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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在对东西部产业协作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东西部产业协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理，即

东西部产业协作通过延长乡村传统优势产业链、丰富乡村产业门类与激发要素活力、形成集群赋能等途径为乡村产业振

兴提供动力。通过展示分析浙、川两省产业协作的实践模式，进一步提出提升协作效果的路径，包括精准定位特色产业、

用活东西部协作平台、打造产业区域品牌、创新绿色发展等，旨在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协作的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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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Industries to Drive Rural Revital⁃
ization: Mechanisms, Typical Model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ZHANG Qianwen, LI Zh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East-Wes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the mechanism of East-
Wes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to help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proposed, i.e., East-West industrial collabora⁃
tion provides impetus for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y extending the traditional advantageous rural industry
chain, enriching the rural industry categories and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factors, forming clusters and other ways.
Through displaying and analyzing the practice mode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Zhejiang and Sichuan prov⁃
inces, we propose the path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collaboration, including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characteristic in⁃
dustries, utilizing the platform of East-West collaboration, creating industrial regional brands, and innovating green
development, etc., aiming to further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rural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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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近年来我国政

府已充分认识到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并

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全面加大投入和

扶持力度。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了“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的重要指导思想，为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引领。2024年中

央一号文件也进一步强调了“提升乡村产业发展

水平”的必要性，特别指出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发展，全面推动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乡村振兴战略发挥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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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层面的振兴尤为关键，

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以此为背景，东西部产

业协作是国家基于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深刻思

考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种有效的经济

发展模式正在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的生机与活

力。本研究以东西部产业协作为切入点，分析这

一经济发展模式如何有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进

程，为具体展现其运作机制与成效，引入浙江省

宁波市对口支援四川省凉山州案例及其产业协作

实践，阐述其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探索提升产业协作效果的路径，以期

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更为有效的策略与思路。

1 东西部产业协作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东西部协作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起源并成型于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其前身为东西部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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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协作，是国家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西部

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进程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 [1]。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东西部

扶贫协作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为适应新的发展阶

段和任务需求，逐渐转向乡村建设协作的新阶

段 [2]，其名称也相应变更为“东西部协作”。在我

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开启

后，国家针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了调整优化，

确立了原则上一个东部省份结对帮扶一个西部省

份的长期固定结对关系，这也标志着国家新一轮

东西部协作的实施开启 [3]。

东西部产业协作与一般区域间的产业协作存

在差异，它紧密地结合了国家发展战略，通过政

府的有效引导与市场机制的深度融合，在国家战

略层面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当前我国东西

部协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通过深化区域间

产业协作推动西部脱贫地区产业的蓬勃发展，并

进一步推动提升西部地区自主发展能力，确保防

返贫成果巩固并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有学者对东

西部产业协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出了东西部

产业协作的主要类型包括资产收益型、产销合

作型以及订单生产型等 [4]，这些类型各具特色，

共同构成了当前东西部产业协作的多元化格

局。但不同于过去扶贫协作侧重于单向的资源

转移和支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则更加注重双

向互动与互利共赢，力求更深层次、更广泛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 [5-6]。

2 东西部产业协作助力乡村产业振

兴的作用机理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国务院发布的《关

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揭示了乡

村产业当前面临的多重挑战，具体体现在产业门

类不够丰富、产业链条较短、要素活力有限以及

质量效益亟待提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东西

部产业协作可以通过助力延长农业产业链、丰富

乡村产业门类、激发要素活力、形成集群赋能等

举措发挥作用，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支持。

2.1 加强特色农业建设，延长传统优势产业链

在东西部产业协作的作用下，乡村特色农业

建设能够以农产品加工业为引领，带动全链条升

级 [7]。我国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多样，这为各地深

入挖掘和发展特色农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乡村农业发展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加强本地

特色农业建设，与东部地区开展产业协作，通过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特

产品。生产环节中，东部地区的企业和科研机构

可以通过合作、技术分享等方式参与西部地区的

农业技术研发及品种改良等过程，帮助提升特色

农作物品质及产量。农产品加工环节中，通过引

入东部企业先进的加工技术和完善的智能设备，

能够帮助特色农产品产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和

智能化生产。更重要的是，从全产业链发展理念

出发，东西部产业协作能够帮助西部乡村地区构

建一套完整完善的农业产销体系，即通过协作平

台，不断完善乡村物流设施和网络建设，优化农

特产品流通渠道 [8]，进而实现东西部市场的流畅

对接，使西部特色农产品在东部市场实现价值兑

现。由此，通过东西部产业协作，乡村农业生产、

加工、仓储和物流等各环节能够实现无缝对接及

高效协同 [9-10]，从而打造出一条既有助于培育发展

乡村特色农产品产业，又能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

多元化、高端化转型的完整产业链。

2.2 丰富乡村产业门类，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协作双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东西

部产业协同能够帮助西部乡村地区培育出多元的

产业形态，在涵盖传统农业升级的同时，也引导

乡村产业向休闲、旅游、康养、生态、文化等诸多

领域拓展 [11]，为西部乡村培育新兴产业提供了更

加便捷的渠道。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东部企

业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市场经验配合一系列对口

协作投资项目和专项资金，能够精准对接或挖掘

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和文化特色，有效融合双方

优势，共同推动乡村产业向多元化、高效化、特色

化的道路迈进 [12]。此外，东部与西部地区在资源

分布与产业基础等方面呈现的差异为区域间的互

补合作提供了天然基础 [13]，也为通过协作平台推

动产业深度融合创造了条件。借助协作平台，如

农产品精加工产业、农文旅结合产业等的乡村农

产业与制造业、服务业领域融合产业得以推进，

促进了一二三产业在农村地区的紧密联结 [14-15]。

且在这一过程中，生态农业、清洁能源、文化创意

等具有绿色生态、高附加值属性的新兴产业也在

乡村地区获得了加速发展的契机，这些新兴产业

的引进与兴旺，使得农村不再是单一农业生产的

集聚地，有效提升了乡村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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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经济实惠和就业岗位带到了农村。

2.3 激发要素活力，提升产业质量效益

为实现东西部区域间的资源共享、促进协作

双方合作成果有效落地的政策目的，东西部协作

计划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推动西部地区发展，包

括对口财政援助资金的直接投入、定向派遣党政

挂职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等 [16]。立足于协作关系

的政策引导，东部地区为西部乡村提供了综合性

的资金、人才、技术、项目等支援。注入西部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的财政帮扶资金为西部当地多

个领域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等，有效解决了乡村产

业在发展中的资金、资源短缺问题。智力支援方

面，协作双方普遍建立了干部人才信息共享机

制，开展人才交流与培训工作，依靠这种机制，多

批党政挂职干部和教育医养等各领域高素质专业

技术人才来到西部地区，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保障。而且这种东西部协作之下的

人才交流策略不仅注重乡村产业建设的短期效

益，更注重“造血”功能的培养 [17]，在派遣驻地人才

支援的同时着重于加强与本地人才的交流与培

育。产业项目协作方面，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

地区的产业转移，不仅为西部地区带来了资本、

技术和管理营销策略，也直接有效地提升了当地

乡村产业的质量与效益。

2.4 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形成集群赋能

乡村产业的发展与振兴需要把握地域特色鲜

明这一优势与特点，为确保乡村产业的独特性、

竞争力及乡村文化价值的承载力，乡村产业布局

应紧密围绕本地的独特资源与文化，形成产业集

群、做优产业集群。在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框架

下，打造区域特色品牌这一目标更容易实现，凭

借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东部地

区企业能够快速捕捉市场和消费需求的最新动

态，对接乡村产业、借助平台展开产业合作时，能

够快速聚焦、紧密围绕乡村当地得天独厚的资

源、文化、自然优势等，筛选出既有本土特色又有

市场潜力的产业加以培育和整合，帮助西部乡村

地区塑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区域品牌，进一步助力

其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此外，面对劳

动力、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部分东部企业

立足自身转型发展的立场，展现出产业转移的需

求 [18]，在东西部产业协作机制的积极引导下，这些

企业能够更便捷地向具有相关资源优势的农村地

区转移部分产业，节省成本并试图寻找新的利润

增长点。这种转移与承接不仅为东部企业提供了

新的发展空间，也使西部地区得以引进一批批优

势企业，这些企业的入驻将带动当地产业集群的

形成和发展，进一步赋能乡村产业的整体振兴 [19]。

3 浙、川两省产业协作典型案例研究

国家新一轮东西部协作战略启动后，浙、川两

省把东西部协作作为重中之重，具体实践中，两

省充分利用东西部协作机制，实现双方资源的优

势互补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浙江省

宁波市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建立了全面帮扶

合作关系，帮扶覆盖产业、劳务和民生等多个方

面，两地政府部门将宁波市对口凉山州的协作打

造浙、川东西部产业协作典型案例，期望通过两

地积极的产业协作，确保凉山州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并持续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的成效，为乡村

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1 聚焦特色农产品发展与产业升级

凉山地区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及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为当地培育多样化的农业特色产业提

供了良好条件，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出优势。然

而，凉山农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挑战，其

中产业链延伸不足、产品附加值低以及市场竞争

力薄弱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农

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在产业结构及市场开发方面存

在的不足。凉山农业的产业链条相对较短，许多

农产品在采摘后缺乏深加工，只以原材料或初级

加工品的形式进入市场进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农产品的利润空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协作队伍积极推进凉山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的发展，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凉山农特产品商

品化、标准化水平，实现农业及其深加工业的生

态循环发展。例如，协作队伍通过深入了解和实

地考察，为盐源县引入的“苹果酒”“苹果渣生物

饲料”等深加工项目以及果树下养殖浙东大鹅的

产业链延伸项目，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苹果全产

业链模式，有效带动了 3万多果农增收 10%以上。

针对金阳县青花椒产业存在产出量大但产品单

一、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驻地干部们积极牵线

搭桥，在凉山地区引进了青花椒深加工车间、产

业技术研发中心、综合交易中心、产品博览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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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打通了青花椒的上下游产业链。

3.2 建设产业现代化联合体，引领产业融合

浙、川东西部产业协作通过打造示范园区及

试验基地项目、引进龙头产业等，不仅为凉山地

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更新与科研上的支

持，还有效助力了该地区的三产融合，为凉山乡

村产业发展发掘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宁波市与

凉山地区的对口产业协作中，两地政府注重并积

极引导凉山地区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以

凉山地区美姑县的拉马产业园项目为例，这个项

目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和浙江里里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自筹资金投资建设而成，目前已发展

成为集农产品加工园区、现代种植业园、生态养

殖区等为一体的现代综合产业园区智慧管理服务

中心，实现了种养业的有机结合。针对凉山金阳

县境内山高坡陡谷深、交通不便、产业园区面临

难以招商等困境，宁波镇海和凉山金阳两地领导

班子共同探索了电商产业飞地模式，实施“企业

注册在金阳，办公运营在西昌”的电商运营模式，

并在园区引入了宁波抖音电商直播基地服务商，

为当地人员进行运营技能传授与培训，有效促进

了当地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与电商产业等现代服

务业的深度融合。

3.3 发掘文化旅游潜力，优化旅游产品供给

凉山地区位于“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核心

区域，在生态和文化旅游领域拥有突出的优势。

从生态视角来看，大凉山自然环境优越为生态旅

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从文化角度看，当地

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为凉山地区赋予了独特的

文化生态旅游价值。然而，由于起步较晚、基础

设施不完善、资源匮乏等因素，凉山地区的旅游

服务业一直呈现发展缓慢的态势。为了充分释放

凉山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潜力，宁波驻凉山工作

队积极利用东西部协作平台引进知名的开发、管

理与运营团队，通过景区打造、旅游规划、品牌宣

传、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个性化需求定制等，将凉

山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出具有鲜明特色的高

端康养旅游产品。同时，协作队伍为凉山地区引

进了文创产业、户外运动中心、市集商业街区等

投资建设项目，有效促进了凉山旅游产业与文

化、体育、休闲等产业的联动融合发展，以大雅集

团在冕宁投资的 110亿元灵山寺旅游项目为例，

它整合了全球顶尖的设计资源，成功打造了包括

俄尔则俄神山圣景、灵山禅意文化体验及阳光旅

居康养度假等多元化旅游项目，为凉山地区带来

了大量的客流资源，进而促进了凉山地区文化旅

游产业收入的提高。

3.4 强化人才培育，注重输送与培养机制

面对凉山地区产业及社会发展缺乏高素质

的专业人才的现状，除派遣援川挂职干部以外，

浙、川两省坚持以专业技术服务东西部协作，全

面助力凉山医疗、教育、农业等多领域的技术提

升。在医疗、教育帮扶领域，宁波市通过派遣骨

干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才，采取“名师带徒”

和“专家带徒”的协作模式，为凉山培养了具有

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骨干人才，真正实现了

东部专业技术与凉山本土发展的有机结合；同

时，通过“蓝鹰工程”项目工程，浙江省接收了几

批对口支援地区的乡村学生到东部接受“升学+
就业”一站式培养，这些举措使得凉山能够逐渐

培养起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为长远发展提供

不竭的动力。

4 优化东西部产业协作效能的策略

参考浙江省宁波市对口四川省凉山州产业协

作的典型案例，提出进一步提升我国东西部产业

协作效能的策略。

4.1 明确定位，突出产业示范引领

在推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的过程中，乡村产

业的精准定位是首要且基础性的工作，实施产业

协作前期需要立足于乡村产业宏观布局，全面考

量区域资源禀赋、文化特色及产业基础等条件，

基于本地特色资源打造乡村示范性产业。在产业

选择这一过程中，除了考虑到农村的先天基础，

也要考虑到产品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确保打

造的示范产业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具备发展潜

力。一旦明确产业定位，乡村产业发展就应重点

发挥示范性产业的龙头效应及辐射作用，突出示

范产业引领、以特色产业为纽带，形成具有一定

规模和影响力的乡村产业集群，带动既有优势增

值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20]。此外，为了能更好地

实现乡村产业的提档升级和全链式发展，协作主

体需要根据各乡村产业的不同发展现状和发展模

式，通过协作平台针对性地引进技术、龙头企业、

先进管理理念、高端品牌等资源，不断推动乡村

产业竞争力提升及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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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用活平台，塑造产业协作新模式

东西部协作是促进我国西部农村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驱动力量，而发挥东西部协作优势强调

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在这一战略框架下，乡村产

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乡村产业发展应

主动融入东西部产业协作的战略布局中，积极把

握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契机，在与东部地区的紧密

合作中，结合乡村自身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

势，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通过积极探索“东部市

场+西部产品”“东部企业+西部资源”及“东部运

营+西部项目”等多样化的协作模式，促进双方在

产业规划、项目布局、消费协作等领域的深度交

流。为推动乡村产业的持续振兴，国家政策方面

一直在倡导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战略，在此基础

上，西部乡村地区应当抓住发展机遇，积极利用

产业协作平台，携手东部地区持续优化区域间的

产业资源转移与优势整合。同时，东西部产业协

作的视野也不应仅局限于产业之间的转移和配

置，为了全面提升协作效能，两地之间还应展开

劳务及人才交流等多维度的协作，并鼓励引导东

部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来，形成多方

合力 [21]，为产业合作夯实基础，共同推动乡村产业

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4.3 统筹资源，打造产业区域品牌

立足当地自然资源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区域

特色的品牌体系，是推进农村产业优质发展和乡

村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22]。对此，为提升东西部

产业协作效能，必须深化资源统筹协调，帮助西

部地区打造具有乡村地域特色的产业区域品牌，

要坚持以点带面、以面促全，采取包括提升产品

品质、引进先进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打造品牌形

象等在内的“产品+技术+渠道+品牌”的全方位战

略，将农村产业及产品向规范化，甚至是高端化

的方向塑造，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品牌格局。随着

乡村品牌知名度的建设与提升，不仅会吸引更多

的消费者关注乡村区域品牌、推动形成稳固的市

场占有率，还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参与投资

乡村产业的行列，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经济

发展格局。

4.4 绿色发展，构建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绿色发展理念是全面振

兴农村的根本要求和重要支撑，乡村产业规划与

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紧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产业选择上，应当考

虑优先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相连的绿色产

业 [23]，如生态农业、绿色加工产业等，这既有利于

促进农村产业向绿色化生态化方向发展，又能为

农村带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利益，是当下顺应绿

色发展潮流和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必然选择。同

时，科技创新是实现产业绿色化、生态化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24]，构建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要注重

加强农林业科技创新，加大生态环保科技攻关力

度 [25]，提高农村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通过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成果与产品融合，

将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产业绿色发展

的实际生产力。

5 结 论

在新时代的宏伟蓝图中，乡村振兴作为国家

发展的重要战略承载着多重使命，而产业振兴作

为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不仅关乎乡村经济的繁

荣，更是乡村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振兴的

重要支撑 [26]，关系着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及农民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东西部产业协作是推

动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为了充分发

挥这一平台机制的作用，必须着眼于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指示

精神，不断提升东西部产业协作实效，拓展协作

领域，提升协作质量和水平，推进协作迈向更高

水平、更深层次。

随着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进入第四个年头，东

部地区将继续充分发挥其各方面优势，全力支持

西部地区乡村产业的发展，西部地区也将积极挖

掘自身资源潜力，与东部地区形成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的协作格局。展望未来，随着东西部协作

的持续推进，乡村产业结构将会显现出逐步优化

的态势——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的同时，种植业、农

产品加工行业等传统产业也焕发新的生机，最终

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生活品

质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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