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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emphasizes the utilization of climate conditions and natural resources, forms a regional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layout, respond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promotes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empower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s the empowerment model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Taking Huzhou,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abling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it can form a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with benign competition, financing support and core brand from 

the aspects of overall cognition,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nd customer empowerment,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empowerment, Model cre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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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特色

农业强调对气候条件及自然资源的利用，形成区域化、专业化特色农业布局，响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

助推乡村振兴。研究基于赋能视角，分析了特色农业发展赋能，构建了特色农业赋能模型，以浙江湖州为例，

对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实践证实，从整体认知、组织赋能、个体赋能及顾客赋能多方面出发，

能够形成良性竞争、具有融资支持及核心品牌的特色农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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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色农业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农业现代化为中国国民经济高

速发展和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前，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展间的矛盾,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追求绿色生态

可持续，走质量兴农之路；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坚持绿色兴农，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

产率；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

展。近年来，全国各地全面落实产业发展“八要素”，

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特色农业发展将区域特

色农业作为基础，通过合理规划与部署，对特色农业

赋能，以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这不仅是农业结

构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同时也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

有效路径[1]。特色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农户、家庭

农场、村庄合作社等，开展或参与特色农产品经营是

发展特色农业的具体表现[2]。国外在特色农业发展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部分获得特色经营品牌模式。

我国特色农业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06

年首次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此后特色农业的内涵不断发展，2017 年党的十九大指

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农业现代化

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建立特色农业赋能模型、掌握其

具体要素，对于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促

进国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2. 赋能视角下特色农业相关概述 

2.1. 赋能理论 

赋能这一概念在商业管理及学术研究领域有着

广泛地应用，其在不同领域内涵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即便同一领域若视角不同，其界定也具有差异性。从

学术研究领域来看，赋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在组织视角下，赋能即组织授权；二是从个体角度

看，赋能即对个体进行能力开发与提升；三是从客户

角度来看，赋能是指使得客户拥有主动权，提升其在

企业研究设计及营销活动中的参与度[3]。从商业管理

领域看，赋能主要是对商家、中小企业及生态伙伴予

以赋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合作方提供便利，

形成合作供应，实现更大增值供应，其强调组织、个

体与顾客赋能的有机结合。 

 

2.2. 特色农业发展赋能 

2.2.1 农业经营主体的赋能 

农业经营主体常见包括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不同，其内部运行情况、外部

环境等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特色农业强调应充分利

用自身的优势，对于不同经营主体采用相应的赋能操

作，将资源要素优势最大化发挥。为实现经营主体协

同化与组织化，多采用的是契约化方式，将横向联合

与纵向联合相结合，发挥特色农业竞争优势。 

2.2.2利益相关群体的赋能 

利益相关群体最早被应用于企业治理，随着现代

农业的发展，逐渐在农业共营、基础设备投资等领域

渗透，关于特色农业、休闲农业及循环农业等相关实

证研究逐渐增多，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政府及产

业链主体均为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

系及矛盾冲突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特色农业的

发展方向及发展速度。以湖州农业互联网平台“布瑞

克”为例，其对产业链的相关利益群体有着较高的重

视，建立特色产业、金融资本、消费者、物流与物联

网相结合的五位一体模式，一方面促进了传统农业经

济的转型升级，以“大数据”和县域智慧农业生态圈

助力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优化了供给侧结构改革，将

供应链数字化，通过电商模式赋能中小商户，实现了

农业产业链的数字化革新。特色农业发展强调对包括

政府、互联网平台等利益相关群体的赋能，充分发挥

特色农业竞争优势将其变现，实现利益分配，使得利

益相关主体都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政府政策的支持、

资金投入可助推特色农业发展，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2.2.3消费者群体的赋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升，消费者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特色农业的发展需要

充分考虑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及消费心理。消费者与特

色农业经营主体两者相互依存，购买意愿直接影响着

其价值共创。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消费

者与经营主体沟通渠道不断拓宽，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的个性化服务成为主流，其对消费者有着极大的吸引

力，能够使得消费者接受并参与到产品创新及市场营

销中，依据消费者的需求设计产品，两者形成良性互

动关系，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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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特色农业赋能模型创

建 

3.1. 研究整体设计 

目前，我国在赋能农业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缺

乏经典理论支持，导致特色农业赋能理论框架的建立

尚存在一定的难度。作为管理研究的常用工具，扎根

理论使得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

次研究利用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建立了赋能特色农业

理论发展模型。在资料收集方面主要分为如下阶段：

首先，对 2010~2020 年特色农业发展相关文献进行搜

集整理，针对咨询、报告等资料均进行开放编码，总

结分析了赋能特色农业的影响因素。其次，对特色农

业公司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对

赋能要素进行总结，构建了赋能理论模型。最后，对

数据进行采集，以浙江湖州为例，对该地区特色经营

主体及特色农产品消费群体进行调查访问，实施饱和

度检验，针对架构模型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3.2. 特色农业赋能模型的创建 

编码主要用于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其是扎根理论

的主要实施路径，国外学者将编码分为开放式编码、

关联式编码及选择式编码三个环节，具体如下： 

3.2.1开放式编码 

首先，在文献资料及咨询或原始报告中对特色农

业发展问题进行提取，并总结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或

事件，从中提炼观点，对摘要进行归纳与整理，做好

分类，获得初始概念，共计 58 个。将相似的概念进

行统一整理，形成范畴，归纳各类资料，为后续进一

步分析做铺垫。最后从所归纳整理的范畴中提取具有

代表性的内容，主要包括政府部门扶持、技术服务、

资源禀赋、销售服务体系、品牌打造等共计 15 个开

放式编码。 

表 1 归纳整理 15 个开放式编码 

序号 范畴 序号 范畴 

01 政府扶持 09 绿色认证 

02 资源禀赋 10 体验服务 

03 服务性提

升 

11 定制服务 

04 金融支持 12 共享机制 

05 流通服务 13 产业协作 

06 销售提升 14 经 营 主 体

协作共赢 

07 技术支持 15 政 府 统 筹

与监督 

08 品牌提升   

 

3.2.2关联式编码 

对范畴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用 4 个主范畴对 15

个开放式编码进行归纳，获得特色农业赋能要素，具

体如下：①政策。其涉及到资源禀赋、政府扶持及组

织化提升三个方面，采用政策支持的方式对特色农业

生产要素及生产过程予以干预。②服务。服务体系涉

及到金融、技术、流通、绿色认证、品牌建设及销售

方面，其对特色农业生产及流通过程、销售服务均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4]。③价值共创。主要涉及到定制、

体验及利益共享三个方面，在价值共创理念下，消费

者在特色农业价值创造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参与度。④

契约。包括主体间、产业链协作及政府监督。特色农

产品不同经营主体是相互协作的关系，由政府进行监

督。 

3.2.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主要目的是明确核心范畴，其能够对

其他范畴关系予以反映与总结，并建立起相互协同的

关系。对特色农业的赋能分析可以发现，其在政策主

范畴方面的赋能可以认为是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赋能，

核心范畴为组织赋能。在服务范畴方面，其主要是通

过互联网为特色农业经营主体予以赋能。核心范畴则

是组织赋能[5]。价值共创则可以将其看作是消费者群

体在特色农业经营主体的赋能，其与包括农户、农场

等在内的经营主体是相互赋能的关系，个体赋能是其

核心范畴。从组织赋能视角，其主体为政府及互联网

平台，包括政府与服务两大要素。从顾客角度，其赋

能主体为消费者群体，主要要素为价值共创。从个体

角度，主要主体为农户、农场、合作社及企业，主要

要素为契约。 

4.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实证研究 

“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隶属浙江省的湖州

市不仅是“两山理论”的发源地，也是省级乡村旅游

改革试点市和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到 2020

年，湖州已建成了 67 个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154 个

3A 级景区村庄和 29 条美丽乡村示范带，创建省级乡

村旅游产业集聚区 4 个，数量居浙江省第一，全市 A

级景区村庄在浙江省率先实现全覆盖。在乡村旅游发

展的背景下，农业与旅游、餐饮、电商等协同发展有

利于农业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湖州

地区致力于打造田园综合体，在美丽乡村的基础上发

展美丽经济、智慧农业，探索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实现农业的多元化发展。 

通过湖州地区特色农业主体调查，利用克隆巴赫

系数衡量测验的可靠性：基于赋能理论，可以计算出

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 0.984，具有较高的信度。通过

对消费者的调查可以发现顾客赋能视角下，克隆巴赫

信度系数为 0.853，具有较高的信度，所构建的特色

农产品赋能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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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强资金技术支持，营造品牌市场空间 

特色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空间及有序竞

争的影响，这也是特色农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特

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绿色认证、推广指导及生产指导，

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在政府助推下赋能，呈现出明显

的短期加速培育特征。经营主体与产业上下游之间形

成了密切协作的关系，并与补贴、技术相统一，能够

为经营主体群体自我认知赋能，可促进长期自我提升，

有利于特色农业发展改善[6]。从调查情况来看，资金、

技术、产品特色等因素是影响特色农产品发展的主要

因素，如图 1 所示。特色农产品新鲜程度与物流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特色农产品往往在品牌建设中

宣传特色口味、文化特色及环境等有特点的内容，如

荻港古村从 2015 年、2016 年开始逐渐被游客所知，

4A 级景区、丝绸小镇、农业文化遗产、网红打卡茶馆

等内容在类似十一黄金周这样的节假日总是能吸引

来大批来自江浙沪周边的团体游客或自驾游客。接待

游客人次逐年增多，满足了消费者追求文化内涵及特

别的需求。 

 
图 1 绿色农业发展影响因素示意图 

4.2. 注重政府补贴，形成产业服务体系 

通过多维偏好分析，可以发现组织生产、农业奖

励、市场认证及给予参加展销会补贴等与特色农业的

发展密切相关，其所对应的为政府补贴赋能，政府部

门在特色农产品组织生产、统筹认证过程中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其具备指导赋能，能够对特色农业经

营主体权益的实现起到保障作用。对产融契约及市场

进行监督，履行政府监管赋能，能够使得监督市场有

序发展。特色农业发展离不开一流的技术服务、销售

服务，需要完备流通体系作为保障，打造属于自己的

特色品牌。2020 年浙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72.17%，

湖州市城镇化率为 65.64%。当周边地区的城镇化率

显著提高，随之增加的还有市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

这为乡村产业发展、打造本乡本土特色提供了良好环

境。关注特色农产品技术提升及销售服务质量，打造

有特色的品牌是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4.3. 风险收益共担，降低农业发展风险 

通过个体赋能分析，各项契约要素包括经营主体、

产业链及政府统筹等差异不显著，考虑经营主体的现

状认知对契约赋能要素选择影响不大。由高到低将经

营主体利益联结分为股份式、合作式、合同式及买断

式，且与传统切割买断模式相比，风险收益共担式模

式能够对经营主体利益起到保护作用，降低资金损失

风险。 

4.4. 强调价值共创，线上线下联动  

基于消费者赋能角度，对消费者对特色农业赋能

情况进行多维分析，可以发现消费者偏好存在多元化

发展需求。经营主体认为消费者线上体验、线下体验

与定制及推荐购买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互联网信息

技术支持下，可以建立起与消费群体的联系，采用线

下体验与线上推广相结合的方式鼓励消费者点赞评

论，并予以推荐。消费者赋能体现了价值共享、线下

体验等强意愿，消费者群体对共享经济存在一定的偏

好。针对这一特点，经营主体应营造具有价值的共创

环境，通过消费者群体赋能特色农业，促进乡村旅游、

田园综合体、绿色农业等的发展。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构建特色农业

赋能模型，有利于掌握特色农业发展赋能要素，助推

特色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使得各赋能要素之间形

成密切的联系，推动特色农业建设，满足顾客群体多

样化需求，进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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