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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是我国农村改革中的重要历史性成

果，顺应了我国国情，满足了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

要。新型农村经营体系是我国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农业发

展，通过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的农经营主体，形成的以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为引领，带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共同发展的模式，

共同构建了我国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21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指出，加快健全现代农业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准生

产，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标准“领跑者”。第三次全国农

业普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6 年，全国农村经营单位共

计 204 万个，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村合作社总数为 179

万个，其中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为

91万个，农业经营 20743 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仅占

1.92%，此外全国共有 31422 万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其中从事规模农业经营户生产经营的仅占 4.10%。由此

可见，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仍处在初级的发展阶段。目前，

新型农业经营的相关研究对推动我国的现代化新型农村

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柳江区新型农业经营现状

（一）柳江区农业发展概述

柳江区，地处广西中部，柳州西南面，辖区面积

1773km2，区内以山地为主，平原地区较少。根据柳江

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 2022 年 6月公布的数据，柳江区

水资源总量为 16.05 亿立方米，境内中小型水库共计 23

座，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 2.84 万公顷。全区耕地面积

为 4.11 万公顷，其中包括 1.58 万公顷的水田。柳江区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炎热，冬短不寒，日照充足，

雨季充沛，无霜期长，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截至 2021

年 6月，柳江区桑园面积为 6.8 万亩，蔬菜完成播种面

积 24.3 万亩（含复种），总产量 42.86 万吨。重点做好

“稻田综合种养”推广工作，全区已逐步形成“低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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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农业经营发展现状

截至 2022 年，柳州市全市登记的农民农业合作社

共计 4627 家，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973 家。而根据

柳江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 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76.59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 46.51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以第三产业为主，占总比的 78.3%，而第

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 3.27%。截至 2020 年，全

区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到 14家（自治

区级 1家、市级 14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685 家

（国家级示范社 1家、自治区级示范社 6家、市级示

范社 18家），家庭农场 89家。适度规模经营呈现新局

面，全区流转土地 10.92 万亩。50亩以上果园规模经营

户达 150 多户，规模经营面积 3.7 万亩，实现了组织化

生产行政村全覆盖。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工程，

培育发展在水稻、蔬菜、水果、桑蚕、农电商等产业领

域的新农人，推动农业农村事业发展，五年累计培育职

业农民 1182 人。同时柳江区还积极打造高品质现代化

新型农业示范园区，包括“乡约偶遇”田园综合体示范

板样项目、成团镇鲁比村“鲁比葡萄”核心种植区等。

2022 年 6月 23 日，柳州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联合发布

的《关于开展第一届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评选推荐

的通知》中，33个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先进集体

推荐名额中，柳江区新型经营主体占 1个。截至 2021

年 6月，柳江区共农机具 5525 台（套），完成机耕面

积 12593hm2，占全区耕地面积的 30.66%，其中包括水

稻机耕面积 6261hm2，甘蔗机耕面积 977hm2，玉米机耕

面积 1001hm2，花生机耕面积 230hm2，其他机耕面积

4124hm2。

二、柳江区新型农业经营的问题及成因

（一）柳江区新型农业经营问题

1.龙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范围小。无论是“百

朋荷苑”田园综合体示范板样项目、成团镇鲁比村“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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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葡萄”核心种植区等龙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是以

生产农业的初级产品居多，包括定山皇菊、香葱、莲

藕、葡萄等优质特产。尽管在桑蚕业有汇利丰蚕丝有限

公司等龙头企业带动，但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是以

加工初级农产品为主，农产品的加工率低，深加工更严

重不足，产品技术含量低，创新性不强，普遍存在产品

的附加值不高等情况。目前柳江区新型农业主体的规模

相对较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对较弱，尤其是核心竞

争力，对周边地区的基础农业带动能力严重不足，辐射

范围小。尤其是在缺乏品牌意识，对农产品的精加工、

包装、产品设计等相对欠缺的情况下，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资源整合能力明显不足，并进一步削弱了当地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力。

2.新型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2006 年，随着

“东桑西移”的浪潮的推动，广西全区的桑蚕业也随之

快速发展，当地为推动当地的桑蚕业打造，力争扩大种

桑面积 7万亩，使全县桑园达到 12万亩以上。而目前

柳江区桑园面积只有 6.8 万亩。由此可见当地的农业比

较容易受到经济市场的影响，加上有些项目在规划和布

局上，缺乏科学性的统筹规划，增加了一些项目开发的

无序性和重叠性，产业的稳定性相对较差，且产品多以

初级产品为主，核心竞争力小，致使农产品的稳定性

差。此外，目前柳江区的农产品的附加值低，产业链不

够完成，行业缺乏深度融合，延伸价值、产品溢价等明

显不足的情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新型农业经营的动

力明显不足，积极性较低。

3.新型农业经营成本高。目前的经营模式多以粗放

型为主，经营效果不理想，根据相关数据，柳江区机耕

面积只占全区耕地面积的 30.66%，新型农业现代化设备

和技术的投入严重不足。由于推动新型农业经营是基于

现代化先进农业生产设备和技术来进行生产经营的，但

先进设备和技术的投入，不仅需要的是物力，对人才素

质的要求也随之变高，这直接导致新型农业的成本的增

高。而根据 2021 年柳江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柳江区

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 3.27%，而第三产业却占

总比的 78.3%，是第一产业的将近 24倍，第一产业的固

定资产投入明显不足。这就促使当地对新型农业的投资

和经营难以维持，新型农业的基建项目投资减少，机械

设备的更新和现代化农业生产和加工机械设备、技术的

投入减少，无形中就会降低农户对新型农业经营的积极

性，并进一步阻碍了新型农业经营的正常运行，不利于

乡村振兴的发展。

（二）原因分析

1.土地及地理环境的制约。柳江区的辖区面积为

1773hm2，占整个柳州市的 9.53%，地势以西部高，中

部低平，以山地为主，平原地区较少。根据柳州市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1 年，柳州市的耕地面积有

39.96 万公顷，而柳江区的耕地面积为 4.11 万公顷，占

整个柳州市总比的 10.29%。地理环境和土地作为农业生

产与发展的重要元素，同时也对新型农业经营产生直接

的影响。由于新型农业属于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

机械化的管理模式，这就对地理环境和土地有了更高的

要求，比如土地需要选择在更加平缓、连片的土地才能

够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备运用到新型农业的规模化生

产和经营中。然而，目前柳江区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

响，山多地少，并阻碍了现代化设备的投入使用。此外

在部分地区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不规范、农户对土地的

相关政策理解不透彻等情况，最终促使农村的土地流转

以及规模化新型农业经营成为难题。

2.行业管理不规范。目前柳江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包括目前比较有规模的百朋荷苑、汇利丰蚕丝有限

公司等这些龙头企业都能建立基本的现代化经营和管理

制度，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代化管理都相对规

范。但目前柳江区的农村农业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家庭

承包经营的方式来进行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些众多的家

庭农场，甚至是部分农村合作社仍存在管理机制不完

善、内部管理混乱等情况，缺乏科学的现代化管理理

念，责任划分不明确，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

中，缺乏自律性，再加上当地的农业管理措施不到位，

行业管理不规范，促使新型农业经营效果不明显。

3.扶持政策不完善及融资难。根据柳江区目前的新

型农业经营的现状分析发现，目前当地政府针对当地的

新型农业经营的扶持政策并不完善。尽管当地政府也为

推动柳江农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走访、讲堂的设置

等方式作为政府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沟通的桥梁，但随

着进入的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农建设用地审批难，

在一定程度上顿挫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此外

由于扶持力度不够，政策不明确，致使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存在融资难等问题。最后，新型农业经营需要大量

的既懂技术又懂营销、管理和经营的复合型人才，而具

备高素质的复合人才也往往不愿意投身到农村农业生产

经营活动中，这就进一步阻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

做强。

三、推动柳江区新型农业经营和发展的策略

（一）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当地政府及相关的部门应结合柳江区的环境条件，

建立符合当地并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比如农村生态

旅游、农业深加工产业等，提升品牌意识，通过当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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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的升级，深度挖掘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及相应的附

加值，提高农业产品的延伸价值，并带动整个地区新型

农业的发展。通过积极引导，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

“企业+农户”“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农

户”等多种形式的产业经营模式，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

度，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此外，充分利

用线上联合线下的经营模式，打造出柳江区特色品牌，

比如藕粉、蚕丝制品等，在实现新型农业产业升级的

同时，更让当地的农户享受到新型农业经营所带来的

红利。

（二）规范行业管理和推动人才战略的实施

首先，对当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管理政策进行

建立和完善，为当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良好的

经营环境。其次要不断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成，鼓

励集约化、规模化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对于粗放型产

能及生产条件不充足的农业经营应及时进行淘汰，完善

优胜劣汰机制，实现新型农业经营的规范化管理。在推

动农村新兴产业包括生态旅游产业等的发展过程中，应

结合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当地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建

设，包括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为新型农业经营奠定

基础。最后要启动人才计划，通过吸纳能管理、懂技

术、善营销的复合型人才来助力当地的新型农业经营及

新型农村产业的发展。

（三）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针对融资难等问题，当地相关部门应结合新型农业

经营的特点和发展需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领域，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农业金融产品，加大对农业尤其

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再者，可以通过

创新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包括合作制、股份制等，让农

户能够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股东之一，不仅有效提

升农户对新型农业经营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够缓解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压力，并有效推动新型农业产业的

发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柳江区新型农业经营中存在的龙头

企业辐射范围小、新型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运营

成本高等问题，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联结机制，以“企

业+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的产业经营模式，推进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积极规范新型农业行业

管理规范，推动人才战略，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农业

金融产品以及加大新型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等措施的实

施，才能够有效推动柳江区新型农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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