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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农夫到现代农商的嬗变 

—基于浙江新型农民典型个案的分析 

郑 雪 

（中共海盐县委党校讲师  314300） 

【摘 要】建国六十年来,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农民经历了由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个体

农夫,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农夫,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农商的转变。现代农商的出现,对推进新农

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省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现代农商人数众多,从中选取典型个案进

行分析可知现代农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从而为现代农商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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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广大农村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

国农民的生产从业方式变得日益多姿多彩,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渐转变为企业家、乡村工人等现代农商。我国农民由传统农夫向现

代农商的转变,深刻反映了六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特别是农村发展的巨大进步。当前,相对城市而言,较大范围的农村仍是弱势区

域,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就要把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放在重要位置,这就迫切需要加快培养现

代农商。 

一、我国农民由传统农夫向现代农商转变的重要意义   

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有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即现代农商。

因此,我国农民由传统农夫向现代农商转变,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一)传统农夫向现代农商转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 

农民知识化进程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

现。正因如此,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 

(二)传统农夫向现代农商转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提高农民素质,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

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传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设新农村,必须

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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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农夫向现代农商转变,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最终要被农民所掌握,才能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劳动

力转移等培训,推动和加快传统农夫向现代农商转变,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农民由传统农夫向现代农商的转变 

(一)传统农夫向现代农商的转变过程简述 

建国六十年来,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我国广大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

家庭的消费,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产品经济。到了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民成了集体经济式生产队成员乃至公社社员,但其劳动产品依

然不是商品,而是计划产品,即所谓“卖公粮,交余粮,剩下的分口粮”,这个时期的农民只是从个体农夫转变为集体农夫。可见,

前两个时期的农民,在实际意义上都是“农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确立,一些农民逐步树立和

明确了市场经济观念,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引导市场、并以商业活动为舞台,最

终转变成为与传统“农夫”截然不同的现代“农商”。 

(二)传统农夫与现代农商的区别 

国际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拉南·威茨(RaananWeltz),在他的享誉国际并流行广泛的著作《FromPeasantTo Farmer》
①中,分析

了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夫向现代化农民或农场主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后来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中得到印

证与丰富。这一过程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主要转化内容:一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现代化,科技在农业上的应用,小

农经济、产品经济向规模经济、商品经济的转化;二是基于上述基础的传统农民向现代农商的转化。传统农民或农夫,是面向黄

土背朝天的小农生产方式下的农业劳动者,其主要经营意识是自给自足。同时,资源配置也是传统的,以小块土地需要为依据,物

物交换、以工换工是通行规则。现代农民是真正的农商,是一个以市场为背景,遵循价值规律,从事商品生产的经济人。 

依据拉南·威茨上述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分析可知:农夫与农商从事的工作,虽然都与农业相关,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代表了

不同的经济关系。 

农夫,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夫与自然经济相契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夫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

典型的自然产品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个体农夫转变为集体农夫。 

农商则与农夫截然不同。农商是一个新的范畴,是现代农民的经济学意义表述,反映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代表的是一种通过

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引导市场、并以商业活动为舞台的新生产者。如学者巫继学认为:“从经济学

角度看,新型农民就是`农商'。” 

三、现代农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基于浙江新型农民典型个案的分析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三个方面正是现代农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现代农商应当具备较全面的文化素质 

                                                           
①参看 Raanan Weltz,From Peasant To Farm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或该书的中译本:从贫苦农民到现代新农民,

展望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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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商应有一定的文化素质,这里的“文化”不仅指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文化知识,还包括热爱、建设和美化农村的

主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觉性、自信心和责任感,以及现代文化意识和较高的审美情趣等。 

慈溪市桥头镇于 1983年成立了农民读书协会,促使农技类、生活类等实用知识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发挥出重要作用。

如今,桥头镇农民读书协会已有 1万多名会员,占全镇人口的三分之一,藏书 3万余册,配有计算机自动化管理设备,营造了良好的

学习氛围。多年来,桥头镇农民通过在读书协会学习书籍、参加活动,文化知识不断丰富,逐渐孕育了一批现代农商。何家村农民

何通达只有初中文化,依靠从读书协会借来的《棉花种植技术》等书学习知识、指导实践,走上了致富之路。他所在村的皮棉平

均亩产在慈溪市名列前茅,本人考上了农技员,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上林湖村农民陈竹青,正是从协会的书上看到关于发展养

猪事业的文章,激起了他的创业干劲,如今已拥有一座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米的养猪场,全年饲养量达到 3000 余头,被评为慈溪

市“科技示范户”、宁波市“十佳农民读书之星”。桥头镇农商纷纷表示:经常阅读书籍,学习文化知识,是他们事业成功的秘诀。 

(二)现代农商应当具备较强的技术素质 

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农商不仅要有一定的农业技术专长,还要有较快吸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能力,有效提高生产劳动效

率的实践技能,较强的知识更新以致职业岗位的转换能力等。 

永康市塘先镇明星村赵岩财一家三代以种姜为生。建国初,赵岩财背着生姜到义乌换点米和盐;上世纪 60 年代,赵岩财的儿

子赵养开通过种植生姜实现温饱;如今,赵岩财的孙子赵鑫州,通过运用相关生产技术,生活日益富裕。赵鑫州一方面学习和应用

生姜种植方面的农业新技术,使生姜亩产量一举突破 2250公斤,获得大丰收;另一方面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将生姜加工成生姜粉、

生姜糖、姜茶饮料等,深受市场欢迎,价格也比整块生姜高出许多。他还运用网络技术开办了中国生姜网,将产品销售到上海、杭

州和内蒙古等地,并计划开拓国外市场。种姜人家赵岩财一家三代六十年来的变化,深刻反映了技术素质对于现代农商的重要性。 

(三)现代农商应当具备较高的经营素质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农商不仅要有现代开放的意识和较强的市场观念,还要具备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现代企业经营

管理能力和正确的价值判断等。 

近年来,浙江不少地区的农村出现了类似于现代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农商,被形象地称为“农业 CEO”。如海盐县西塘桥镇农

民张月平,凭借丰富的农业种养技术和营销经验,成为“农业 CEO”中的一员,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和经营等方面服务。半年前,

海盐人沈建军准备投资农业,但不知如何开展,便向张月平咨询。张月平了解了沈建军的投资规模、经营方向,给他制订了发展计

划。沈建军根据张月平的建议,流转了 100亩土地,50亩养小龙虾,套养花鲢、白鲢、河蟹以增加收入、过滤水质;20亩养南美白

对虾,同时养小河蟹和鱼;种植 20亩水稻,产量稳定,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还有 10亩种植葡萄。他还在虾塘边种了黑麦草、

小杜瓜等,张月平早已为其联系好了收购企业。半年以来的运作一直比较顺利,部分项目已开始收益。沈建军表示,农业创业园之

所以如此顺利和省心,都要归功于“农业 CEO”张月平的帮助。 

现代农商除了应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基本素质以外,还应不断培养和提高现代民主政治意识、不失高尚人格

的做人准则而又灵活多变的人际交往能力、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等综合素质。 

四、现代农商的培养 

现代农商的培养,对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应置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优先领域,有效开发

农村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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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教育、提高素质---培养“有文化”的现代农商 

教育对提高素质有着基础性、根本性、全面性的重要意义。首先,完善以义务教育为主的农村教育体系,夯实农民学科学、

学技术、实现职业转化的文化基础。其次,培育农村文明的新风尚,倡导农村健康的新生活,用先进文化影响和培养现代农商。一

要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乡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二要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开展有益

身心的文体活动,倡导农民学文化、学技能;三要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引导发展农村特色文化,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

如台州市黄岩区创建了 50多家农民学习会馆,聘请科技、农口、卫生、文化等专业师资和种植养殖大户、农村致富能手,讲授科

技、文体、保健等知识,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培育了农村的文明风尚。 

(二)重视培训、掌握技能---培养“懂技术”的现代农商 

提高农民的技术素质,是促使农村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才资源的关键。首先,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加强对从事农业

生产农民的培训。结合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要求,加大现代信息、生物、清洁生产、环保等技术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

的科技素质,切实把农业发展转入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结合农时季节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的专业技术培训,

使农民容易理解和掌握。其次,整合农业信息化资源,推进网络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生活中的应用。涉农部门要建立健全农业

信息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着力培养复合型农业信息人才,农技人员、镇村组干部、农业大户、农民经纪人等要率先学会使用电

脑,并带动广大农户学习。运用电脑进行网上代销代购,全面推进网上市场开发。 

(三)创新管理、灵活思维---培养“会经营”的现代农商 

现代农商通过参与市场活动,掌握一定的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能力,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首先,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

其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和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作用,为现代农商管理水平的提高营造良好的氛围。开展普法教育与新农村建设

中的权利、责任、义务观教育,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观念。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的具体内容与加大公开的力度,强化对村务公开

的监督保障。其次,转变思维模式,学会灵活经营。现代农商强调的是市场意识,不但要会种植农作物,还要有能力拿到市场上去

营销。因此,现代农商要有较快适应外界陌生环境的能力,准确判断农业市场变化,密切观察市场行情,不断提高行业感悟力。 

总之,现代农商的培养,要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按照不同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要求,采取形式多样的分

类培训方式。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农民经历了从个体农夫到集体农夫再到现代农商的巨大转变。这不仅是六十年来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

村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深刻反映,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缩影。现在,除了农民,有日益广泛的人群加入

到现代农商的队伍,如清华博士后从高端前沿的生物医药进入传统的养殖业,畜牧兽医工作人员成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顾问,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农业领域尝试创业等。现代农商队伍的日益壮大,昭示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

更广阔的视野看,有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