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①
 

朱启臻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各地方形成了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的热潮，但是人们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理解差异甚大，如有人把新型职业农民理解为“农

业工人”，有人则理解为农业投资者或农村经纪人，更有人把新型职业农民理解为农业企业

经理或农业企业工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片面乃至错误理解不仅误导了职业农民的培

育，也对农业的基本经营体制造成威胁，显然是有害的。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了

“家庭农场”的概念，于是各地又出现了“招商引资”鼓励资本下乡，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等

现象，究竟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什么是家庭农场，二者的关系如何，需要从概念上予以澄

清，以避免实际工作的失误。 

    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是农民。所谓农民是指长期居住在农村社区，并凭藉土地等农业生产

资料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一般认为农民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他们占有或长期使用

一定数量的生产性耕地；他们大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农业生产

和农业经营收入；农民长期居住在农村社区。这是农民的一般特征，职业农民也必须符合这

些条件，以区别于非农民。 

相对传统农民而言，新型职业农民除了符合农民的一般条件，还须具备以下三方面条件：

首先，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主体。传统农民追求的是维持生计，而新型职业农民则充分进入

市场，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追求报酬最大化，一般具有较高的收入。其次，新型职业农民

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而且后继有人。稳定性是农业特点对从业者的基

本要求，以区别于资本农业对农业的短期行为。其三，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现代观念，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要求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社

会和后人承担责任。 

新型职业农民与兼业农民的最大区别在于收入来源不同决定了对土地的态度不同。兼业

农民，特别是以打工为主的兼业农民，因为其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农业沦为家庭“副

业”，兼业农民往往对种地收入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种地的目的甚至仅仅是“够自己吃就

行”，影响了农业的产品贡献。新型职业农民则不同，农业收入是其主要收入，甚至是唯一

来源。因此，重视农业的产出和市场价值，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

不仅如此，新型职业农民的稳定性使之更重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避免农业经营的短期行为，

是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条件。 

 家庭农场是新型职业农民的载体。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可以是多元的，目前正在土地

上耕种的农民应该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来源。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土地融入城市，

为土地流转创造了条件，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逐渐形成承包大户，进而形成家庭农场。需要

指出的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四五十岁的农民，不仅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而且对农业有感

情，着力把他们中的一些种田能手培养成新型职业农民对农业文化传承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外出打工的返乡创业者也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来源，他们中一

些优秀分子，外出打工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拥有了一定资本，对农业和乡村怀有感情，

他们愿意返乡创业，回到农村经营农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此外，一些致力于农业的城市

居民、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等，只要他们对农业有兴趣，致力于发展农业，政府就应该

支持他们经营家庭农场，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存在需要特定载体，最理想的载体是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劳动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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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职业农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所谓家庭农场，是指

以家庭成员为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农业经营单位。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相

互依存，没有家庭农场就没有新型职业农民存在的基础，没有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也难以

形成活力。我们认为家庭农场要具备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具有一定规模，以区别于小农户。

其规模下限是足以获得满足家庭成员消费的收入所达到的规模，低于这一规模就难以对职业

农民形成吸引力；其上限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家庭成员所能经营的最大规模。据我们对北

京、河北、山东和黑龙江的典型案例调查，家庭农场的规模受不同地区和不同经营内容和不

同技术水平的影响。在黑龙江，种粮的农民每个劳动力最多可耕种300亩左右；在河北的山

地一个劳动力最多可以种20亩的规模；菜农家庭农场的规模是5-20亩，而种苹果的果农认为

夫妻两个劳动力最佳的经营规模是5亩。调查发现种粮农民普遍期待的家庭农场规模是100

亩耕地；二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这一点用以区别工商资本农场的雇工农业。我们知道农业

是一种依赖丰富经验和需要高度责任感的活动，为自己劳动的农业和为他人劳动的农业所获

得的结果是不同的。许多农业类型如水果、蔬菜的种植，雇工往往降低劳动质量，影响产量

和品质。因此，家庭农场强调以自家劳动力为主要劳动力。家庭农场的特点就在于既保留了

农户经营农业的优势，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要求，同时可以克服小农户的弊端，是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的必要条件和现代农业组织的基础；三是要进行工商注册，家庭农场是农业企业的

一种，不同于承包大户、专业户等，只有注册为家庭农场才能获得国家认可，便于识别和政

府管理与政策支持。家庭农场登记注册也是家庭农场稳定性的要求，家庭农场涉及规划、计

划、财产、品牌建设、农场继承等一系列问题，要求必须是“正式”企业。家庭农场与承包

大户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不稳定的，一是承包面积的不稳定，有些年份可能承包的规模较

大，有些年份可能承包的规模较小；二是承包地点可以发生变化，有些承包大户不仅在本村

里承包土地，还到外地承包。因此，理论上讲，承包大户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那些在乡

村具有稳定的承包面积和稳定生产预期的承包大户，可以通过登记注册转化为家庭农场。 

关于家庭农场的类型，我们认为综合家庭农场比专业农场更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和

规律，综合家庭农场是指具有种植业、养殖业或小型农产品加工业的家庭农场，也包括利用

农业多功能性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农事体验等农业服务。综合性农场与单一的专业农

场相比，有三个好处：一是种植业、养殖业的结合，有助于有机循环农业的保持，是可持续

农业的重要条件；二是综合性农场有助于形成职业农民，农业的季节性是兼业农民存在的主

要原因，通过建立综合性农场，可以解决农业劳动时间分配不均匀问题，为稳定就业提供保

障。三是农业产业链在家庭农场的适度延伸，可以有效的增加农民的收入，家庭农场多样化

经营，也有助于避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家庭农场的优势。在众多的农业组织形式中，我们为什么主张和强调家庭农场的形式，

这是由农业与家庭特点所决定的。回顾30年来我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改革，

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保障了国家农业安全和农产品供给，是

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传统分散农户经营也确实遇到

了种种弊端，其存在的制度缺陷与问题日益显露。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创新农业生

产经营体制机制。提到机制创新，一些人就会以农户经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由，认为

农户经营方式过时了，甚至否定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事实上，理论和实践都已充分证明了这

样的原理：农户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特点的经营单位和形式。只要农业生产的特点不变，这种

经营形式的适应性就不会发生变化。动摇了农户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模式就动摇了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组织基础。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

力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守住一条底线”，既保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业生产领

域大搞招商引资，并在作为现代农业的标志，是十分危险的。事实证明，工商资本在农业领

域发挥作用的空间是有限的，一般局限在加工和流通过程，工商资本承包土地代替农户经营



面临诸多风险，并不存在所谓“规模效应”或“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农业组织的最基本形

式应该是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的优势是其他农业组织

形式不可替代的。 同其他农业组织形式相比，我们概括了家庭农场的五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家庭农场的稳定性和规模性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运用。小面积的分散农户经营以及

农业的短期行为是制约农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形成家庭农场才能刺激农业

科技需求，才有利于职业农民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递；家庭农场比分散的农户更需要科学技

术，因为技术的采用可以通过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获得较高的收益。 

    第二，家庭农场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们常说农民是耕地的保护神，但是

近些年农民主动失地现象普遍，特别是年轻人不再像老一辈农民那样珍惜土地。家庭农场的

形成有助于恢复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强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家庭农场的特点决定了农民耕

地保护的主体地位，不仅使耕地数量得以保护，耕地质量也会得到保护，使子孙后代永续利

用。 

第三，家庭农场有利于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目前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重要原因在

于分散的小农户缺乏组织起来的驱动力，通过培育家庭农场为农民的组织化提供的基础。由

于家庭农场具有较大规模，刺激农户合作的需求。合作社是实现农民利益的有效组织形式，

2007 年我国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并没有显著激发农民的合作行为，其中小规模

的生产方式是限制农民合作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小规模的农户经营加入合作社与否，

并不能带来明显的利益。家庭农场则不同，加入合作社与否对其利益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合作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因此家庭农场是农民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其次，家庭农场为集

约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经营通过合作社的经营得以实现。 

    第四，家庭农场有利于政府支农政策的落实。目前政府的各项支农政策落实过程不仅成

本高，而且支农效果由于过于分散的经营方式难以表现出来；如农业补贴长期以来存在象征

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的问题，难以起到激励农民种田积极性的目的。

家庭农场的形成使政府的支农政策更具针对性，有助于促进农业发展目的的实现。 

第五，家庭农场有利于农业文化的传承。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是家庭的代际传承，是在

家庭环境下的濡化过程。家庭农场的代代相传对传统农业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农业文化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传统农业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循环利用传统、尊重自然、顺从自然

与利用自然的智慧，对现代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家庭农场是农业

文化的理想载体。特别是综合家庭农场中的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有机循环，可以在更高层次上

传承循环农业文化，对解决农业与农村环境污染、耕地退化、垃圾处理等难题以及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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