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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组态路径
——基于动态 QCA 方法分析 

吴雄周，时晟博 *，杨婵

（吉首大学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着促进村民增收和提供

公共服务的双重职能，并体现出共有、共建、共治和共享的特性。本文从资源、制度、科技、规模化和服务五

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基于 2013—2022 年 30 个省（区、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

动态QCA方法，探讨推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组态路径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研究表明，

在赋能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共同富裕水平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单一因素无法独立推动其提升。高、低水平共

同富裕均呈现出 7 条组态路径，其中提炼出“制度 - 技术”联动型、“资源禀赋 + 制度建设 + 规模化”驱动型、

“资源禀赋 + 制度建设 + 技术创新”限制型和“公共服务”限制型四条组态路径。时间维度上，高水平共同富

裕的组态表现出增长趋势，而低水平共同富裕组态波动较大；空间维度上，存在显著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

因此，各地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注重制度建设，完善民主决策和监督管理机制；加强资源整合，探索多样化

的经营模式；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实现长效发展；合理配置经济和社会职能，以更好地发挥其对共同富

裕的赋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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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mechanism and configuration path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ynamic QCA method 
WU Xiongzhou, SHI Shengbo, YANG Chan

（School of Busines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lays a dual role in promoting villagers’ income 
growth and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embo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between 2013 and 2022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Xiza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cross five 
dimensions: resources, system, technology, scale, and service. Using the dynamic QCA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nfiguration paths that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s and explores the enabling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and no single factor can independently drive its improvement. Seven configuration 
paths are identified for both high and low levels of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them, four key paths are extracted: the 
“institution-technology” joint path, the “resource endowment + system construction + scale” driven path, the “resource 
endowment + system construction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tricted path, and the “public service” restricted 
path. In terms of the time dimension, the high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while the low 
level fluctuates significantly.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mbalance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fore,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hould focus on system construction, improving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enhanc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explore diversified business models; promot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long-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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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rationally allocate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to better enabl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mechanism of action; dynamic QCA; configuration path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解决村民增收和乡村治理的有

效措施，更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必经之 
路 [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

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

益”。在此背景下，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对于提高共同富裕水平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术界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延伸出两个研究

方向。一是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

机制研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社

会保障的双重功能 [2]。一方面，通过新产业、新业

态，产生分红收益并扩大就业机会，优化村民收入

结构 [3] ；另一方面，将大部分经营收益投入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提高村民福祉。

基于双重职能，按照共有、共建、共治、共享原 
则 [4]，探索出村两委带动型 [5]、“龙头企业 + 农户 +
集体组织”的农业产业化联合等多种模式 [6]，以把

握市场机遇，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二是

基于共同富裕视角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

研究。主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以股份合作制对接

市场化 [7] ；通过政府支持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整合

资源，发挥高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驱动作用 [8]；

以“竞争 - 共享”为核心，通过多元治理结构与产

业结构、差异化分配与普惠性福利措施相结合的形

式助推共同富裕 [9] ；通过“价值 + 权威 + 利益”的

统合经营，实现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在盘活集体资源、带动村民增收和提升乡村治

理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10]。

综上所述，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

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究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 ；第

二，相关案例和实证研究多针对局部或特定地区，

缺乏大范围和长期的实证分析 ；第三，现有研究难

以从时间维度揭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影响共同富裕

的动态变化过程。基于此，本文从资源、制度、规

模化、科技和服务五个维度探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选取 2013—

2022 年 30 个省（区、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和西

藏）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 QCA 方法研究时间

维度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各组成要素如何组合助推

共同富裕的实现，以及通过地区差异分析提炼出具

有普适性的优化路径，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借鉴。

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1.1  依托资源要素整合，增强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流转、人力资本培

养和资本高效利用，实现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从

土地资源视角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出租、入

股、互换、转让等多元化土地流转机制，推动土地

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11]，进

而提升村民收入水平，并增强农业经济韧性。从人

力资源视角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依赖农业

生产技能型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通过绿色证书培

训制度、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职业教育等方式，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同时，通过选拔具备政治素养

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村两委干部 [4]、引进返乡贤人或

职业经理人，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为

共同富裕提供人力支撑。从社会资本视角看 [1]，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依托财政支持、集体资产入股、内

部积累和社会资本投入等多元化资金来源，构建稳 
健的资金保障体系，提高村民收入的稳定性和抗风

险能力，同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发展

差距。

1.2  依托产权明晰与制度完善，夯实共同富裕的制

度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激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

生发展能力，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治理架构的完

善。首先，明晰的产权关系是成员参与共治的基础。

在坚持个人产权的前提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调

集体产权的明确性与专有性 [5]，确保集体资产归村

集体管理，并明确个人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和经营

成果。这有助于减少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中产权模糊、

权责不清、集体资产侵占等问题。其次，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遵循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治理，完善民

主管理与决策机制，保障成员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利；

通过财务公开、集体代表大会、监事会等形式，加

强集体事务的监督机制 [2]。随着组织架构与治理机

制的逐步完善，集体经济运作逐步法制化、规范化，

增强了集体组织的凝聚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

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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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依托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农业科技创新可分为实体化和非实体化两个方

面 [12]。从实体化角度看，绿色农业和高标准农田是

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

与农业公司、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积极推进良

种繁育、节肥节药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等绿色农业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

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动农业生产向绿色、高质量和

可持续方向发展。此外，农业无人机、传感监测器

等工具的应用，推动智慧大棚、水肥一体化系统等

项目，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

的可持续增长。

从非实体化角度看，信息化建设同样至关重要。

在生产端，高标准农田和规模化养殖离不开数字技

术的支持，通过遥感、气象监测、滴灌等技术提高

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在加工与销售端，通过全链

条数字化管理与农村电商，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

加村民的收入来源。此外，数字技术还为乡村有效

治理提供了基础条件，重新塑造了传统的治理需求、

架构与方式。将农业科技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过程中，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的质量与效率。

1.4  依托规模化生产，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相较于个体经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最大

优势在于规模生产，从而获得规模效益助力共同富

裕 [13]。首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备完善的市场职

能，更易获得政府支持和村民信任 [14]，通过整合资

源提升村民的市场准入能力，架起市场与村民之间

的桥梁。其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土地整合，

采用大型农机设施进行规模化生产，提高化肥、农

药、种子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并通过大数据监测农

产品生产条件，最大限度降低气候对农作物的影响，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 [15]。再次，规

模化生产推动产业交叉融合，涉及农业生产、农产

品深加工、物流运输、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延长

产业链并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最后，通过规模化生

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获得协同效应和累积效应，

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综合效益。通过规模化经营，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为村民物质富裕创造了有利的现实

条件。

1.5  依托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共同富裕的民生保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效益要求其发挥社会

再分配的作用，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提升社会福

利效应 [16]。一方面，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社会资本

对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因此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必

须承担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通过将部分公益公积金投入公共服务，与财政资

金共同支持产业发展和村民生活，提供基础设施建

设、公共教育、医疗保障等服务，推动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和优质服务供给 [3]。另一方面，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提升了村民的物质富裕，也为其

精神富裕提供保障。经济效益良好的集体经济组织

会将部分收益回馈社会，建设阅览室、乒乓球室、

文化广场等设施，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根据当地

民俗，开展文艺晚会、戏曲表演、舞蹈比赛等文化

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同时，集体经济组织

也关注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调解家庭

矛盾、培养村民道德，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图
Fig. 1　The mechanism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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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旨在通过比较不同案例，

找出条件组态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7]。在此基础

上，动态 QCA 重点关注案例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和

动态演化过程，试图通过分析不同案例的发展路径，

揭示复杂现象的动态变化。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选择动态 QCA 方

法中的面板 QCA，以探讨各组态在不同时间节点的

表现 [18]。该方法将原有的一致性扩展为汇总一致性、

组间一致性和组内一致性，并相应地将覆盖度扩展

为汇总覆盖度、组间覆盖度和组内覆盖度 [19]。通

过分析条件变量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本文旨在厘

清条件变量的组合方式及其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个多因素、动态变化且复杂 
的体系，而其对共同富裕的赋能过程也是一个持续

变化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本文采用 RStudio，运用 
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 QCA 方法，分析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各类因素的组合路径。

2.2  结果变量

基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并结合现有研究 [20-21]，

本文从富裕度、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构建了

包含 7 个一级指标和 17 个二级指标的共同富裕评

价指标体系（表 1）。其中，富裕度通过物质和精神

两个层面来衡量 ；共享性通过城乡协调发展、基础

设施建设和医疗保障等层面体现发展的公平性与均

衡性 ；可持续性则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质量来

衡量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2.3  条件变量

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并借鉴相关学术成果 [22-23]，本文从资源禀赋、

制度建设、技术创新、规模化和公共服务五个维度

构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表 2）。在

具体指标的选择上，虽然收益权是衡量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成果共享的重要指标，但考虑到产权制度是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且根

据国家相关政策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要求，

本文将收益权作为衡量制度建设的重要指标。

2.4  数据校准

由于数据单位不统一，为了确保结果的公正性

和客观性，本文采用了熵权法和直接校准法对数据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首先，利用熵权法确定变量中

二级指标的权重，并进行综合指数计算。在此基础

上，根据数据特性及研究目标，采用直接校准法对

各个变量进行校准 [24]，选取 95%、50% 和 5% 作为

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 [25]，将变量

校准到 0~1 之间的标准化数据集合。校准结果如表 3 
所示。

2.5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13—2022 年间 30 个省（区、市）

（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 
鉴》《中国粮食年鉴》《中国农垦统计年鉴》《2013—

2018 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9—2022 中

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官网。

表 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ommon prosper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释义 属性

富裕性

物质富裕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与总人口数之比 +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 人） 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与总人口数之比 +

恩格尔系数 /% 食品支出与居民总消费支出之比 -

基尼系数 /% 不平均分配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值 -

精神富裕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册 / 人） 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与总人口数之比 +
平均教育年限 /（年 / 人） 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平均接受教育的年数 +

共享性

城乡协调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
城镇化率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城镇常住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之比 +

基础设施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 标台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公共交通车辆数量 +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 / 座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公用厕所数量 +

医疗保障
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 / 人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医师和助理医师数量 +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 个 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量 +

可持续性

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 /% 森林面积与土地总面积之比 +

碳排放强度 /%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 GDP 总量之比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总量之比 +

发展质量
人均 GDP/（元 / 人） GDP 与总人口数之比 +

全社会劳动生产效率 /（元 / 人） 全社会创造的总产出与投入的总劳动量之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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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了补充。

3  结果与分析

3.1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动态 QCA 与传统 QCA 在必要性检验步骤上类

似，均使用一致性水平和覆盖度两个指标来衡量必

要条件。当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大于 0.9 且覆盖

度大于 0.5 时，该条件可视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此外，当调整距离小于 0.2 时，表示汇总一致性精

度较高，结果的判断具有更强的支撑作用 [19]。对于

调整距离大于 0.2 的因果组合情况，需要进一步分

析组间一致性、组间覆盖度和 X-Y 散点图。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高水平共同富裕还

是低水平共同富裕，资源禀赋、制度建设、技术创新、

规模化和公共服务这五个变量的汇总一致性均低于

0.9，表明这五个前因条件并不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

件，单个条件的解释力度较弱 [26]。此外，针对表中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 0.2 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

分析，具体结果如下（表 5）。首先，情况 1、情况 3、

情况 4、情况 6 和情况 7 的组间一致性及组间覆盖

度均不符合评判标准，因此这些组合不存在必要关

系。其次，情况 2 在 2019—2022 年期间的一致性

大于 0.9，且覆盖度也超过 0.5，但通过比对 X-Y 散

点图 [27]，发现样本点分布不符合要求（图 2）。因此，

2019—2022 年期间，该条件变量未通过必要条件检

验 [28]。类似地，情况 5 在 2013—2017 年期间也未

通过必要性检验。最后，根据表 5 中情况 1、情况

3、情况 6 和情况 7 的组间一致性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随着各省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渐重视，以

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资源禀赋、制度建设、技

术创新和规模化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呈现上

升趋势。

3.2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动态 QCA 的核心在于分析不同条件组合对结

表 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释义 属性

资源禀赋

土地利用效率

单位面积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出让收入
/ 万元

集体建设用地出租出让总收入与集体建设用地总面积
之比

+

土地流转率 /%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与耕地总面积之比 +

资金投入力度 农林水事务投入力度 /% 农林水事务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

劳动力利用水平 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 /（万 / 人）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乡村从业人员数之比 +

制度建设

收益权 经营与财产性收入占比 /%
经营净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之和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之比

+

治理能力 实现财务公开村数占比 /% 实现财务公开村数与行政村数之比 +

监管能力 建立村民理财小组的村数占比 /% 建立村民理财小组村数与行政村数之比 +

技术创新

科技产出水平 乡村人均专利数量 /（件 / 万人） 国内专利授权数与乡村人口数之比 +

财政投入水平 科技财政支出力度 /%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

研发投入水平 R&D 经费投入力度 /%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地区 GDP 之比 +

规模化

土地规模化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 /%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 +

技术规模化 技术普及水平 /% 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地区 GDP 之比 +

服务规模化
农业机械利用水平 /%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之比 +

农田水利建设水平 /% 有效灌溉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 +

公共服务

教育服务水平 教育支出比 /% 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 +

医疗保障水平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比 /%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消费性支出之比 +

乡村医护人员比 /%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与乡村人口之比 +
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

村均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 万元
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金额与行政村数
之比

+

表 3　校准结果
Table 3　Calibration results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共同富裕（Y） 0.563 0.314 0.191

条件变量

资源禀赋（X1） 0.077 0.034 0.021

制度建设（X2） 0.078 0.021 0.011

技术创新（X3） 0.147 0.026 0.006

规模化（X4） 0.096 0.040 0.013

公共服务（X5） 0.047 0.033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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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变量的影响，其中一致性水平是重要的评判标准。

根据已有研究 [29]，一致性阈值一般设置为 0.75 及

以上。参考相关文献和本文的样本情况，将原始一

致性阈值设定为 0.8，频数阈值为 1，PRI 阈值（逆

表 4　必要条件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条件变量
高水平共同富裕（Y） 低水平共同富裕 (Y*)

汇总一致性 汇总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汇总一致性 汇总覆盖度

组间一致性
调整距离

组内一致性
调整距离

X1 0.745 0.740 0.036 0.322 0.574 0.637 0.302 0.443

~X1 0.635 0.571 0.116 0.368 0.766 0.770 0.073 0.282
X2 0.824 0.757 0.254 0.167 0.460 0.472 0.708 0.431

~X2 0.425 0.413 0.654 0.334 0.763 0.829 0.585 0.132
X3 0.787 0.857 0.084 0.408 0.457 0.557 0.334 0.615

~X3 0.594 0.495 0.084 0.454 0.883 0.822 0.044 0.190
X4 0.700 0.725 0.040 0.454 0.552 0.639 0.236 0.541

~X4 0.652 0.566 0.134 0.420 0.762 0.739 0.058 0.339
X5 0.640 0.621 0.102 0.443 0.653 0.708 0.131 0.385

~X5 0.699 0.643 0.113 0.420 0.651 0.669 0.254 0.403

　　注 ：* 表示低水平状态，无 * 表示高水平状态。下表同。

表 5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 0.2 的因果组合情况
Table 5　Causal combinations with consistency adjustment distance greater than 0.2 between groups

情况 因果组合 指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情况 1 X1-Y*
组间一致性 0.435 0.484 0.415 0.467 0.591 0.624 0.71 0.759 0.839 0.883

组间覆盖度 0.866 0.826 0.738 0.708 0.679 0.62 0.571 0.587 0.524 0.424

情况 2 X2-Y
组间一致性 0.625 0.663 0.621 0.618 0.579 0.724 0.93 0.992 0.995 0.995

组间覆盖度 0.738 0.807 0.867 0.902 0.941 0.869 0.74 0.646 0.689 0.763

情况 3 X2-Y*
组间一致性 0.195 0.212 0.219 0.255 0.304 0.542 0.849 0.985 1 1

组间覆盖度 0.773 0.674 0.622 0.63 0.579 0.619 0.52 0.433 0.366 0.291

情况 4 X*2-Y
组间一致性 0.808 0.733 0.729 0.746 0.741 0.682 0.396 0.128 0.085 0.077

组间覆盖度 0.23 0.263 0.314 0.372 0.476 0.61 0.774 0.928 1 1

情况 5 X*2-Y*
组间一致性 0.934 0.939 0.953 0.96 0.969 0.885 0.575 0.194 0.152 0.188

组间覆盖度 0.893 0.879 0.836 0.809 0.73 0.754 0.863 0.943 0.946 0.929

情况 6 X3-Y*
组间一致性 0.324 0.338 0.349 0.385 0.446 0.521 0.574 0.64 0.704 0.723

组间覆盖度 0.722 0.705 0.654 0.645 0.6 0.573 0.537 0.513 0.442 0.365

情况 7 X4-Y
组间一致性 0.422 0.462 0.504 0.48 0.558 0.61 0.613 0.665 0.762 0.796

组间覆盖度 0.848 0.829 0.796 0.75 0.703 0.66 0.587 0.547 0.488 0.377

情况 8 X5-Y*
组间一致性 0.647 0.621 0.586 0.516 0.533 0.596 0.644 0.807 0.928 0.968

组间覆盖度 0.883 0.83 0.776 0.737 0.658 0.643 0.612 0.621 0.548 0.425

图 2　散点图组图
Fig. 2　Scatter diagram group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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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一致性比例阈值）为 0.6，用以构建真值表。

该模型覆盖了 300 个案例样本。由于各省份在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上的差异较大，采用

统一的评判标准并不适宜。因此，在反事实分析中，

本文遵循谨慎原则，不对前因条件进行方向设定。

借助 RStudio，得出了相应的中间解和简单解。

本文主要基于中间解，并辅以中间解与简单解

的嵌套关系，综合考虑非对称性问题，从高、低水

平共同富裕两个维度寻找符合条件的组态路径，旨

在明确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

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本文共得出 2 条高水平共同

富裕的组态路径，以及 5 条低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

路径。高、低水平共同富裕的整体一致性分别为0.918
和 0.911，均大于 0.75 ；总体覆盖度和各组态的一致

性也都满足评判标准。同时，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

和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均低于 0.2，展现了较强的

解释力。对高、低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进行归纳总

结，提炼出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 4 条组态路径。

表 6　共同富裕组态分析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common prosperity configuration analysis

条件变量
组态分析 - 高 组态分析 - 低

组态 a1 组态 a2 组态 b1 组态 b2 组态 b3 组态 b4 组态 b5

资源整合 ● ■ ■ ○

制度建设 ● ● ■ ■ ■ ■

技术创新 ● ■ ■ ■ ○

规模化 ● □ □ ○

公共服务 □ □ □ ● ●

一致性 0.935 0.938 0.943 0.971 0.978 0.915 0.975

PRI 0.876 0.825 0.885 0.919 0.96 0.699 0.888

覆盖度 0.662 0.4 0.475 0.453 0.56 0.287 0.24

唯一覆盖度 0.344 0.082 0.064 0.106 0.115 0.016 0.015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 0.047 0.080 0.022 0.062 0.054 0.080 0.025

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 0.115 0.115 0.081 0.104 0.081 0.121 0.138

总体一致性 0.918 0.911

总体 PRI 0.844 0.833

总体覆盖度 0.744 0.795

注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空白表示可有可无。

1）“制度 - 技术”联动型。该模式组态为 a1，

其核心条件为高制度建设和高技术创新。在实现共

同富裕的过程中，制度和技术的交叉融合促进了乡

村治理和产业发展。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在各省

广泛开展，推动了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

实现了县、乡、村之间的数据共享、管理流程简化、

治理方式创新，打通了乡村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提供了高效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制度对

农业技术的推广起到多方面的作用 ：通过规范化的

制度搭建，建立起村民、企业等各方主体之间的利

益联结关系，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通过农

机购置补贴、惠农贷款等政策支持，激励农业技术

和服务的推广 ；通过制定标准，推动农业技术体系

的建设。该路径解释了约 66.2% 的案例，典型案例

包括上海（2014—2020 年）、江苏（2013—2022 年）

和浙江（2013—2022 年）。

2）“资源禀赋 + 制度建设 + 规模化”驱动型。

该模式组态为 a2，其核心条件为高资源禀赋、高制

度建设和高规模化。这表明，资源的高效利用离不

开制度支持和规模化经营 ；制度的制定要综合考虑

资源的实际情况和规模化经营的需求 ；规模化经营

依赖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制度保障，三者结合是实

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0]。资源禀赋是乡村发

展的基础，差异化的资源使得不同乡村拥有不同的

特色产业。例如，拥有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的

乡村可着重发展旅游业 ；拥有良好气候和肥沃土壤

的乡村可根据农作物习性发展种养业，形成全产业

链。乡村产业发展涉及资金、人力、机械设备、基

础设施等多个方面，资源整合需要高效的治理架构，

最终促进规模化经营。通过激励机制、法治保障和

规模化经营，确保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管理，实现可

持续发展。而资源整合对治理架构的变革和规模化

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形成循环累积效应。该

路径解释了约 40% 的案例，典型案例包括黑龙江

（2018—2022 年）、内蒙古（2019—2022 年）和宁夏

（2020—2022 年）。

3）“资源禀赋 + 制度建设 + 技术创新”限制型。

该模式组态为 b3，在此模式下，资源整合、制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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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技术创新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导致

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从而导

致低水平的共同富裕。未来应加大对资源整合能力、

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三个方面的投入力度。该路径

解释了约 56% 的案例，典型案例包括海南（2013—

2017 年）、江西（2013—2016 年）和湖南（2013—

2015 年）。

4）“公共服务”限制型。该模式涵盖了组态 b4
和 b5，其核心条件为公共服务。这表明，如果过分

注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职能，可能会增加其

经营风险，降低效率和竞争力，从而导致较低水平

的共同富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职能是实现

社会职能的基础，为避免过度福利化，必须妥善处

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将公共事务与经济事务

分离，在保障经济职能的基础上承担社会职能，其

中，以产权改革和治理架构优化为核心的制度建设

对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协调至关重要。该模式分

别解释了约 28.7% 和 24% 的案例，b4 的典型案例

包括福建（2013—2018 年）和广东（2016—2019 年），

b5 的典型案例包括安徽（2016—2017 年）和陕西

（2015—2017 年）。

通过对以上四种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源禀

赋、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三个维度的组合在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横向角度来

看，资源禀赋、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在实现高水平

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而在低水平共同富

裕的情形中，这三者的缺失以及过度注重社会职能

的限制性作用更加明显。该研究结果表明，在乡村

振兴过程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促进五大要素

之间的联动，从而推动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3.3  组间和组内一致性分析

为了避免传统 QCA 忽视时间效应的问题，动

态 QCA 通过分析组间一致性变化趋势来探讨组态

的时间效应。如图 3 所示，高、低水平共同富裕生

成的 7 条组态，其组间一致性均高于 0.75 的评判标

准 ；此外，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均小于 0.2，表明

这些组态不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然而，进一步观

察 2013—2022 年间各组态的变化可知，高水平共

同富裕中的组态 a1 和 a2 的组间一致性在此期间呈

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且在样本后期，组态 a1 和

a2 的组间一致性在 0.95 附近上下波动，2020—2022
年间呈现上升趋势。低水平共同富裕中的组态 b1
和 b4 在 2014—2018 年期间出现了显著下降，而其

他 5 个组态在 2019—2020 年期间波动较大。具体

原因可能包括 ：首先，2019—2020 年间，受到疫情

影响，村两委以及农村集体组织将更多精力集中于

疫情防控等工作，且市场环境处于低迷状态，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到了冲击 ；其次，2020—2021
年间，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 个贫困县

全部脱贫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农村绝

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再者，2021 年发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规划》等文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政策保障，

为乡村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后，2014—

2018 年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

政策出台，加大了农村改革力度，以体制改革和机

制创新为手段，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通过对组内一致性进行分析，探讨各组态路径

在不同案例中的稳定性。进一步观察高、低水平共

同富裕两组数据（表 6），7 个组态的组内一致性调

整距离均低于 0.2，表明每个组态在各省份之间差

异不大。统计结果显示，高水平共同富裕组态案例

的分布可分为三个层级 ：以江苏、浙江、北京和上

图 3　组间一致性变化趋势组图
Fig. 3　Group diagram of consistency change trend among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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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为代表的优秀型 ；以湖北、陕西和河南为代表的

良好型 ；以海南、甘肃和宁夏为代表的普通型。高

水平共同富裕的案例大多分布在东部和中部经济较

为发达的省份，而中西部发展较为滞后的省份所占

比例较小。低水平共同富裕的组态案例则集中在云

南、广西、辽宁等中西部地区以及东三省。案例的

差异性体现了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现实状况，进一步引发了对资源整合能力较弱、制

度建设不完善、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的研究表明，构成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五个要素并不构成实现共同富裕

的必要条件。单一条件变量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

较弱，其赋能过程依赖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组合和

共同作用。因此，只有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五个

要素以特定方式结合，形成有机整体，才能有效发

挥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最终实现对共同富裕的

赋能作用。

2）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的研究表明，实现共

同富裕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核心要素包括资源禀

赋、制度建设、科技创新和规模化发展。此外，作

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源头，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

制度变革以及产权关系的明晰和科学的治理架构，

使得制度建设成为各组态的核心条件，体现了其较

强的普适性。

3）尽管各组态的组内一致性低于评判标准，

且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但通过对比高、

低水平共同富裕所代表的典型案例可发现，各省份

共同富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东北地区和中西

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低水平共同

富裕省份未能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职

能，特别是在村民增收和乡村发展等方面，仍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4.2  政策建议

1）夯实制度基础，推进“三变”改革和治理

架构的完善。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

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采用股份制形式将经

营性资产以股份形式量化至每个成员，以搭建成员

和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纽带关系，稳步推进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

此外，通过设立成员代表大会、监事会等内部架构，

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民主决策机制和监督管理

机制，在充分听取成员意见的同时，提高决策的科

学性。

2）加强资源整合，探索多元与稳健的经营模式。

通过与关联企业约定投资数额和分红金额，降低农

户和企业因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违约可能性，降低

企业和村民的交易成本，改善村民的弱势地位 ；通

过金融机构相关助农平台，促进“良好信誉”向“信

贷资源”的转变，以“整村授信”获得的信贷资金

助力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 ；通过多村抱团发展 [31]，

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推动跨村、跨镇、跨县联合，

统筹管理发展资源，共同推动区域发展。

3）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与应用，实现农业生产

增产增效。在技术创新方面，当地政府可采取税收

减免和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从事智慧农业、先进

农机制造等企业的负担，以及为村民购置农机、安

装温室大棚等机具给予补贴。此外，当地银行可向

企业和村民提供低息贷款，助力农业技术创新和农

业设备更新 ；在技术应用方面，当地政府可采取县

乡集中培训、现场实训等方式对村民开展大数据应

用、种植养殖生产等相关技术的培训，实现“集体

组织 + 技术指导团队 + 村民”的高效形式，推动农

业技术的普及。

4）立足现实，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省份应继续推进新型农村经济的

发展，在保障良好经营效益的前提下，将发展重点

集中在精神富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发挥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职能 ；低水平共同富裕的省份

应聚焦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职能 [32]，妥善调

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两者的

关系，助推规模化生产和多元经营模式的实现，提

高共同富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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