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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发展地方特色产
业，实施“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下，要充分认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以尤溪县
为例，探讨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
及解决方案。

一、发展现状
（一）整体数量快速增长
尤溪县现有农户 9.99 万户，人口 45.3 万人，劳动力

资源 26.56 万人。截至 2020 年底，全县共有各类专业大
户 1023 户，其中种植类 672 户，养殖类 351 户，总经营
面积 5.47 万亩，占适度规模经营面积的 32.4%。家庭农场
由 2013 年的 19 家发展到 2020 年 428 家，比增 22.5 倍。
合作社由 2011 年的 212 家发展到 2020 年 822 家，比增 3.9
倍，其中种植类 347 家、林业类 261 家、畜牧类 81 家、
渔业类 29 家、农机植保等服务类 104 家。农业企业 1637
家，其中各类公司 438 家、个体工商户 1199 家。

（二）发展模式趋向多元
由种植大户、农村经纪人和大学生返乡创业等农村能

人牵头的合作社比重明显增加，呈现出合作社成员跨村跨
乡发展的良好势头。从土地获取方式看，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主要以承包、租赁、入股等方式获得。从资金来源看，
主要有个人投资、合伙投资、股份合作和实物入股等。从
经营领域看，呈现出粮油、蔬菜、水果、茶叶、林竹、药
材和畜禽水产等多领域发展，特别是助推了食用菌、两茶
（茶叶、油茶）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通过有关部门业务
技术指导、规程种植和规范发展，加快了“五新”技术推
广、新品种应用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创新和完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产业由传
统小农户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特
色农业转变，提升了各类主体对小农户的示范带动作用，
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利益纽带关系，促进共同发展。

（三）培育质量不断提高
从原来的产销对接型逐步向产加销服融合型发展，很

多合作社、家庭家场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开展三品认
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和QS认证，已经逐渐成为标准化
生产和品牌化经营的主体。多数合作社的内部管理制度较
为完善，较好地体现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宗旨。
2014—2020 年全县共培育各级示范社 157 家，其中：国家
级 4 家、省级 21 家、市级 30 家、县级 54 家。

（三）示范带动效果明显
通过各级示范合作社和示范家庭农场的创建，加强与

大专院校、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通过技术指导、新品种
田间试验、示范基地创建等，加快了农业“五新技术”的
推广应用，有效地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生产方式
的变革，有力地带动当地农户增产增收，示范带动效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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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2020 年，全县合作社统一销售农产品总值达 40980.56
万元，加入合作社农户达 21236 户，实现当年盈余 5200.11
万元，社员人均增收 2448.72 元，入社社员比非社员平均
增收 36%以上，彰显了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四）引领作用持续发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对接市场，根据市场研判及时

组织农产品，严格按绿色、有机等生产要求实行标准化生
产、品牌化销售，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赋码销售和产销
对接，有力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推动了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二、存在的问题
（一）生产要素制约明显
一是土地流转难。其主要原因有：农民惜租心理加

重。近年来，由于种烟、制种、蔬菜种植等效益相对稳
定，农民开始惜租，土地流出户日益减少，土地流转越
来越困难，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难以大面积开展规模化经
营；土地集中或相对连片流转困难，流转的土地多为山垅
田，交通不便，耕作条件差，加上野猪等野兽及鸟类破
坏，种田效益差；受物价上涨和工商资本投入高效益农业
等影响，土地流转价格逐年上涨，目前普遍在每亩 400 元
以上，有的高达近千元，对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经营带来较
大成本压力。二是融资难。农业产业是高投入低产出的产
业，经营初期投入大、产出少，前三年往往收不抵支，多
数主体实力不强，无固定抵（质）押物，很难从银行获得
贷款。三是用工难。会干活、懂干活的农村“老手”大都
上了年纪，体力跟不上，干活效率低，而“农二代”“农三
代”多数不会从事农业生产，雇工难、用工成本高已成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发展质量效益不高
一是组织层次不高。尽管该县农民参合率已超过

90%，但空壳社、挂牌社大量存在，大约只有 1/3 能够发挥
作用。具体表现为规模小，全县年销售超 500 万元的合作
（联）社占比不到 1/5 ；层次低，全县获“三品”认证、
拥有自主注册商标的合作社占比不到 20%，兴办加工实
体、对产品进行深加工的合作社更少。二是内部管理不够
规范。部分农民合作社虽然制定了民主议事制度、财务公
开制度、利益分配制度，但缺乏制度执行力，存在“单人
社”“一股独大”现象。一些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利益联结
呈松散状态，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结算多数是一次性的，
能够实行盈余按比例返还的占比不到 1/3。三是辐射带动能
力弱。大部分农民合作社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主，缺乏专业
人才和科技含量，产品附加值低，对农户缺乏吸引力凝聚
力。

（三）龙头企业实力较弱
一是总体规模偏小。该县各类农业企业发展较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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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规模较小，2/3 以上属于小微企业，竞争力不强。
同时，多数企业产品单一、科技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差，
产业带动能力还有待加强。二是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由于
农产品市场总体供过于求，该县所处区位优势也不明显，
加上农资价格上涨太快和用工成本不断上升，很多农业龙
头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三是融资难度大。宏观经济
方面，银行贷款方面，由于农业龙头企业缺乏有效的抵
（质）押物，融资难、贷款难问题比较突出。

（四）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惠农强农政

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资金扶持、税收减免、贷款
优惠等，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带来了实惠。但由于
新型经营主体的数量逐年增加，“僧多粥少”问题十分突
出，一些政策在执行中还存在着操作困难、落实不到位、
效果不理想等弊端。在金融支持方面，虽然国家成立了农
业担保公司帮助各类主体缓解无抵（质）押物等问题，但
实际操作中由于经营主体处于创业初期，无法估算预期效
益，很难从银行得到信用支持，能得到也只是小额免抵押
授信贷款，利率高、期限短。在财政补贴方面，中央给予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补助相对稳定，但近年来省级以下的
政策扶持力度逐级弱化。

三、相关建议
（一）强化要素保障
一要在政策扶持上，强化细化有关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的政策措施，在项目安排、资金扶持、用地用水
用电、项目配套扶持、信贷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从创新
政策扶持机制上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问题。
二要在项目扶持上，积极争取各级财政的补贴，通过整合
各类支农项目等手段，推进技术改造升级，推动新增补贴
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三要在税收扶持上。对直接从事农
林牧渔业生产加工的新型经营主体，给予免征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契税等税收减免。

（二）加快示范场创建
一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科学确定不同产业、不同类

型家庭农场最佳经营规模，培育一大批产业特色鲜明、经
营规模适度、经济效益明显的特色家庭农场二要按照省、
市、县三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标准，加大创建力度，加强
示范引导，引导家庭农场规范生产经营，加大品牌培育力
度。三要积极组织开展家庭农场示范县创建。

（三）促进合作社规范发展
一要指导合作社完善章程等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内部

治理结构，规范会计核算，实行财务公开，开展盈余分
配，进一步提升规范化水平。二要开展示范带动。支持农
民合作社成员发展茶叶、水果、食用菌、乡村旅游等特色
优势产业。开展“三品一标”和地理标志认证，支持农民
合作社参加各类展销会。支持围绕特色产业开展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让农户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增强农民合
作社服务带动能力。三要促进农民合作社联合与合作。鼓
励以产业为依托开展同业联合、以服务为纽带开展同域联
合，形成一批规模大、效益好、品牌响、影响力大的农民
合作社联合社。

（四）融入新发展业态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

融合的过程，提倡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发展。一要鼓
励扶持龙头企业引入“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物联
网”“卫星遥感”等高新农业技术，强化主导产业，将其产
品做成农产品知名品牌。二要开展与知名电商开展合作，

利用县里建设的电商园条件，加强与阿里巴巴、京东等强
强联合，为品牌农产品走出去插上电商的翅膀。三要加强
与沿海城市合作，积极融入“两大协作区”“闽台产业合
作园”两大平台，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互补合作机
制，积极把沿海的资金、技术、人才引进到尤溪，同时将
尤溪的绿色有机农产品推向沿海。

（五）培育壮大农村“能人”队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应做好人才引进和培育工

作，利用大学生返乡创业，农村能人回流等加大这类高素
质农民的培育力度，让这些懂技术、会管理、善管理的农
村能人引领主体发展。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
涉农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农业技术培训，构建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体系，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和人才成长机制，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一要典型推动。结合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实际，对致富

能力强、带动农户多、示范效果好、发展潜力大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从项目、资金和试点示范等方面予以重点支
持，提升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和信息化建设水平，以
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二要学习推动。组织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法人或主要管理人员参加中央、省举办的各种培训，
加大学习培育力度，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深入生产第一线
实训，学习借鉴发达地区的新做法、新理念与成功经验，
加强引导，做到学以致用。三要指导推动。引导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形
成优势互补、相互融合发展格局。加大农业品牌培育和保
护力度，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打造
茶叶、油茶、金柑、食用菌等特色品牌，带动全县农产品
质量提档升级。

四、结束语
在当前尤溪县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发展地方

特色产业，实施“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下，要充分认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
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加大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府
扶持力度等要素保障，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示范场，示范
社的创建，融入发展新业态，培育壮大农村“能人”队
伍，提升政府服务水平等措施，完善产业经营模式，优化
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进一步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依托自身的产业优势，加强农业“五新”技术推
广应用，充分激发生产要求潜能，从面推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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