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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国家需要针对现

阶段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具体的解决

途径，才能够保证我国农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保障居民

生活越来越好。因此针对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够

健全的问题，国家需要深入分析了解目前经营体系的发

展现状，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已经存在于我国农业上、

中下游的生产组织的状况，短时间的快速渗入，行业人

员必然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经营体系来说，其经

营体系的构建个体更加多元化，包括很多方面比如金融

制度的建设、人才体系的培育、产业的深度融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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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的发展体系是否健全，是影响一国综合实力是否强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

代的国家领导人致力于乡村振兴，正是因为先辈们的辛勤付出和农民的辛勤劳动才换来如今农业的快速发展。城乡

发展一体化较以往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如今乡村居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村民对于未来的生活也是满怀希望。新

时代新面孔，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乡村家园，为了彻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乡村发展应该紧跟时代发展潮流，而

不是满足于现状止步不前。乡村快速发展的美丽外表下，也存在着许多瑕疵需要被发现，如果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

的弊端不能够被发现，并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那么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将久久不能实现。据研究表明，现阶

段我国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农业生产还不够现代化，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不够健全，如果这

两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严重阻碍现代化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将会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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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system of agriculture is sound or no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a count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national leaders 
has devoted themselve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because of the hard work of our ancestors and farmers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has been achieve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Nowadays, the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and the villagers are full of hope for the future life. New 
faces in the new era, to build a better rural home and fully realize the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development should 
keep up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rather than be 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Under the beautiful appearanc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many flaws need to be discovered. If the drawback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vitalization cannot 
be discovered and effective measures are taken to solve them, the goal of fully realizing rural vitalization will not be realized 
for a lo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at the present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main 
problems a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not modernized, and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If these 
two problems are not properly solved, it will seriously hinder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will be 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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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能力及意识等，只有这些个体相互配合，才能够

组建系统科学的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而全面推动我

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

一、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意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就是新时代下我国需要努力完成的目标。有了目标就

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是需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国家

以及人民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日夜奋斗。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主要举措之一，如何进行乡村振兴，就是建立健

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农业资源和产业资源的优化

配置，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就是妥善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通

过推进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农业发展结构，建立

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才能够解决农民生活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民的生活幸福指数

才会越来越高。实现乡村振兴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举措，是构建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实现农业

资源规模化效益的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农

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加快振兴乡村的脚步。二者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现阶段

乡村发展道路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进行解

决，才能够推动我国的农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涵和发展现状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内涵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相比，有许

多不同之处。就经营规模来说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比较

单一只有家庭承包，而新型农业经营规模就打破陈规，

囊括了更多的模式进行农业经营。这种经营模式不但扩

大了原有的经营规模，还为现阶段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提高了农业的发展质量，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构建不仅将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组织联合起

来，让不同的生产组织在同一个体系里，合理有序的运

行，还可以为农业生产组织在运行过程中提供指导帮助，

提高整体农业的生产效益，从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遇到的

发展阻力越来越大，改变农业经营模式刻不容缓。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注入了

一股新的动力。然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初，只有

少部分的农户及商户参与其中，随着国家颁布的惠民政

策越来越多，通过对成功案例的了解。如今，越来越多的

农户及产业加入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据统计目前

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农户高达380万户，产业超

过225万家。随着参与者越来越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

趋向于多元化，但多元化的主体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就

是通过新型农业体系的经营，提高自身收入的同时，也为

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做出贡献。一方农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会带动另一方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各地农户齐力，国

家颁布更多的惠民政策，国家与人民齐心，相信一定推进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实现振兴乡村的目标。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

（一）加快农业新技术和成果的推广应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相比有许多

不同之处。其中一个不同点就是对于农业新技术的接受

程度较高。行业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传统的农

业经营主体不能够接受新技术，恐其影响原有的生产速

度，这种故步自封的观点只会让现代农业的发展止步不

前，只有完善的农业经营体系，才能够将大量的农业资

源投入大产业链中，完善的生产体系可以农业资源通过

新技术的加工，从而实现规模化的效益经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就是将零散的农业资源通过新技术，进行优化

整合，根据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生产条件，实现新技术

的推广，以及农业资源的利用最大化。这是传统农业经

营主体无法做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构建，无疑是

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

（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可持续

性发展，各行业在发展的同时都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做

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国是农业发展大国，解决

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中之重。如何做

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构建是实

现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举措之一。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构建，可以改变原有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大量

化肥，农药的状况，取而代之的是，利用生物技术以及

使用生物有机肥等绿色手段进行农业生产经营。这种举

措不仅能够提高土地的使用频率，还很大程度改善了农

业生产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农业现代化可持续性发展，

这就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的好处。

（三）有助于农业生产现代化

传统农业主体的经营往往依靠的是人力和畜力，而

新型农业主体的经营改变了以往的生产手段，而是采取

高新技术进行农业的规模化生产，生产过程中用机器和

智能化产品代替人力和畜力，很大程度提高了农业生产

效率。面对自然灾害或者极端天气，农业监管系统可以

实时监督提前预警，让农户和生产商做好应对措施，避

免农业生产遭受巨大冲击，损害经营主体的利益。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构建，是我国农业生产进步的表现。机

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遍布全国之时，我国农业的现代化

发展将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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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搭建绿色有机农产品的产销平台

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居民的生活追求不仅仅是解

决温饱问题，而是希望在自己经济能力可以接受的范围

内，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目前越

来越多的居民追求健康饮食低碳出行，在购买农副产品

时，更多的是选择有机产品。但是市场上鱼龙混杂，并

不是所有的有机产农产品是货真价实的。为了保障居民

可以买到放心的，保质保量的有机农产品，也为了整合

销售市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构建，可以通过构建统

一的销售平台，对于收购的有机农产品，通过智能化机

器进行筛选配送。保证居民购买到满意的产品，推动有

机农产品产销平台的一体化发展。

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发展质量需要提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股新

动力，这股动力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慢慢壮大。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构建，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但是由于处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的初期阶段，大多

数农户和生产商对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了解还不够透彻，

导致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不能发挥最大效用，举个例子来

说农户的生产会受劳动力短缺及融资问题更因素的影响，

生产商由于掌握大量资金和资源，在经营合作中占有优

势地位，打击了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影响新型农业经营

的发展质量。针对这一问题，国家相关人员应该实地考

察，颁布相关惠民政策，让参与合作的农户有一个保障，

另外国家应该派遣相关人员，在经营合作的过程中从旁

协助，让各个经营主体发挥其自身作用，相互协作提高

新型农业经营的发展质量。

（二）规模化经营路径需要清晰明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较构建初期，参与人数变

得越来越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了解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可以为自身发展带来好处，大多数参

与者是随大流，并没有考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构建对

整个农业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要给予其足够

的重视，要能够建立一些具有示范作用的农业经营主体，

从而达到以小部分带动大部分的作用，并且还要能够加强

对当地资源的利用，从而能够形成地区特色产业与上下游

产业结合的完整产业链，最终达到振兴乡村的目的。

（三）扩大土地规模

我国现阶段的土地形式呈现出来的是非常细碎、零

落的，这种土地形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工

作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限制作用。对于大多数的农村地

区来说，这种细碎化不仅仅是指地块的细碎化，更多的

是指农地产权的细碎化。要想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扩大主体规模是必要的，要采

取积极的措施，在最大程度上使土地经营权得以激活。

对于地方政府部门来说，要能够加大对涉及土地承包类

投资项目的监管与审核力度，使农民的财产权益不受侵

害。在对现有的土地规模进行扩大的过程中，要能够在

集中、连片的耕地上，对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的配置，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额能够避免出现资源浪费和

环境污染问题。

（四）不断完善金融制度

在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中，人、钱、地是三个

最为重要的控制要素，因此要能够做好三者之间的协调

工作，从而能够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不管是在过去

还是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中，资金问题始终是限制农业生

产经营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近些年来，

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金融政策，但是贷款难、融资

难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因此，政府部门要继续加强对

政策的研究和维护，为了更好的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规模化发展，要能够成立专项基金，并建立严格的基

金管控制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相应的资金扶持。

除此之外，还要能够对现有的信贷担保体系进行进一步

的优化完善，使农业保险的密度和深度都能够进一步的

提升，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面对的金融问题都能够得

到较好的解决。

（五）建立相应的人才培育体系

对于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来说，人才也是推动乡村

振兴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对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来说，其代表的不仅仅是投身于现代化农业建设的

主力军，同时在整个乡村振兴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同样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农村地区发展的过程

中，人才的短缺问题十分突出，虽然政府部门也出台了

相应的政策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农村创业中，但是效

果显然无法满足需求。为此，政府部门需要结合实际情

况，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和人才培育模式，对外聘

请更加专业化的农业发展人才，对内则通过专业化的培

训来使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得到提高。

五、结束语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然

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构建并不是一帆风顺，只有在合

理运用经营主体发挥的作用，解决经营主体在构建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够真正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可持

续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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