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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核心策略,倚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辐射与融合效用,驱动产

业链、资金链、技术链、人才链及政策链的综合融通,为农业经济注入新活力。针对内在机制与现存挑

战,本研究从优化土地流转、加强资金扶持和提升社会化服务三维度,探索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

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强调了多链融合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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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ies on the economic 

radiation and integration effect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drives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capital chain, technology chain, talent chain and policy chain, and injects new vitality into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view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pecific 

path of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entitie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optimizing land circulation, strengthening capital support and improving socialized service, and 

emphasizes the key role of multi-chain integ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Key words]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istic path; multi-chain 

integration 

 

引言 

农业经济发展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它关乎农业结构改革、

粮食安全、生产优化及产能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和解决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途径。中央连续多年强调农

业现代化建设与经营模式创新,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推

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提供金融服

务、科技创新支持,整合资源如人才、政策及价值链,加深三大

产业融合并挖掘农业潜力,以此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具体策略涉

及集约规模化经营、市场导向的资源整合,强化金融服务体系,

引导人才培养适应市场需求,加速科技应用和创新,以及构建包

含产业、教育、科研和服务主体的协作网络,促进生产要素高效

利用和产业升级,实现技术革新与增值。此过程依靠经济、辐射、

融合功能,促进了产业链、资金链、技术链、人才链和政策链的

综合集成,激活农业经济新增长点。通过价值链重构指导产业链

升级规划,强调技术创新与高附加值环节,结合智能化管理提升

各节点效率,最终达到产业链与价值链的融合提升。整个机制展

现了农业经济发展中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互动与协同发

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实现系统的经济增长。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 

在分析我国农业多链融合的现状及发展策略基础上,指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然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在

实际操作层面仍面临一些限制因素。 

2.1农业发展服务体系不完善 

现代农业发展面临土地流转与资金保障两大挑战,破解难

题需依靠健全和拓展农业产业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龙

头企业,通过资金、资源、信息及人才优势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整

合,并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以推动农业经济。然而,实践中,因市场

波动、经营失误等因素,可能导致利润率下滑、资金链紧张,影响

产业链与资金链的融合,如元宝枫产业链中蒋姑山农林公司案例

所示。此困境反映出配套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

人才培养机制缺失,致专业人才占比低,产业链各环节衔接不畅,

凸显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时所遇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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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科技转化后的应用不足 

现代农业科技成果的供需动力源自市场需求与经济效

益。供应方面,通过科技产品研发转化及产权转让获取经济收

益,或凭借项目吸引政府与社会资助,构成科技供给的双引

擎。需求方面,农业主体追求超额利润,借助科技提升生产效

率与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直接驱动对农业科技的需求,尤其

体现在农民、农业企业和农村对高效生产力体系的追求上。因

此,激发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成为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强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高新技术、设备及现代管理,成为解决这

一困境的关键所在。 

2.3相关政策缺乏普及 

教育与市场经济机制衔接不紧密,导致创新与经济活动脱

节,具体体现在两方面问题：首先,经济活动对创新指引不足,

致使创业盲目无序,创新成果零散重复,资源浪费严重；其次,

创新缺乏经济实践支撑,转化率低,创新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影

响农业的创新力、整合能力和竞争力。创新链对农业产业链延

伸的制约表现在技术瓶颈限制新业态农业发展,影响产品规模、

质量和区域品牌建设,及创新能力集中在农业服务而忽视育种

等核心技术研发,加剧了农业产业升级的难度。 

2.4人才短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中遭遇的人才短缺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高层次管理与技术人才匮

乏：农业现代化要求具备现代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复合

型人才,但这类人才相对稀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高层次的管

理人才和技术专家难以引进和留住。(2)乡土人才培育不足：虽

然认识到乡土人才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但乡土人才的系统性

培养和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导致乡土人才的发掘、培养和利用不

足。(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滞后：随着农业向规模化、专业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对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日益增长,但相应的教

育培训体系和认证机制尚不完善,不能满足快速变化的市场需

求。(4)人才结构不合理：农业人才在地域、行业、层次分布上

存在不均衡,高端科研人才集中在城市和高等级农业机构,而基

层和一线农业生产领域缺乏适用性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5)吸引力不足：相较于其他行业,农业领域对青年人才的吸引

力有限,薪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和社会认可度等因素导致人才

流失严重,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不愿投身农业。(6)继续教育与培

训体系不健全：农业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有限,

难以适应新技术、新理念的快速更新,影响了农业整体的创新能

力和生产效率。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面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需要采取一系列策略来克服困境并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关键

措施包括：明确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建立综合创新服务平台以促

进技术与信息交流,改善金融服务系统以解决资金难题,加强人

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以确保人力资源充足,以及优化相关政策服

务体系以创造有利环境。这些措施共同构建了一个以产业、创

新、资金、人才和政策为一体的“多链融合”体系,旨在挖掘农

业潜力、激发增长活力、提升发展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并促成

农业经济的成功转型与升级。 

3.1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实现土地流转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充分发挥其效能

的关键环节,因此,建立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至关重要。具体实

施策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规范交易与完善制度：为了解

决农村土地承包地块面积界定不明晰、登记簿不健全等问题,

需严格执行中央农村改革政策,健全农村土地承包、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及农业承包合同管理制度。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条例,

为解决农民土地承包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减少产

权纠纷,确保流转过程顺畅。另一方面是推动流转方式多样化：

为了提高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首先应对当前土地流转现

状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向农民普及法律和经济知识,创

新并推广多种土地流转模式,适应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增加农

民收入渠道,促进农业经济效率与效益的提升。 

3.2加强资金支持 

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完善金融服务,具体措施包括：(1)

设立涉农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政府税收中有固定比例专用于农

业,并严格监管资金流向；(2)政府引领构建资金整合平台,通过

激励措施吸引多方资本投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与银行协

作拓宽信贷渠道、降低贷款成本并放宽抵押条件,促进资金高效

整合；(3)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进一步扶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这些措施共同致力于增强农业经济

的资金获取能力和运营稳定性。 

3.3完善农业社会化体系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涉及多个层面的策略和措施,旨

在通过提供全面、高效的专业服务,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

展。有以下要求：(1)政策与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

规,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包括明确服务标

准、监管机制及权益保护措施。(2)资金与财税支持：建立稳定

的政府财政投入机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

实施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入。(3)

金融服务创新：拓宽农业融资渠道,降低贷款门槛和利率,扩大

可接受的抵押物范围；引入保险机制,分散农业经营风险,保障

农业企业和农户利益。(4)土地流转与整合：规范土地流转市场,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确保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5)科技与教育支持：加

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开展农民教育

与培训,提升农业从业者技能和管理水平。(6)市场信息与服务

对接：建立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提供市场动态、价格信息、技术

咨询等服务,帮助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时调整生产决策。

(7)多元化服务供给：根据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耕

种、植保、收获、加工、销售等全程或单项服务,促进产业链条

延伸与价值提升。(8)服务平台与组织建设：构建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体系,包括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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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形成服务网络。(9)环境保护与绿色转型：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环保技术与服务,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 

3.4产业链结合 

3.4.1产业链整合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策略,它涉及到将农业生产与其上下游环节,即加

工、物流和销售等阶段紧密结合,形成一个从原料生产到最终

消费市场的完整链条。这一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不仅限于传统

的农作物种植或养殖活动,而是扩展到了农产品的价值增值

全过程。 

3.4.2通过这种整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直接参与和控

制产品的后续加工步骤,确保产品质量的同时,还能根据市场需

求灵活调整产品形态,增加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在物流

方面,内部化的物流系统能够减少运输成本,提高供应链的效率

和反应速度。至于销售环节,直接对接市场意味着减少了经销商

等中间环节,能够更有效地掌握市场价格信息,获取更高的利润

空间。 

3.4.3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显著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

称问题,提升整个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增强了农业经营主体对市

场波动的抵御能力。对于参与其中的农民而言,这种整合模式通

过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确保农民分享到产业链各环节的

增值收益,从而实现在不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效率

和附加值来增加收入,对推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以及农民增收

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农业经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支撑,其发展是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所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诸如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们通过创新的经营模式和高效的资源配置,直接推动农业产

值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如融资难、技术应用不足、市场对接

不畅、人才短缺及政策支持系统性不强等现实挑战。 

针对这些挑战,提出的策略侧重于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三大核心功能：经济带动作用、辐射影响力以及与其他行业

的融合能力。策略的核心在于促进五大关键链条的深度融合：农

业产业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上下游的无缝对接,提高整

体效率和附加值。 

资金链：改善融资环境,促进资本有效流动,降低农业主体

的融资成本和风险。 

创新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研发与应用,提升农业现

代化水平。 

人才链：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建立多层次的人才梯队,满

足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政策链：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确保政策的有效衔接与落地,

为农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 

这种多链融合的策略,通过深度整合资源与优化配置,不仅

能够促进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的构建,提升农业的整体竞争力,

而且能够激发农业经营模式的持续创新。长远来看,这一系列举

措将为农业经济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加速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进程,确保农业经济与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与繁荣。 

[参考文献] 

[1]吴继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6):189-191. 

[2]薛建良.流转农地经营权稳定性评价:基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视角[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8,(2):63-70. 

[3]杨亦民,叶明欢.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金融支持研究

[J].湖南社会科学,2013,(6):132-134. 

[4]李道亮.农业4.0:即将到来的智能农业时代[J].农学学

报,2018,(8):207-214. 

[5]文龙娇,张珩.数字经济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实现路

径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1,43(11):90-97. 

作者简介： 

刘榄(1997--),女,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助教,研究方

向：农业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