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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河北省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和发展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土地信托受托人型的农庄或公司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

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存在

着诸如土地流转速度慢、农业经营规模小、人才支撑政策不健全、农业企业融资困难等多种制约

因素，在土地流转、农业现代化经营、人才支撑政策、融资服务体系等方面寻求突破，是培育和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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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

头企业、土地信托受托人型的农庄或公司等为代表

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

与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农户经营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

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销售、产品增值、

带动辐射、技术推广、抵御风险、品牌建设等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在农业社会化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

性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给予了高度关注，重点指出社会化服务的农业经营

主体是我国农业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河北省对此

也作出了战略性的部署和规划。结合河北当前农业

发展实际，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及寻求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对推进农业现代化

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河北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状况 

（一）农业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初具规模 

2013 年，河北省有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 11.64

万家，经营耕地面积 332 万多亩。户均面积以 100

亩以下为主，占比达 95%，
[1]
这些种粮大户、家庭农

场，加大了新技术推广应用、集约化生产力度，促

进了河北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农民合作社发展呈现加速态势 

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广泛，涉及种植、

畜牧、农机、渔业、林业等各业，通过组建农户间

的利益共同体，在带动农户发展农业专业化、规模

化生产、参与市场竞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载

体作用。2013 年，全省依法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数量

达到 3.5 万家以上。
[2]
 

（三）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增强 

2013 年，河北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达到

4590 个，龙头经营组织 1387 个，龙头企业(集团)

个数 1555 个，分别比上年增长 10.5%、12%，其中，

国家级龙头企业 47 家，销售收入亿元以上的龙头企

业近 400 家，销售额 5 亿元以上主导产业达到 145

个，
[3]
其中，五得利集团小麦加工能力、生产能力均

居全国第一位, 福成肉牛、华龙方便面、露露杏仁

露等厂家生产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初步形成了牛奶、

小麦、肉类等各具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四）生产加工基地不断扩大，但辐射带动农户数

同比下降 

2013 年，河北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667 个，

种植业生产基地 366 个，养殖业生产基地 271 个，

生产加工基地 34 个，分别带动农户 852.5 万户，

583.3 万户，239.2，30 万户，各类生产或加工基地

同比增长 5.4%、7.6%、4.6%、0.0%；辐射带动农户

同比下降-3.7%、-10.7%、-1.3%、-8.3%。 

（五）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断提高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农户的

积极参与，使农业生产工业化，提高了农户的收入，

2013 年全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共计 828.39

万户，农户参与度达 54.5%，户均来自产业化经营的

纯收入达 9782 元，同比增长 41.1%。农业产业化经

营总量和产业化经营率逐年增长，2013 年农业产业

化经营总量 6147.8 亿元，同比增长 14.0%；农业产

业化经营率 63%，同比增长 1.5%。 

上列数据说明，河北已经开始重视新型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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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初具规模，

并且显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也取得了一

些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农业经营规模小、

生产方式粗放、劳动力老龄化、组织化和商品化程

度低等问题。但是，结合河北实际，还有许多因素

制约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 

二、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制约因素 

（一）土地流转不畅 

河北是传统农业大省，农民把土地看成是命根

子，部分农户流转土地的积极性不高，对国家政策

缺乏了解，把“流转”理解成“收回”，没有安全

感，多数存在抵触情绪，担心失地，农民离土不离

乡，离田不离家。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土地流转数量偏小，零星流转大于成片流转，

农户之间的流转比重较大，流转期限不固定，没有

土地流转合同，多为口头约定，流转随意性较大。 

（二）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带动能力较弱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问题是数量少、层次低、

入社农户不多。龙头企业主要问题是普遍规模偏小，

辐射带动能力弱，产业链条短，难以深度开发农产

品的附加值，导致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基地带动

农户数同比下降，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年销售收入

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 366 家，占农业产业化组织总

数的 8%，占龙头企业(集团)的 26.4%。 

（三）融资困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产存在无法评估抵押，获

取金融信贷支持非常难，并且信贷额度小。通过对

邯郸、邢台、唐山 石家庄共计 320 户的农户调查发

现，85%以上的新型农业主体在融资方面都存在着担

保困难，申请手续繁杂，隐性交易费用高等问题。

专业大户缺乏资金，可抵押资产有限，贷款环节最

薄弱，获取金融信贷支持最难；农业合作社虽然发

展较快，但管理不规范，贷款也不容易；有些龙头

企业产品知名度不高、附加值低，再加上农产品价

格的不稳定性，获取金融信贷支持的难度也较大；

在对家庭农场走访中发现，由于没有实体资产抵押，

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少数能从信用社贷到款的，

额度也较低、期限短，资金周转常出现紧张局面。 

（四）缺乏新型主体与农户之间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2013 年，河北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种植业

生产基地、养殖业生产基地、生产加工基地辐射带

动农户同比下降-3.7%、-10.7%、-1.3%、-8.3%，这

说明一些生产或加工基地在进行规模化经营的同

时，较少与农户发生经济联系，没有起到很好的带

动作用；一些农民合作社存在持股不均衡、虚假持

股、象征性持股等不合理现象，合作关系松散，不

稳定，致使新型主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不够紧

密，没有真正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五）农业从业人员年龄构成普遍老化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农村大

量年轻、优质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生产

“兼业化”、“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课题组走

访农户 300 家，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50 家，发现经

营者年龄平均在 50 岁以上，且后继无人，年轻人

大多都不愿务农，60 岁以上占 12%，50 岁以上 60 岁

以下的占 50%,40 以上 50 岁以下的占 18%，30 以上

40 岁以下占 12%，30 岁以下占 8%，引进青年科技管

理人才是提高家庭农场效益的最有效途径。 

（六）农业经营主体的文化素质较低 

农业从业人员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农民比重不高，全省乡村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偏低。

2012 年，乡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半文盲 28.4 万，

小学文化程度 773.9 万，初中文化程度 1494 万，高

中文化程度 742 万，中专文化程度 105.6 万，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 56.8 万，全省 82.5%的小学毕业生

和 4.61%的大学毕业生分布在农、林、牧、渔业的行

业中，呈两头小、中间大特点。这说明受教育程度

较低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业等对文化

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行业，从人力资源角度看，制

约河北农业经营发展的人力资源因素有两个：一是

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相比，总体文化教育程度

偏低；二是农村劳动力中文化程度较高、有专业技

能的农民有流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趋势，而农业劳

动力较低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必然限制了农

业新技术、新品种的开发和发展。 

三、河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思路 

（一）加快土地流转进程，是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前提 

一是加快成立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首家由

供销社主导建设的县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落户河北

省鸡泽县，主要为农村各类产权流转交易提供场所

设施、信息发布、组织交易等服务，使得土地流转

更加快捷、便利、规范。二是建议成立县级家庭农

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土地流转工作，

农牧部门采取新闻媒体宣传、下乡组织动员等形式，

使农户由被动、消极地流转土地变积极、主动地流

转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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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农业现代化经营，是培育和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核心 

1．推进农业经营的规模化 

在家庭承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种植养殖业为

主的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更加符合河北人多地少

的实际，也是在现有土地流转水平下解决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矛盾、农民收入低、产业升级困难等一系

列问题的有效措施，是培育专职务农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主要方向，因此，必须转变政府对农业的

扶持方式，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将农地以转包、

出租、托管、股份等形式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对他们实施特殊的扶持政

策，新增农业补贴向他们倾斜，以不断壮大家庭农

场和专业大户的发展力量。 

2．推进农业经营的组织化 

一是大力发展农民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扶持建

立农民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规模化生产经

营，引导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牵头组建合作社，

拓宽合作领域、扩大经营规模、延长产品生产加工

的链条，增强合作社抵御风险、引领带动和市场竞

争的能力。二是鼓励、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积极推动将联合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调整范围，引导联合社规范发展，建立健全规章制

度，制定扶持联合社发展的优惠政策，在农业补贴、

项目资金、财政奖补等方面给予倾斜。三是构建专

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

作体系，三者虽各司其职，但更要加强他们之间的

合作、联合与整合。 

3．推进农业经营的产业化 

按照河北省做大畜牧业、做强蔬菜业、做优果

品业、做精水产业的总体思路，重点培育一批以农

业龙头企业与合作组织为主的经营主体，大力推进

河北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是育龙头。鼓励、支持龙

头企业通过控股、收购、重组、兼并、联合等方式

集约发展，把作为农业产业化骨干的龙头企业做大

做强。二是建基地。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业

生产大户创建生产基地，拓展生产领域，延长产业

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三是改机制。创新利益

联结机制，推动龙头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农户合作，

鼓励农户、农民合作社以土地、劳动、资金、技术

等生产要素入股，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

方式，降低农户和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不稳定性。
[4]

四是创产业园，以优势企业为主体，以优势产业为

基础，积极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农产品主产区聚

集，实现园区建设和新型经营主体的“双赢”，促

进企业集群发展。 

（三）完善农村人才培训机制，是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关键 

1．优化培训对象和内容，造就职业新农民 

选择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

企业中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致富带头人作为

培训重点。一是针对以种植、养殖业为主专业大户

和家庭农场，要充分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强种植、

养殖技术、产品营销、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

量控制等技能培训，提高经营者的专业素质和科技

文化水平。二是针对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民

合作社，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金

融知识、会计知识、管理知识的培训，使合作社的

运行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三是针对作为发展现代

农业产业化经营骨干力量的龙头企业，应着重培养

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懂管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增强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优化培训供给，构建市场、政府、NGO 三位

一体的培训模式 

一是发挥市场对培训供给资源配置的决定作

用，农户有权利自主选择培训供给的主体，从中获

取农业科技知识、技能、指导等的服务。二是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提供政策、资金、信贷

等发挥服务和监督功能，从而扶持、引导、激励新

型经营主体参与科技创新。三是发挥 NGO 的补充作

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既需要市场的调节作

用，又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非政府组织的

参与。NGO 是农村人才培训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帮助农户发展有机生态种植和养殖、实现农业生

产盈利和环保相统一、经济和生态相统一、推动农

村低碳环保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自身

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等特点更能满足经营者的个

性化、多元化的需求。 

（四）完善农村融资服务体系建设，是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保障 

1．创新金融服务 

当前资金瓶颈束缚了农业龙头企业快速发展，

河北应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农业的主体，如：村镇银

行、农业金融合作社或公司化运营的金融公司等，

地方金融机构也可以针对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经营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发金融服务产品，如邯

郸银行的“致富流转贷” ，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地上、地下投资附着物或产生的近期收益作为抵押

担保，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的经营性贷款，有

效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周转

金、农业设备购置费、场地租赁费等资金需求，值

得向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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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担保体系 

完善担保体系，加大金融信贷投入力度，建立

担保基金，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提供担保。进

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经营体制的改革，加快培育主

要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的农村商业银行。建议

在担保体系中将农业半成品或生长期的庄稼纳入农

业期货担保，加大涉农担保力度和额度，拓宽担保

抵押物的范围，加快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建设农村

新型金融机构，实现乡镇金融服务网点的全覆盖。 

3.创新土地经营权信托新模式 

将土地经营权实行信托，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一种新模式，主要是土地承包人为有效开发

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经营收益，将土地使用权或经

营权在一定期限内自愿、有偿、依法信托与某公司、

农庄或其他主体，由受托人对土地进行经营和管理，

并将信托收益交付给委托人。大力培育这样的公司

型或农庄型的受托人，对土地进行集中经营与管理，

充分开发土地使其效率最大化，实现增值保值的社

会效果，最大限度的保障农民与信托受托人的共同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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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Taking Heibei province as example 

MA Gai-ju1, WEN Ke1, LIANG Hong-tai2 
(1.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Handan College, Handan 056038, China; 2.Logistic Management Offic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Hebei Province has fostered 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leading specialized households, the family farms, the peasants’ cooperative society and 
the agricultural leading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Though having 
made some progress in building 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system,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still exist. 
The restraints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slow speed of land circulation, small scal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incomplete policy of powerful support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Seeking for breakthroughs of those constraints is the crux 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Key words: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restraints; scal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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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names in Jiao Cheng county and 
its region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DU Li-yuan 1, JIA Wen-yu 1, WANG Qun 2  
(1. Graduate school,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Place name is a conventional, orientated symbol system. The unique natural and humanities geographical 
features can be reflec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lace names. This article, taking Jiao-Cheng County as example, 
reveals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villages’ names and their region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Key word: name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region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Jiao-Cheng coun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