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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特色产业价值共创：瓶颈突破与能力跃迁*

——基于本土龙头企业的双案例观察

张德海 1, 2 金 月 1 利杨 鹏 1 陈 超 2

摘要： 村 村 。本县域乡 色产业是乡 的重要板特 产业振兴 块 文 能理 价值共创理利用赋 论和 论，以两

龙头家 企业 对 ，采 双 ， 了本 龙头研究 象 索性 案例 全面呈现 土 企业 不 发 段为 用纵向探 研究方法 在 同 展阶

， 了本 龙头 村 。 ：的 行 系统 索 土 动乡 色产业 值 创 程机制 研 发现 第价值共创 为 并 探 企业带 特 价 共 的过 究

一，本 龙头土 企业 ，不同发展 资源为突破 阶段面临的 瓶颈 ，主动寻求外 作主体赋 遵循部合 能 “对象性

赋能— 作性赋能操 — 能组合性赋 ” ； 二， 本 龙头 采的动态路径 第 赋 的 业 用被 能 土 企 “拼凑—编排—协

奏” 资源 动路的 行 径， 料累积 拓展原 给不断 和 供 、 牌品 辐射、精深加工、 界融合跨 等 心 力核 能 ； 三第 ，

本 龙头 了双 ， 叉 村业与外部 成 向 格局 通过资 服务的交 合实现 业价土 企 合作主体形 赋能 源和 整 乡 特色产

。值共创

关键词： 村 产业乡 特色 龙头企业 价值共创 资 瓶源 颈 能路赋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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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村 、 、 禀 ，充分挖 乡 在 食 艺和文 方 特 源 全面掘 种养 品 技 化等 面的独 资 赋 延伸 村 色乡 特 ，产业链条

， 村育县域经 动能 能够助 产业培 济发展新 推乡 兴旺。 方政县域地 府在推进 村 ，乡 业发展时特色产 倾向

于将 龙头 （农业产业化 企业 下文简称“ 龙头重 企点 业”）作为 心 ，核 载体产业 以 深度便 利用这 业些企

的 、 术资金 技 、 本社会资 等资源 势， 大 。 ，优 动产 做 圣农集团 养殖产推 业不断做 强 例如 福建 延伸肉鸡

，业链 构建“ 村企 ”双赢 ， 了 ； 东 小 ，采域经 温 建设特色 养殖 区机制 拉动 县 济发展 广 氏集团 肉猪生态

用“公司+党支部+ 合 社专业 作 +村 体集 +贫困户” ， 了 （ ，模式 带动 困农 收 等贫 户增 刘源 2019）。值得

一 ，是提的 在 村 色 业乡 特 产 展发 实践 ，中 本 龙头 （土县域 企业 下文 称简 “本 龙头土 企业”）尽管拥有

力 对 ，的资源和能 弱相 薄 但以“ 本 、 力助外扎根 土 借 ”的 ，对动 收和产业方式带 农户增 增值 打造“一

村一品”“一 一县 业” 了 。 ， 本 ， 一做 在 资 约束 下 进 步探出 突出贡献 因此 土 源 情境 索本 龙头土 企业带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现代农业服务供应链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GL017）

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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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村乡 特色 价 的 制 有重县域 产业 值共创 机 具 要的现实 义意 。

龙头注农业 企学界高度关 业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带动 ， 了 。 杰作用 究成取得 诸多研 果 李世 等

（2018） 三以 实业有限亚海源 公司为例，立足于关 制系取向与利益机 ， 了示揭 起引 “公司+ 户农 ”组织

模 演变 度式 与制 安排变化 ； （的 因 等内在 素 刘源 2019） 东福 圣农 有 温氏食品以 建 控股集团 限公司和广

龙头 ， ，龙头有限公司两 业为 发现集团股份 家 企 例 通过研究 企业 在 身经济价 创造可以 实现自 值的同时

， ； （社会 业 上 合作 陈美球等价值 从而惠及产 链 的 主体 2020） 江西 能 发展有 司在 省绿 农业 限公 的实践

中 现发 ， 果如 明确各主体的角色定位 ，且做到相 充分嵌融 就并 互信任与 能 龙头 。挥 企 用发 业的带动作

显然， 究现有研 更多 焦于聚 力 龙头实 雄 企业厚的重点 ，本 龙头土 企业成为学界研究的 区盲 。 其原究 因，

要是县域 业主 产 发 乏展缺 、 术、 才 ，技 人 等 资资金 稀缺 源 导致本 龙头 、土 业 临融 优企 面 资难 吸引 质要

素难、 、 （ 长 ，险防范机 识型员工短 困境风 制薄弱 知 缺等 姜 云 2020； 龙 ，杨兴 等 2020）。那么，本土

龙头 ？ 村 ？何 源瓶颈 如 作主体实 值 创企业如 打破资 何带动合 现乡 特色产业价 共 正是这 本文 。究的问题研

村 ，本 采 双 ，打开 色 价值共 制 黑 文 纵向 例 取新宝为 乡 特 产业 创机 的理论 箱 用 探索性 案 研究方法 选

（堂 公司 下文简陈皮有限 称“ 宝堂新 ”） 橙汁 （百 有 文和重庆派森 限公司 下 简称“ 森百派 ”） 本两家

龙头 ， ，案例 利用 共 理 按照土 企业为 赋能理论和价值 创 论 “条件—行动和互动—结果” ，析的分 框架

对 一 二 料 。本 来， 村搜集的 手 分 文 赋能 值 合起 应用 产业手和 资 进行 析 将 理论和价 共创理论结 于乡 特色

， 了 ； ， 本 龙头 ， 村研究领 展 两 用场 土 微观视角 可为县域域 拓 种理论的应 景 同时 从 企业的 开展研究 乡

。提 新 路特色产业发展 供 思

二、理论基础

（一）赋能理论

“赋能”是指借助外部力量 对 权使 受 够获取 所得接 象能 发展 需的 力、 力，源 能 早源资 和 最 于“授

权赋能” 一 ，这 概念 后来被 繁应用频 于 、 、信息服务业 个农业 商业 等多 研究 。领域 Solomon（1976）

提 赋能 作 主共同参出 是社会工 者与案 与的活动， 势其目的是降低弱 群体的“ 权感无 ”；Mainiero（1986）

心， 一 权力 ， ，为 员工 为中 通过 列 授 下 以激发 的 从 更 地服认 以 赋能 系 予和 放 可 员工 主动性 而 好 务于客

户；Slater（2001）发 农业赋能现通过都市 ，低收入 城市的 家庭女 以建 会网性可 立自己的社 络，获得社

。区 和发展机安全感 会等

随着“赋能”成为 术学 研究领域中的 ，高 词频 汇 学者 关注们从 、员工 体 组 部个 织内 能的赋 逐渐扩

到展 关注 织组 间、产 间业 的赋能， 的赋能 对象、方式、机制 了较受到 多关注。 对象看从赋能 ，Acar and

Puntoni（2016）认为顾 能是 顾客客赋 指通过授予 更多 权动 良性互动的主 而形成 关系； 砺 谭荣黄 和 （2015）

指出， 对 权 少还 能 革能 农地租值 耗散政府 农户的农地 赋 改 够减 的 ， 长农 增收机建立 民 效 制； 承刘 昊（2019）

头地 政 需要 链认为 方 府 回归电商 源 ， 术 村技 为新要 产业以互联网 素赋能乡 。从赋能 看方式 ，Wright and

Annes（2016）指出由于 农业增值 杂 ， ，围 在为女性 赋能环境的构成范 复 多样 提供独特 时 需要经常谈

判 商协 ；Mohammad（2020） ， ，现 过收 客的需求 期望 满 些需求 望 入发 通 集顾 和 同时 足这 和期 并且引

来 ， ， 了 对的 务 提 用 水平 就可 客赋能 并证 客赋 度有新 服 升顾客使 产品的感知 以实现顾 明 顾 能 顾客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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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显著影响 媛等 2020） 习 、 ，品牌赋能 织通过学 消 和 用 最 升将 解析为组 实现知识的转化 化 利 终提

力品牌价 和品 份 能值 牌身 构建 、 力 力品牌 能 涵 能 过程渗透 和品牌 化 的 。 制从赋能机 看，Auh et al.（2019）

， 力；参与将会 赋能 顾客赋 影响 保留 能发现客户 实现顾客 能将 企业的客户 率和盈利 Altaf et al.（2019）

了 心牌赋能是 所证明 品 以品牌 理 权有 、员工品牌意识为中介，作 于 工的用 员 行为，以达到 一品 致牌 性；

（伟罗仲 等 2017） ， 力 、 、 长究发现 通 持 益 享 自 同研 赋能 过能 支 收 共 驱动和共 成 4 。现种机制体

综观赋 前期研究成能理论的 果， 对能 象赋 有顾客、农户、 村乡 产业等， 方 值农业赋赋能 式有增 能、

、 ，能 品牌赋顾客赋 能等 赋能机制也 种 样多 多 ， 上这以 些 村深入探究 特色 价 创的内为 乡 产业 值共 在机

了理 实 理提供 扎 的 论基础。本 对本 龙头 村作 赋能作为 业的行为模 准文拟将合 主体 土 企业 乡 特色产 式基 ，

： 一， 。预 赋能 制 下 第 要素先界定部分 方式与机 构念如 赋能 赋能要素 指 、政 体 企府 农户等合作主 为 业

提供 、 、设备土地 力劳动 生产等 要素，使其 料 ， 料 力破农产 方 源 颈 现原 提突 品原 面的资 瓶 实 获取能 的

升。 二， 。 、能 品牌赋 通过提高产 量 整第 品牌赋 能指企业 品质 合营销渠道、利用 等品牌文化 行为 设建

， 村 力品牌 实 产业品牌现乡 特色 辐射能 的提升。 三， 。 术（科 赋 科技 指通过科 技 生第 技 能 赋能 学 物科

、 术、大技 技 数据信息 术技 ） ， 龙头 尤 力的 现 赋 企业 其 能 的提升等 应用 实 被 能 生产加工 是精深加工 。

（二）价值共创理论

理论价值共创 是 来 热 ，近年 究 点 者参的研 从重视消费 与拓展到关注 业全产 。链的价 造值共同创

Prahalad and Ramaswamy（2000）关注 对 ， 了消 张 协 效应 基于客户 验的费者 企业价值主 的 同 提出 体 价

。 ， 对 力 ，共 论 随后 品 辑 释 不足值 创理 针 商 主导逻 解 的 Vargo and Lusch（2004，2008） 提开创性地 出

了 ， ，务主导逻 业与合作伙 特定 资源 务 可以实现和完善 服 辑 认为企 伴在 情境下 通过 整合和服 交换就 价

；值共创 Gummesson andMele（2010） 对 、 习发现 话 知 等 络 动环 以通过资识转移和组织学 网 互 节可 源

；整合 配 价值共与匹 促进 创 Diekmann andTheuvsen（2019） （出 持 业指 社区支 农 CSA） 员关成 系遵从

一种 ，特 式 即别的价值模 CSA 对 。成员 自我超越和 持开高度认同 变化 放态度 Barile et al.（2020）在服

务生 换 知识态系统交 资源和 的 ， 了背 价值共创 要景下 识别 和持续创新的主 能赋 力。度和 驱动维 战略

Indah et al.（2021）主张 用利 加工 ， 。产 高可可豆 加 让 户 得多 值副 品提 的附 值 从而 农 获 样化的增 份额

权 （者简兆 等国内学 2016）也 一共创是 个通 务交 合共 值认为价值 过服 换和资源整 同创造价 的动态

， 二过程 其研 企业和顾究视角从 客的 元互动转变为 。个 会经 与者的动 网络多 社 济参 态 互动 ，随 现后 在

代农 域业领 了一 价 共 研究涌现 批 值 创 。成果 （等刘刚 2020）认为， 龙头 业农业 企 如果提 价值出切实的

主张、积 动价极推 值创造、 与各 者 共享实现 利益相关 的价值 ，就能 业产业生够推动农 态系统持续升级；

（张 海德 等 2020） ，引入 动员和资 编排 论 参与主 同 场社会 源 等理 结合 体共 创造市 务服 公共和 服务等多

， 了 。元 构建 现代 共创过程模价值的路径 农业价值 型

，献分文 析表明 产业 囿 ，价值 不 个企业层共创理论 再 于单 面 展到而是扩 综合考虑多个 关利益相 者

、 。 ， 了 讨 ，本的 值主 值创造和 值获 程 此 为 便 续 分 与 文界价 张 价 价 取过 基于 于后 的案例 析 论 定与 村乡

色特 产业 关发展相 力 ：的资源和能 如下 首先， 对 、资源可 为 象 性资 性以分 性资源 操作 源和组合 资源

（Vargo and Lusch，2004，2008）。 ，对 料、 、 、门 ；中 象性资 设备 土地其 源包括原 店等 操作性资源

、 、 、 ； 对包 品 工艺 技能等 组 性资 象 源与操 资 速 合括 牌 知识 合 源是 性资 作性 源的快 结 和配置，更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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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计为 案的规 设 施所需现 整体解决方 和运营实 的资 。源 本 龙头 、 、源瓶 业在 销资 颈是指 土 企 种植 加工

、 料、 术、 、 ，动中受到 资金 品牌 键 资 不足 制 不得不 求外售等活 土地 原 技 等单项或多项关 性 源 的限 寻

。能 取所缺 源 其部赋 以获 乏资 的状态 次，价 共创值 力能 可 料 力、 力、为 牌辐射能以分 原 获取能 品 精深

力能 和跨界配加工 置 源资 力能 （Baker andNelson，2005；苏敬勤等，2017； 海等张德 ，2020）。其中，

料 力取原 获 能 是指本土龙头企业克服生产或 ， 料 对 力；种植困难 象 资 的能 辐获取农产品原 等 性 源 品牌

力射能 是指本土龙头企 产 入文化业为 品注 内涵 计以 统 化 素融及将传 文 元 入包装设 ，等 从而操作性资源

力 力； 力提升 和美誉度的 深加品牌影响 能 精 工能 是指本土龙头企业获取研发和 、识 加工制创新知 作工

力；操作性资 与 工 能 跨 置艺等 源进行产品研发 加 的 界配 资源 力能 指是 本土龙头 、获 持政策企业 取支 解

决 一二三 （方 现 服 等组 进 下案以及 代 务 合性资源 行 产业融合 文简称“三产融合”） 力。展的能发

在外 作主部合 体 的情充分赋能 境下， 能被赋 的本 龙头 业如何突土 企 破资源 颈瓶 和升级价值共创能

力， 村 ？带 乡 色产 现多元价 共创进而 动 特 业实 值 共享 一这 问题迫切需 界 密 含 中的要学 深入解 蕴 其 理论

。黑箱 为 ，本 柑橘 本 龙头 ，业两家 土 例此 文选取 产 企业为案 利用赋能理论 ，与价值共创理论 按照“资

（ ）条源瓶颈 件 — （ ）赋能 行动动态 和互动 — （ ）值共创 结价 果 ” ，力 村弥 乡 色产的分析框架 图 合 特

， 村值共创过 的研 口 乡 特色业价 程 究缺 建构 产业价值共创过 机 模型程 制 ，为 发高质量 展县域 村 色乡 特

产业 。提 验证据和可 径供新的经 行路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对针 正在发生的、外部 控难以进行 制的 村特色乡 产业 ，象发展新现 本 采文 用纵向探索性双案例研

究 法方 寻探 村 。乡 产业价值 创机特色 共 理 一 ，面方 对一 ，研究领 乏 以 视 进入当 个 域缺 认识或 新 角 时 案

（究 性例研 会具有启发 Eisenhardt andGraebner，2007）， ，且通过 例研究 可以 新的归纳式案 建构 理论

模型， 晰地清 解释“how”类 问型的 题（Yin，2014）。 一 面另 方 ，双案例研 析价值共究适合剖 创过程

中“条件— 动 互行 和 动—结果” 态因果关的动 系。

本 对文的 象 宝堂研究 是新 和派 百森 两 本 龙头企家 土 业，二者 赋能被 的 有 和差异方式具 明显的共性 。

对 本 龙头两家 土 企业开展案例内 和分析 跨 较 ，对 一 、 （同 现 互 互补充 李案例比 研究 象进行相 印证 相 亮

，等 2020）， 村 ，于解构乡 共 实 路径有助 特色产业的价值 创 现 得出 。更具准确 和普 的 结论性 适性 研究

了为 和研究 村 ，特 产 价值发展乡 色 业 共创理论 本文 （和理论抽遵循典型性 样的原则 Eisenhardt and

Graebner，2007；Yin，2014）， 择选 新宝堂和派 百两森 本 龙头 对为案家 土 企业作 例研究 象，具体理由

：如下 一 。 长是案 典型性 两 根 县例应具有 家案例企业 期扎 于 域情境， 外部合作 体的 赋依托 主 动态 能不

， ，断突破 瓶 产 链 价值 能资源 颈 实现 业 的 共创 因而 够用以完整描述本 龙头土 企业的“带动” 。二经验

是案例 应满选取 足理论抽样的原则。 始 业品牌吸新宝堂 终以企 引消费者关注，具有 特明显的市场拉动

征；派 百森 通 发过开 “产品+服务”组合 消 的多样 求满足 费者 化需 ， 显 产 推动具有明 的 品 特征。二者通

过“被赋能” 外部集聚 异质性 ，资源 了得取 村 。 ，乡 特色产 值共 见 以 派业价 创的效果 可 新宝堂和 森百

案例为 研究对 ， 本 。三究主题非 据 具 可获象 与 文研 常吻合 是案例数 应 有 得性。 了两家案例 业得企 到 国



乡村特色产业价值共创：瓶颈突破与能力跃迁

- 5 -

术内 和学 界 续媒体 的持 关注， 网从 络、数 库据 、企业 较长公 获得传记等 开渠道可以 时期 数据的回溯性 。

，同时 本研 队与究团 两家案例 业企 的 了 ，立 关系 便于管理层建 紧密的 开展 构化半结 访谈和实地 。观察

（二）案例描述

堂新宝 的主 经营要 包括范围 柑新会 植种 、陈皮 发批 、 研发食品 和 工深加 、 卖连锁专 、 子商 等电 务 ，

、 酵 、柑 茶、 ， 。为 新 素 普 陈皮 产品 具有深 品牌市场提供 会陈皮 陈皮 酒等高端 厚的 文化底蕴 1989年，

（ ）新宝 发 堂前身堂陈皮批 部 新宝 东 门在 新会区广 省江 市 ，成立 开始从事陈皮 、初 加级 工 收购 发与批

；业务 2004 ， 力 （年 宝堂 批 吸收优 生 忠 文 的受新 陈皮 发部 秀新 量陈柏 后 中 访者A1） ；加入 2008年，

有限公司新宝堂陈皮 正式 工商注册完成 ，开 理始代 销售 、九 ， 了陈皮 康 破 产陈皮梅 制 等休闲健 食品 打

一品单 的局面；2011年，新宝堂自建食品加工厂， 产 皮生 陈 梅、陈皮 食品酒等 ；2015年，新 堂敏宝 锐

地捕捉到 大消费者 康 求的 健 服务需 ， 科 院所与 研 合作， 物用生 术技 酵素研发陈皮 ；2020年，新宝堂携

手 本银中国资软 建设 皮陈 谷 业智田园生态产 慧城综合 （体 称下文简 “陈皮谷”）， 三动 产融全方位推

。合发展

派森百 浓 还以非 缩 原（not-from-concentrate，下文简称“NFC”）橙汁为特色主 产品营 ，目前经营

围包括范 术 发技 研 、 殖种植养 、 产 深加农 品 工、 售市场销 、 划研学旅行策 等。1995年， 三重庆 峡建设

（团集 派森百前身， 文简下 称“三峡集团”） 三始在 事开 峡库区从 柑橘 ，项目开发 国产业化 而后与美

施格兰公司合作，突破了柑橘 术苗 种 的诸 难关育 与 植 多技 ；2004年，三峡 团集 建 了 一国成 中 第 条NFC

橙汁加工线， 一出生产 第 杯 森派 百NFC橙汁，并 年底在 正式注册“ 橙汁重 限公司庆派森百 有 ”；2008

，年 派森百NFC橙汁 一为国宴接待 和重 待指成 饮品 庆市公务接 定饮品之 ；2011 ，年 派森百攻克低能

渣耗处理皮 术技 ，建成 9000 米余平方 皮渣处理 ；工厂 2016 ，年 森百派 三尝试走 产开始 融合的 道发展

路；2020年，派森百 庆 府 定 责运由重 忠县政 指 负 营三 橘 园峡 乡田 综合体， 村迈入乡 休由此 闲旅游 域领 。

本文遵循纵向 索性探 ， 、惯常 以 源瓶颈 赋 价值共创案例分析的 处理方式 导致资 能方式和 绩效等研

划 （发 剧 的关 件作为阶 分标究构念 生 变 键事 段 准 见参 ，波等吴晓 2019；郭芸芸 ，等 2019），把本 龙土

头企业的演 历进 程划分 、 长为 期 融合发展初创起步 持续成 期和 期 3 （见图个阶段 1）。

图1 两家案例龙头企业发展中的典型事件及演进历程阶段划分

由图 1可见， 龙头家 企两 业的发展 程历 较 ，呈 显 性特征现出 为明 的阶段 本文 起步期为界定初创 企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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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域 事 级农 生产经营 阶段 持 期为企 入 加 业 事精业进入农业领 从 初 产品 的 界定 续成 业进 农产品 工 从 深

， 三 。 ， 龙品 的阶段 界 展期为企业 产融 段 在 两加工或 牌连锁经营 定融合发 进入 合发展的阶 各个阶段 家

头企业 ，都曾经面 源瓶颈临各种资 并 作 体积极寻求外部合 主 的动态 ，从而通过赋能 “ 产品农 + 品加工 +

化社会 服务” 村 ，乡 业 价 共创实现 特色产 的 值 最终推动 。县域经济发展

（三）数据采集与分析策略

研究团队通过 、 、二 料采 料，构化访谈 实 察 手 化方 例 案例数半结 地观 资 集等多样 式获取案 资 保证

三 ，据 充和 角验的相互补 证 了从而确保 力。结 的 确性 释研究 论 准 和解

，首先 研 团队究 ，采 了结 访谈和 观 集 宝 和派以半 构化 实地 察为主 新 堂 森百 一价 资引领 值共创的 手

料。团队成员先后于 2018年 12月、2019年 8月和 2020年 11月赴新宝堂开展了 3 深入次 一对一的 访

谈，并实地观察了种植基地、 酵陈皮 素生展示厅和 产线；于 2019年 6月和 2020年 11月 派 百开赴 森 展

了 2 深入次 一对一的 访谈，并实 察地观 了 菜 、蔬 园 橙汁加工线和柑橘 化文 。时空馆 访 内谈 容主要涉及

村 色乡 特 产业中的 料生产原 、 、 、科技 加工 市场营 品牌服务 精深 销与 建设、三 ，等 具产融合 体的访谈

内 访人员情容及受 况见表 1。 ，入案例企 后进 业生产经营现场 究 队在 征得受访 同意 行研 团 预先 者 后进

，同步录全程 音 并在 束访谈结 后 2 ， 料天 将所 录 成转录文内 有录音转 成文字 共形 字资 10 。字万余

表 1 案例企业访谈内容及受访人员情况

案例

企业

序

号
职位或职业

性

别

年

龄
访谈内容

访谈

人次

访谈

长总时

新宝堂

A1 长事董 男 46
种植基地、产品系列、 农 策带 政 、 术技 研发、品

、 、 、建设 产业 兴 企 誉 绩效牌 振 业荣 企业
2 3小时

A2 科技研发经理 女 49 、 、 、学 合作 合 科技产 研 生产工艺 作机构 生物 1 2.5小时

A3 种 事植基地理 男 48
自然气候、 植品种 种、 成面积及收 、果农土地流

转、 段植保手 、农技服务、 售果品销
1 3小时

A4 展示厅导购 女 29 晾 鉴陈皮 晒 定、产 系列品 、 包装商品 、酵素功能 2 3小时

派森百

B1 总经理 男 48
果园建设、产品序列、带 政农 策、榨汁工艺、品

与牌建设 推广、三产融合、企业荣誉、企业绩效
2 5小时

B2 菜蔬 园负责人 女 45 种植情况、 量游客数 、销售模式、大 术种棚 植技 1 1.5小时

B3 时空馆导游 女 32 历程企业 、柑橘典故、各级领导关怀、柑橘 种品 1 2.5小时

B4 门物 部 主流 管 男 31 、 、 、冷链流程 输规 射 合作方运 模 辐 市场 式 1 1.5小时

，其 团次 研究 队 、 料 ， 了以 刊文 记 辅 收集 新期 献 企业传 和公司资 为 宝堂和派森百引领价 创的值共

二 料。 队自手资 研究团 2016 村 ，续 追踪乡 特 转型升级年开始持 关注和 色产业的 从 门 得政府主管部 获

了柑橘 头业 展的 件产 发 红 文 、实施方案和 划规 报告 计共 10余套，从CNKI 子 了电 数 收据库 集 相关期刊

文献 70余篇， 了获赠 传企业 记 1本（ 《 》）有关的 陈与新宝堂 皮世家 ， 了渠道收集多 料（公 包司资

、 、 ）括 商平 闻 宣传册网站资讯 电 台评价 新 报道和 10余套（ 计共 20 字万余 ），还购买了部分新宝堂

橙汁 。系 产 和派 等实物陈皮 列 品 森百

在 据编 路数 码思 方面，研究团队采 三级 案用 编码方 （Miles andHuberman，1994）， 成形 “ 键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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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事例→理论模型” 据链的证 。 ，对 料首先 资 进行审核所有原始 查对， 别出 业发识 两家案例企 展

。 ， ，主 和关键事 据理论文 合 究演变的 要历程 件 其次 根 献和产业实际 结 研 队团 预 置的初始 码系先设 代

， 入统 投 4 择、 、究人员 焦位研 选 聚 转化 ，始 据 炼构 维原 数 提 念的相关 度， 一 。目库生成 级条 再次，

、 类 一 ， 、建立 级条目 的内 资源 方合并 分 并 之间 在联系 形成 瓶颈 赋能 式和 值价 力 二 。共创能 等 级条目

一遇到编码不 致的情况， 成团队 员 讨展 内部 征求外部 家意开 论或 专 见， 一 二到 统 的 级 意直 达成 编码 见。

，基 已 的构最后 于 有 念及 之它们 间的 ， 找 龙头案例 企业关系 寻 的“故事线”，系统整合前 阶段两个 的

， 三开展编码结果 级编码， 心 。成 及关系连形 核 构念 接

分析过程在数据 方面，研究团队采 案 内 跨案 析的范式用 例 与 例分 （Eisenhardt andGraebner，2007；

，基业 诚毛 和陈 2017）。一 ，在案例 析 论方面 内分 时重点 证案 企业例 在各个 展发 构念的维阶段所产生

。建立度及关系 ，具体而 究团言 研 队 划 ，企业 的 着重分析按照案例 发展历程 阶段 分 它们在 村特色产乡

、业 面 的 源瓶价值共创过程中 临 资 颈 采 的用 赋能方 和式 生 价成的 值 力 子创能 的 及共 构念 间它们之 系关

的 ，事实 和证据 拓展 建立 ， 二 子构念之间 系 并通过 维 等图 展现构念及 的逻辑关 表格 表工具充分 数据与

。 一 ， 讨 对 ， 。念 另 方面 在 时注重 比 升 构 之间 系 在不同构 的关联 跨案例 论 相似构念 凝练和 华 念 的关 企

对 ， 找 ，业的 阶 进行反 寻 共 和 异 基 辑 例企业的相同 段内 复 比 构念的 性 差 于复制逻 构建两家案 价值共创

， 、过程模型 不 数据 理论断与 现有文献及 对比， ，应 命题 最终 方式和资提出相 的理论 拓展赋能 源行动

对 。的 用 理价值共创 作 机

四、案例内分析及发现

一在这 分部 笔者将 据前 案 业根 述的 例企 演进 阶历程 段划 ，分 纳 示归 展 、个企 起每 业在初创 步期 持

长期和融合续成 发展期 3 阶段个 面临的 瓶颈资源 、采用的 式赋能方 以 价及生成的 值共创 力能 ，分阶段

村 色产业解读乡 特 价值共创过程， 讨 。续 案 论奠 础为后 跨 例 定基

（一）初创起步期：农业资源业内捏合的价值共创

，在初创 步期 案 业围绕 的起 两家 例企 当地 特色 势优 ，农 品 展业产 开 务 但 销 工所需市场 售或生产加

的农产品 当相 匮乏。在此情形下， 判两家企业认真研 自身的资源， 极积 合作主体向外部 寻求要素赋能，

了提高 基础性的 料 力， 了 、能 现 政府原 获取 实 与 农户的价值共创，具体 程 结果的过 编码 见表 2。

表 2 初创起步期案例企业价值共创过程编码结果

例案 企业 源 颈 事实资 瓶 及 证据 方 据赋能 式及事实证 价值 力共创能 、 及绩效 事实证据

堂新宝

（ 1989 －

2007年）

： 柑会 供资源瓶颈 新 给不足

实事 证据：①柑橘 议购协 签收

订后，农户 了卖高价经为 常违

约另卖他人。②1993年 会新 区

的新会柑 植种 面积只 约有

2000亩， 柑新会 供给远远不足

：赋 式能方 种 要土地和 苗 素

赋能

：事实证据 ①通过土地流转

或订单合作 ， 决模式 解 了新

柑会 种植 不足土地 。问题 ②

将 龙黄 病 a发生后未 染受感

存而 活的柑橘 拿树 来 ，育种

柑 力增 病能强新会 抗

力： 料价值共创能 陈皮原 力取获 能

：价 共创值 绩效 ①促进数家 农增果 收。

② 造 就业岗创 多种 位

：实事 证据 ①2007 柑新 种 面积年 会 植

达 3000 ； 量亩 总产 达 4500 。吨 ②新

平均每年 付约宝堂 向农户支 1000元/

亩的 流转土地 费； 晾皮和每月向取 晒的

工人支 约付工资 25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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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森百

（ 1995 －

2004年）

源瓶颈资 ： 橙忠 b供给不足

据事实证 ：①三 集 决定峡 团 开

、果园标准 规模 植展 化 化种 ，

少种苗和 的但缺 成片 土地。

②2003 ，年 未由 果 尚 挂于 树

，三 虽果 峡集团 已完成建厂，

但缺乏 料原 投入

：方式赋能 土地和 要素种苗

赋能

：据事实证 ①通 地过支付土

征用补偿 提租金和 吸引农户

橙供忠 种植用地。②通过与

，国 格 公司 培育美 施 兰 合作

防病 种苗毒 满足种植 求需

力：橙汁 料价值 能共创 原 力能获取

：值 创绩价 共 效 ① 地增加当 农户的土

。流转和征地 用收入 ② 三动 峡库区带

移民 稳致安 富

事实证据：①建成柑橘种植基地、年产

300 的万株 柑橘 心脱毒容器育苗中 和

一中国第 条NFC橙汁 。加工线 ②三峡

库区果农收入在此 不断期间 长增

注：a 龙 一 洲 染 、 柑橘 一 ， 柑橘 ，病是 亚 杆菌侵 起 在 的 病害 的 甚至黄 种由 韧皮 所引 的 发生 上 种 严重影响 产量和品质

柑橘造成 树枯死。2020年，柑橘 龙 村 一类黄 病被农业 列入 害名农 部 农作物病虫 录。b 橙忠 ，即 庆重 柑橘忠县 ，2010 成年

。为国家 产品 在忠地理标志 县16 保 范 内出 爱媛个乡镇的地标 护 围 产的 38、春见 柑橘多个 的等 品种 是 橙忠 。的代表

1. 。新宝 在初创 步 的 共创过程 析堂 起 期 价值 分 1989－2007 ， 柑主要面临 供给年 新宝堂 优质新会 不

足 。的瓶颈 新宝 宝堂 部堂的前身新 陈皮批发 传的陈皮 存技艺从依靠祖 鉴定与储 事陈皮 、初级加工 收购

， ，与 发业 期逐步转 零售批 务 后 向 专卖 始 不开优终离 质 柑会新 。虽 新 堂陈的供给 然 宝 皮批发部预先与

了柑橘订农户签 收购合同，但经常遇到农户 了为 价而卖高 违约另卖 ；人 新 批他 宝堂陈皮 发部欲自建规

，模 地 却难以化种植基 在新会区内转入大 ，片 地土 柑会新 的市场 较大 。 长供给存在 口 陈缺 董事 （A1）

：在 时说道受访 “ 柑 ， ，会 情 好 常面 约在新 市场行 向 时 临果农毁 只好 。以高价收到别处 购 ”

了为 突 ，上述资源瓶 宝堂破 颈 新 陈皮批发部 ， 长 ，积极 的 农户开展 种植寻求政府 支持 与 期合作 从

土地来源 ，出 通 要素和产品品质保障 发 过 赋 满足市场能 需 。一要 是适量 柑 心流 会 核 生 镇转新 产乡 的土

地， 长并 农 签订 作与 户 期战略合 议协 ，构建“公司+合作社+农户” 组织模式的种植 ，满足 皮生陈 产（加

）对 柑工 新会 的数量和品质需求。二 ，合政府及 协会是配 陈皮行业 柑主动种植抗病 苗，遵循 晾陈 晒皮

作制 工艺和“国家地理 志保 品标 护产 ”规范，保证陈 标 产皮的 准化生 。 植 地理种 基 事（A3） 中在受访

谈道：“2004年前后，新会 柑区农 无病良种新业局发现 会 苗比普通柑 长 快苗生 速度 20%，而且所有良

种柑苗 龙有发现黄都没 病，可 头 龙 。上消除黄从源 病的威胁 ”

素通过要 赋 ，能 服资 颈后克 源瓶 了 柑 ， 了新宝 陈皮 部 稳定的 新 渠 形 坚堂 批发 获得 优质 会 供应 道 成

料 力，实 获的陈皮原 取能 满足了 场客户市 对高 的需求品质产品 ， 。 《几年 续实 正如内连 现盈利翻番 陈

》皮世家 讲中所 的，“ 州 了 ， 了一 ，柏忠在广 脚跟 已经陈 市场站稳 拥有 批铁杆客户 彼此 了 ，建 信任立

。卖得很好陈皮 ” ，时同 长 采 了 。 ，期 的 单促进 果 此 新 堂陈 还稳定 购订 数家 农增收 外 宝 皮批发部 为果

了 、晾 。开皮 晒等 岗位农创造 多种就业

2.派森百 。在初 步期的价值 过程分析创起 共创 1995－2004 ，年 派森 主要面临百 橙忠 供给 足的不 瓶

。颈 一这 时期，三 要峡集团需 、 、 术 ， 小克 苗 栽 护等技 难 破解 农攻 育 培 养 关 传统 户 地碎片土 化 营经 困

局， 设 片 标准建 连 的 化果园，为后续 橙汁 供充足的的 加工提 果源。 经理王总 （B1）在受访 道时说 ：“最

一 一 ， 子 ， 子 ，的果 理 的时候 他 给出价高开始时 家 户 农很难管 果 好卖 就把果 卖 的商贩 我们一 收个都 不

； 子 ， 车 子， 门 ， 讲 戏 。到 不好 时候 就用 着果 企 政府 口 不果 卖的 拉 倒在 业或 有点 游 规则 ”

了为 突 ，破 述资上 源瓶颈 三 集峡 团 ， ，支持项目 用农户流转 通过借助政府 多层次利 土地 要素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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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汁 料 。一足 加 求满 工的原 需 是 、 橙付土地租 偿的利益 供 种 用地以支 金 征用补 承诺吸引农户提 忠 植 ，

形成“ 心核 区+外围区” 。的种 局 经理植格 王总 （B1） ：谈道 “ 了 大府 流 方 帮 我政 在土地 转 面 们很 的

， 了 ， ，做 工作 我们 谷市场价支 地流 们加 没 土忙 很多农户的 每年按稻 付土 转费 这样我 工果园就 有什么

了。地问题 ” ，同时 三 团峡集 与种植 橙忠 的 大 订企业或 户签 议协 。二 柑橘是 美国 兰公司达 育与 施格 成

苗、 议化 等协规模 种植 ， 柑橘合 准 范建 标 栽培示 园，保 优质障 类 橙加工 甜 供的 给。王总经理（B1）谈

：及此事时说道 “ 作合 公司帮助提供工厂化的 毒育容器脱 苗， 术容 技全国的 器育苗 也从此时真正得以

。提高 ”

通过 的 素农户及合作企业 要 赋 ，能克 源瓶颈后服资 三 了柑橘 、集团 种 地峡 建成 植基 年产 300万株

柑橘 心的 器 苗脱毒容 育 中 一和中国第 条NFC橙汁 工加 线， 了 料 力的原 获取形成 稳定 能 ，为 一 开进 步 展

NFC橙汁 榨压 了创造 条件。同时，三 三 柑橘峡集团的 峡 了产业 加 户的土地化项目增 当地农 流转和 地征

补偿 ， 了三 ，收 民 安 致富 着国家支 库区 取入 带动 峡库区移 的 稳 标志 持 建设 得了 。步成果初 时空馆导游

（B3） 访 谈受 时 道：“三 柑橘 了峡 产 初 移民业化项目 步实现 库区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门级政 工作各 府部 的移民 得到较高 。可认 ”

（二）持续成长期：农工资源交叉耦合的价值共创

长 ，成 期 新宝在持续 堂和派 百森 继续深 深 工挖市场品牌和精 加 的 ，价值 但 宝堂新 面临 场品市 牌不

响 ，境 派森 临的困 百面 术匮 ，工 乏 困境精深加 技 的 不得不 ，外 寻求赋能向 部合作主体 以期提升市场品

力牌能 和 术技 力，研发 声誉能 提高品牌 和 ， 、 、进 府 科研机 参与主体产品品质 而与政 构 农户等 共同创

造价值。 一 ，这 期 家企在 时 两 业的 村乡 特色产 价值 过 码结果业 共创 程编 见表 3。

表 3 持续成长期案例企业价值共创过程编码结果

案例企业 资 瓶 及事源 颈 实证据 能 证据赋 方式及事实 价值 力共创能 、 效及事实证绩 据

宝堂新

（ 2008 －

2014年）

资源瓶颈： 力品牌影响 不足

事实证据：① 东新宝堂在广

门 新会区步省江 市 行街的

首 专 店家零售 卖 意生 较冷

清， 较小流量客 。②虽通过

央视推广、大型机场或车站

投 告放广 提等方式 高品牌

知名度，但 时需要 间

赋能方式：以文化为引领的

牌赋能品

事实证据：①将食、茶、药、

理念 产酒等文化 融入陈皮

品， 统文化元将传 素融入产

品包装。②开通企业新媒体

号 及 皮知账 普 陈 识， 更多让

对的人 皮有陈 兴趣、 心有信

力：值共创价 能 力牌品 辐射能

价 共 绩效值 创 ：①丰 了 文富 产品的 化内涵，

了 。包装风格突显 ② 陈皮行业领成为新会

军者

：事实证据 ①到 2014 ， 开设年 已 33家线

盟下加 店， 系列陈皮 食品年销售 达到额 1

亿元，平均年纳税额 过超 1000 元万 。②获

得“ 东广 号老字 ” 。等荣誉 ③2013 ，向年

农 付 租金约户支 土地 270万元

派森百

（ 2005 －

2015年）

资 瓶源 颈： 术匮精深加工技

乏

事实证据：① 三网站约电商

成客户反馈 橙汁派森百 的

口味 苦偏 。②加工产生的皮

染渣造 污成地下水 ，被环保

门部 罚款和点名批评

赋能方式：以合作研发为基

础的科 赋能技

证据事实 ：①直接 通联 输送

大道 储 罐管 与存 ， 少 热减 加

和 冻解 次数， 橙汁除消 的苦

味。②合作研发皮渣处理技

术， 利用分等级 皮渣

力：能价值共创 力产品精深 能加工

：价值共创绩效 ① 了橙汁解决 渣偏苦和皮

。题处理问 ② 长公司和 不断增农户收入

：事实证据 ① 了 。综 处 厂建成 皮渣 合 理 ②

派森百NFC橙汁成为国宴 待饮 重接 品和 庆

公务接 定市 待指 饮品 一。之 ③合 果 每作 农

亩 收年均增加 入1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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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 。新 续成 期的 程分宝堂在持 价值共创过 析 2008－2014 ，年 面临新宝堂主要 市场品牌 力影响 不

的足 。资源瓶颈 一 ，期在这 时 新宝堂开始经营 ，锁 销 自产 理品牌连 店 售 或代 的陈皮 列食系 品。 在但 竞

争激烈的 市陈皮 场中， 宝新 堂这个 对品牌 于消费者来说还 较 ， 此比 陌生 因 ，企业只得 办想 法 加品牌增

，辨识 破品度 突 牌 力影响 不足 。《 》的制 家约 陈皮世 记载 ：道 “ ，刚开始做 新宝堂专卖店时 这种只卖

门的 在 地陈皮干货 店 当 很少 津，问有人 其品牌 力响影 在 还当地 不够响亮。”

了为 突 ，上 瓶 新 堂破 述资源 颈 宝 强化 ， 、 茶、柑 茶 一理 陈皮零食 系列品牌管 向市场推出 陈皮 普 等

陈皮产 ， 用品品 利 牌赋能提升企业 力 。一誉 承影响 和美 度 是秉 “卖产品 化就是卖文 ” ，的理念 、将食

茶、 、 文 理 融入 产品药 酒等多种 化 念 陈皮 ，兴建 宝堂 文 馆新 陈皮 化会 ， 。积极 陈 节参与 皮文化 二是将

统文 入传 化元素融 。 品包装包装 陈皮产 既追求外形美观，也要有 ，中 统气国传 息 还要 长久的具有 收藏

价值。《陈皮世家》记载道：“新宝堂的‘ 国风中 ’ 了 来刮 起 ， 也 柔很猛烈 很温 。 粹 花 系列有国 青 瓷 ，

陶紫砂系有名 列…… ， 心。林林总总 养养眼 ”三 动是主 利用 网互联 ， 业 媒 账号 知开通企 新 体 普及陈皮

，识 、天猫等电借助淘宝 商平台 展销售渠道拓 ， 自建 旗舰同时 岭南新宝堂 店 小 序微信 程 ， 上线整合线

下营销， 牌网络覆提升品 盖率。 长陈董事 （A1）说：“ 迅 打 市场要 速 开 ， 捷的交易 道就 立最快 通 是建

，渠道 利电商 用 联互 网 术 行技 进 销营 。动活 ”

力通 能 响过品牌赋 突破市场影 偏弱 ， 丰 了的 后 新宝堂 富 的文资源瓶颈 产品 化内涵， 了突显 包装风

格， 了品提升 牌 力。 一 ，能 在这 时辐射 期 线下加盟新宝堂 连锁店数量从 1 增家 至 33家， 均平 年纳税

额超过 1000 ，万 陆续元 获得“ 东广 号老字 ”“ 东广 省 质 产 承非物 文化遗 传 人”等荣誉，发展成为新

业会陈皮行 的领军者； 南新宝堂旗 自线上岭 舰店 2012 来，年正式运行以 “双十一”销售 升额逐年攀 ，

2014年高达 60万元。2013年，新 产业链带宝堂整个 动 900余人就业， 户 付 地租向农 支 土 金约 270万

；元 2014 ，年 新 堂陈 列 销售额宝 皮系 食品 达到 1 。亿元

2. 长 。派森 在 续 的价值共 过程分析百 持 成 期 创 2005－2015 ，年 派森百主要面临 深加工精 术技 匮乏

的 。 布 榨汁 ，源瓶 朗毛 洗 后资 颈 引进美国 刷自动清 生产线 派森百开始投入橙汁 ， 榨 来 橙生产 但压 出 的

汁 。 ， 了 染，外 弃 渣倾 填埋造成 重的 污口感偏苦 此 废 皮 倒和 严 水土 经常被环保部门 。款 批罚 和点名 评

王 经理总 （B1）谈道：“ 皮以前 渣处理 一挖 个坑埋就是 下去， 把皮渣直接 稻田或者 洒在 里，结果 染污

，重严 长了。水稻都不 ”

了为 突 ，资源瓶颈破上述 派森百 ， 榨强与科研 过 工 改进 渣循环利 等加 院所联合攻关 通 压 艺 和皮 用

术科 能 打破技技赋 手段 瓶颈。一是 研 国 外领引进和 发 内 先的加工 艺工 。派森百 本 橙汁引进 灌装从日 机，

少减 了对橙汁 染的污 ； 大与科研机构 研发 储 罐合作 无菌冷链存 生产线， 接 输送直 用管道 橙汁到灌装机，

以 橙持鲜保 汁 汁的原 原味。王总经理（B1） 绍介 说：“我 用们 4个 600吨的大罐来 橙汁储存 ，现在加

来 橙汁 冻，工 不 结冰解出 的 经过 想 装罐 就罐装，口 就 那么感 不 苦了。”二是联合攻 利用技关皮渣循环

术。派森百 柑橘 了 ， 了 ，国农科院 研 合作 能耗 建 综合处理与中 究所 攻克 皮渣低 处理难题 设 皮渣 厂 将好

皮渣做成的 陈皮丁 ， 料， 料 。 菜的 渣 成猪 的皮渣做 有机 田 负责人出口 中等 皮 做 饲 差 成 肥 还 蔬 园 （B2）

介绍 ：道 “用皮渣肥 菜 ， ，良 法种 包 壤非常松 含量达改 无 植蔬 的山 改良后的土 软 有机质 5%。”

了通过 赋能科技 突破 橙汁 术废弃 用 技 资源瓶加工和 物循环利 方面的 颈后，派 百森 为产品加工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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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增加 ， 了橙汁 力。科 含 提升 深加工能技 量 的精 橙汁森百派 一 ， 了国 品质 流 填成为 内高 饮品 补 中国生

产NFC橙汁的 白空 ；2008年至今， 百派森 NFC橙汁 一饮品和重 接待指定饮是国宴接待 庆市公务 品之 ；

2014年，派 入森百营业收 达 1.5亿元， 润净利 达 5000 元多万 ，净利润率超过 33.3%。 时同 ，合作的科

了 ，果 化 需的 和试验基 合作 成 得研院所获得 成 转 所 经费 地 研发 果获 100 ，多项专利 小中 学学生 了有 参

习、学 外实观 课 践 。派的平台 森百周边的农户通过 费土地流转 和务工工资实现了 长收入增 。就土地流

，转费 人 收入而言 每亩 均增加 1000 ； ，元以 资而言上 就务工工 王总经理（B1） ：说道 “ 每 月我们 个

仅仅给当 户发工资地农 就 八九十 ，是 万 围 多元 周 的好 居民都 了 车上开 汽 。” ，此外 用 渣 作的皮 制 有机

肥（饲）料 了 。为 经济模式后续的循环 奠定 基础

（三）融合发展期：三产资源跨界融合的价值共创

， 村 ，在融合发展 家案 响应 攻 振兴战略期 两 例企业积极 国家脱贫 坚和乡 部署 择选 三产融合发走 展

道路，业务范围 大跨 延 到 健界 伸 康、 闲旅游休 、养 养生 活 业老 等生 服务 ，打造 产集生 种植、 深 工精 加 、

术技 、研发 流通贸易、 村乡 一 全产业链旅游于 体的 模式。但 ，是 由于全产业 设链建 具有 杂 ，复 性 且并

少无多 可成功经验 以借鉴，两家企业 业链整体 困面临全产 解决方案缺乏的 境。 ，在 情形 家企业此 下 两

只 更加 地 外部合 体得 频繁 寻求 作主 的组合 ，赋 以 提高 跨能 期 全产业链 界配置资源 力， 、能 从而与政府

、 、机构 农户 服 织和 与主 造科研 务组 消费者等参 体共同创 价值。 一时期两家这 企业 村的乡具体 特色产

程 码 果业价值共创过 编 结 见表 4。

表 4 融合发展期案例企业价值共创过程编码结果

例企业案 资 瓶颈 实源 及事 证据 赋能方 事式及 实证据 价值 力共 能创 、绩 证效及事实 据

新宝堂

（ 2015 －

2021年）

资源瓶颈：三产融合 展发 整

体解决 缺失方案

：事实证据 ① 乏主缺 体参

与、 营运 管理、 值共创等价

一 方案体化解决 。② 酵陈皮

品 药素需要获得保健 和 品

许可 审批认定证的

能方赋 式： 方 的组合多 主体 赋能

事实证据：①委 科 院所托 研 研发

酵素陈皮 ， 大 务提供 健康服 。②

推动新 新进入国家会陈皮重 药

典。③ 本软银中国资 投入 500

，亿元 陈合作建设 皮谷

力：值共创能 资源价 跨界配置 力能

价值共创绩效：① 承 社 责任积极 担 会 。

② 力 农销售鲜助 花 花

：事实证据 ① 酵 。陈 研发成皮 素 功 ②

获得1 发 专项国家 明 利。③2020年“双

十一”成交额约 2000 元万 。④捐赠

128 力资助 抗击 疫情万元物 新冠肺炎

派森百

（ 2016 －

2021年）

源瓶资 颈：三产融合 展发 整

案体解决方 缺失

实证据事 ：①对于建成的田

园综合体， 龙不知如何做好

头 业 运 工作企 的 营 。②不知

村如何顺应 旅游乡 、 健休闲

消费需 变康等 求的 化

方赋能 式：多 业态 能种 的组合赋

事实证据：① 多个科研与 院所合

作， 橘开展生态果 植和蔬种 香猪

饲养。② 强消 感增 费者体验 ，开

摩展观 、赛事、体验等活动。③

柑橘弘扬 文化， 柑橘定期开展 论

， 热造 的 客氛坛 营 情 待 围

力：值共创能 界配 源价 跨 置资 力能

：值共创价 绩效 ① 了提 果 的升 周边 农

。入收 ② 村带 发动乡 旅游 展

：事实证据 ① 了柑橘 。构建 全产业链

② 每年缴税平均 800万元，2019 带年

动周边地区 现旅实 游创收约2.5亿元。

③ 果农人均 过带动 年收入超 1.3万元

1. 。宝堂在融合发展 的 值 过程新 期 价 共创 分析 2015－2021 ， 三年 新 堂主 临 合发展宝 要面 产融 整体

。解 缺 的 源瓶决方案 失 资 颈 一 期在这 时 ， 对 、旅游 健康消费者 休闲 养生等的需求增加，三产 发展融合

尤 村 ，业 其 产 的新模式成为现代农 是乡 特色 业发展 但对 ，的融合方 主 投 参于具体 式 新宝堂还缺乏 体 资

与、 运营管理全链 、 术研发技 转化、 一价 创共享 化 案 指值共 等 体 解决方 的 引。访谈中， 长陈董事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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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道 “ 大 势，是 趋 就是产业融合 游客来 生产参观 、流程 体验 牌品 文化。未来产业肯定是朝这个方向

，走 前应该提 划。筹 ”

了为 突 ， 大 力 ，源瓶颈 新 引 引 度 通 方主体的 合破上述资 宝堂继续加 外部 资 智 过多 组 赋能 消向 费者

主推陈 化皮文 ， 大以 健康产业 三 。一 酵为 破口 合 科技赋能 发突 实现 产融 是依靠生物 陈皮 素研 和 。加工

新宝堂 大 ， 酵 ，与中 高校 生 赋能陈皮国药科 学等 合作 利用 物科技 素研发 废为宝变 地利用柑 ，肉 充分挖

酵陈 素掘 皮 的降血压、降 、血脂 增进 眠深睡 度、 颜养 等功效护肤 。二 动 皮 新 入国是推 新会陈 重 进 家药

。 于典 基 制利益共享机 ，新宝堂与 大 研究团队中山 学 ，结盟 展开 柑皮 的深陈化及药理 度论证， 广使 陈

准被写进皮标 2020 典版国家药 。科技研发经理（A2） ：谈道 “ 了为 使新 陈 重新会 皮 进入国家 ，药典

、级政 业各 府 行 协会、 、高校 科 所研院 、 了 努力。非 多医院做 常 的 ”三 本 。是与 营外部资 运 商合作 软

本中国资银 极其 宝堂看好新 的 势头发展 ，投资 500亿元 作与新宝堂合 共建陈皮谷。 长正 事如陈董 （A1）

讲所 ，“有很多财团想和新宝堂 ，合作 但我们 虑只考 力强实 的”。

，通过 多方主体 组合 后 堂已经尝试 的 赋能 新宝 初步 三构 融 发 的建起 产 合 展 格局， 了 界具备 跨 配置

资源 力能 。 酵 了 柑 、 、 ，新宝堂研 陈皮 素充分 新会发生产的 利用 的肉 渣 核 ，有很 价具 高的营养 值 满足

了 对大消费者 健 需求康服务的 。 ， 。同时 建 阶陈皮谷进入有序 设 段 “一 力 酵种增 疫 新会陈 素饮强免 皮

料 备的制 方法”成功申 得请获 明 利国家发 专 。2020年， 长新宝 事堂公司董 陈柏忠（A1）获得“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称号。2020年新宝堂 售额销 长实现成倍增 。科技研发经理（A2）介绍道：“2020年‘双

十一’公司的成交额约 2000 ， 一。元 位居同万 行第 ” ，同时 新宝堂积 承 社会极 担 责 ，任 捐赠 128万

元 资物 力助 新抗击 冠 炎肺 疫情，以“买陈 赠 年皮酸奶 送 花”的形式 江帮助湛 市赤坎 农销售区花 鲜花。

， 宝堂此外 新 推动新 皮高会陈 居 产业区域农业 品牌—— 材中药 产业榜 。首榜

2. 。在融合发 值共创过程分析派森百 展期的价 2016－2021 ， 也 三年 森 主要 产融合发 整派 百 面临 展

。 ，体 方 失的资 颈解决 案缺 源瓶 同样 森派 百 了 村 、 ，为 应乡 健 需求的变顺 旅游 休闲 康等消费者 化 拟从

三 融合产 发展 长 ， 橙汁中 产业 点 围探索 价值的新增 绕 生产 心个这 核 业务发展相关 ，配套产业 但是具体

做什么、怎么做， 然仍 是“ 头摸 石 过着 河”。 总经理王 （B1）受 时说访 道：“ 们 己的基 以我 在自 地可

增强 ， 龙头 ，户 验 是作 企客 体 但 为综合体 业 如何 周边发展带动 ， 。题还是新问 ”

了为 突 ，破上 源瓶述资 颈 派森百 柑橘续围继 绕 的“榨 尽干吃 ” ，通过多种 合做文章 业态的组 赋能

柑橘 ，向 以消费者主推 文化 “三 橘乡 园综峡 田 合体” 三 。一 丰模式向 产 合迈 继 产品谱融 进 是 续 富 系和

。内涵 ，方 派 百在这 面 森 柑橘 ， 酵 ，与 科 等机构合 用好氧菌发中国农业 学院 研究所 作 充分利 皮渣 生成

料 料抗饲有机肥 和无 ， 橘果 和 香猪饲开展生态 蔬种植 养。就此， 总经理王 （B1）说道：“我们给农户

小猪仔、 料， 橘 ，农 负责 香猪 出栏饲 户 喂养 回购时 了。就行 ”二是 增强消 的 验注重 费者 现场体 感。为

， （派森此 百新 扩） 了 、 、儿 心、展 体验中 马 等休闲建 示馆 酒店 童 拉松廊道 和 ，健 施身设 邀请游客实

地 橙汁参观 ， 办 、 车线 田园马拉生产加工 定期举 松 自行 赛比 等赛事， 橘 、的 光 宿开展别具 乡特色 观 食

子 。 （和 育等体验 动 王 理亲 教 活 总经 B1） ：道介绍 “这个 马 道 近半程 拉松跑 最 3 了花年 12 ，亿元 国

改家发 委每年给 1 元亿 ，3 了年给 3亿元， 了人民政府给重庆市 3亿元， 了忠县 资当地政府出 6亿元。”

三 大力 柑橘 。文是 弘扬 化 ，方面在这 柑橘 术 心派森 工程技 研百将国家 究中 改建为中国·三 柑橘峡 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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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馆时 ， 大 柑橘 ；社会 众普 知识 开面向 及 定期 展柑橘 ，坛 邀请 和 星 同 造论 网红 影视明 共 营 热情的待客

围氛 。王总经理（B1）说：“ 办三 橘每年举 峡 时乡文化节 ， 了对很多游客 现场通过 体验加深 园田 综合

，态 象体的生 绿色印 相应地推高了 橙汁百 的销售派森 体量， 一 一 了 橙汁几 万 的有 次 天就卖 百 元 。”

，通 试多种业 的组 能过尝 态 合赋 后 森百将 范派 业务 围 延 到迅速 伸 村旅游乡 ， 了跨领域 具备 界配置

资源 力。 ，能 基于此 派森百 了功构建成 包括柑橘 、柑橘 、采 榨汁、 、杀育苗 处理选种 种植 摘 皮渣 菌保

存、橙汁 售销 、柑橘采 的摘观光 柑橘全产业链，平均 年每 向当地政府缴纳税款约 800万元，2019年带

动周 区旅游创 约边地 收 2.5 。亿 如 经理元 正 王总 （B1） 讲所 ，“ ，公 全 业 因为我们 司要做 产 链 我们基

，一 橙子 一 汁， 。 了柑橘 ， 来了设 变成 杯果 到全过程 我 建 文 以础 施很好 个 到 你都看得 们还 化时空馆 可

柑橘 ，来 儿解 这 人还是很文化 我们 旅游的 多的”。 ，三 橘 了峡 乡田园同时 综合体吸引 大量 出 民外 农 工

返乡，2016－2021 平均年间 每月 当地向 百派森 果园务工人 放员发 工资约 90 ，万元 带 果农动 人均年收

入超过 1.3 。万元

五、跨案例讨论及命题提出

（一）案例企业发展全程呈现

观新宝堂纵 和派森百的发展演进 ， ， 对两家 之初 策 重 产品深历程 企业从成立 就紧跟政 步伐 注 度和

广度的研究， ，尤充 方 其分利用各种赋能 式 是 术 大 力加强 发和扩 品 影响技 研 牌 ， 了取 值共创最终 得 价

果的效 。 业案例企 3 阶 价值个 段 共创 编过程 码结果 见表汇总 5。

表 5 案例企业3个阶段价值共创过程编码结果汇总

案例企业 阶段 资源瓶颈 赋 式能方 价值 力共创能 值共价 创绩效

宝新 堂

起步期初创 柑新 足会 供给不 要素赋能 料陈皮原 力获取能
、企 盈 农户业 利

、政府绩效增收

、出 产 兴突 业振

长成 期持续 力品 响牌影 不足 牌 能品 赋 力牌辐品 射能

发融合 展期
三 发展整体产融合 解

缺失决方案
组合赋能 界跨 配置资源 力能

森百派

期初创起步 橙 不足忠 供给 要素赋能 橙汁 料原 力取能获
、企业盈利 农户

、 府 效增收 政 绩

、出 产 兴突 业振

长持续成 期 术精深 技加工 匮乏 技赋能科 产品 力精 能深加工

合 展期融 发
三 展产融合发 整体解

案缺失决方
组合赋能 界跨 配置资源 力能

体具 而言， 展阶在不同发 段， 和新宝堂 派 势 势各具不同 和劣森百 的发展优 ，面临不同的资源瓶颈，

了从 产 不同而 生 的“ 赋能被 ” 。 ，需要 初创 期在 起步 堂依赖 的 定 艺 展陈新宝 祖传 陈皮鉴 技 开 皮批发业

， 龙 双 势 柑 ；务 严重危害 转不便的 重 遭遇 瓶颈 快但在黄 病的 和土地流 劣 下 新会 短缺的 派森百的 速发展

三 ， 柑橘 双 势 橙汁 料得益于 峡 政策利好 乏 土 难以 的 重劣 下 临 原库区建设 但在 种植经验缺 和 地 集中 面 短

。的缺 瓶颈 对 料 ，两家企 农 材 短业面 产品原 的 缺 都结合订单采购、土 式地流转等方 寻求要素 ，赋能 分

了 料 力 橙汁 料 力别形成 陈皮 取能原 获 和 原 获取能 ，为后续阶段 发的 展 了奠定 资源禀 。赋基础

长 ，成 期 新宝 首 品在持续 堂因在陈皮业界 创 牌 一 ，连锁 模式而独 帜 但 品 市场辐经营 树 初创 牌的 射

围范 有限， 力临 牌 响 不面 品 影 足的瓶颈；派森百NFC橙汁成为 宴接待饮 市公务接待 饮国 品和重庆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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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之 ， 了 ， 术匮 。口碑 面 加工技 乏奠定 市场 但派森百 临精深 的瓶颈 宝堂新 为冲破品牌影响力 的不足

缚束 ， 刻保时 持 业企 品牌建 意识设 ， 大 了 力；品 能 幅提 牌 森通过 牌赋 升 品 辐射 派 百则 求科寻 研院所的

支持， 赋能通过科技 术 ，打破 而技 瓶颈 从 了 力。提高 产品 加工精深 能

， 力 力 ， 大展期 雄 研实 助 新 入国家药 特 推在融合发 新宝堂以 厚的科 会陈皮重 典 以 健康产业为 色 进

三 ， ， 三 ；产融 展 但建设 金与 不 临 产融 展 决 案 失的 颈合发 资 经验 足 面 合发 整体解 方 缺 综合性瓶 派森百

于立足 NFC橙汁 榨 术 势压 技 和工艺优 ， 三文化旅游产 结合 发展与 业相 推进 产融合 ， 到但同样受 建设资

、 ， 三 。 ，金不足 配 态不全等 发 整 解决 缺失的瓶 在此 下套服务业 限制 面临 产融合 展 体 方案 颈 情形 两家

案例企 合业整 协调 ， ，外 资 以更 在 式之间切内 部 源 快的频率 多种赋能方 换 力升跨界配置 能通过提 资源

对应 新业务、 。场的新市 挑战

村 ， 了 、 、面 特色产业 程中 新宝 得 业 利 农 收 政府绩在全 推动乡 发展的进 堂和派森百都取 企 盈 户增

。突出 值 效果 从效 的价 共创 表 6 ， 三 ：数 家 例 业的 绩 在以下 方的 据看 两 案 企 价值共创 效主要表现 面 第

一， 实现年年盈利企业 。 企业 和纳 攀两家 的销售收入 税额逐年 升， 长年份还出 增有些 现跨越式 ，例如，

新宝堂 2020 较入年的销售收 2019 长翻 增年 倍 ，从不到 2亿元增加 超过到 4亿元。 二第 ， 农户实帮助

。 、 ， 、收 业 过 周围 就 土地流转 与农户充分分 营性现增 两家企 通 向 农户提供 业岗位 支付 费等 使参 享经

资性 入财产性和工 等各种收 。新宝堂 2020年为 1686 了名农 业机会民提供 就 ，向 流农户共支付土地 转

费 835 元万 、务工工资 3392万元；派森百 2020年为 345 了民 就业机名农 提供 会， 农 付 地向 户共支 土

转费流 320 、 资万元 务工工 1370 。 三， 门 。政府部 获 效 两家案例 为地万元 第 推动 得突出绩 企业 方财

了较大贡献政做出 ， 了大 就创造 量的 业岗位， 大了 力扩 地域影响 ， 了 村动 县域乡从而推 特色产业发展，

也 得 地 府使 当 政 门工 绩得到上 部 的 肯作业 级 充分 定。2020 ，新宝堂 作 已年 的合 企业数 达 35 ，家 得获

计荣 累誉和表彰 60 ， ， 一 ； ，全国各地 陈皮的 张名 年 派 企业项 产品销往 成为新会 片 同 森百的合作 数

已达到 50 ， 计家 誉和表彰获得荣 累 36 ， 销往项 产品 除西藏以外的国内 区地 。

表 6 两家案例本土龙头企业带动乡村特色产业价值共创的成效

宝新 堂 派森百

2007年 2014年 2020年 2004年 2015年 2020年

（ ）年销 入售收 万元 12 10200 44468 30 16100 19423

（ ）年纳税 元额 万 0 1010 3490 0 1135 1863

（ ）转 万土地流 费 元 200 270 835 120 200 320

（ ）务工农民数 个 6 285 1686 30 326 345

（务 总额 万元工人员工资 ） 21 1000 3392 50 1170 1370

（ ）数 个合作企业 0 20 35 0 18 50

（二）理论命题提出

1. 村 。产业 共创的资源乡 特色 价值 基础 国内许多村庄 本 本 ，土的特色 打造内联依托 乡 优质资源 外

，集通的特色产业 群 较 ，相 城市于 虽然具有自然 源资 势，优 但在 术技 、 三品牌建 产研发 设和 融合 展发

方 存在 板等 面 明显的短 （Indah et al.，2021； 长姜 云，2020）。案例 析分 表明，本 龙头土 企业受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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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足、 识技知 能缺乏和三 融合产 解决方案缺失 ，约等制 而且 本 龙头不 土 企业面同区域的 临差异化

瓶的资源 颈，即使是 一同 企业，在不同发 阶段展 的 也源资 需求 有所不同。 此因 ， 业 有这些企 只 农户与 、

科研机构、服 体紧密合务组织等主 作，才能 村乡 特色产业带动 “ 到有从无 ”“有中生新” 稳步地 发展。

可由此 见， 村 色产业乡 特 一发 就是 个识展实际上 别、获取和 部 质 资源整合外 异 性 程的过 ，本 龙头土 企

业 该充应 分 握把 势特色优 赋 机县域 资源 予的契 。 ，于 述分基 上 析 本文提出 ：以下命题

命题 1：本 龙头 村土 企业在 色产业价值 的过带动乡 特 共创 程中，在 阶段不同 会面临 然 足自 资源不 、

知识技能缺乏和三产融合发展整体解决方案缺失 。等 源瓶资 颈

2. 村 。乡 价 创的 能演特色产业 值共 赋 化 村 ，本 龙头在乡 产 共 进 中 土 被特色 业价值 创 程 企业成为 赋

对 ， 外部合作能的 象 而 主体成为“ 一 力助人 臂之 ”的 主体赋能 ，赋能双方搭起价值共创的 、景场 接口

，平台 创造和 了 源高度整异质性资 合与高效重组的机会和 件条 ， 了创 业发展所 的生 产 需 力某 或种能 能

量。 ， 权 （赋能行 在 域 繁 现 如为已 农业领 频 出 还 赋能 Wright andAnnes，2016； 砺和黄 ，谭荣 2015）、

能连接赋 （何宇鹏和武舜臣，2019）、品牌赋能（Altaf et al.，2019；王 张应卫卫和 良，2021）等，为

势 村乡 特弱 的 色产业 展发 消除了 术、 。品牌等资 束缚 为技 源要素的 了 一 ，统 导 辑表述 根据服务主 逻 的

本 （基 原理 见参 Vargo and Lusch，2004，2008），本 、 料文将土 原 和 设 要素的 统地 机器 备等 赋能 称为

“对 性 能象 赋 ”，将 、品牌 识 统称为工艺等知 技能的赋能 “操作性赋能”，二 叉者的频繁交 统称赋能

为“ 能组合性赋 ”。 ，案 明例分析表 以上 3 了 村赋能方式 配 乡 特色 演 趋种 动态地匹 产业的资源瓶颈 变

势，大 遵循致 “对 赋能象性 —操作 赋能性 — 性组合 赋能”的动态 路赋能 径。 而具体 言，在 创起初 步期，

企业主要通过 、农户等合政府 作主体的对象性赋能获 质得优 、 料、 ，的 等要 破土地 原 设备 素 从而打 农

产品 料原 不足 ； 长 ，造 瓶颈 在持成的资源 续成 期 企业 通主要 过科 院所 作主体的研 等合 作性操 赋能获得

， 落 、 落 、 染 ； ，识技能 品 艺 环 污 等 合知 突破 牌 后 工 伍 境 束缚 在融 发展期 企业主要通过 的合作主体 组

合性赋能 得获 一 ， 、 、 才、体 冲破 人化解决方案 硬件 资金 经验等方面的 桎梏。 ，资 述分析源 基于上 本

文提出 ：以下命题

题命 2：本 龙头 村 ，企 在带 特色产业 值共 过 遵循土 业 动乡 价 创的 程中 “对象 能性赋 — 赋操作性 能

—组 性赋合 能” 。赋的动态 能路径

本 龙头 业在各个土 企 发展 获得外部合 体的阶段 作主 门专 ，化赋能后 利用 源 整资源累积的资 灵活调

心 力行 核 能 跃动以实现 迁。 ，状 资 行动根据企业的资源 况 源 有 、源拼凑 资 编排 源 等具体资 源 和资 协奏

方式（Baker andNelson，2005；苏敬勤等，2017）。本 龙头企 在土 业 展发 过 源 衡程中的资 集合并非均

布分 ，因而在 段每个阶 只能采 。 ， 本 龙头 一用不 资源 例分 赋 土 企业进同的 行动方式 案 析表明 被 能后的

、 合或重步吸收 整 组 ， 采 料 、 、式 取 生产 开发 品牌 造异质性资源 递进 地 原 新品 打 、三产 发 资融合 展等

，源行动 多与 元主体 、 。 ，共 创 传递 多 和产业多 例如 新宝堂同 造 和共享更 的知识技能 元化价值 了经历

工艺 、传承 设品牌建 和陈皮谷 造打 ， 了 橙汁 料序列 而派 增加 原等行动 森百经历 供应、提升加工工艺和

打 田 综合造 园 体 。行动序列等 ，本 龙头见 土 在 起步期可 企业 初创 ，采用 向面 源有限资 的简 拼凑单 行为

（Baker andNelson，2005） 企 式确立 业的发展模 ； 长 采在持续 向成 期 用面 渐增资源 排行的编 为（张德

，海 2020） 大 力， ； 采产品品 实 产品谱系 展期 用扩 牌影响 充 企业的 在融合发 面向富足资源的 合 奏组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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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为 敬行 勤等，2017） 池，优化资源 效高 重 方组多 资源。 ，基于上 析述分 本文 ：以 推得到 下 论

推论 1： 本 龙头 采 、 ，土 拼凑 资源 源协奏等行 径 不被赋能的 企业 取资源 编排和资 动路 断累积和提

料 、 、升原 辐 加工获取 品牌 射 精深 、 力。跨界 业发展能融合等产

3. 村 。乡 特色产业价值 创 实 径共 的 现路 本 龙头 双 ，企业通过 外部 主 向互动 增土 与 合作 体的 可以 强

，主 参 意愿赋能 体 与 顺畅地 。 大 ，现 价值传递 赋能理论的 多强实 价值主张和 现有关于 研究 调单向赋能

了 双忽略 的赋能活动 向性。 ，一 讨 对 、 对小 （如 些文献 品牌 企业 活 例例 只探 顾客 农户的单向赋能 动 如

，何宇 武舜臣鹏和 2019；Mohammad，2020）。 ，然而 只有 主合作 体 间之 ，形成 互 而 是互动 利关系 不

，才 村向赋 能 产业单 予或获取 促进乡 特色 的深入和 。 ， 本发展 案例分 明 外 在为持久 析表 部合作主体 土

龙头 ，也 了龙头 。 双能 得到 企业 能 这种 向企业赋 的同时 的反向赋 赋能并不是以“ 逼 奈被 无 ” 方式的 进

， 、 。 ，更没有优 主次 例 府在行 劣 之分 如 政 制定 策政 力助 龙头企业发展 ，龙头 来 了时 业反企 过 推动 政

； 料 ， 了本 龙头 术；绩 在提供原 地时 得到 土 无偿 技 科的提升 农户 与流转土 企业 提供的种植 研院所在向

龙头企业 ，也 了化创新成转 果时 得到 成果落 。 ， 村地推 机 同 随着 色产业的广和检验试产的 会 时 乡 特 不

断发展， 会时时 的利益 者有新 相关 进 ， 双以 赋 方式入 并 向 能 的实现产业 经济价值、 会价值和社 生态价

，值 共同 。 ，打造共 赢的 创系 述生共 产业价值共 统 基于上 分析 本 提出文 ：以下命题

命题 3：本 龙头 双 ，土 企业与 源 合 服务 进行 向赋 形成 之 互利合作主体通过资 整 与 交换 能 组织 间的

， 。共 结 实 产 内和 价赢型 构 从而 现 业 产业间的 值共创

上述基于根据 “条件— 和互动行动 —结果” 讨 ，本 龙头的案 可以 业逻辑 例分析与 论 发现 土 企 只要

助外部合借 作主体的动态 ，赋能 采取协同有序 ， 心 力，源 动 径 就 提升产业 竞争 而的资 行 路 能够 核 能 从

村乡 特色 实 共带动 产业 现价值 创。由此，本文归纳出 村 色 创的过程乡 特 产业价值共 机制模型（见图 2）。

图2 乡村特色产业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模型

：椭 头 ， 双 。注 圆内 示多 的赋 括 能和 向赋箭 表 元主体之间 能方向 包 单向赋 能

资源瓶颈

（命题 1）

赋能机制

（命题2、推
论 1）

价值共创

（命题3）

初创起步期 持续成长期 融合发展期

乡村农业种植的

原料供给瓶颈

对象性赋能

原料获取能力

资源拼凑

乡村工业拓展的

品牌或技术瓶颈

乡村三产融合的

整体解决方案瓶颈

操作性赋能

品牌加工能力

资源编排

组合性赋能

跨界配置能力

资源协奏

S O

PG
L

L代表“龙头企业” G代表“政府部门” P代表“各种农户”

S代表“科研机构” A代表“服务组织” O代表“其他主体”

O
P

G
L

S O

A
G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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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村乡 特色产业如何实现 ？本 的价值共创 文 双 例 究案 研 得 了 ：确的结论出 明 在企业 过发展 程 不同的

，本 龙头 ，阶 企 不 的 源瓶段 土 业面临 同 资 颈 将遵循“对象性赋能— 性赋能操作 —组合性赋能”的动态

赋能 ， 采 、 ，相应 排和 源 辑路径 地 用拼凑 编 协奏等资 行动逻 提升 料 、 、原 辐射 精深供给 品牌 加工、跨

界融合等 心 力， 村核 实 乡 特 业能 现 色产 ，价值共创 从而 本 龙头 ， 村土 的联农 效 振增强 企业 惠农 应 为乡

尤 村 了 。其 乡 特 旺 路径兴 是 色产业兴 提供 可行的

本文研究 几方面在以下 对 村乡 特 业实色产 现价值共创具有理论贡献： 一，对本 龙头第 土 企业在不

同发 临的展阶段面 。资源 现 研 主要 态视角瓶颈的重新认识 有 究 从静 考察企业的 禀 （源资 赋 如例 Vargo

and Lusch，2008）， 一强调 次通过 性赋能“一劳 逸永 ” 解决地 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桎梏。本文发现，

本 龙头土 源瓶颈会随 间动 化企业的资 着时 态存续和变 ， 对 丰这 础 情境化和是 资源基 理论的 富化。 二第 ，

对 能理论赋 村在 中乡 特色产业发展 。 （拓 和深 有研究涉 多种 方的 展 化 现 及 赋能 式 见参 Slater，2001；

Wright andAnnes，2016）， 一主要 态 赋 视 探索从静 或单 的 能 角 资源 的瓶颈 突破途径。本文研究发现，

瓶颈由于资源 的 ，动态 在 外性存 部合作主体 也的赋能 相应地具 性有动态 ，从而 了揭示 村乡 特色产业发

展过程中 。 三，的 异 第赋能方式 差 性 为 村 了 。 较乡 特色产 价值 提 思路 现 究县域 业 共创 供 新 有研 多关注

村 本 （乡 业 兴的 和产 振 理论指导 基 遵循 郭例如 芸芸 ，等 2019；张元洁和田 刚云 ，2020），主要从静态

角和 索视 宏观层面探 村乡 产业振兴的 径实现路 。本文发现， 本 龙头土 企业通被赋能的 过系列资源行动

提升 心核 力能 ，并 哺 ，反 外部合作 体回馈 主 双 ， 一形 源 务的 向 交 进成资 和服 整合 换 从而 步 了 村明 乡晰

特 值色产业价 共创的微观 。因果逻辑

本 ，研究结论 可 到以基于 文的 以得 下政策 ： 一， 大对本 龙头 。第 继 业 赋能启示 续加 土 企 的政策 政

府应 村加快乡 特色产业发展 的 密 接与配套政策 紧 衔 ，开 育区域公 品牌发培 共 ， 本 龙头企为 土 业“ 绑松 ”

和“扶 ，上马 送全程”。 二， 强 色 产品第 加 特 农 术技 研发 。持支 政府需要 地制宜因 、 类分 施策，出台

术技 ，研发鼓励政策 力助 企业 ， 村 ，加工工 强 产业科技 务体系建扎根精深 艺研究 加 乡 特色 社会化服 设

，合 机 搭建完善城乡科技 作 制 科技 。 三，大力 三成果转化 台 第 产平 推动 融合发展。政府应 村加强乡 特

色 业 新型 高产 与 服务业的 度互嵌 ， 村 、 村 头 、 村三 ，推进乡 农 乡 工业两 连 走高互融 业往后延 乡 产 端 把

二、三 村， 。实留 业 会和产业 益更多留产业切 在乡 把就 创业机 链增值收 给农民 毋庸置疑，对本 龙头土

企 动 赋能业 态 ， 村乡 特色产 价值带动 业 共创，从而 质量发 域高 展县 经济， 强增 联农、 农带 、惠农效应，

是一条切实可行的 村乡 特色 。产 路业兴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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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o-crea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tleneck Breakthrough andCapability Transition:ADual Case Study

Based on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ZHANGDehai JINYue YANGLipeng CHENChao

Abstract: County-level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powerment and value co-cre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wo leading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dopts the vertical exploratory

double case study method,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the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r of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driving the value co-crea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ource bottlenecks in different stages,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actively seek for empowerment from external partners and follow the dynamic path of “objective empowerment -

operational empowerment - combinatorial empowerment”. Secondly, the “empowered”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accordingly adopt

the resource action path of “patchwork - arrangement - collaboration” to continuously accumulate and expand the core capabilities

of raw material supply, brand radiation, deep processing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Thirdly,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external

partners essentially form a two-way empowering pattern, which realizes the value co-creation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rough the cross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vices.

Keywords:RuralCharacteristic Industry; LeadingEnterprise;ValueCo-creation;ResourceBottleneck; Empowerment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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