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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are not only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
agement, but also the key to solve the “No one on farming” problem in the village.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analysis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needed by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with the discussion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social status, land circul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etc., hoping that could help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professional farmers in our coun-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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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也是解决农村“无人种地”问题的关键。本文从分析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所需的外部环境入手，从社会地位、土地流转、公共服务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够

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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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越来越快，迫切的需要大量地能够掌握现代科技和经济管理方法的新

型职业农民来从事农业相关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从 2012 年首次提出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后，我

国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五年聚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农民作为现代新型农业生产和经

营的主体，其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快慢，也关系到自身收入水平的高低。农民素质的

陶铸，端赖教育，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势在必行。 
新型职业农民，不同于传统农民，是充分的进入市场，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涵养以及专业技能水平，

能够与时俱进，将从事农业作为自身长期职业并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报酬的农业从业人员[1]。新型职业

农民作为近几年的新兴职业，尽管我国给予很大的重视，但是培育好新型职业农民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完成的，还存在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国内多个地区认识不到位，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机制不健

全，没有形成合力；措施不完善，制度建设较为滞后[2]等。要想培育出符合现代需要的优质新型职业农

民，就需要创造出特定的社会环境，目前来说，为了促进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需要构建以下五个方面

的外部环境条件。 

2. 新型职业农民外部环境构建 

2.1. 充分的社会地位尊重 

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在社会中享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益、自由权及其他各种权利。在中国传统

社会结构中所谓的“士农工商”就是古人按照各个领域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来排列的。从社会地位来看，

在以农业为人民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不仅仅是人们谋生的最基本手段，而且也是历代统治者赖以统治

的社会根基。农耕就是生活富裕的来源。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来说，农民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中的其他阶

层的社会地位相等，但事实上，我国农民名义上在社会中的地位远远低于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要使我

国农民的切身利益的得到保障以及给予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让每一位农民拥有公正的待遇，才能够使

我国经济社会秩序井然[3]。 
如今，每年春节前后，无论我们在旅途中或者电视前，都可以见到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内人山人海的

农民工队伍，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相关资料显示，截止 2015 年我国的农民工共有 2.74 亿

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8 亿人，月平均收入 2864 元，他们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这些人们之所

以远离家乡，离开自己深爱的土地而走上遥远的风餐露宿的打工之路，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农耕收

获的不确定性以及农村生活条件的艰苦，农民向往着城市能够提供给他们的相对稳定的收入以及方便的

生活教育环境。于是，去往城市，成为了许多农民的心愿，而许多农村的孩子也通过努力学习想要脱离



王钰，陈沁园 
 

 
539 

农村来到城市上学以及就业，“农民”的社会地位便日益下滑[4]。 
我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充分认识到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恐怕应该是提升新农民

的形象和素质。在社会不断进步的环境下，应该与时俱进，淘汰掉不合时的人群，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新型农民，要摒弃从前的对待农民的看法和观念，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农民问题，接受现代化的农业发

展，学习运用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而要想提升农民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像如今部分人倡导的更换称呼

那么简单，而是应该从根本入手，一是要增强各级政府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做好

宏观调控，改善“谷贱伤农”的现象；二是要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基础设施，让农村拥有另一种风貌；

三是注重农村如今未成年人的文化教育，循序渐进地缩小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的差距，让农村拥有能力

较强的下一代。所以，想要更多的人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就要重视农民的作用，提升农民的素

质和社会地位，塑造农民的良好形象，营造尊重农民，支持农民的良好氛围。 

2.2. 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 

土地问题是我国农民在其生产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本质上就是农

民的土地权益的调整。当前，我国农村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 8 亩，这样的规模显然不能够产生效益

最大化，对于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吸引力不强，不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农业生产经营中去。因此，必

须积极引导土地进行有序流转，搭建好其流转平台，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才能培育好新型职业农

民[5]。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不再依靠土地获取收入，据《中国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已从 1991 年的 21.4%增加到

2014 年的 43%，这表明土地已不再是农村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渠道。这为我国推进土地流转，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创造了良好条件，较大的规模经营是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有利条件。 
首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要想要我国土地能够有序正常地流转，清晰的

土地产权制度至关重要，应该赋予农民稳定而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不仅有利于农民拥有稳定的收

益，免除农民因流转土地而担心失去土地产权的顾虑，可以有效的增加投资，增加农业收益，也有利于

农民能够和其他农村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建立稳定的土地流转关系。与此同吋，还应该赋予农民、农村集

体对土地使用的监管权，以防止许多可利用土地被他人随意改变用途或者遭到弃耕和荒废。 
其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多样化的土地流转模式。我国当前土地流转以农户为基本单位，以市

场手段为主，以政府调节手段为辅的流转模式。为了推进土地流转，吸引有资本、有能力、又愿致力于

农业发展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来，还应该不同地区根据不同条件，采用相应的土地

流转模式。因此，农村土地既可以在农户间流转，在保证土地使用性质不变的条件下，也可以在农户与

各农村经济组织，尤其是家庭农场、农民自发形成的农业股份制公司、农业合伙制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间流转。农村土地的流转与集中，也应该从土地效益较低的地方向土地效益较高的地方流转，逐步

实现规模最优化。 
最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良好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政府部门应该立足于农村发展要求，努力

满足农民的需求，积极为农民提供土地流转相关的信息传播与指导教育；并且逐步完善在流转过程当中，

如何信息更好的收集、处理及存储，让农村的电子信息化水平得到提高，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有效

的支撑。同时，在保障土地集体所有、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不改变原本耕地用途的前提下，积

极鼓励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 

2.3. 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除了提高农业产品的收益以外，缩小城乡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巨大差距也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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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我国农村不论是在饮水、电力、道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上，还是在上学、就医和文化生活等公共

服务水平上，与城市还存在巨大差距。例如：据新闻报道，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

例为 82%，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为 76%，虽然农村供水保证程度和水质合格率均有大幅提高，但仍有部

分农民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安全标准。据腾讯新闻报道，至 2016 年，城镇的养老保障覆盖率达 80%左右，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金平均每月 3174.69 元，城镇居民平均为 1387.2 元，而农村的覆盖率只有 30%左右，

每月的养老金平均只有 141.21 元。第三次全国卫生普查显示，获得医疗保障的城市居民有 55.3%，而农

村居民仅有 21.0%，并且农村卫生的可及性差。长期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导致我国对农村的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较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 
农村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生产性设施和生活性设施。生产性设施建设方面，一是对农业生

产水平起决定性作用的农田水利设施状况应日渐完善，包括对土壤改良的中低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

设施，水利灌概设施等。二是职业农民原材料的采购、农产品的销售等所需的农村交通应该较为畅通，

包括村庄的道路以及车站、码头、桥梁等设施。三是职业农民生产经营中需要快捷、方便的获取各类信

息，因此农村对通讯网络也应有基本要求，包括覆盖互联网、电视、广播等信息业务以及邮政、电信等

通讯设施。也应该增强职业农民的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电力、燃气等能源供应，一是应保障农民居民基

本的饮水安全。二是为了促进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给职业农民一个良好的安居环境，应建好包括污

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农村生产环境治理工程。三是为了丰富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应提供教育、娱

乐的相关场所和设施。 
加强农村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既能有效降低农民在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提高他们的经济

收入，也能增强农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降低自然灾害的成灾率，国家高度重视的同时，农民也应维

护和充分利用好已有的农业服务设施。把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村，让农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

基础设施，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2.4. 系统的职业培训体系 

现代农业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劳动者。从我国当前的农村情况来看，农业劳动

力的文化程度偏低，绝大多数的农民仍属于体力型和经验型[6]。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至

2013 年，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当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10.01%，与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差甚远。所

以，职业教育培训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非常关键的环节。虽然目前我国农民教育培训已经得到重视并且

取得了一些实效，但其培育结果并不能完全跟上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仍需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体系。 
首先，应给予充足的教学资源。由于我国大部分农村居民构成复杂以及对于职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

使职业农民教育不能完全满足其实际需要。所以应给予受训者充足的教学资源，以满足受训者不同需求。

从培育规模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应能够同时满足大规模和小规模职业农民培育的需要，覆盖面要大，

培育形式要灵活多样化。从培育群体看，除了对农村大中专以下毕业生开展农业理论和实践的普及性教

育，提升农村青年素质；也应对种养大户、农业服务人员、农业企业骨干人员等进行专业技能和创业培

训，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提升他们的职业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 
其次，建立优秀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农民职业培训的师资力量较弱，大部分文化水平高的教师却

都缺乏相关实践经验，对农村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较少，导致在培训过程中的知识结构单一，而培训

教师也缺乏连续性，更换频繁，使得培训的质量和效果都不尽理想[7]。所以，为了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教育的成果，各省的农民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应等同其他高校生平均教育经费支出。师资队伍

除了结构和数量合理，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水平，也应了解农村实际状况，具有实践经验，对农民灌输

文化知识的同时，讲授现代农业实用的技术，理论联系实际，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提高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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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积极性。 
最后，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对于保证培训质量方面，国外施行了严格的考试和认证制度，一般会有

1%~2%的淘汰率，为农民培训建立了统一目标，也为监督评估提供了统一标准[8]。因此，为职业农民的

培训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综合指标体系，有利于评估其培训现状，为提高培训质量，合理安排和改进培

训规划提供评估依据[9]。一是建立信息反馈和长效跟踪制度，采用电话、互联网或调查问卷的形式及时

收集受训者的反馈，以便不断修改完善培育方案，提高总体的培训效率。二是基于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

水平，有针对性地制定受训者的评价标准，从能力、规模、收入、示范作用等方面进行衡量，科学地对

农民进行资格认定。三是建立新型职业农民的考核认证制度。应吸引那些已经持有资格证书的职业农民

农民到相关部门进行报道，承诺给予其适度的奖赏优惠或者经济补贴。每过一段时间用笔试、面试等方

法来检查对方的素质和能力是否合格，使每位职业农民能通过不断学习来完善自身专业能力。 

2.5. 通畅的城乡要素流动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多

是发展迅速更具现代化特点的大型工业，而农村则是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的各方面如生活设施、

服务、教育等发达，农村却落后很多；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比农村高出很多；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

众多等。二元社会结构不仅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也限制城市人才流向农业和农村。由于城市的发展

机会多，生活条件以及社会保障优越，许多农民对于城市生活充满了美好向往，故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

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据我国统计局数据显示，至 2015 年，我国共有农民工 27,747 万人，比上

年增长 1.3%。其中，外出农民工就有 16,884 万人，增长了 0.4%；本地农民工 10,863 万人，增长 2.7%。

但是，由于农村的条件较为艰苦，加上中国近代以来农民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使得大部分城市居民不

愿踏入农村，甚至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也不愿回乡创业，这使人才的回流十分缓慢，所以出现了诸如农

村无人种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等问题。 
要培育好新型职业农民，就必须转变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让城乡要素流动变得通畅。在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过程中，人力资源的流动是一个重要环节。其必然带动我国其他要素的流动，一方面应鼓励优

秀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成为城镇居民；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城镇居民尤其是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人

群来农村参与建设，也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如此良性的循环有利于让更多的高素质人群成为农村居民，

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运用他们的高等文化知识和掌握的现代农业科技，提高农村经济，以缩小城市

与农村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在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过程中，也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以及

补贴制度引导更多的城镇居民进入农村，加快培育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步伐，巩固农业在我国的基础地

位。 

3. 结论 

虽然我国目前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势头较好，队伍日渐壮大，但是针对我国的国情来说，还是有很

长的路要走，且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从以上五个方面构建完善的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环境，给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建立一个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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