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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淮安区自2013年~2020年成立的902家家庭农场进行调查并分析。结果表明：淮安区家庭农场促

进了当地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突出

问题，如产业结构单一、农场主文化水平偏低、农场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弱。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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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902 family farms established in Huai’an District from 2013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mily farms in Huai’an District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
ment of local planting and breeding industries, and achieved certain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uch as a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or cultural level of farmers, small farm scale, and weak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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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农场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

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20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

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 年)》的通知，要求到 2022 年，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家庭农场数量稳步增加，各级示范家庭农场达到 10 万家，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得到巩

固提升。因此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今后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1]。 
近年来，淮安区充分利用国家农业、畜牧业、林业等优惠政策，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开展特色产业

生产，促进种植业、畜牧业等发展向品牌模式迈进，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目前，已有

902 家家庭农场通过了工商部门注册。 

2. 淮安区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截止 2020 年 9 月底，淮安区家庭农场共有 902 家，由调查资料整理分析(图 1)，家庭农场的产业结

构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种养结合、养殖业(畜牧 + 水产)、其他四种类型(A)，其中种植业占 86.14%，

种养结合、养殖业和其他分别占 8.66%、4.99%和 0.22%；家庭农场主的文化程度主要包括本科、大专、

中专+高中和初中及以下这几种(B)，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场主占比最大，为 67.29%，而本科仅占

0.78%；从家庭农场规模大小分析(C)，发现家庭农场规模小于 13.3 hm2比例为 49.89%，共 450 家，而大于

33.3 hm2以上规模的家庭农场仅为 138 家，比例为：15.29%；从家庭农场成立时间上分析(D)，2017 年以前

成立有 660 家，占 73.17%，2018 年以后成立有 242 家，占 26.83%。 
由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目前淮安区家庭农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2.1. 家庭农场以种植业(粮食)为主，产业结构较单一 

如图 1(A)所示，家庭农场主要以种植业、种养结合为主，902 家中 777 家是种植业，养殖业 45 家，

其他事 2 家，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多数家庭农场以种植稻麦为主，尽管农场主是长期从事种植业，在这

方面经验丰富，但目前我国粮食价格不稳定，粮食生产效益增长慢，而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这样严

重压缩了种植业家庭农场的利润空间，导致一些种植业家庭农场陷入经营困难，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

大大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发展。 

2.2. 家庭农场农场主的素质偏低 

家庭农场的现代化经营模式本身要求家庭农场需要较高的机械化程度，高科技、现代化的运作模式，

也需要经营者懂技术、能管理、善经营。但淮安区农场主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占 67.29%，本科比

例为 0.78%，家庭农场主作为农民的一部分，可能是农村中素质和意识较好的一部分，但整体受教育水

平还是非常低，农场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农产品科技含量很难提高，产品附加值偏低，经营者只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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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要效益，并不了解国家政策与市场需求，农场主的综合素质不提高，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很难取得

一席之地，利润提升空间不大。淮安区飞鹰家庭农场农场主大学本科毕业，头脑灵活，擅于捕捉市场信

息，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市场信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农场先后被评为“淮安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江苏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amily farms in Huai’an District 
图 1. 淮安区家庭农场发展现状 

2.3. 家庭农场数量多，规模小，现代化程度低 

从 902 家家庭农场统计发现，种植业面积最小为 40 亩，养殖业规模最小为 3 亩，规模小于 200 亩比

例为 49.89%，规模 1000 亩以上仅为 5.76%。经营的规模化可以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机械化，促进农业

产值提升。据农业部一项调查显示，现阶段种粮户的经营规模达到百亩以上时，土地利用率会提高 10%
以上，经济效益会提高 25%以上[2]。此外，农户经营规模提高以后，还会提高我国农业的资本装备水平，

有利于降低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质量。 

2.4. 家庭农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偏低 

家庭农场由于农场主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对风雨变幻的市场知之甚少，其决策经常带有盲目性

和滞后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会受到技术、人才、渠道、市场甚至天气等因素影响，加之农场自身经

济实力弱，资金周转困难等，很难抵御来自各方面的风险。部分具有风险防范意识的农户虽然购买了农

业保险，但险种单一、覆盖面小、理赔困难、赔付额低，对受损农户来讲只能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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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 

3.1. 国家政策引导，地方政府支持 

2020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富民乡村产业”，“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2020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

(2020-2022 年)》，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高

质量发展做出了具体规划。通过制度政策来切实发挥引导、培训、技术、示范、财政、金融、保险等支

持作用，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政府支持不是简单地提供形式上的服务支持，而是针对家庭农场现实

需求来提供精准有效的高质量支持和帮助。国家近几年的利好政策，对家庭农场的提质增效是有极大帮

助的[3]。 

3.2. 家庭农场经营者素质和能力急需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键在于人才，淮安区家庭农场经营者文化水平低下，老龄化问题严重，解决

上述问题可以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方法。家庭农场主“走出去”，加大对家庭农场主的培训，

多观摩、多取经，积极开展农业生产管理技能培训，帮助解决家庭农场生产、加工、经营和管理等一系

列问题，提升家庭农场主个人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而且在培训内容、培训师资、培训渠道、培训方式、

培训时间等方面要有适宜性、针对性和方便性，从而有效提升家庭农场经营者素质和能力[4] [5]。更重要

的是鼓励更多的年轻农业技术人才来家庭农场工作，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工作队伍，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到农业生产队伍中来，家庭农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注入新鲜血液，如淮

安区飞鹰家庭农场和淮安区村官小七家庭农场经营者均是大学生，在科学种养殖、市场分析，产品效率、

品牌建设、规避市场风险等方面都具有示范带动作用[6]。 

3.3. 农业高质量发展，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这应该是家庭农场今后进入良性循环的必由之路，农业高质量发展是适应农业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政府可以引导家庭农场服务联盟，促使农业经营管理在“强强联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规模化。解决

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土地流转、资金、农资、农机、技术及管理等难题。建成“自主自愿、合

作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服务联合体。着力推进农业规模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实现农业

绿色、高效、健康发展[7]。政府应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多元化、多形式、多层次的农业

生产服务组织，做好产前的农资供应、市场信息服务，产中的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协作服务，产后的贮

藏、加工、物流和销售服务等，为家庭农场提供服务保障[8]。 

4. 结论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以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生产体系，对推动农业稳定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需要关于农业的相关部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地方政府支持、强化农场人才培训及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等措施来提高家庭农场发展水平，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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