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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线。西藏农村更加需要加快加强发

展,产业兴旺是突破口并将提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本研究以西藏芒康县藏东珍宝酒业有限公司为例,

系统和较深入探究乡村产业发展从而带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将力图阐释企业如何借用政府政策

引导力、市场决定力和地方特色力为出发点,分析盐井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发展现状及存在

问题,以产业经济学理论为规范,为乡村特色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和意见

建议。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特色企业 

中图分类号：S731.7  文献标识码：A 

 

1 绪论 

1.1研究背景。近年来,全国实施乡

村振兴,2020年盐井地区对于乡村振兴

战略提出了新的政策、制度等方针,并动

员盐井地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

家鼓励因地制宜地找准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路径,加大产业扶贫工作力度,壮大

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大背景下,深度剖析乡村企业发展①。大

力发展葡萄酒产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把盐井地区的葡萄酒产业作为盐井发展

的重要途径。 

1.2研究意义。盐井的葡萄酒产业发

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实现地区产业扶贫与

乡村振兴。葡萄酒产业更好发展对于传统

农业转型、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1.3研究目标。以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为圭臬,盐井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该企业如何

凭借这些优势,通过借助乡村振兴如何

做到可持续发展,力图阐释企业如何借

用政府政策引导力、市场决定力和地方

特色力来发展壮大。 

1.4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文献法

资料来源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查询

国内外书刊、论文、政府文件、网络信

息等方式,以了解当前对研究盐井的方

面及乡村振兴的内容。第二部分是在调

研期间,从当地政府单位提供了关于关

于农业发展基础、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农村新兴产业等方面的纸质资料,

以及村庄概况方面的资料。第三,村委

会、村庄信息公开栏也有很多扶贫资料

的张贴。 

2 文献综述 

在保障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引

进新兴产业,弥补农业发展的经济短板,

创新农民增收方式,最终实现乡村发展、

产业兴旺的新局面,目前我国的精准扶

贫工作之一就是产业扶贫②,三是农村

产业资金投入效用低。关于盐井葡萄酒

的历史研究(保罗,泽勇,2000；)本文试

就天主教在盐井的传教过程、相关历史

事件及其现状。(程昭星,1992；)外国天

主教、基督教势力能广泛渗入西南某些

民族地区,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

这些原因大致主要有：从19世纪幵始,

西方国家的不少传教士竭力试图在西藏

传播天主教,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盐井是

唯一的例外,所以盐井是全国范围内唯

一的中西文化、藏传佛教同西方天主教

文化完美融合的地方。正是盐井独一无

二的宗教文化历史成就了盐井独一无二

的葡萄酒酿造历史。 

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和资源环境,

学界予以了盐井有别于西藏其它乡镇的

更多关注和研究,但深度和系统的经济

社会研究相对匮乏,更加缺乏乡村振兴

战略视野下其科学发展规划及其对区内

外可能的影响研究。 

3 研究内容 

运用访谈法和实地调查采访等相结

合的形式,研究盐井在丰富的葡萄酒自

然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下,研究盐井当

地的葡萄酒企业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的发展现状,以及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相应的对策或建议,带动盐井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发展盐井经济的发展。主

要研究和分解这三个力。政府的政策引

导力：财政、金融和营商环境制度等；

市场决定力分析、地方特色力：资源禀

赋、文化和产品品质等。 

4 对葡萄酒企业的发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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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达美拥企业的现状。公司从

2012年开始探索葡萄产业化发展的道

路。当年就带动当地群众种植葡萄200

余亩。2013年,公司提出“企业+协会+

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企业提供技

术并承诺全部高于市场均价基础上增

加10%收购,协会协调种植、管理、收购

等工作,农户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耕地或

荒地种植。通过从当地农民收购后提供

了3000多吨葡萄,直接为盐井地区增收

达2000万元以上。同时,为强化示范带动

作用,把葡萄产业化做好做实,公司通过

租地,自主建设高原有机酿酒葡萄标准

化种植示范园500余亩,引进十几个葡萄

品种,既开展滴灌、植物防虫等高新技术

示范,又进行普通农家种植试验,探索符

合当地气候环境和耕种习惯的一套葡萄

种植技术,加固产业化根基。 

葡萄酒企业在发展前期就以葡萄酒

的品质为卖点,要确保质量,就必须强化

科技创新。在原材料上,充分挖掘高原严

酷的生态环境,使劣势变为优势,以此为

依托通过建立特殊滴灌、动物防虫、植

物改良土壤等方式,开展世界上最高海

拔的有机葡萄种植。通过良好的耕种技

术,实现了酿酒葡萄生长全过程不施一

滴农药和化肥的目标,使“达美拥”葡萄

酒更健康。2013年,公司已开展有机认证

相关工作,期间该地区葡萄获得评审专

家的一致认可,预计到2016年可获得国

家有机认证。 

在酿制工艺上,在保证100%纯葡萄

汁酿造的前提下,突破传统发酵工艺,自

主探索研发出自然酵母发酵、超低二氧

化硫处理等工艺,直接提取自然酵母,不

添加任何化学添加剂,将现代发酵工艺

与古法发酵相结合,通过自主研发的超

低二氧化硫处理工艺,使葡萄酒中二氧

化硫含量接近0(国家标准为小于等于

250mg/l,国内平均在150mg/l),以此来

最大程度保持葡萄酒的品质。 

在形成从葡萄种植收获到葡萄酒酿

造全过程纯净无污染的同时,逐步打造

酿酒葡萄废料利用,开发葡萄皮渣废料

有机肥,并将该有机肥又施入葡萄园,形

成一个纯天然的循环农业。目前,葡萄皮

渣废料有机肥正在进行试验中,已施入

公司葡萄地的表现效果良好,未来将有

推广的前景。 

4.2当地葡萄酒企业的发展优势。 

4.2.1政府政策引导力。盐井当地的

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是发展达

美拥等中小企业的重要基础,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的发展和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

完善分不开的好的规划和基础设施能够

吸引大批中小企业入驻；政府的财政资

金扶持企业的力度,在一定时期内,应适

当的为企业减轻税负,对企业进行一定

程度的资金扶持,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

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当地带来的更多

的税源,促进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全县财

政收入增长,企业更有财力去推动中小

企业的发展, 

4.2.2市场决定力。销售上,从2009

年较为混乱的零售模式,逐步转变为目

前的经销商销售模式。实现公司-经销商

-客户的销售模式,给销售商充分的利润

空间,通过销售商来实现宣传、物价稳控

等工作,最终卖到消费者手中都是以统

一的价位。现阶段,该企业的销售路径大

致如下三条：葡萄酒—个体批发商(代理

商)—零售商—消费者；葡萄酒—一级批

发商(代理商)—二、三级批发商(代理商)

—零售商—消费者；葡萄酒—零售商—

消费者。 

4.2.3地方特色力。19世纪法国传教

士将葡萄和酿造的葡萄酒技术带到盐井,

几百年来,法国酿酒葡萄技术经过多年

的高原气候的驯化,已经完全适应了盐

井的气候,经过多年种植培育和研究多

种品种,发现“黑珍珠”产出的葡萄酒最

醇香。依附在温泉生活的人们,每家每户

都有酿造葡萄酒的传统和习俗,“泡着温

泉,喝葡萄酒”早已成为他们健康的重要

来源和日常生活中的最大享受。天然环

境优势带来的不仅仅是味觉和健康的享

受,更重要的是孕育出的每一杯葡萄酒

中,你能同时体味到中国西藏文化和法

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和谐。并且从当地

村民“先品尝一小口,后再干一大杯”的

饮用习惯中,就能充分感受到藏族和西

方文化的完美融合。 

5 结论与建议 

5.1强化自身建设,提升龙头实力。

逐步强化庄园建设,在酒厂附近建设百

亩葡萄观赏园,开展葡萄种植示范、葡萄

采摘体验、酿酒体验等,逐渐把企业建造

称为一个集葡萄酒酿造、历史文化展示、

旅游观光等为一体化的酒庄。 

5.2围绕科学发展,让葡萄酒品质不

断提升。进一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加快

科研人才引进,提升综合研究水平。同时,

要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院校的合作,逐步

打造高原葡萄酒研究交流中心,利用高

原优势,强化极限海拔对有机葡萄种植

的影响以及利用所产葡萄酿酒表现力的

研究,包括对人体的影响、葡萄酒成分的

影响、葡萄酒储藏的影响等。真正做到

研发和生产的双促进双提高,不断提升

“达美拥”葡萄酒品质,不断增强西藏盐

井地区葡萄酒研究的学术氛围,真正让

葡萄在这里扎根,让葡萄酒文化在这里

繁衍。 

5.3强化以点带面,打造生态经济。

通过开展高原酿酒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

建立高原滴灌、高原有机循环农业等,

开展高原生态农业展示。进一步开展高

原有机农业循环探索及推广,带动群众

在贫瘠的荒地上种植葡萄,杜绝发生土

地荒废现象,增加绿地面积,使整个生态

系统步入良性循环。另外,随着葡萄产业

化的种植,将会在青藏高原“两江”流域

构筑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景观。以此将

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葡萄承包种

植、葡萄运输等多个创业平台。 

注释： 

①芒康县人民政府网. 

②阳梦华.乡村振兴战略下产业兴旺的实现

路径分析,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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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技术的高速发展促使信息资源以其喷薄之势覆盖全

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人们的智慧、劳动、资金共同投入为代价生成的信息为社会创造源

源不断的成果,推进社会发展有了质的改变,但不容小觑的是,信息在无限传播过程中也被慢慢侵蚀。现

如今,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资源丰富多彩,鱼龙混杂的局面同样存在,随着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观念正逐

渐唤醒人们对智力成果的保护意识——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资源是否能一如既往为全民共享是现阶段

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结合生活中事件,谈谈信息共享过

程中出现的信息保护的难题,力图通过分析找到共享与保护之间的冲突的原因所在,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和解决措施。 

[关键词] 信息资源共享；知识产权；冲突；平衡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1 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的

基本理论 

1.1信息资源与知识产权 

信息资源与知识产权是一体两面

的关系,法律永远是权利的赋予者和

保障者。 

信息资源是一种关乎人的智力产品,

人的因素贯穿始终。概括而言,信息是由

人的意识创作而来,并由人后天加以保

存并同时使用的“精神产物”,其中包含

人的大量有意识的活动,资金的投入以

及其他劳动要素。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社会一片繁荣与昌盛,科技创

新、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都需要

信息资源的填充,信息资源是现代社会

进步最具影响力的要素。 

知识产权系智力成果权,是人有意

识的活动创造的成果,并根据法律的规

定而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具有专有的

特点和强烈的人身属性。我国《宪法》

以根本法的地位确立了知识产权的保

护制度,且《民法通则》《著作权法》、

《商标法》、《专利法》等其他部门法以

法律的形式来保障人们的智力成果。虽

然《民法典》未将知识产权独立成编吸

收,并非是不予重视,相反,由于知识产

权的保护设计面广,程序复杂,专业性

极强,同时涉及民商事法律关系、行政

许可、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等,有必要

对此沿用特别法加以规范,切实保障人

们的智力成果。 

1.2信息资源共享的合理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认为,信

息资源是人类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遵

循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的产物,本属于人

类共同的资本。但是信息资源并非简易

得来,而是在他人付出的种种代价基础

上生成,因此信息资源天生就具有需求

性、稀缺性的特点。 

一开始这种信息只会在小范围内传

播,比如我国西南地区的人民乐于站在

山头高喊着抑扬顿挫的音调,这种音调 

[4]吴成立.民间组织与宗教:藏区乡

村的社会控制——以西藏芒康县盐井纳

西民族乡为例[A].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

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康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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