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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开展新农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是我国现阶段

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在面对新时期各项挑

战的必然选择。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施农业经

营主体产业化发展是实现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措

施。因此，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所面临的困境，提出相应对策化解困境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将就此进行研究以期实现现代农业产业的快

速发展。

1　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发展农

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通过进行土地流转或者其他方

式产生了合作社、种粮大户或者家庭农场等新的经营

形式，使得现代农业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发展过

程中，新型经营主体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要

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就这些问

题进行研究。

1.1　人才匮乏，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才

匮乏的情况较为突出。一方面是缺乏当前发展所需的

人才，另一方面是缺乏后续的人才储备。尤其是在一

些条件相对较差的基层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较差，各

项待遇无法满足人才的实际需求，人才流失情况较为

严重。同时，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身吸引力较

弱，这些使得相关人才更倾向于留在收入较高、待遇

较好的大城市。同时一些人才在户籍、土地、社会保

障等方面存在很多制度上的障碍，为人才引进造成了

较为严重的阻碍。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现阶段大部分

的农业生产者尤其是一些大型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的

主要劳动力年龄都超过了五十岁，但是这些人群中希

望子女继续从事该行业的人数寥寥无几。这使得现代

农业的发展缺乏继任者，对农业发展的延续与创新带

来一定隐患。

现代农业发展中，相关基础建设相对滞后。一

个产业的发展通常长都会对硬件设施等产生一定的要

求。尤其是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和种植模式不

断发展，各项配套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农业发

展。主要体现在农业科技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化

发展产生的影响力不足，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现代农业

技术推广较为困难。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有

以下两个方面：①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业人员

对农业科技的认识存在不足。很多种粮大户和家庭农

场的人员只是普通农民，其文化程度和对农业科技对

农业生产产生的推动作用认识不足，这极大地限制了

当前各项科技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应用。②一些基层

农业管理部门在对农业科技进行推广过程中本身的积

极性不足，效果也受到很大限制。基层农技推广队伍

线断人散网破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一些先进的

农业生产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应用，尤其是市县两级

农业技术人员青黄不接的困境已经显现。

1.2　农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内部管理较为

混乱

新型经营主体运作不规范。很多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虽然成立了，但并未制定相关制度，缺乏民主管

理和明确、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有的合作社管理上

不够民主，社员没有真正参与，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

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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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经营主体的服务能力有限。多数合作社内

部合作业务多限于生产技术和信息服务方面，合作层

次低，服务功能较弱，辐射带动能力有限，这使得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抵抗市场变化风险方面的能力较

差，很容易在市场中被淘汰。相对于农业龙头企业有

一定差距。农业龙头企业资本实力较强，因此对于各

项农业新型种植技术或者管理技术的接受和应用能

力，以及应对市场和抗风险能力都比新型经营主体要

高出许多。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和家庭农场主主要以

农民为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合作社的发展缺少

长远规划，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社的长久发展。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化发展的具体措施研究

2.1　强化配套支持，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化

的快速发展

要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化发展，就需要

加强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现阶段产业化

的经营推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

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一方面，政

府部门要强化宣传，使得农民了解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转带来的各项益处，尤其是在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方

面带来的各项好处。另一方面，制定应对解决农民在

流转土地后就业问题的措施，使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支持政府在新形势下的土地政策。此外，要积极拓宽

渠道解决新型经营主体运行中存在的资金问题。鼓励

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缓

解农村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财政资金的

转移支付力度，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

2.2　加强体系建设，吸引人才加盟

正如上文所述，人才是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在现阶段进行农业主

体产业化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解决人才匮乏和人才储备

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通

过建立各种保障制度，使得相关人才在户籍、土地以

及社会保障方面得到有效保障，为现阶段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吸引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要积极引导

返乡创业人员或者大学生等投入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建设的发展事业，依靠现有的优势，积极参与培育一

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经

营主体工作，扩大人才储备。同时，通过加强新农村

建设，改善农村工作、生活环境和条件，吸引人才的

加入。

此外要加强农业科技推广的力度。一方面根据

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农业从业者素质和需求、种植业

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信息传播途径更替以及推广农

业技术的一般规律，立足实际进行农技推广方式创

新、探索和实践。另一方面创新技术传播形式，强化

农技宣传力度。在充分利用电视、集中培训、现场指

导等多种传统的宣传途径，结合乡村大舞台、村庄环

境美化、扶贫车间建设、微信普及、政府和部门服务

热线等媒介，打造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模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

2.3　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实行规范化管理

积极开展规范化管理，尤其是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往松散的、粗放的管理

方式已经不再适合，需要对其开展规范化管理。通过

制定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以实现规范管理和长久发展。

例如，现阶段很多农民通过土地入股的形式同农业龙

头企业合作，产生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实现农民

的分红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必须制定相关制

度予以约束。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自我发展能力。①

拓展服务功能。加强标准化生产，积极推进统一服

务；鼓励农民合作社积极参与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②引导经营主体努力做大做强。鼓励引导基

础较好、产业相同的农民合作社再联合、再合作，组

建联合社，实行信息共享、技术共用，逐步做大做

强，增强开拓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政府部门要通过对经营主体进行政策上的扶持

和资金上的支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抵御市场风

险的能力，实现其快速发展。

3　总结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化发

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相关解决对策进行研究可以

发现，作为当前农业发展的趋势之一，新型经营主体

的发展加速了现代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因此，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才能真正

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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