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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成为
未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出路。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政府层面都在高度重
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工作，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其发展，这引起学术界和社会
的广泛关注。文章对当前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归纳，从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概念、含义，培育和发展方式，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对相
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对全面认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议题、了解当前研究进展以及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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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大提出２０２０年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共同目标，以及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四化”同步发展的道路，其
中农业现代化与否非常关键，而农业经营主体则成
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同年年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概念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

此后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在地方及中央的官方文件中。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
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

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
新”。此外，还 “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中央１
号文件也反复提及并强调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以及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时代意义。２０１７
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
见》中，第一次又明确提出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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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展的政策框架，这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构建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体系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可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鼓励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发展将作为中国未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路径。那么，现有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哪些
类型，将如何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们
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此外，如何在不同
层面上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保障这些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有效发展？这些都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
重要问题。本文将对以往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和
梳理，以期基于对目前研究进行了解的基础上，对
未来相关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涵

农业经营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

加工、销售和服务的任何个人和组织［１］，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关键在于其 “新”，可以说是一个与小
规模、碎片化传统农业经营相对的概念。郭庆海
（２０１３）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家庭承包经营
制的基础上，具有较大规模，生产较为专业，能够
较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组织［２］，唐明霞等 （２０１７）

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从兼业化向专业化、碎
片化向规模化、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型的农业经
营组织［３］。《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中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经营规模大、集
约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有文化
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综上可见，对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含义，虽然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见解，但
都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离不开规模化、集
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科学化这几个方面。这些
特点综合地体现了农业经营主体 “新型”的特征，

这也是区别于中国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标尺［４］。

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构成和分类，学术界
的看法相对统一。陈晓华 （２０１４）从微观角度将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分为３类：①家庭经营，其中包括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②合作经营，包括专业合作
社、土地股份合作社；③公司制经营，包括龙头企
业、专业服务公司［５］。张照新和赵海 （２０１３）则直
接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为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５种

类型［６］。这也是目前学术界通常所理解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不同类型。

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

有学者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日益体现其
强有力的生机与发展潜力，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
重要主体［７］。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中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数量已达２８０万个，其中包括各类家庭农场

８７．７万个 （经农业部门认定的有４１．４万个），每个
种植业家庭农场平均经营的土地面积约１１ｈｍ２；注
册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有１７９．４万个 （其中国家示范
社８　０００ 个），全 国 入 社 农 户 占 农 户总 户 数 的

４４．４％；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超过３８万个，这
些产业化经营组织通过订单合同、合作与股份合作
等方式，带动发展其他１亿多农户，使得这些农户
平均年收入增加３　０００多元。可见，从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数量、规模、质量和结构４个方面来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总体上
看，各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很高，发
展势头较好［５］。这些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可总结为：

经营规模普遍较大，生产技术较先进，管理较规
范［８］，并且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９］。

当前，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部分研究认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发挥农业的外部规
模经济优势来弥补家庭经营内部规模不经济的缺陷，

并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与中国农村现状和农
业发展模式转变高度契合［１０］，家庭农场制度的创新
将会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得到加速发展［１１］。江
飞和王生林 （２０１６）的研究则从价值链的理论视角，

在概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４种主要类型的特征基础
上，初步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并对提升其提出了相应建议［１２］。

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路径

如上所述，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一项
重大而紧迫的任务［１３］。那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该
如何培育，谁来培育？一些学者从宏观政策角度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陈晓华 （２０１４）从政府的角度分
析后明确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
本特征和组织属性，正确处理其与承包经营农户之

—１１—



间的相互关系。另外，还要充分发挥不同经营主体
在不同领域和环节中的优势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点任务，培育土地流转市
场，健全工作引导机制［５］。倪慧和龚春明 （２０１５）

指出，培育的重点应放在处理政策统一性与地区差
异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协调政府、农户、企业三者之
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１４］。周定财和王亚星 （２０１６）

从农地 “三权分置”视域下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素质要求和培育途径，他们认为，要通过外部引
进、内部培育以及协同经营相结合的方式来培育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１５］。其他一些学者则强调指出，目
前政府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政策脱离中国国情，

应该及时进行反思和调整［８］，而调整的关键在于政
府要转变对农业的扶持方式，建立农业经营者的进
入与退出机制，并营造农业创业和就业的良好环
境［１６］，或者是在全面落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
策方面，创新土地制度、规范市场供需关系、充分
利用农业保险［１７］，资本下乡的作用是要带动农民发
展现代农业，而不是替代性地将农民挤出来［１８］。

此外，有学者认为，中国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表征是以承包经营种养大
户和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各
类经营性服务组织为支撑，并且多种生产经营组织
之间共同协作、相互融合［６］。然而，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发展方向，不同学者的立场不尽相同，尚
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提倡，要大力发展家庭农
场［７，１９－２０］，一些学者主张，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
农业企业是中国农业现阶段发展的中坚力量［１６］。其
中，农业专业大户能够体现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

是中国农业基本国情的必然产物［２１］。在当前农村基
本经济制度下，积极培育养殖大户有利于推进农业
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２２］，因为专业大户具
有本土性与开放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就
业难题［２３］。农民合作社可以通过组织创新，为自己
谋福利，带动自身发展同时也发挥辐射作用［２４］。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市场化经济下能够更好地适
应市场环境，应对各种激烈的市场竞争，应发挥先
导作用［２５－２６］。农业企业是连接专业化的小农户和大
市场之间的桥梁［７］，它们可以满足需求、提供社会
化服务［２７］。就此，一些学者强调产业化经营模式的
重要性，包括 “公司＋合作社＋农户”“家庭农场＋

合作社”等［２８－２９］。

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的问题

毋庸置疑，当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

农村社区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方向上呈现出新的方式和路径。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尚处于
培育和成长期，其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进展很不
平衡，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仍然存在［５］。

一些学者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然在融资、

土地流转与获取、社会化服务和人才等方面存在一
些问题、困难和挑战［１６，３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
实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国家相关扶持款项
落实不到位，乱收费，国家相关耕种补贴款的错配，

以及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农业保险体系尚不完
善等诸多问题［１７］。此外，除了近年来存在土地成片
流转难、融资渠道较窄、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
和困难外，还存在新型职业农民群体不足、农业产
业服务滞后和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３１］。一些学者在
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破解一些问题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王建华等 （２０１６）基于对苏南３６３个家
庭农场的考察指出，不同地区家庭农场的发展不能
完全采用照搬模式，要考虑到地域资源和区域发展
的差异性［３２］；在制度供给方面，需要注重多种类型
的社会化组织发展，加快建设法制化农业［３３］；张海
鹏和曲婷婷 （２０１４）则强调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要妥善处理好其对土地连片需求与农户分
散的流转意愿之间的矛盾［３４］。杨慧子 （２０１６）从新
型城镇化的视角，运用城乡一体化理论、人力资本
理论和劳动力流动理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型
城镇化的关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现状以及
当前相关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方式，以期推进城乡
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３５］。

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

除上述研究之外，对于如何培育和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一些学者从资本下乡的视角也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贺雪峰 （２０１３）认为，政府 “一定不
能鼓励更不能支持资本下乡”［３６］，因为资本下乡将
带来 “一种由农户以外的资本力量主导的农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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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样发育起来的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容易
出现 “大农吃小农”的问题［３７］。事实上，这些学者
反对的并非是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反对的是外
来资本进入农业领域［３８］。一些研究指出，以资本下
乡为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现实中还需要
一定的社会基础［３９］，尤其是那些资本式家庭农场和
小资本生产者的产生和兴起更是需要市场需求、农
村土地流转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条
件［４０－４１］。发展家庭农场必须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

切不可照搬照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模式，应
该鼓励适合于中国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特点的 “家庭
农场”［４２］。另外，在发展家庭农场时还需要考虑当
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而不能硬赶农民走［４３］，

需要给小农留下一些发展空间［４４］，尤其是当这些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进行合作发展时，更应该注
意在实践中是否对小农的利益及其土地造成侵害和
破坏［４５］。

６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当前中国学术
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现有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方
法、多主题等的特点，并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
有一定的创新性。从学科角度看，现有研究包括经
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研究视角，研究方
法既有定量也有定性。综合现有研究的观点来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指近年来通过以资本下乡
为特征的土地流转为基础并形成的直接从事第一产
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其中包括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等类型［４６］，

相比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
出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显著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未来农业现代化的一种重
要发展模式，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和发展
推动着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导
力量。如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他们目前的发展现状
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政策、组织、金融支持等方面
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都进行了很好的总结。然而，相
对而言，已有研究对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
效果，例如其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土地生产率、

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对未来土地质
量、农业生产甚至农村发展的影响尚还缺少充分的

论证和评价，尤其是从经验研究层面，还需要进行
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而对于现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在运行过程中对当地的环境 （如水资源、土壤
质量等）、乡村社会结构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尚也缺少
深入的实证研究［４７］。除此之外，在培育和发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还需要充分注意到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内部所存在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因此，

如何做到兼顾规模化与小农生产之间的协同发展、

在鼓励资本下乡之外如何从乡村内部培育和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都应成为未来该领域进行研究
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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