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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愈发显得重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了农业零散经营、农户

单打独斗局面,使农业走上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道路。该文以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为例,通过对目前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进行粗略分析,探究其发展的不足之处与薄弱环节,进而提出优化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模式的有效策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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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uilding a 

moder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y has solved the problem of scattered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farmers fighting alone, enabling agriculture to embark on a path of large-scale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Gangbei District, Guigang City, Gu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a roug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explore 

their shortcomings and weak links, and propos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and cultivat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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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领导人指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加快培

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是一项重大战略,对于

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意义重大。培育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有效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

题[3]。创新政策扶持可进一步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有利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 

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虽取得显著成

效,但依旧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力不强等问题,面临的

诸多短板和制约依然突出,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要求[1]。从自身发展水平看,基础设施落后、经营规模偏小、

集约化水平不高、产业链条不完整、经营理念不够先进等问题

依然存在。部分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运行不够规范,社会化

服务组织服务能力不足、服务领域拓展不够,农业加工产业链

短。从外部环境看,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融资

难、融资贵、风险高等问题仍然突出,财税、金融、用地等扶

持政策不够具体,倾斜力度不够,部门之间联合指导服务能力亟

待提升。 

1 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 

1.1经营主体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

然在形式上依据法律、法规制定有章程、设立了各项组织机

构和各项制度,但多数在实质上仍为家庭式经营,存在管理随

意化、不规范现象：未按照章程进行分配盈余、提取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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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员代表大会更无实质性召开。在财务管理上依然依照农

村习惯记账：在一个破旧的小本子上记上大概支出。为减少资

金支出,未设有专门财务人员,由代记账公司进行财务报表的报

送。另外,虽然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但真正具有

实力的不多,尤其疫情过后,可谓大浪淘沙,依然坚挺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数量不多。部分农户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的目的不纯,有获取国家扶持资金和优惠政策的期望,如果期

望落空,就不再经营。 

1.2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受限 

当前,农村可供质押融资的财产几乎没有,农商行现推出的

“信用贷款”虽然不用质押,但额度较小,一般为10万元—30万

元,金融部门也推出了“创业贷”等名单制产品,但在实践中并

不受农户欢迎：门槛高、金额少,对经营主体的发展杯水车薪。

深层原因：一是农村土地、房产等资产交易难、价值不容易评

估,导致金融部门处置融资风险增高。二是农业本身的性质导致

融资难。农业受天气、市场等因素影响较大,其经营效益存在诸

多不可预见性,导致金融部门对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极为谨慎,

如某些农业担保公司和银行,只是对一些稳赚不赔的行业进

行担保和贷款。另外,农业保险费率高、保赔手续繁琐、保赔

速度慢等导致各涉农主体对农业保险期望值下降。近几年受成

本、天气、市场等因素叠加影响,多数农业企业生存艰难：某些

农业企业不敢再进行投资,担心投资落空；某些农业企业在亏损

中运营等。 

 

图1 广西贵港市湘牧人养殖专业合作社蛋鸡养殖间 

1.3经营主体的设施用地受限 

当前国家在土地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严格措施：严格保护

耕地,控制非农建设占用农用地。现实中,非农地的使用也会受

到限制。据了解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为了更好地开展生产,需要在田间建造一些设施：农机具

仓库、冷库、休息室等,但受到耕地管控而无法实施。据了解,

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收割机、插秧机等20多台农机而无处

停放,想在闲置的老宅基地上建设机库也无法实现,只能将20多

台农机分散停放。 

 

图2 某些农机合作社的农机只能“见缝插针”找地方临时放置 

1.4经营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及法制观念有待加强 

一些经营主体信用意识不强,相关惩戒体系相对滞后。尽管

国家已经在大力推进征信体系建设,但农民失信违约的成本相

对较小,这也在无形中滋长了某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者不

守信、不合规的不良信用风气。因为征信不符合金融机构贷款

要求而被拒之门外的涉农主体不在少数。据了解,部分经营主体

已具备还贷能力却一直拖欠不还,给金融部门工作带来很大麻

烦,从而导致金融部门放贷更为谨慎。 

1.5经营主体的荣誉观念逐渐淡薄 

多年以来,农业部门每年进行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示

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被评上示范的农业经

营主体也有一定的奖励扶持,这个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水平和发展质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尤

其是疫情之后,随着扶持资金的减少甚至没有,加上示范合作

社、示范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的评选要交申报材料,申报材

料既费心思又花钱,经营主体参与评选示范的积极性也随之降

低,荣誉证书和奖牌对他们来说都不如扶持资金重要,这一现象

的出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2 一些建议 

2.1健全财务管理,提高规范管理 

健全财务核算管理和强化项目资金管理；以《农民专业合

作社会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制度》为重点内容,加大

对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和财务人员的指导和培训力度；大力推广

农业农村部推介的财务软件；探索建立金融顾问制度,明确由主

办银行成立顾问团队“一对一”顾问辅导,对有融资需求的经营

主体,帮助规范财务管理,满足多样化金融需求。 

2.2提供担保增信,拓宽抵质押物范围 

建立农村产权抵质押物价值评估、流转交易、处置、风险

分担等全流程配套服务。一方面,各金融机构研究和开发符合本

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信贷品种,尤其是要开发针

对风险较大的农业行业的信贷品种。另一方面,推进农村抵押担

保方式创新,让农业农村更多的财产物有所值进入抵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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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农村动产质押、应收账款质押,农机具抵押、活体畜禽抵押

以及农业设施等抵质押融资等。农业担保公司要研究安全担保

措施,扩大担保范围,而不是消极避开农业领域某些高风险的行

业不进行担保。 

2.3规范设施用地,为经营者提供更多便利 

限制经营主体在经营场地建造仓库、冷库等设施会给经营

者带来诸多不便：增加经营成本、浪费时间等。据了解,多数合

作社、家庭农场有在田间地头建设冷库的意愿,但由于政策的不

允许而未能实现,只能去租用别人的冷库；由于经营场地没有仓

库,在遇到大雨时化肥不能得到及时遮盖；在高温天气环境中耕

作,由于没有休息地方而忍受骄阳炙烤等。建议出台设施用地政

策,规定耕地上的设施不能超过一定范围,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的需要。  

 

图3 贵港市润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火龙果产业示范区 

2.4强化信用建设,改善农村融资环境 

提高征信规定的完善,切实加强失信惩戒机制的实行,增强

经营主体信用意识。加强农村诚信意识的宣传,让履约守信蔚然

成风,让赖债不还、骗取贷款、逃避金融债务等严重失信人员及

单位应在交通、出行、消费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定期公布失信

人员名单,以提高金融机构提高信贷投放能力。同时加快对征信

系统接入工作的落实,完善相关借款主体的征信及信誉情况,全

力保障信贷资金安全。 

2.5加强政策扶持,提高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一是金融部门要建立面向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示范

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的专门融资渠道,降低放贷门

槛、加快放贷速度;二是下达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扶持经营较好

的农业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规范

化、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同时减少扶持资金使用中的各种表

格、总结等繁琐材料。 

3 结语 

应积极协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节本增效、绿色生态、改

善设施、提高能力等方面探索一套符合其特点的支持政策,重点

推动建立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财政补助、信贷支持、保险

保障等政策[2]。通过支持示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承担涉农

项目等方式,引导其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开展标准化生

产。支持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带动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应用先进技术,

提升绿色化标准化生产能力,建设分拣包装、冷藏保鲜、烘干、

初加工等设施,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发展地理标志

农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强化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示范培训,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示范带动能

力。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开展联合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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