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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背后的逻辑是市场化与政府推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经

历了从对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讨论、培育路径构建,到对新型职业农民政策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存在

的问题及制约因素的揭示,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义及作用等。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多元化和

推动制度变迁力量的多元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求评估、乡村发展以及政策制度关系也有了新的选择

可能性,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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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

为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1]。随着

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户群体不断分化,出现了

科技示范户、种养大户、经营与服务型农户、非农产业

农户和半工半农型农户等不同类型。相应地,农民群

体也表现出职业分化的特征,演化出专业技能人员、
产业工人、家庭农场主、社会服务型人员等。培育具

备高素质、愿意留在农村的新型职业农民,是从制度

上破解未来“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等难题的变革

举措。2012年,原农业部正式启动了全国范围内100
个县的培育试点工作,着力构建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的制度体系。为此,各地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支

持[2]。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新兴概念,成为国内众多研

究者关注的焦点。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亟待系统梳理和创新。2017年10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着
重强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
须破解人才瓶颈的制约。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近年

来的研究成果,以及新型职业农民概念、培育内容、培
育路径、政策支持以及国内研究的相关进展进行

综述。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的主要论点

学术界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由来已久,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相关研究和争论异常活

跃[4]。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由政府倡议和地方

试点,因此,其研究的关注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
要可集中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概念之争:传统农民、职业农民、新型职业

农民

传统农民、职业农民和新型职业农民到底有什么

本质区别,这是目前最受关注的一个论题。而争论的

焦点集中在新型职业农民方面,传统农民的概念更多

的是作为讨论的参照。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认为,传
统农民有别于市民群体,他们以维持生计为主要追

求。而职业农民则充分融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
活动目的是报酬最大化。二者的区别在于:传统农民

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职业

农民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是农业产业化乃

至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新的职业类型。
国内研究者何伟认为传统农民具有五个方面的

特征:一个身份意义上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与封闭性;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与依靠经验和习惯;商品化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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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低;以血缘为重要纽带维持和调节主体间的关

系,生产规模较小,经营方式以粗放型为主。进而从

这五个方面总结了传统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区

别[5]。周应堂则认为,传统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在劳

动目标、劳动资源、劳动规模、劳动特征、劳动环境、管
理方式与效果评价等八个方面存在差异,并认为新型

农民的实质是市场经济下的农业工人,他们由自然经

济状态下的农民转化而来[6]。
目前学界对新型农民、职业农民和新型职业农民

等的概念、特征、构成等还缺乏一个准确而权威的界

定,各方意见分歧较大,但究其实质,他们仍存在内在

的一致性。内涵方面,唐华仓认为,新型职业农民一

般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克服

传统小农意识,思想比较开放,能较好适应现代社会

生活,既勤劳和善良,又有一定技能和专长[7]。新型

农民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也会

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征和标志方面,李文学结合当今

中国农民职业化演进的实际,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内

涵应有全职务农、高素质、高收入、获得社会尊重四个

特质[8]。赵强社认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

是职业农民的根本标志[9]。米松华等基于对浙江、湖
南、四川和安徽省新型职业农民试点的495位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对象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对象显示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资金

投入能力、产业化组织能力、社会化服务能力和较好

盈利能力等特征;他们多为投资农业的企业家、返乡

创业的农民工、基层创业的大学生、农村种养能人及

农村干部带头人[10]。人员构成方面,张春莲强调新

型农民是农民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全体农民,是能

够在农村中发挥组织、带动、示范作用的阶层[11]。李

惠等则认为,职业农民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拥有专业

技术资格,从事农业技术工种的技术员型;拥有土地

等生产资料,实行自主经营的农场主型;受雇于农场

主的专门从事基层农事操作的农业工人型[12]。构成

条件方面,朱启臻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除了符合农

民的一般条件,还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观

念,具有高度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而且后继

有人,还必须是市场主体[13]。陈军对不同社会历史

阶段的新型职业农民内涵进行了梳理,认为新型职业

农民同时具有时间、空间、价值和领域上的相对持续

性[1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两会”期间指出,要

“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这是习总书记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最新指示,并指出

了其应具有的三个鲜明特征[15]。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性质、作用和意义

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性质。据德国《经济周

刊》一项调查显示,当地农民在实习期间,不仅免费食

宿,还有数百欧元的月薪和各种保险等。日本在

2010年新修改的《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中规定,
要积极扶持农业技术教育,对农业学校给予财政补

助,农业职业教育学校实行免费教育。由于我国政府

文件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即基础性、公益性和社会

性,也由于对这“三性”的概括比较全面和准确,故学

界对此少有分歧,只是对其的讨论有所侧重而已。如

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认为,由于职业教育是公共产

品,因此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就应突出其公益性,
并指出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1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诺贝

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没有世界一

流的农民,就没有世界一流的农业。蔡秀珍、朱启臻

指出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解决农业继承人

问题、实现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助力区域农

业保护与开发、有助于促进农业文化的保护与继承四

个方面的意义[17]。焦守田认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对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

展新格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发展都市型现

代农业、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

等方面意义重大[18]。卓炯等指出农业硕士研究生参

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性,有利于农业硕士专业

学位与职业资格的衔接,有利于联合培养基地的建

设,有利于得到更多经费支持。李国祥等通过比照美

国的农民培养经验,认为在持续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背

景下,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措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意义

重大。通过财政金融支持和土地流转等方式加快培

养新型职业农民,必将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创

新和农业科技创新[19]。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按照社会学相关理论,某种意义上,农业现代化

过程也就是农民知识化的过程,即传统农民通过不断

知识化,不断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传统农民完成

历史使命后走向“终结”和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应运而

生的“再造”过程。在此过程中,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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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唐华仓将问

题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人口规模大;起点低;培训内

容的认识不全面;生活环境与风俗的制约;没有相应

的机制和制度[7]80-81。肖海燕等则认为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面临的困境是:生源受限,农民积极性不高;师资

结构与培养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农村职业教育培养体

系不完善;缺乏专项经费,立法保障不足,相关机制不

健全等实施困境[20]。徐倩等基于调研数据,探讨了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盲点”,并针对

“盲点”,提出了破解的意见和建议[21]。
李金文发现,当前的职业农民培训与发展现代农

业有着很多不和谐的音符:一是培训内容和体制脱离

实际,职业农民对接受培训缺乏内在动力;二是少数

基层政府的短视使职业农民培养工作缺乏宣传、引
导,导致农民对培训缺乏热情;三是培训经费投入严

重不足,极大增加了开展农民培训工作的难度;四是

培训政策、体制不健全,脱离实际,无法形成有效的培

训体系[22]。周应堂则认为当前的培养目标定位过

高,脱离了中国实际;并强调新型农民的培养是一个

长期过程,是人的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6]14-17。
此外,张雪等通过对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的调研发现

新型职业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重视短期培训,忽
视长期培育;培育资金短缺,投入严重不足;培训体系

不健全,培育模式单一;制度不够完善,缺乏配套

政策[23]。
(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路径选择及对策探讨

关于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研究者们从不同的

学科出发,提出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建议。如周应

堂认为,应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新型农民的培养问

题,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必须要全方位的工作配

套,特别是要把传统经济下的农民纳入现代组织中

去,让农民在现代组织的环境中实现向新型农民的转

变[6]14-17。赵强社则强调,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工作

需要有思想保障、制度保障、教育保障、经验保障四个

方面的保障支持[9]56-58。殷瑛强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的教育目标应“异地转移”与“就地职业化”并重;教育

载体上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协会的作用;教
育手段上突出示范性教育的引领功能[24]。唐华仓则

特别强调要建立农民自我发展的机制[7]80-81。苟安经

则强调了农民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和基本

路径[25]。焦守田则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应从以

下方面多加努力,一是使农民更有尊严,更加幸福;二
是落实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并把方针细化为政策、
法律;三是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四是制定有利于培

养现代职业农民的优惠政策;五是深化农村集体经济

产权制度和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六是加大资金、技术

替代,弥补资源短板[26]。米松华等认为服务培育对

象、创新培训内容、强化激励机制是现阶段我国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10]115-120。郭玉伟综合国外的先

进经验及自身实际得出结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应

从行政立法、完善教育体系与模式等方面推进[27]。
赵雨等基于女性的视角出发,通过访谈和现实考察,
深入探讨了女性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有效

路径[28]。李月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体制机制

与政策体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可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参考和建议[29]。

三、总结与评价

农业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三农”问题是中国的根

本问题,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则是农业发展的关键

所在。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视角,对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细究起来,
尚存一些可以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如上所述,研究者

们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了颇多有益的探讨,形成

新型职业农民“三性”(基础性、公益性和社会性)的定

位,但本研究认为其顺序应为基础性、社会性和公益

性,并不能因为公益性在当前受到一定程度的冷遇以

及它的重要性而不顾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将其置

于社会性之前。此外,关于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现有的研究存有大而化之以及理论脱离实际之嫌疑,
现实性和针对性不强,很大的原因是研究者们对农业

的特性、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真实需求缺乏真正

的了解和诊断。前人的研究成果既为本研究提供了

借鉴与启示,也为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

线索与空间。
四、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

我们认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展,
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相关政策之间的关系纳入研

究视野。同时,要充分考虑“互联网+”对现代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的影响,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提
供更具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内涵,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价

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以及现存的问题及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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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目前国内学者的新型职业农民研究主要集中在职

业培训方面,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而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的需求评估与政策及制度之间的关系关

注较少,研究视野和对解决方案的设计都存在一定局

限。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焦点需要从培训研究

中不断向外拓展,需要将新型职业农民的自我需求、
政策制度评估等话题纳入研究视野,需要多视角、多
领域的共同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推进方案上

除了“主体多元,政策支持”,同样需要有美好乡村的

建设与振兴,需要构建新的更加平等的城乡关系,统
筹城乡协调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在中国作为一个正

在进行且变化的社会事实,对其社会学研究也依然应

当是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其研究主题的发展也必然服

从于社会事实的发展。
由此观之,新型职业农民能否解决将来谁来种地

的问题,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农村发展的作用如何,新
兴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政府在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发挥建设性作用

等,都需要未来研究的持续关注。经验事实说明,新
型职业农民该如何培育? 农民是如何认识的? 目前

学界的建议见仁见智,但忽略了从农民的视角来看待

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农民在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中是否是“集体失语”或“被动选择”? 实际上,在当

前农村发展现有的条件下,除了要借助外生性力量的

帮助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之外,新型职业农民自身

应在吸收现代社会的有益元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其

内在价值的挖掘和重构,以致助推农业现代化的持续

发展和成功转型。
“三农”的核心是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

育“三农”事业的未来,是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

展活力、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现

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强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关键环节,是构建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

观需要,是关系长远、关系根本的重大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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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ResearchonCultivating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
XUGubo,SHIYunchang,WANGJun,DONGKe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AnhuiOpe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Withtheestablishmentofthemodernagriculturalmanagementsystem,thecultivationofnew
professionalfarmershasshownadiversifieddevelopmenttrendafterenteringthenewcentury.Thelogic
behindthecultivationofnewprofessionalfarmersistheinfluenceofmarketizationandinstitutionalchanges
promotedbythegovernment.Theresearchonthecultivationof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inthe
domesticsocialscienceshasgonefromtheinitialdiscussionoftheconceptof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
andthecultivationpathof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tothedisclosureofpolicysupportfornew-type
professionalfarmersandtheproblemsandconstraintsofthecultivationof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

includingthesignificanceandroleofthecultivationofnewprofessionalfarmers.Withthediversificationof
thecultivationof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andthediversificationoftheforcesthatpromoteinstitutional
change,theneedsassessment,ruraldevelopmen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policiesandinstitutionsfor
thecultivationof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alsohavenewoptions,providinganewspaceforthe
researchinthis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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