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状特征与政策需求1

以农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

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深入了解这类农业“精英群体”的现状特征与政策需求，对

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2009 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28 日，

“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研究”课题组的 12名研究人员，分赴浙江 10个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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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农业经营主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一般的小农经营主体外，出现了专业

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分天下”的新格局。其中，

从专业合作社的增长数量和辐射带动效应来看，这一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已呈现出超过其他

两类经营主体的态势

、

36 个镇（乡）、96 个村，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现将此次调研的主要结果反映如

下。 

一、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状特征 

3

二、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需求 

。在此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还探索出了“合作社+农户”、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基地+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多种

符合当地实际需要和产业特点的经营组织形式，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多样化的农业

经营组织形式正在得到不断的发展。 

调查还表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个体特征、就业及培训经历、土地经营规模及流

转、生产技术水平、产品销售渠道、信息服务方式、生产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显示出了自身

的特征。总的来说，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基本上摆脱了传统分散经营农户的发展困境，

而且也展现出了年轻化、知识化、组织化、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信息化、企业化等特

征，他们在我省农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核心、示范与辐射作用。 

表 1 是当前我省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顺序，下同）

对相关政策需求的排序，除了将政府资金或项目的扶持作为是最重要的政策需求外，其它的

                                                        
1 本报告是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CARD）黄祖辉教授主持的一项省政府委托调研课题的部

分内容。课题得到了茅临生副省长的直接指导。参与课题设计、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及讨论的

有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龙，浙江省农办原副主任顾益康，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和吕丹等，

以及浙江大学 CARD 的王朋、俞宁、邵科等 12 名博士生和硕士生。 
2 开展实地调研的 10 个县（市、区）分别是：余杭、长兴、浦江、常山、三门、嵊州、松阳、嘉善、鄞州

和苍南。 

3 截止 2007 年底，我省有各类种养大户 19.2 万户，农产品购销专业户 9.5 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5788 个

（社员 31.2 万户），农业龙头企业 5437 家。而到 2008 年底，全省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 9254家（社员 47.58

万户），增幅达 70.2%，龙头企业的数量增加到 5883 家，增幅为 8.2%。——转引自“农业创业创新主体培

育路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报告成果汇编》，浙江省农业厅，2009 年 2 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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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需求如下。 

1、关于金融信贷方面的政策需求 

金融信贷支持已经成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常重要的政策需求。调查结果显示，三

类经营主体分别将“金融信贷扶持”列为第②、第③和第②位的政策需求，具体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 

表 1 浙江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政策需求的排序情况 

主体类型 

政策需求 
大户 合作社 龙头企业 总体 

政府资金（或项目）扶持 ① ① ① ① 

金融信贷扶持 ② ③ ② ② 

农业保险扶持 ⑦ ⑦ ⑤ ⑦ 

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 ③ ④ ⑩ ④ 

土地流转服务 ⑥ ⑥ ⑧ ⑥ 

农产品销售服务 ⑤ ⑤ ⑥ ⑤ 

农资价格优惠 ⑧ ⑧ ⑨ ⑧ 

解决设施用地 ④ ② ③ ③ 

用水、用电等价格优惠 － ⑩ ⑦ ⑩ 

税收优惠 － ⑨ ④ ⑨ 

（1）农业生产资金贷款授信担保的政策需求 

按照目前的相关规定，农民申请贷款必须要由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或相关部门提供授信

担保，而这对于一般的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刚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农业专业大户来说，

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农民通过村委会进行贷款担保，或以合

作社在上下游生产供应链中的地位、作用、身份等名义提供贷款担保。实际上，从农民的社

会信用归属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更加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 

（2）农业生产资金贷款手续简化的政策需求 

从总的情况来看，目前的农业贷款手续还显得过于繁琐，特别是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

民，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原因，他们的贷款成本很容易因为贷款手续的繁琐而大幅增

加。因此，在全省范围内出台简化农业生产资金贷款手续的扶持政策，对于那些距离县城较

远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农业生产资金贷款利息优惠的政策需求 

调查表明，在绍兴、嘉善、余杭等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地方政府已出台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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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利息优惠政策，例如县（市、区）财政直接将一笔专

项扶持资金划入当地信用社的账户，专门用于补贴农业项目贷款的利息优惠。但是，在松阳、

常山、苍南等经济欠发达的县（市、区），由于地方财政实力较弱，几乎没有任何用于农业

贷款利息优惠的专项扶持资金。因此，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农业生产资金贷款利息补贴

的财政扶持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2、关于农业配套设施用地方面的政策需求 

调查结果显示，三类经营主体分别将“解决设施用地”列为第④、第②和第③位的重要

政策需求，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办公管理用地需求 

随着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大，日常业务管理、召开会议、产品分级包

装、储运、设备安放等方面的业务越来越频繁，并且需要有相应的场地才行。尽管省委省政

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浙委办[2005]73 号），已经要求对

合作社的相关配套设施用地需求可依法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

存在很大的困难。例如，杭州余杭区余杭茶叶合作社的负责人就反映，他们因为无法在茶山

上建造用于茶叶包装的临时用房，只能取消了购入数台大型茶叶烘干、包装设备的计划。 

（2）农机服务主体的农机设备存放用地需求 

上规模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或专业大户一般都拥有数十台的农机设备，实践中，这些设备

的存放用地问题往往得不到妥善解决，进而制约了这类服务主体的发展。例如，成立于 2005

年的鄞州区五产镇力邦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非常好，但却苦于没有足够的仓储用地而不

敢贸然扩大服务规模。据该合作社负责人反映，当地的一些农机具因为没有足够的存放用地，

只能露天随意摆放，这就大大地减短了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 

 

（3）粮食生产主体的粮食仓储用地需求 

与农机服务主体的用地需求类似，上规模的粮食生产主体在粮食烘晒期间、粮食销售之

前都需要仓储用地，而且，与农机仓储用地相比，粮食仓储用地还需要有防潮、防火、防盗

等方面的要求，所以仓储用地的选择余地很小，用地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也就更小。例如，

据苍南县马站镇的粮食种植大户施成钏反映，去年他生产的粮食中有1/3需要长时间的仓储，

迫不得已，他只能临时租用了一个大型仓库，增加了 5000 多元的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他的粮食生产积极性。 

（4）鲜活农产品生产主体的冷库建设用地需求 

种植保存时间较短的水果或养殖海鲜产品的经营主体对于冷库建设用地的需求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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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但是这类用地比起一般农业配套“临时用地”的审批更难。另外，由于冷库的建设还涉

及到用电、用水设施的安排等，各种审批手续也更加复杂。例如，温州的状元杨梅专业合作

社的负责人就反映，由于没有冷库等保鲜储藏设施，杨梅的采摘和销售时间就不得不缩短，

进而大大影响到杨梅的销售价格和收入。 

（5）淡水养殖经营主体的设施用地需求 

养殖鳖类、观赏鱼等需要保温、引水等设施的经营主体，对于养殖设施用地的需求也非

常强烈，这些设施的建造必然需要硬化一部分河塘水面，而这些做法对于土地管理部门来说

都是不被允许的。例如，松阳县老伟甲鱼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扩大养殖规模的过程中就遇到了

类似的问题，但是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申报、审批，他们还是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批复。 

3、关于农业科技推广和疾病防疫技术方面的政策需求 

专业大户和合作社负责人分别将“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列为第③和第④位的政策需求，

并且特别强调在农业科技推广和疾病防疫技术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扶持政策。而且，提出这方

面政策需求的经营主体主要集中在对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水产养殖业和对疾病防疫要求较

高的畜牧产业。例如，松阳县的一位养猪专业大户反映，他所在乡镇现在只有一位已经临近

退休年龄的老畜牧兽医员，生猪疾病防疫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而由于该镇的养猪大户较多，

一旦发生疫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建议在养殖规模较大的片区建立疫病信息观察点，定

期向上级防疫部门提供信息，以便及时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疾病防疫工作。此外，目前的

畜牧区还存在一些倒卖死猪、病猪的交易黑市，这些流入市场的坏猪肉很容易引发更多的传

染病，并危害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此，养殖大户们还建议上级畜牧防疫部门建

立定期低价收购死畜、病畜的制度，并就地集中消毒焚烧，力争将疫病的传播控制在最小的

范围内。 

4、关于土地流转服务方面的政策需求 

三类经营主体分别将“土地流转服务”列为第⑥、第⑥和第⑧位的政策需求。尽管土地

流转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样，但是土地流转的纠纷仍普通存在，

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5、关于农业保险方面的政策需求 

三类经营主体分别将“农业保险”列为第⑦、第⑦和第⑤位的政策需求。农业保险方面

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自然风险较大的粮食作物、投资周期较长的香榧等特种经济作物以及

疫病风险较大的畜、禽、水产品等行业，而目前的相关政策只规定了种猪和作物果实可以作

为参与农业保险的对象并获取政府的相关配套补助资金。对于企业化运作的保险公司来说，

农产品保险的回报率太低，甚至存在巨大的亏损风险，所以他们通常都缺乏为农产品提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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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服务的内在动力。我们认为，至少对于粮食、猪肉等重要农畜产品来说，政府应当为其参

与农业保险提供必要的扶持政策。 

6、其他方面的政策需求 

关于特种农产品的专项扶持政策需求。不少经营主体对特种农产品生产很感兴趣，但是

却苦于缺乏相关的专项扶持政策。例如中药材，因其特殊的药物用途和生长环境，一些地区

的农户在申请组建中药材合作社以及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工

商登记、药品监管、环境保护等相关部门在对中药材这类特殊农产品的认识方面缺乏必要的

沟通和协调。例如，余杭区鸬鸟镇仙佰坑中草药专业合作社和和苍南县玉龙中花材专业合作

社都遇到了注册登记、生产许可、产品监测等方面的困难。因此，这类经营主体对于特种农

产品的专项扶持政策需求特别强烈。 

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些零散的政策需求，主要是：（1）农机设备目录更新的政

策需求。目前政府提供的可以给予补贴的农机设备购置目录，还无法满足一些在特殊土地类

型，尤其是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户购买需求。（2）农业用电价格优惠政策需求。在一些农业开

发项目中，还普遍存在按工业用电价格收取农业用电费用的情况。（3）农产品税收优惠的政

策需求。在与超市或工商企业签订购销合同时，农产品的税收优惠范围及具体额度还不够明

确，相关政策执行上也存在很大难度。（4）农资价格、品牌、质量等监督的政策需求。农资

价格波动较大、农资品牌鱼目混珠、农资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

农业生产秩序，需要相关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管。 

三、基本结论与建议 

首先，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为我省农业结构的优化、现代农业的发

展、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农民收入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但相关制度与政策的不完善和不

到位，对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是我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 

其次，传统的农业用地政策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将农产品加工、农产品仓

储、合作社办公等用地纳入农业用地范畴，予以支持。 

再次，调查表明，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具体身份来源主要涉及五大类，即“投资农

业的企业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农村种养能人”、“农村干部带

头人”。尽管他们都有条件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他们的个体特征、创业背景以及优势

劣势却不尽相同。因此，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中，应根据“分类指导”的原则，为

上述五类群体提供与其相适应的创业条件，并且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扶持政策。 

1、从长远发展角度看，要重点扶持“年富力强”的经营主体 

“返乡农民工”和“大学生”是“年富力强”的农村创业者群体的代表。尽管他们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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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经验、资金实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但是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

学习能力，是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希望。这类主体的成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业经营

主体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最关键的是，他们都还很

年轻，再过若干年，当那些年长的经营者不再从事农业时候，他们会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主力军”。因此，从长远角度看，政府应重点扶持这两类“年富力强”的经营主体，要研

究农业进入机制，为他们进入农业提供便利，鼓励他们组建合作社或注册成立公司，并为他

们提供物质条件方面的补贴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成为发展现代农

业的主力军。 

2、从经济效益角度看，要大力扶持“强效辐射”的经营主体 

由于在生产资本、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企业家”是最有经济带动效应和辐射作用

的经营主体。通常情况下，他们投资或开发的项目规模比较大、科技含量比较高、经济效益

比较好，因而对周边农户或相关产业农户的带动效应比较大。因此，从现实经济效益角度看，

政府应大力扶持这类经营主体，为他们提供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便利，营造良好的

投资环境，引导他们成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农业龙头企业。当然，由于农业投资项目涉及

面比较广，与资源环境联系紧密，政府应及时掌握他们的运行情况，在扶持的同时，要防止

破坏生态环境、盲目开发自然资源和损害农户利益等事件发生。 

3、从社会效益角度看，要积极扶持“土生土长”的经营主体 

农村种养能人和农村干部带头人一般是来自于传统农户，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他们的转型与发展不仅对现代农业发展，而且对农村社区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经营规模和组织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他们的出现，既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又可以维系一大批农业经营者的

热情。因此，从社会效益角度看，政府应当特别关注这类“土生土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发展，要鼓励他们发展成为特色专业大户，或者鼓励他们组建能够吸纳分散小农的合作社，

并为他们提供包括信贷、技术、保险、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扶持。 
 

浙江大学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CCFC）出品

CCFC


	三、基本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