为敏感，抗风险能力较弱。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大多较为粗放，科技含量低，生产

效率不高。农民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缺乏科学的管理和技

术指导，往往凭借经验进行生产，导致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不

稳定。同时，由于缺乏深加工能力，农产品大多以初级产品

的形式出售，附加值较低。例如，乡村种植的苹果，大部分

直接在市场上销售，缺乏对水果进行深加工的企业，无法将

水果加工成果汁、果脯、水果罐头等高附加值产品，导致农

民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低附加值的

生产模式，严重制约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1.2.2 产业链条短
县内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和协同发展，产业链条

短，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在农业领域，农产品加工企

业数量少、规模小，加工能力有限，无法对当地丰富的农产

品进行充分加工。这不仅导致农产品附加值无法提高，还使

得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范围受限，难以形成品牌效应。例如，

某镇苹果质量产量都很好，由于缺乏苹果深加工企业，苹果

大多以季节性出售，价格低廉，利润空间狭小。

旅游等服务业与农业、工业之间的融合程度低，未能

充分发挥乡村的资源优势。虽然小金县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民俗文化，具备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由于旅游基础

设施不完善，旅游产品单一，旅游服务质量不高，以及与农

业、企业的融合不够紧密，导致旅游业对乡村集体经济的带

动作用有限。例如，一些乡村虽然开发了旅游项目，但旅游

活动主要以观光为主，缺乏深度体验和参与性项目，无法满

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同时，旅游与当地的农业、企业之间

缺乏有机结合，无法形成“农业 + 旅游”“企业 + 旅游”

等多元化的发展模式，限制了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

1.3 资金技术短缺

1.3.1 资金匮乏
小金县集体经济普遍存在资金匮乏的问题，这严重制

约了其发展。乡村集体经济自身积累能力不足，主要收入来

源有限，难以满足扩大生产、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

金需求。一方面，传统农业生产效益低，农产品价格波动大，

导致集体经济收入不稳定；另一方面，乡村缺乏具有竞争力

的产业和企业，无法通过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获得稳定的

利润。

政府财政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乡村集体经济

的发展，但由于乡村范围广、需求大，财政资金往往难以满

足实际需求。金融机构对乡村集体经济的贷款支持力度不

足，主要原因在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小、财务制度不健

全、抵押物不足，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对其贷款审批较

为严格，贷款额度有限。这使得乡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

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瓶颈，许多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因缺乏资

金而无法实施。

1.3.2 技术落后
乡村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相对落后，这是制约

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农业生产中，传统的种植

和养殖技术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对新品种、新技术的接

受程度较低。例如，一些乡村的果园仍然采用传统的种植方

式，缺乏科学的修剪、施肥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导致果树病

虫害频发，果实品质和产量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缺乏

先进的农业机械和设备，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成本较高。

2 环境与发展视野下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的
机遇

2.1 绿色发展理念带来的机遇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

入人心。在这一背景下，小金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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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成为发展的独特优势。绿色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协调统一，这为小金县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绿

色能源等绿色产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生态农业方面，乡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利于发

展有机农业、绿色农产品种植和养殖。消费者对有机食品和

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乡村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

场前景。例如，一些乡村通过发展有机蔬菜种植，采用天然

肥料和生物防治病虫害的方法，生产出的有机蔬菜在市场上

供不应求，价格也比普通蔬菜高出数倍。在生态旅游方面，

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乡村环境，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前来休闲度假。发展生态旅游不仅可

以带动乡村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促

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2.2 政策支持带来的机遇
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小金县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和

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支持。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壮大农

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这为小金县集体经济发

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保障。

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

支持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例如，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用于

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对从事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企业和项目，给予税收减免和优惠；引

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集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创新金融

产品和服务，如推出农村集体资产抵押贷款、农业供应链金

融等业务。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助于缓解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推

动山区集体经济的发展。

3 突破发展瓶颈的应对措施

3.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3.1.1 交通设施建设
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改善乡村发展条

件的关键。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同时积极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修建连接县城与外界的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

干线，提高乡村的对外交通便利性。例如，规划并建设贯穿

乡村的高速公路网络，缩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降

低物流成本，提高乡村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运输效率。在县

域内部，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提高公路的通达深度和通行能

力。完善农村公路的配套设施，如建设桥梁、涵洞、防护栏

等，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同时，加强农村公路的养护和管理，

建立长效养护机制，保障公路的使用寿命。例如，设立专门

的农村公路养护机构，配备专业的养护人员和设备，定期对

公路进行巡查和维护。

交通建设应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根据乡村产业布局和

资源分布情况，合理规划交通线路，促进产业集聚和发展。

例如，在农产品主产区和旅游景区周边，优先建设交通设

施，方便农产品运输和游客进出，推动特色农业和旅游业的

发展。

3.1.2 水电通信设施建设
加强辖区水电设施建设，保障居民和企业的用水用电

需求。加大对水电工程的投资力度，建设一批中小型水电站

和水利灌溉设施，提高乡村的水电供应能力。例如，在水资

源丰富的乡村，建设小型水电站，不仅可以满足当地用电需

求，还可以将多余的电力并网销售，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同

时，加强对现有水电设施的改造和升级，提高水电设施的运

行效率和安全性。例如，对老旧的水电站进行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提高发电效率，降低能耗。

加大对通信设施的投入，提高乡村的网络覆盖水平。

加快推进 5G 网络、光纤网络等新型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

现乡村 4G 网络全覆盖，逐步推进 5G 网络建设。加强农村

通信基站的建设和维护，提高通信信号的稳定性和质量。例

如，在农村建设更多的通信基站，优化基站布局，确保农村

居民和企业能够享受到高速、稳定的网络服务。通信设施的

改善将为乡村发展农村电商、数字农业等新兴产业提供基础

支撑，促进乡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3.2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立足小金乡村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生态旅游、

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在特色农业方面，充分利用乡村的自

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发展高山蔬菜、水果、菌类、中药材等

特色农产品种植。例如，在海拔较高、气候凉爽的乡村，种

植高山蔬菜，因其品质优良、无污染，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

竞争力。同时，加强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高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通过举办农产品展销会、参加电商直播等活动，

宣传推广特色农产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利用林下养殖、林下种植中药材等林下经济模式，不

仅可以充分利用森林资源，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例如，在

林下养殖土鸡，其肉质鲜美，市场价格较高；种植天麻、当

归等中药材，经济效益显著。在生态旅游方面，依托乡村独

特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和乡村风情，开发乡村旅游项目。

打造一批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如民俗文化村、生态农

庄、户外运动基地等，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度假。同时，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完善旅游配套

设施，如停车场、餐饮住宿设施、旅游购物场所等，提升游

客的旅游体验。

3.3 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

3.3.1 本土人才培养
构建完善的本土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需求和人群

开展多元化培训。针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开展农业实用

技术培训。邀请农业专家到乡村举办种植、养殖技术培训班，

涵盖新品种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科学施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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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提高农民生产技能，促进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提升。

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观摩学习活动，增强他们

对新技术的接受和应用能力。

针对有创业意愿和潜力的农村青年，开展创业培训和

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涵盖创业项目选择、市场分析、企

业管理、营销策划等内容，帮助他们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

提高创业成功率。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山区产业发展需求，开

设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服务、电商运营等课程，使农村青

年具备相关产业的专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为山区集体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鼓励本地高校和职业院校与山区建立合

作关系，开展定向培养，为山区输送专业对口的人才。

3.3.2 外部人才引进
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改善县、乡、村人

才发展环境。在薪酬待遇方面，提高引进人才的薪资水平，

设立专项人才补贴，为引进的农业技术专家、旅游管理人才

等提供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薪资，并给予住房补贴、交通补

贴等，解决他们的生活后顾之忧。在职业发展方面，为引进

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对在集体经济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

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加强与城市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的合作，通过建立

产学研合作基地、专家工作站等方式，柔性引进外部人才。

与高校的农业科研团队合作，定期邀请专家到小金县进行技

术指导和项目合作，帮助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借助

外部智力资源推动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

4 结语

在环境与发展的视野下，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虽然面

临诸多瓶颈，但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加

大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措施，可以有效

突破这些困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未来，

小金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发展模

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做出更大贡献。同时，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共

同努力，形成合力，为小金县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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