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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的关键因素及
面临的难题

◇沈 琼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认同度高、持续务农意

愿强烈

总体而言，新型职业农民对自身职业认可度高，

83.72％的调研对象认为自己适合成为新型职业农

民，并且大多数的新型职业农民能够与其他人员保

持良好的关系以及受到周围人的尊重。但是，对于

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感到并不满意。部分

新型职业农民之前从事非农就业，拥有诸如“五险一

金”等社会保障，但在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之后，这些

保障变得没有保障了。尤其是对生产经营型的新型

职业农民，他们投资了资金、技术、智力到农业农村，

一旦遇到项目失败的风险，就面临着基本生存的困

境，各级政府在出台新型职业农民扶持发展政策时

候，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亟须考虑

的。专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和专业技能型新型职

业农民往往加入了农业企业或者是合作社，其社会

保障享受职工待遇。

持续务农意愿是新型职业农民能否稳定扎根农

业的首位因素，也是新型职业农民能否形成示范效

应的关键因素。调研发现93％的新型职业农民自

己愿意持续务农。可见，绝大多数新型职业农民选

择了务农，起码在主观意识上愿意把农业经营到

底。愿意让子女从事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占62％。

这表明新型职业农民相对于普通农民，对农业有更

大的职业偏好和兴趣，认为农民是一个值得选择的

职业，不仅自己愿意从事农业经营，而且支持子女从

事农业。从个人特征来看，年龄在31岁以上的新型

职业农民更愿意持续务农，而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

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的意愿较低；男性新型职业农

民持续务农的意愿显然远远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

越高的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的意愿越强，受教育

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新型职业农民，更加不愿意持

续务农；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

农愿意更强烈；从事农业经营时间越长，对农业情感

深厚的新型职业农民，越愿意持续务农；家庭从事农

业的劳动人数越多，经营规模越大的新型职业农民

更愿意持续务农。

二、要素获取能力是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

农的关键因素

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是新型职业

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必备条件，也是制约

新型职业农民进一步发展和提升收入水平的关键因

素。调研发现，一半以上的新型职业农民表示如果

缺乏持续经营的资金，他们将被迫放弃农业经营。

无论是土地和劳动等传统要素，还是资本和技术等

现代要素，新型职业农民不管是在开始创业阶段，还

是在持续经营阶段，对各类农业要素均有旺盛的需

求，并且在各类农业生产要素的获取上均存在着不

同程度的困难。土地流转、雇工和贷款行为是影响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的关键因素。土地经营规

模、雇工行为与贷款行为均与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

农意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三、农业风险高、营商环境弱是新型职业农民持

续务农面临的难题

在考察新型职业农民离开农业的原因时，排在

第一位的因素是农业风险导致亏损。在进行新型职

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时发现，农业

风险变量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呈现出显著

的负向影响。可见，农业风险是新型职业农民持续

务农面临的最大难题。风险大且多是农业项目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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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征，与普通农民具有风险的可承受性不同，新型

职业农民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冲击，往往变得不能承

受，甚至不得不放弃经营，或者破产，或者另寻他业。

营商环境是创业的土壤，对于新型职业农民而

言，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有助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

增长，更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事业的持续稳定壮

大。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的影响因素

分析发现，政府的扶持政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对新

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与

城市和非农产业比较，当前农业农村的营商环境建

设尚处于薄弱环节，随着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不断

扩大，将成为影响其扎根农业农村、持续务农的又一

难题。

四、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扎根农业农村、持续务农

的对策建议

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是

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人力资源保障。各级政府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吸

引了一些城市资本、人才回流乡村，培育出来的广大

新型职业农民能否稳定扎根农业农村已经成为农业

是否能够成为有奔头产业、农民是否能够成为有吸

引力职业的标志，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美丽愿景的

顺利实现。

首先，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扶持政策。我国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遵循“遴选培训——资格认定——扶

持发展”的成长路径。在遴选培训和资格认证环节，

均设置了较为系统的模式和具体的考核指标，然而，

在扶持发展环节，大多数培训机构设定了两年内回

访和一定的技术指导服务等内容。但是，新型职业

农民的持续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服务指导，需要一整

套包括土地、人才、技术、资金等完善的扶持政策体

系。由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缺乏顶层设计，

绝大多数地区尚未制定持续的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

扶持政策。针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一方面要

强调政策的顶层设计，充分考虑到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在政策设计时既要考虑时

效性也要把握长远性。另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扶

持政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考虑到新型职

业农民稳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土地流转、资金需求、

技术供给、雇工与人才需求、社会服务、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供给、环境保护、食品质量安全、新型职业农

民自身与家庭的社会保障等问题。

其次，构建与新型职业农民需求相匹配的农业

保险体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农业保险第二大

国，但是，与新型职业农民相匹配的保险供给并不充

分。因此，为了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应对风险能力，一

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激励社会培养适应新

型职业农民需要的农业科技和风险管理人才，以更

丰富的经验、更先进的技术，针对具体的风险状态提

供更全面的风险管理服务，从源头上实现降低农业

风险。另一方面要改进和完善农业保险补贴制度，

在满足传统农户基本保险补贴的基础上，把政府资

金用在刀刃上，对那些投保意愿高、种植面积大、种

植结构单一、支付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给予更多

的补贴。同时，也要对费率较高的创新型农业保险

险种进行补贴，鼓励和激励新型职业农民购买创新

型农险产品，更好地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

最后，营造适合创业创新的乡村文化。乡村文

化对于农业农村的营商环境有着强烈的影响。一

方面表现为家庭文化的封闭性。另一方面表现为

农村的贬商心理。因此，农业农村的营商环境建设

不仅需要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以及“放管服”等改革，补齐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短板，更需要在乡村地区建立合

作经济、协会组织等形成开放文化，通过在乡村地

区举办创业大赛，宣传新型职业农民典型代表等方

式加大渲染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氛围。让乡村文化

在继承勤劳、节约、互助、爱家等农耕文化精华的同

时，也吸纳现代商业社会的崇商、守法、创新、竞争

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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