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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资源行动观，以革命老区江西瑞金红色产业为例，依据“资源

情境—行动—结果”的分析框架，探讨革命老区地方政府在资源情境约束下，发展乡村

产业的行为逻辑。 研究发现：（１）政府行动目标及采取的行动策略受资源情境约束，
即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资源情境不同，地方政府资源行动也不同。 （２）随着乡村

产业从形成、发展到产业集聚，再到数字化转型各时序阶段演进，资源情境分别创造偶

发机会、制度机会、战略机会和技术机会等，通过产业发展信念中介变量影响资源行

动，使其行动策略呈现资源依赖、资源拼凑、资源编排、资源协奏的演变。 （３）地方政

府突破资源情境约束，促进产业发展的行动逻辑为：一是干预产业发展的边界因产业

发展阶段而异，产业形成阶段以政府主导为主，产业发展阶段政府主导地位需弱化，产
业集聚阶段以政府引导市场为主，产业转型阶段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二是政府可基

于产业发展阶段确定资源情境的创建重点，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三是及时准确地

捕捉机会窗口，不断增强产业发展信念，并实施相应的行动策略。 本研究探究地方政

府促进乡村优特色产业发展行为背后的逻辑，丰富了政府与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责任

与边界研究，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实际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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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培育壮大乡村产业，必须突出特色优势。 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

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林毅夫，２０１７） ［１］。 红色产业成为革命老区着力发展的优势特色产业，也
是其基于红色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所在。 由于地处山区，远离经济中心，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许多

革命老区红色产业发展面临劳动力外流、乡村空心化等现实困境（苏毅清等，２０２０） ［２］。 然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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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不少革命老区红色产业发展壮大，不仅形成产业集群，还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

撑，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优势特色产业。 红色产业不仅有一般产业的经济特性，还具有独特的红色

基因传承和教化功能，相较于一般产业发展，政府干预更多。 因此，红色产业发展差异的背后，一定

有着与之相适配的政府行为逻辑。
关于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行为逻辑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竞争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不应干预，当好“守夜人”即可（张维迎，２０１７） ［３］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积极干预市场，有为政

府应当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林毅夫，２０１７） ［１］ 。 两种观点争论的本质是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问

题。 前一种观点认为产业发展完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把市场看作是完全竞争的，否认了

市场失灵的存在。 然而，资本是逐利的，在革命老区等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乡村产业的发展早

期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邵平桢，２０１６） ［４］ ，同时可能面临无法获得预期产出甚至零产出的

风险，资本进入的意愿性不强，仅依靠市场促进红色产业发展非常困难。 后一种观点认为市场

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通过政府的主动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缺陷。 如政府主动作为，可吸

引资本进入经济基础薄弱的革命老区。 但实践中，有些地方政府积极干预，但却未能收到良好

成效。 这两种观点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未考虑到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因产业发展的进程

不同而不同。
根据纳特和巴可夫（２０１６） ［５］的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过程的六阶段模式，本文认为资源环境评估

是公共部门战略选择的重要环节，资源环境是政府干预产业发展行动的约束条件，是政府确定资源

行动目标和策略的基础。 因此，本文从资源行动观视角，基于“资源情境—行动—结果”的分析逻

辑，以有“共和国摇篮”之称的瑞金市为例，剖析瑞金市红色产业发展进程中，资源情境、政府资源

行动以及行动结果间的关系，探究革命老区乡村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行动逻辑。 本研究将厘清产业

发展中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为两种竞争性观点提供学理性解释，对促进乡村产业特别是红色产

业发展具有实际指导价值。

二、 文献综述

１．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关于我国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行为，学术界存在两种学派之争。 一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国内以

张维迎为代表，主张“弃产业政策”，认为应当是“有限政府”甚至“最小政府”。 该学派认为产业政

策是一种集中化的决策模式，需要政府官员对产业准确预测，但由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新产业是

无法预见的，且政府官员也不具备企业家的市场警觉性和判断力，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张维迎，
２０１７） ［３］；产业发展完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而产业政策则会引致市场出现区别对待，滋生寻

租行为；政府只需当好“守夜人”，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高文和王任，２００７） ［６］ ，
自由竞争可以达到市场出清的“帕累托”状态（朱富强，２０１９） ［７］ 。 二是新结构经济学派，以林毅夫

为代表，主张“存产业政策”，应当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 该学派认为，产业发展仅

依赖有效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为的政府（林毅夫，２０２０） ［８］ 。 政府要因势利导，引导资源要素

流入和集聚，要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决策控制（卢福财和王守坤，２０２１） ［９］ 。 在产业发展升级的过程

中，政府主要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是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提供必要的激励，鼓励企业家进

入新产业、探索新技术；二是要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林毅夫，２０１７） ［１］ 。 我

国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作用远甚于西方的地方政府（丘海雄和徐建牛，２００４） ［１０］ ，地
方政府具有社会根植性，它们往往能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并更具有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感（Ｓｃｈｍｉｔｚ
和 Ｍｕｓｙｃｋ，１９９４［１１］ ；Ｂｒｕｓｃｏ，１９９０［１２］ ），如政府行为对产业空间均衡产生深刻影响 （乔彬等，
２０１９）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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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行为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否则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及其缺位、越位行为

将对产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孙盼盼和夏杰长，２０１７） ［１４］ 。 政府干预产业行为主要受资源禀

赋、社会、制度、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 资源贫瘠会降低产业培育成功的概率，资源富裕有利于

产业培育和发展（王卓和胡梦珠，２０１９） ［１５］ 。 随着社会公众行为观念、社会关系的变化，地方政

府的价值治理机制也必须做相应调整（周尚君，２０２１） ［１６］ 。 特定的制度环境可以催生新企业，
降低交易费用，达成集体行动（Ｍａｓｋｅｌｌ，２００１［１７］ ；Ｇｒｅｇｅｒｓｅｎ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１［１８］ ）；市场体制的地

方差异会造成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地区间差异，在引领体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可实现产业的整

合，而在自发体制条件下，产业获得外部资源和形成更大市场的可能性降低（符平，２０１８） ［１９］ 。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字化技术对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和产业行为也产生深刻的影响（谭海

波，２０２１） ［２０］ 。
２．革命老区乡村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革命老区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它们分布在全国 ２７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１３００ 多个县（市、区）①。 受自然、交通、区位等多重因

素影响，其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程名望等，２０２０［２１］ ；朱天义和黄慧晶，２０２２［２２］ ），主要面临产业发

展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特色优势产业规模小、发展水平滞后等问题（陈雄根，２００７［２３］ ；刘晓

丽和朱晓，２０１０［２４］ ；张崇明等，２０１９［２５］ ）。 为破解革命老区产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需发挥

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产业扶贫实践表明，政府主导是产业扶贫的主流（李卓和郑永君，
２０２２） ［２６］ ，政府以其强制能力、分配能力和规范能力，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供给（于建

嵘，２０１９） ［２７］ 。 例如，要把优化营商环境、培育经济新动能和培育先进服务业作为革命老区政府

治理的重要任务（张明林和曾令铭，２０２０） ［２８］ ；要从产业转型与优化、资源联动组合等方面着手优

化产业结构（朱媛媛等，２０２１） ［２９］ ；要因地制宜地选择产业发展项目、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发挥互联网赋能作用，推动资源跨界融合，优化配置（李晓园等，２０２２） ［３０］ ，以促进乡

村产业发展。
３．资源行动观视角下的区域产业发展

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战略的制定过程要符合情境 （ 方振邦和罗海元，
２０１１） ［３１］ 。 情境是组织战略的基点，是影响组织行为的重要因素。 组织的资源情境影响其资源

行动（孙彪，２０１７［３２］ ；林菁菁等，２０２１［３３］ ）。 企业在发展初期面临的资源情境约束较弱，会采取

资源拼凑的行为（Ｂａｋｅｒ 等，２００３） ［３４］ 。 组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采取的资源行动，应立足于自

身所处的资源情境（Ｓｉｒｍｏｎ 等，２０１１） ［３５］ 。 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政府制定和执行产业发

展战略必须考量的情境因素。 政府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前者是“有形的手”，主动性

较强；后者是“无形的手”，自发性较强。 不管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都要以资源为基

础。 资源行动观是目前研究组织资源管理行为的重要理论基础（ Ｓｉｒｍｏｎ 等，２０１１［３５］ ；林菁菁，
２０１９［３６］ ）。

资源行动观主要探讨组织如何调配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涉及三个关键词：资源情境、资源行动

和行动结果。 资源情境是资源行动的约束条件，行动结果是资源行动的产出。
（１）资源情境。 资源情境由资源和情境组成。 资源既包括有形资产形式的自然资源，也包括

无形资产形式的技术、资本等（徐世勇和李超平，２０１７） ［３７］；而情境是组织行为在此时此地的约束

（制约）条件，涉及文化、政策、制度等因素（韩巍，２００９） ［３８］。 有学者认为资源情境包括资源基础、
市场情境、技术情境、国家政策等（张璐等，２０２１） ［３９］；还有学者提出了制度情境，包括制度规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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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制度规范环境、制度认知环境（范柏乃和盛中华，２０２２） ［４０］。 本文将资源情境界定为地方政府采

取资源行动，促进产业发展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基础（自然资源、技术、资本等）、群众心理、制度

情境、市场结构等。
（２）资源行动与行动结果。 资源行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资源行动是资源的获取、积

累和剥离，稳定、丰富和开拓，动员、协调和部署（Ｓｉｒｍｏｎ 和 Ｈｉｔｔ，２００３） ［４１］；广义的资源行动是所有

管理者对组织内外部资源进行的整合性行为（林菁菁等，２０２１） ［３３］。 进一步，有学者将资源行动分

为资源拼凑、资源编排、资源协奏（米莉和苗馨，２０２１） ［４２］。 其中，资源拼凑强调“凑合简单利用手

边资源”“突破资源约束”（王扬眉等，２０１９） ［４３］；资源编排主要聚焦于组织核心能力的有序建设（苏
敬勤等，２０１７） ［４４］；资源协奏聚焦于核心能力的提升以及多元化的发展（苏敬勤等，２０１７） ［４４］。 也有

学者认为资源行动包括资源拼凑和资源优化，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既定机会开发目标（崔永梅等，
２０２１） ［４５］。 本文将资源行动定义为地方政府为促进产业发展而采取的汲取、整合和配置资源的行

为，包括行动目标、行动主体（地方政府与其他参与主体）、行动策略。 在此基础上的产出即为行动

结果，包括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资源行动观强调组织情境的作用，即组织如何在变化的情境下采取适配的行动（余义勇和杨

忠，２０２２） ［４６］。 区域产业是基于区域特定条件而发展的（贺灿飞，２０１８） ［４７］，区域产业结构深受国家

战略的影响（陈喜强等，２０１７） ［４８］，地方政府会基于信息搜寻对区域产业发展前景做出预判，进而采

取行动培育产业（马草原等，２０２１） ［４９］。 因此，在区域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要根据所处的情

境，采取行动，发挥恰当的作用。 如，区域产业发展初期，市场波动性较大，地方政府可通过税收政

策优惠等手段引进一批优势企业；到了成长阶段，就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到成熟阶段，政府要在技

术改造层面加以引导和支持（田卫东和王树恩，２０１０） ［５０］。
梳理文献可知，关于我国政府促进产业发展行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理论层面的政

府与市场关系之争，二是实践层面的政府角色与功能。 从理论层面来看，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政府

的角色仅仅是“守夜人”；而新结构经济学派则认为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也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这两种观点均秉持新古典的经济学方法（林毅夫等，２０２１） ［５１］ ，
对产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现实是，政府主导的地方产业发展并非都发展良好，市场主

导的地方产业发展也有优有劣，奥地利经济学派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 一味强调市场作用

而忽略政府作为的观点有失偏颇；新结构经济学派强调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结合，但却对政府什

么时候有为？ 如何有为？ 如何与市场有效结合？ 即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在哪里的关键问题涉

猎不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从实践层面研究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资源禀赋、社会、制度、技
术等视角对政府干预产业行为进行研究，但多为某一时段的情境研究。 对案例进行纵深解剖，从
产业发展进程来研究政府行为逻辑的很少，导致对政府行为规律的研究仅局限于某一阶段，系统

性不够。 红色产业作为革命老区乡村优势特色产业，集经济发展与资政育人、红色基因传承功能

于一体，相较于一般产业发展，政府干预更多。 因此，本文基于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理论，引入资源

情境变量，从资源行动观视角，按照“资源情境—资源行动—行动结果”资源管理过程，构建资源

情境与地方政府行为互动的分析框架（如图 １ 所示），剖析瑞金市红色产业发展中的资源情境、政
府行为和产业发展结果，以探究资源情境对地方政府干预乡村产业发展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政府

行动逻辑。 地方政府在第一个阶段的资源情境约束下实施资源行动，形成相应的行动结果，该行

动结果又成为下一阶段资源情境的组成部分，影响下一阶段的资源行动，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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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资源情境影响地方政府促进乡村产业发展行为的分析框架

三、 研究设计

１．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索资源情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政府行动逻

辑。 案例研究方法具有探索性功能，是一种普遍运用的理论建构方法，适宜回答某一事件和现象

“如何”或者“为什么”的问题（李海东等，２０２１） ［５２］。 与多案例研究相比，单案例研究将时间维度纳

入了考量，能够纵向深入分析某一现象，通过描述分析案例的现象探索出一般规律及特殊性（张璐

等，２０２０） ［５３］。
２．案例选择

革命老区覆盖除西藏、青海、新疆以外的全国 ２８ 个省级行政区，考虑数据的典型性、可获得性

与研究的便利性，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和启发性原则，本文选取江西瑞金红色产业为研究案例。 瑞金

市具有如下突出特点：（１）瑞金有着“共和国摇篮”“红色故都”之称，享誉中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

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市域内革命旧址、历史遗迹、史料

文物等红色文化资源分布广、体量大、种类全、价值高。 （２）作为红军政权中心和长征出发点的江

西瑞金，早在 １９９９ 年就提出“红色旅游”概念，于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２１ 年分别入选“３０ 条全国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和“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现已被验收认定为江西省全域旅游示范区。 （３）瑞
金红色产业历经 ２０ 余年的发展，在充分借助内外部资源主体力量的基础上，整合利用、有序编排、
协同开发红色资源，形成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的整体的红色产业体系，产业发展比较成熟。

３．数据收集

本文严格按照数据收集的三角验证，通过多渠道获取数据，提高数据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苏敬

勤和刘静，２０１３） ［５４］。 数据来源于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 数据收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实地调研瑞金市文广新旅局、叶坪镇政府、壬田镇中潭村，了解瑞金红色资源保护和开发情况、红色

产业的发展状况及经济效益、政府行为，获取第一手资料；第二阶段通过百度、中国知网、政府官网

等途径获取第二手资料，在百度引擎、中国知网检索“瑞金市红色产业”和“瑞金市红色文化产业”，
政府官方网站搜索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文件；第三阶段实地调研瑞金市中央革命根据

地纪念馆、红色教育培训教育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华屋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获取第一手资

料。 对于缺失数据及未尽说明，通过邮件或电话进行收集和确认。 数据资料收集方式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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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数据资料收集方式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访谈时间 字数 获取方式 获取目的

一手资料

瑞金市文广新旅局 １２０ 分钟 １ ３ 万字
半结构式访谈、电话、
邮件

了解瑞金市红色资源

总体概况及红色产业

发展历程、现状、政府

政策演变

瑞金市叶坪镇政府 １２０ 分钟 １ ３ 万字 半结构式访谈、观察

了解叶坪景区发展情

况，景区发展历程、政
府行为

瑞金市壬田镇中潭村 ６０ 分钟 ０ ６ 万字 半结构式访谈、观察

了解罗汉岩景区资源，
政府行为、景区对村民

带来的经济效益

瑞金市中央革命根据地历

史博物馆
１２０ 分钟 １ ２ 万字 半结构式访谈、观察

了解 纪 念 馆 发 展 历

程，馆藏文物情况、政
府行为

瑞金市红色教育培训教育

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６０ 分钟 ０ ７ 万字 半结构式访谈、邮件

了解瑞金市红色培训

产业发展状况、政府

行为

瑞金市华屋乡村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２０ 分钟 １ ２ 万字 半结构式访谈、观察

了解 公 司 的 发 展 历

程、政策支持情况与

发展困境、经济效益

二手资料 新闻、期刊、官网等 — ３１ 万字
百度 搜 索、 ＣＮＫＩ 检

索、政府官网

了解瑞金市红色资源

状况、红色产业发展

历程、重大事件，与一

手资料形成佐证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表示无该项内容，调研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７—８ 月

４．数据分析

参考现有研究（张媛等，２０２２［５５］；张延平等，２０２０［５６］）对案例数据分析的建议，研究团队在数据

分析的过程中，反复思考研究主题、案例的原始数据、理论依据三者之间的联系，具体的数据分析流

程如下：
第一，原始数据的整理。 为清晰了解瑞金市红色产业的发展脉络，研究团队将重大事件标出，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将产业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同时根据划分的时间段，依序分类整理资料。
第二，数据编码分析。 一是研究团队共同识别出关键构念、主要过程和重要理论逻辑，形成构

念编码表；二是将研究团队分为 ４ 个小组，分别参照构念编码表，对四个阶段的每条数据进行编码；
三是研究团队对编码的结果进行讨论和分析。 在编码的过程中，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各小组内部及小组间均对资源情境、资源行动、行动结果三个构念的编码结果进行充分讨论，对任

一不符合或者有疑问的编码结果进行反复商榷和斟酌，并征询第三方人员的意见。 基于此，形成瑞

金市红色产业发展各阶段的资源管理过程。
第三，模型检验与对比分析。 研究团队根据已有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目的，构建资源情境影响地

方政府资源行动的作用机制，并对比瑞金市红色产业发展各阶段的资源管理过程，分析政府促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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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行动逻辑。 研究模型构建后，为进一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不断进行“原始数据—构念关

系—分析框架”的迭代，通过大量数据验证研究结果，并与访谈对象沟通确认是否合理。

四、 案例分析

瑞金市为江西省直管县级市，行政区划隶属于赣州市，是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

在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全国总工会拨款 ４５ 万元对其在瑞金的工会旧址进行修复和保护，掀开

了瑞金革命文物保护热潮。 ２００５ 年，瑞金市提出旅游业要从参观接待型向市场运作型转变，进行

体制改革，旅游局管统筹，旅行社按照商业化运作接待服务。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

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瑞金市提出全力打造红色产业聚集基地。 ２０１５ 年，瑞金市获

批“共和国摇篮”５Ａ 级景区，积极探索“互联网 ＋ 旅游”的发展模式，发展智慧旅游。 目前，瑞金市

形成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的整体红色产业体系，正在大力推进红色产业数字转型。 其红色产业发展

历经四个阶段，具体过程和关键事件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瑞金市红色产业发展历程

１．红色产业形成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２００５ 年）
（１）资源情境。 瑞金市革命历史遗迹点多面广，拥有红井、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大礼堂等革命旧址群上百个，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比较优势明显。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由
于战争创伤及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保护不足，红色资源毁损严重。 ８０ 年代末，全国总工会拨款 ４５ 万

元对其在瑞金的旧址进行修复和保护，此举引起极大反响，１９９１—２００３ 年间先后有 ２４ 个国家部委

共捐助 １９４９ 万元修复旧址①。 ２１ 世纪初，适逢纪念红军长征 ７０ 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 １００ 周年等

重大事件，作为原中央苏区的儿女，瑞金市人民群众感到格外自豪和激动，对党和政府的特殊情怀

进一步增强，对政府帮扶脱贫的期望更加强烈。 据统计，苏区时期只有 ２４ 万人口的瑞金，有 ５ 万人

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３ ５ 万人参加长征，其中 １ ０８ 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②。
然而，此阶段受部门条块分割影响，一个景点的主管部门涉及旅游、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往往互相

掣肘、效率不高。 加之红色旅游景区交通、住宿等配套设施不完善，旅游业所需要的规划、策划、开
发和管理人才匮乏，影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

（２）资源行动。 组织与个体一样，具有努力获取、保持、培育和保护其所珍视的资源的倾向。
在此阶段资源情境约束下，瑞金市以红色资源保护为行动目标，于 １９９９ 年出台《瑞金革命文物保护

管理规定》，正式启动“认护革命文物”方案，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策略。 一是建立府际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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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瑞金市志编纂委员会． 瑞金市志［Ｍ］． 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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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纵向上借助上级政府相关部门力量保存红色资源，积极争取国家财政资金及部委援建，累计邀请

３８ 个部委捐资修复旧址①；在横向上建立与于都县、南昌市等周边县市及福建省、广东省等邻省政

府间的合作联盟，实现红色旅游资源共享。 二是规划设计。 聘请专业人员对全市旅游资源重新规

划设计，并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建设，２０００ 年规划了 ４ 条市域旅游线路和 ５ 条跨市域旅游线路②。 三

是发挥人民群众力量挖掘红色资源。 如动员村民为游客做农家饭、红军餐。 四是强化政企合作。
先后引进民营资本 １ ８ 亿元，以旅行社为主，打造“苏维埃园林公园” “长征创意园”等红色旅游

景观③。
（３）行动结果。 开展上述资源行动后，瑞金市红色资源得到有效保存，红色产业初步形成：一

是红色资源有效保存。 在该阶段瑞金市完好地保存着 １８０ 多处革命遗址，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１５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４ 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１ 处。 二是苏区精神艺术再现。
大量红色产品亮相“红都”，重现苏区精神风采，如红军茶馆、苏区歌舞《红井水》、影视戏剧作品《红
都，生命的礼赞》等。 三是红色产业形成。 瑞金市入选 ３０ 条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之一，红色产品

远销海内外。 该阶段资源管理过程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红色产业形成阶段资源管理过程

注：为体现各阶段差异，根据主体的特征及其在资源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本阶段将行动主体分为瑞金市政府、
政府组织、供应商 １、合作伙伴 １

２．红色产业发展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
（１）资源情境。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在体制上打破了原来政府包办的局面，政府与市场的分工

进一步明晰，政府负责统筹，接待工作全部交给市场按商业化运作。 ２００６ 年后，瑞金市经济区位优

势开始彰显：毗邻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地处重要的“海西”腹地，为赣州市“十一五”规划建设的赣南

东部经济区核心。 国家提出培育建设包括瑞金市在内的全国 １２ 个重点红色旅游区，瑞金市“红、
古、绿”三色资源交相辉映，形成复合型旅游鲜明特色，深受游客青睐，游客在景区停留时间由原来

的 ４ 小时增加到 ４ 天④。 瑞金市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革命的好后代相关活动凝聚了人民群众

文明共识，２０１１ 年数万户农民被评为“文明信用户”，有 ７０％ 的村庄被评为“文明新村”⑤。 然而，
红色资源开发方式单一，多数活动还停留在化装拍照、观赏节目、饭菜品尝上；产业发展资金缺口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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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些地方的政府和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２）资源行动。 在上述资源情境下，瑞金市以红色资源开发为目标，于 ２００６ 年发布《关于加快

打造国内外著名的红色旅游名城的实施意见》，提出“大景点”的发展思路，努力寻找文化与市场的

结合点，精心培育红色文化产业，把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策略。 一是深化府际之间的联盟合作，在纵向上共建基础设施，如争取国家在瑞金建机场。 二是整

合供应商资源，塑造“红色品牌”发展形象，在维系原有供应商关系基础上，一方面积极邀请专家学

者开展学术交流和理论研究，深挖红色资源，提升知名度；另一方面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反映苏区

时期内容的书籍、光盘等作品。 三是招商引资，引入文化创意公司 １０ 余家，并加强行业服务人员培

训①。 四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努力迎合游客的心理，增加趣味性与体验性，根据不断变化的游客

需求，更新、完善导游词。
（３）行动结果。 开展上述资源行动后，瑞金市红色基因有效传承，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红色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瑞金最具活力的招牌产业：一是基因传承与经济成效明显。 ４０ 多个中央

国家机关（部委）、１００ 多所高校在瑞金建立红色传统教育基地，超过数十万人次游客来此“溯源红

色，感悟传统”②，每年开展党史讲座近 １００ 批 ５２００ 人次③。 ２０１１ 年接待游客 ２５１ ８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８ ４ 亿元，旅游从业人员超 １ ２ 万人，与 ２００２ 年相比，分别增长 ４９９％ 、９２４％和 １１００％ ④。
二是市场化程度提升。 吸引民间资金 １０ 多亿元，签订红色竹编等文化产业项目 ３５ 个，开发共和国

摇篮雕塑园等文化产业项目 １３０ 多个⑤。 三是市场影响力提高。 叶坪景区被评为国家 ＡＡＡＡ 级旅

游景区，瑞金成为赣闽粤边际红色旅游的集散中心。 该阶段资源管理过程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红色产业发展阶段资源管理过程

注：同上，本阶段将行动主体分为瑞金市政府、政府组织、供应商 ２、合作伙伴 ２、客户 １

３．红色产业集聚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
（１）资源情境。 红色产业快速发展与红色基因有效传承，极大地提高了瑞金市知名度。 国家

加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并于 ２０１２ 年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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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下称《若干意见》），把支持苏区振兴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
２０１４ 年，江西省出台《关于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意见》，全省形成浓厚的创建 ５Ａ 级景区氛围。 电

商逐渐兴起，销售渠道不断拓宽，红色文化产品远销到北京、广东等地。 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旅
游休闲成为新时尚，来参加红色旅游的游客，由过去的国企事业单位组织为主，逐渐转变为国企事

业单位组织、游客自主、民营企业组织出游并重。 但是，此时景区的产品设计和管理服务等不适应

游客需求，红色旅游产品与井冈山、龙岩等周边地区趋同性大、缺少差异化等问题出现，产业缺乏核

心竞争力。
（２）资源行动。 基于此阶段资源情境，瑞金市于 ２０１３ 年提出打造“区域性旅游集散中心”的发

展目标，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由 ４２ 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创建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领导小组”，以
“共和国摇篮”景区争创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为平台，大力实施旅游强市战略，全力打造旅游产业聚

集基地，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策略：一是增强府际之间的互动交流。 在纵向上有序对标建设，对照

国家标准，着力推进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的建设；在横向上强化周边县市及邻省政府间的区域联

盟，让“红都”瑞金不断走向市场。 二是在维系原有供应商关系基础上，设立奖励扶持基金。 每年

设立 ５０ 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基金，用于奖励扶持各级示范合作社，所有的农业发展项目资金

也向专业合作社倾斜①。 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通过定点、定位招商、以商招商，吸引外来客商

投资，截至 ２０１６ 年，瑞金市成功签约大型旅游投资项目 ６ 个，签约资金达 ７０ 亿元②。 四是优化营

商环境。 出台《瑞金市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通过创建新媒体宣传平台、与知名网站合作等多方面宣传，打造产业聚集基地。 五是增强顾客体验

感。 通过休闲体验的形式，让客户参与其中，如游客可亲身体验“全国代表”庄重发言。
（３）行动结果。 开展上述资源行动后，红色精神赓续传承，红色产业在扶贫中的带动作用得到

发挥，红色产业集群形成：一是红色精神赓续。 ２０１２ 年接待游客 ３２８ 万人次，收入首次突破 １０ 亿

元③。 ２０１５ 年成功创建国家 ５Ａ 级景区，塑造了“共和国摇篮旅游”新形象，成为旅游观光、培育爱

国情感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基地、赣闽边际红色旅游集散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二是红色产业益

贫带贫。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实现旅游脱贫 １０００ 余人，贫困户靠旅游增加月收入约 １６００ 元④，以凤岗

村、华屋村等为代表的贫困村率先实现脱贫，成为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示范村庄。 三是红色产业

集群形成。 ２０１６ 年较 ２０１２ 年，瑞金市三星级酒店增长 ５５ ６％ 、四星级酒店增长 １００％ 、标准接待床

位增长 ３２％ 、旅行社增长 ３０％ 、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增长 ５０％ 、旅游从业人数大约增长 ２５％ ⑤，景
区由原来不足 ２０００ 亩扩大到 ４４５０ 亩，以文化旅游业为龙头，红色影视业、文化演艺业、教育培训业

并举的红色文化产业集群初步形成⑥。 该阶段资源管理过程如图 ５ 所示。
４．红色产业数字化转型阶段（２０１７ 年至今）
（１）资源情境。 红色产业集群的形成，改变了乡村风貌，增加了人民收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干群关系更加亲密，如今干部进村入户，村民们都会争相邀请干部“喝一杯自家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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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米酒，吃一顿自家种的土菜”。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 ２０２１ 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的重大节点，全国上下掀起红色文化学习大

浪潮，助推了红色产业的发展。 苏区振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支持政策叠加。 新一代信息技术

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化技术全行业、全方位融入，数字经济成为带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但是，瑞金市红色产业发展总体上仍然存在客源周边省份居多的问题，且受疫

情影响，游客数量相对减少，２０２０ 年接待游客 １２０５ ８ 万人次，比 ２０１９ 年少 ６００ 多万人次①，加之游

客的个性化需求增多，这都给瑞金市红色产业带来新的挑战。

图 ５　 红色产业集聚阶段资源管理过程

注：同上，本阶段将行动主体分为瑞金市政府、政府组织、供应商 ３、合作伙伴 ３、客户 ２

（２）资源行动。 基于上述资源情境，此阶段瑞金市以数字化转型为行动目标，明确产业发展方

向和重点，提出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优特色产业，并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一是

进一步加强府际之间的交流合作。 在纵向上继续争取上级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等支持，在横向上深

化与周边县市及邻省政府间的合作，在原区域联盟基础上，发起倡议成立原中央苏区“７ ＋ ２”红色

旅游地区联盟，加强与井冈山、延安、遵义等地的旅游合作。 二是推进景区数字化建设，延伸产业价

值链。 大力实施景区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互联网、ＶＲ、ＡＲ 等新技术手段，丰富革命旧址的陈

列，建设一批智慧型红色旅游景区，并借助 ２０１９ 年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简称“红博会”）的召开，
联动科技公司特设红色文化 ＶＲ 互动体验展，全方位展示瑞金“红色旅游 ＋ ”项目。 将大量珍贵文

物、油画、图片、多媒体等资源相互结合，发展参与型、体验型、娱乐型强的旅游项目。 三是招才引

智。 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组织专班到南昌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引进人才，并合作建

立了 ６ 个博士工作站和 １ 个专家工作站②；鼓励学生返乡创业就业，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办理大学生创

业贷款 ４５ 笔，发放贷款 ５１１ 万元，全年组织市内 １０ 余家企业参加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会，提供就

业岗位 ２８６ 个③。 四是提升招商引资项目质量。 通过招商引资启动了可容纳 １０００ 人以上学员的

红色培训基地建设，开发了一系列精品课程，开设了红色培训辅导员培训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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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行动结果。 开展上述资源行动后，红色产业脱贫成效明显，数字化建设稳步推进：一是实现全

面脱贫。 瑞金市星级酒店和Ａ 级乡村旅游点共吸纳１００ 多个贫困户就业，年均每户增收２０００ 余元①，
浴血瑞京景区吸纳周边 ３００ 多名农民就业，其中建档立卡户近 ２００ 户②，城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二是产业数字化转型。 初步实现４Ａ 以上景区５Ｇ 信号覆盖，以智

能显示、ＡＩ 机器人、智能穿戴为主的智能终端产业初具规模，３Ｄ 虚拟景区建设已完成。 三是红色产业

网络形成。 以瑞金干部学院、瑞金市委党校为龙头，构建 ６２ 家红色教育培训机构共同发展的强大培

训机构体系，形成由点成线、由线成面，整体的红色脉络。 该阶段资源管理过程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红色产业数字化转型阶段资源管理过程

注：同上，本阶段将行动主体分为瑞金市政府、政府组织、供应商 ４、合作伙伴 ４、客户 ２

五、 案例讨论

１．资源情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形成机制：发展机会与发展信念引致的行为

从案例分析可知，资源情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生相应的演化，资源情境影响发展机会和主

体的发展信念，进而影响组织行为（张璐等，２０２１） ［３９］。 在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资源情境创建发展

机会，从而影响政府发展乡村产业的信念，继而影响其行为，发展机会和政府产业发展信念为资源

情境与资源行动的形成机制。
在产业的形成阶段，资源短缺，群众依赖政府帮扶的心理占主导地位，制度情境约束较大，市场

不活跃，以外部扶持为主。 在此情境下，个别事件带来的“偶发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地方政府

受资源情境约束，希望借助其他参与主体的力量以实现行动目标，具有外部的资源依赖特征。 在本

案例中，瑞金市红色产业形成阶段，全国总工会拨款 ４５ 万元修复旧址这一偶然事件，为红色产业发

展创造“偶发机会”，地方政府以此为契机，争取更多的部委支持红色资源修护，依赖中央国家机关

（各部委）等支持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行动策略。
在产业发展阶段，经过前一阶段发展，资源短缺情况有所好转，但仍不充足，群众自主能力有所

增强，但依赖心理仍较严重。 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出台，体制障碍被打破，产业逐步走向市场，区域间

战略合作加强，于是，“制度机会”和“战略机会”应运而生。 基于此，地方政府发展产业信心增强，
确定新的目标，并整合内外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资源拼凑，突破资源情境限制达成目标。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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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依赖相比，此时资源存量相对增加，地方政府行为限制性因素减少，资源行为具有简单零散

“拼凑”的特征。 在本案例中，正是由于“海西战略”制定及《关于进一步促进红色旅游健康持续发

展的意见》等政策的出台，为红色产业发展创造了“制度机会”和“战略机会”，地方政府整合利用政

企学艺民等主体资源，精心培育红色产业。
在产业集聚阶段，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经济实力增强，群众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市场更加成熟，

创造了更多的“制度机会”与“战略机会”。 此时，地方政府产业发展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并确立发

展产业集群，延伸、壮大产业价值链条等更高目标和发展设想，注重顶层设计，对其他参与主体资源

进行资源编排，优化配置，打造产业特色与品牌。 与资源拼凑相比，资源编排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
行为更加聚焦。 在本案例中，《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

进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利好政策的出台及苏区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为瑞金市红色产业发

展带来更多“制度机会”和“战略机会”，政府确立将“共和国摇篮”景区创建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为

目标，有序编排投资公司、网络媒体等主体，形成红色旅游产业集群。
在产业数字化转型阶段，资源丰富且更加复杂，以连接、在线、共享、智能为关键特征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推动新业态、新模式、新消费不断涌现，导致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外部环境不确

定性增加；《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相继出台，战略与

政策叠加效益彰显，这为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创造了制度机会、战略机会、技术机会等

发展机会。 地方政府进一步提升发展愿景，并更新发展理念，引入数字化治理模式，加强各参与主

体横向、纵向的协同联系，注重多元化发展，并根据发展规划，对资源进行合理高效配置，即资源协

奏。 与单一焦点的资源编排不同，资源协奏基于资源的复杂性，更加强调资源匹配的有序和系统。
在本案例中，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实施，《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的意见》等政策的出台，为瑞金市红色产业发展带来“战略机会”和“制度机会”，数字技术的全

方位渗透带来了“技术机会”。 基于此，瑞金市政府采取资源协奏策略，将大量珍贵文物、油画、图
片、多媒体等资源相互结合，建立了多功能全方位的综合性讲解导游系统，制作 ３Ｄ 虚拟景区及线

上 ＶＲ 博物馆，现在游客只需一部手机，便可畅游博物馆及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实现红色教育与

情感体验有机结合，促进了产业数字化转型。
综上所述，资源情境主要通过创造“偶发机会、制度机会、战略机会、技术机会”影响政府发展

乡村产业的信念，进而影响政府资源行动，上一阶段资源行动的结果成为下一阶段资源情境的组成

部分，如此循环往复。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地方政府行动策略呈现“资源依赖—资源拼凑—资

源编排—资源协奏”演进，资源情境与地方政府资源行动的互动关系如图 ７ 所示。
２．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行动逻辑

基于资源行动观，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边界受产业发展阶段影响，政府

应根据产业发展阶段确定资源情境创建重点，以形成更多的发展机会，并及时准确捕捉机会窗口，
不断增强乡村产业发展信念，实施相应的行动策略，以突破资源情境约束，促进产业发展。

（１）地方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边界因产业发展阶段而异。 在产业发展的每个阶段，地方政府

过度作为与不作为都会阻碍产业发展。 地方政府过度作为会抑制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产业结构

体制僵化，不作为则无法解决市场失灵。 因此，既不能因市场失灵，过份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使政

府干预超出范围边界，也不能一味强调市场作用，忽视地方政府作用，而是要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

紧密结合。 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
在产业形成阶段，产业从无到有，资源投入面临较多不确定性风险，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

政策、项目等创建有利的资源情景，提振产业发展信心，塑造发展新理念，强力推进产业发展。 随着

产业的发展，市场化程度提高，资本投入产出的可预见性增大，市场作用机制增强，政府主导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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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减弱，主要发挥顶层设计、引导、服务和规范作用。 到产业成熟阶段，市场发育较充分，市场机

制占据主导地位，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时政府应简政放权，更多地履行“守夜人”角
色。 当产业转型阶段，数字技术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继续

发挥主导作用，但由于数字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从产业转型的理念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政
策规则制定等，都需要政府发挥支持、引领与规范等作用。 因此，在这个阶段，政府要与市场双轮驱

动，促进产业转型。 本案例中，瑞金市政府在红色产业发展初期发挥主导作用，产业发展后期主要

发挥引导作用，但在转型期“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起到主导作用。

图 ７　 资源情境影响地方政府资源行动的作用机制

注：圆圈内阴影代表主要机会，★数表示资源丰富程度

（２）资源情境创建重点依产业发展阶段而定。 不同的产业阶段，资源情境存在差异，创建重点

不同。 资源情境影响政府的资源行动，但是，政府并不是被动地适应资源情境，而是可以发挥能动

作用，改善资源情境，以创建更多的发展机会，提振产业发展信念，促进资源行动。 资源行动的结果

又成为下一阶段资源情境的组成部分，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
产业导入阶段，资源短缺，制度约束限制较多，群众存在依赖帮扶心理，市场不活跃，以外部扶

持为主，此时资源情境创建重点是对外积极寻求资源帮助，对内进行体制改革，打破制度约束，以提

高资源存量和市场活跃度。 随着产业的成长，资源短缺情况有所好转，群众依赖心理也有所降低，
一些政策出台和区域战略制定等为发展带来新机会，资源情境创建重点是对外积极融入区域发展

战略，对内深化体制改革，出台更多利好政策，培育市场，进一步提高资源存量。 到了产业成熟期，
资源较为丰富，市场更加成熟，但产品趋同，缺乏核心竞争力，资源情境创建重点是对外将区域战略

上升为国家战略或融入国家战略，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对内创新帮扶与激励机制，构建产业核心竞

争力，促进产业的集群化。 当产业进入转型期，资源复杂多样，群众主体性开始建构，战略和政策叠

加效应更加凸显，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市场需求更加个性化与复杂化，机遇与挑战并存，资源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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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重点是对外围绕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开发受欢迎的个性化、智能化产品，培育产业品

牌，对内深度释放战略和政策叠加效应，加速推进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无

论哪个阶段，资源情境创建重点的确定均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要充分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及其

他政策工具，为产业发展创建有利的资源情境，减少发展阻力。 本案例中，正是在瑞金市政府作用

下，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促进红色产业不断发展。
（３）地方政府行动策略以捕捉机会窗口为前提，以产业发展信念为中介。 机会窗口整合了制

度环境、技术基础、市场需求等情境因素，成为分析组织实现跨越式发展原因的重要理论基础。 不

同产业阶段的资源情境创建不同的发展机会，从而影响着地方政府发展乡村产业的信念，使其行动

策略也随之变化。 产业导入阶段，资源情境约束较强，以“偶发机会”为主，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信

心不足，希望依靠外力发展乡村产业，主要采取资源依赖策略。 随着产业的成长，资源存量相对提

高，资源情境以提供“制度机会”和“战略机会”为主，地方政府发展乡村产业的信心增强，其外部依

赖性降低，采取资源拼凑策略。 到产业成熟阶段，地方政府发展乡村产业迎来更多“制度机会”和
“战略机会”，这时政府产业发展的信心倍增，开始系统思考如何对资源进行有序合理配置，主要采

取资源编排策略。 当产业进入转型阶段，新技术不断融入，产生更多的“制度机会”“战略机会”“技
术机会”等，地方政府对乡村产业发展目标有了更高的期盼，引入数字赋能思维，更新发展理念，采
取资源协奏策略。 当然在每一阶段，地方政府并不是被动地适应资源情景，可以发挥能动作用，创
建更有利的资源情境，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因此，在产业发展的每个阶段，地方政府及时准确地

捕捉机会窗口，增强产业发展信念，并基于此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可以有效地汲取资源、合理配置

资源，促进乡村产业不断发展，夯实乡村发展基础。

六、 研究结论与贡献

１．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行动观，遵循“资源情境—行为—结果”的逻辑链条，以江西瑞金红色产业为例，
分析革命老区乡村产业振兴的资源情境及行动逻辑。 研究发现：（１）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资源

情境不同，地方政府资源行动也应不同，即政府行动目标及采取的行动策略受资源情境约束。
（２）随着乡村产业从形成、发展到产业集聚，再到数字化转型各时序阶段演进，资源情境分别创造

偶发机会、制度机会、战略机会和技术机会等，通过产业发展信念中介变量，影响资源行动，使其行

动策略呈现资源依赖、资源拼凑、资源编排、资源协奏的演变。 （３）地方政府突破资源情境约束，促
进产业发展的行动逻辑是：根据产业发展阶段确定干预产业发展的边界，产业形成阶段以政府主导

为主，产业发展阶段政府需弱化其主导地位，产业集群阶段以政府引导、市场机制为主，产业转型阶

段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可基于产业发展阶段确定资源情境的创建重点，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可通过及时准确地捕捉机会窗口，不断增强产业发展信念，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

２．理论贡献

本文通过对单一典型案例剖析，探索革命老区乡村产业振兴中，政府突破资源情境约束的行动

逻辑，试图做出以下创新：
一是提出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边界，深化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奥地利经济学

派提出弱化政府干预产业发展，要以市场为主导，而新结构经济学派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 本研究

认为，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根据产业发展的阶段而定。 不同的产业发展

阶段，资源情境不同，政府责任与市场作用也不同。 在产业形成阶段，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随着市

场日渐成熟，民众对发展的认识更加充分，产业发展机会更多，则市场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当在更

为复杂的发展环境下，则政府与市场应双轮驱动，共同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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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于资源行动观研究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行动逻辑，拓展了资源基础理论研究。 资

源行动观常运用于企业研究，且资源情境的分析多为静态研究。 本文将资源行动观延伸到政府行

为研究，以江西瑞金红色产业为例，依据“资源情境—行动—结果”的逻辑链条，细致刻画了革命老

区乡村产业从形成、发展到产业集聚，再到数字化转型各时序阶段，资源情境影响地方政府干预产

业发展行为的演进。 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资源情境不同，产生的发展机会也不同，这影响着地

方政府的产业发展信念，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行为。 资源情境是动态变化的，由上一

阶段政府资源行动结果和这一阶段宏观环境等要素共同构成，政府应充分发挥能动作用，在不同产

业发展阶段明确不同的资源情境创建重点，以形成更有利的资源情境。
三是提出政府产业发展信念是资源情境影响政府资源行动的中介变量，探究资源情境影响政

府行动的内在逻辑。 已有研究关注了自然资源禀赋、政策、技术等资源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未探

究这些资源是如何影响政府行为。 本文研究表明，资源情境通过创设发展机会来影响政府发展乡

村产业的信念，进而影响其资源行动，形成“资源情境（创建发展机会）—政府产业发展信念—资源

行动”的影响路径。 在这一路径中，地方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边界受产业发展阶段影响，应根据产

业发展阶段确定资源情境创建重点，形成更好的发展机会，并及时准确捕捉机会窗口，增强产业发

展信念，实施相应的行动策略，以突破资源情境约束，促进产业发展。 研究印证了关于机会是由客

观情境决定的机会发现观点（蔡莉等，２０１８） ［５７］。
３．政策建议

当前全国共有 ３７８６ 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①、７９９ 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②、１２９９ 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镇和 ３００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③，覆盖 ３１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些项目与红色产业发展

相类似，均具有政府推动、社会协同的共同特征。 因此，本研究具有较好的普适性意义，可为推进政

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相结合，挖掘资源优势，发展乡村优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启示。
一是厘清区域产业发展阶段，合理确定干预产业发展的边界。 在产业导入、成长阶段，政府应

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干预，扶持产业发展；在产业成熟期应更多发挥引导作用，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

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到了转型升级阶段，不仅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同时在新

技术配套建设、政策支持等方面，政府也要发力，发挥主导作用。
二是科学确定资源情境创建重点，为产业发展创造更好更多的机会。 产业导入期，对外要积极

寻求资源帮助，对内应进行体制改革，打破制度约束，以提高资源存量和市场活跃度。 产业成长期，
对外要积极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对内要深化体制改革，出台更多利好政策，培育市场，进一步提高资

源存量。 产业成熟期，对外要寻求国家战略机遇，促进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内应出台奖励

扶持政策，激励开发差异化产品，构建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的集群化。 产业转型期，对外要围

绕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开发受欢迎的智能化产品，引导消费，对内应深度释放战略和政策叠

加效应，加速推进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应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要充分运用行政、法律、经济

手段及其他政策工具，为产业发展创建有利的资源情境，减少发展阻碍。
三是准确识别与捕捉机会窗口，增强乡村产业发展信念，采取资源依赖、资源拼凑、资源编排和资

源协奏等相应策略，突破资源情境的制约，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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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各批次关于公布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的通知［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ｓｏ ／ ｓ？ ｑｔ ＝ ％ Ｅ４％Ｂ８％８０％Ｅ６％９Ｄ％９１％Ｅ４％Ｂ８％８０％Ｅ５％９３％８１，２０２２ － ６ －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１３４ 座历史文化名城、８７５ 片历史文化街区、２ ４７ 万处历史建筑 － 让城市文脉融入现

代生活［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ｈｕｒｄ．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９０６ ／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２４０８２８． 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６ －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与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录查询［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ｔ． ｇｏｖ． ｃｎ ／

ｔｏｕｒｉｓｍ ／ ＃ ／ ｌｉｓｔ？ ｄｒｉｄ ＝ ４，２０２２ － ６ － ４。



四是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帮扶乡村特别是资源较贫乏地区创建有利情境，促进乡村产业均衡

发展。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在资源相对匮乏的乡村，市场力量不足，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中央政府可通过政策、项目等方式推进乡村发展资源的均衡配置，强弱项补短板；地方政府要充分挖

掘和整合地方资源，识别发展机会，增强发展信念，采取资源依赖、拼凑等行动策略，促进产业发展。
４．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本文收集的数据繁杂，二手资料较多，在对二手资料进行分析时可

能会与真实情况存在些许偏差，因此，后续研究在收集梳理资料时要更加注重一手资料。 二是本文

主要是基于质性研究，下一步拟通过大样本统计数据对革命老区乡村产业发展成效及资源情境影

响因素的组合效应进行实证研究，验证资源情境对政府行动逻辑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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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 ｇｅｎ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ｓ ｍｏｒ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ｌｏｇｉ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ｉｊｉｎ ｒ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ｏａｌ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ｙ ｔａｋ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ｗｉｎｄｏｗ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ｌ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ｌ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ｌ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１１，Ｈ７６，Ｏ１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２２ １２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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