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科技 217

产 业发展
CHANYEFAZHAN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以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出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有

助于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环境。然

而，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困

境，需要寻求解决策略。

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性

（一）推动农业现代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备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

理经验，能够更好地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他们不仅

能够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还能够进行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向高质

量、高效益的方向发展。

（二）提高农业竞争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等

方式，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们能够

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通过创新营销模式、开拓市场渠

道等方式，扩大销售市场，增加收益。

（三）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

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富

裕共同发展。

（四）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推动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实现农业增效、产业升级

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将有利于实现农业结构

调整和农业现代化。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中的困境

（一）资金缺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设施建设、

技术改良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往往面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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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缺乏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缺乏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理解和认识，导致金融机构对其

融资信用度不高，社会资本对其投资意愿不强等原因所

致。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经营管理能力不足，

财务管理不规范等也会影响其融资能力。

（二）人才短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具备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

以适应市场需求和管理要求，但是由于人口外流和城市

化进程的影响，农村地区的人才短缺问题比较严重。这

不仅限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也影

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1.人才流失问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许多有技能

和管理经验的人才选择到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导

致农村地区人才短缺。

2.教育水平不高问题。由于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的相

对滞后，很多农村青年缺乏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这使

得他们难以胜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工作。

3.培训机会不足问题。由于农村地区培训机会相对

不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很难得到系统的培训，提高其

专业技能和管理经验。

4.人才流动问题。一些有技能和管理经验的人才可

能在农村地区找不到发展机会，也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其

他企业挖走，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人才招聘和留用

方面遇到困难。

（三）市场不确定性

1.市场需求不稳定。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的产品无法稳定销售，从而影响其

经济收益。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消费者需求不

断变化和市场行情的波动等原因导致。

2.价格波动风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另一个

问题是价格波动风险，这会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市场

价格的不确定性，农产品价格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大

幅度波动，这可能会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润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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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四）政策支持不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政策的支持和

保障，但在现实中，政策支持不足，存在政策不落实、

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五）技术创新困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良，

但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需

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和时间成本，这给经营主体带来较大

的压力。

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相关问题的解决

策略

（一）资金问题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更多的财政政策，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同时加强对农

村金融市场的支持，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同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可以积极参与各种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1.制定财政政策。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财政政

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财政支持。例如，鼓励和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等方式，实现农业增效

和农村经济发展。政府还可以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一定的财政补贴和奖励，促进其发展壮大。

2.提供税收优惠。政府可以通过给予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一定的税收优惠，降低其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促

进其发展壮大。例如，减免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企业

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或者给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

优惠政策，减轻其税收负担。

3.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支持。政府可以加强对农

村金融市场的支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融

资机会。例如，政府可以鼓励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

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同

时鼓励创新金融产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加灵

活多样的融资方式。

4.积极参与融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可以积极参

与各种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

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还可以通过与投资人建

立合作关系，开展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筹集更多的资

金用于扩大生产、改善设备和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

（二）人才问题

首先，政府可以设立农业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国内

外优秀的农业专业人才来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科研

和管理等工作。在引进过程中，政府可以提供一系列的

优惠政策，如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持，以

及税收、创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

才。其次，政府还可以设立奖学金等奖励机制，鼓励更

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投身到农业领域。这些奖学金可以

包括留学、研究、实习等项目，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

农业领域的发展和需求，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实践经

验，为农业领域输送更多的人才。另外，政府还可以通

过培训、实习等方式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管

理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型农业经营的需求。培

训内容可以涵盖农业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

方面，通过实践操作和案例分析等方式提高农业从业人

员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市场问题

政府加强市场监管和扶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更好的市场环境和销售渠道，可以有效解决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面临的销售困境。首先，设立农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可以对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检测和监管，确保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合格。其次，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可以通过品牌打造和推广，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竞

争力。同时，加强农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可以吸引更多

的消费者购买农产品，增加销售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应该积极寻找更多的销售渠道，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通过与农村合作社、农村电商等合作，拓展销售渠道，

提高销售额。除此之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可以通过

开发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销

售收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可以出台相关扶持政

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财政和税收支持，鼓励他

们在农业领域中不断创新和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的转型

升级。

（四）政策支持

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是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

中政策支持不足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来说，政府可

以制定相关扶持政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税收优

惠、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等政策支持，从而降低其创业

成本、提高其生产效率和经营收益。政府可以通过加强

政策宣传，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传达政策信息，解读政

策要求，提高其政策意识和政策参与度，从而更好地发

挥政策的支持作用。

政府可以加强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沟通，深入了

解其需求和困难，及时制定相关政策，给予其帮助和支

持。政府可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使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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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可能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收益不稳定，影响其经营

规模和发展速度。政府可以建立农产品价格保险制度，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险服务，帮助其稳定经营和

规模扩大。

同时，政府可以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建立相关政策

解读平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传达政策信息和要求，

加强对政策的解读和引导，提高其对政策的理解和认

同。政府可以通过举办政策宣讲会、派驻政策宣传员等

方式，加强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使得政策更加贴近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五）技术创新

首先，政府可以设立科技创新基地，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研发场所和技术支持。在基地中，可以配

备高端仪器设备，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服务，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好的研发环境和技术支持。其

次，政府可以鼓励技术成果转化，通过资助和奖励等方

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

力。例如，可以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资金支持，推动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和产业

化。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该积极寻求与科研机构

和大学合作，进行技术合作和交流，不断学习新的技术

和理念，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通过参加科技

交流会、研讨会等活动，与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交流，

加强对农业技术的了解和掌握。同时，可以积极参与科

技创新项目，争取到更多的科技支持和资金支持。

（六）合作发展

首先，合作可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和资源共享。农业

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的组建，可以将众多小

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集合和整合，形成规模效应，

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时，合作可以使得各个农

业经营主体之间共享资源，如土地、资金、设施等，避

免了单一经营主体的资源匮乏问题。其次，合作可以

扩大销售渠道和提高市场竞争力。通过合作，不仅可以

实现规模化生产，还可以共同开发新产品、研究市场需

求等，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此外，合作可以

减少产品的流通成本，扩大销售渠道，增加销售额，提

高市场竞争力。最后，合作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政府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等项目时，通常会鼓励并

支持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的发展。通过

参与这些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与其他产业进行

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共同推进农业现代化

进程。

（七）提高综合素质

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具备专业技能和管理

能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掌握种植、养殖、施肥、防

治病虫害等专业知识，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

管理过程中，需要掌握人员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

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以保证企业的稳定经营和发展。

其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在

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与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等各

方进行沟通，以达成合作、协商价格等目的。沟通能力

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合作效果和竞争力。再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具备市场营销能力。在农产品的

销售过程中，需要了解市场需求、竞争情况和销售渠道

等信息，进行市场分析和销售策略制定，以提高销售额

和市场份额。最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具备财务

管理能力。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需要掌握财务管理知

识，进行预算、成本控制、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工作，以

保证企业的财务状况健康和稳定。

四、结束语

为了有效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培育和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需要政府、企业、农民等多方

面共同努力。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政策、加大资金支持、

引进人才等措施，积极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助力乡村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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