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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与培育 

——以湖南永州市为例 

潘泽江 黄霞1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 从生产要素禀赋的角度,对家庭农场､ 农村经济组织､ 公司农场､ 生态农庄以及农业科技园区五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进行剖析,根据永州市涉农部门管理人员､ 农业企业家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对土地

､ 资金､ 管理､ 服务以及人力五大要素 15 个指标重要程度打分情况,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测算出决策指标体系的

权重,构建了永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决策层次模型,分析了不同方案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并得到永州市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选择的优先顺序,以期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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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中,传统的小农户经营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求｡我国农业必须要突破传

统的束缚,顺应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战略,探索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不仅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而

且关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效果｡ 

在我国新型农业发展的初期,农户家庭式经营仍然是农业经营形式的主要选择｡虽然国外有公司式农业经营取代农户家庭经

营,但总体上并未取得普遍意义的成功｡然而,简单否认公司式农业经营在总体上加快发展的趋势和在特定领域的比较优势,也不

符合实际｡公司农场是公司式农业经营的组织载体
[1]
｡调查发现,永州市出现多种农村经济组织,其既有传统合作社的功能,又提供

现代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借助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农舍风情建造生态型农庄,使村庄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此外,永州市借助农业

的发展,申报建立农业科技园区,现已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示范基地｡鉴此,在分析和总结永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经验的基

础之上,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生产要素配置差异,以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决策提供针对性建议｡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 模型),生产者(企业)应选择生产大量使用丰裕要素的产品,放弃(不生产)大量使用稀

缺要素的产品,这样才有利可图｡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和资源具有极强的选择性,与区域发展和技术条件等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不

同地区,自然条件和技术不同,适合发展的农业生产项目也会有所区别｡Henderson 等学者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生产要素空

间分布,空间经济问题不能单纯地转换为线性距离或运输成本问题
[2]
｡郝大江和张荣认为,经济空间的载体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在

抽象空间上差异性分布的要素或要素禀赋
[3]
｡根据各地区农业生产的要素禀赋,择优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确定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的选择,对地区内农业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以及农业农村的深化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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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类 

(一)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出现先于理论｡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扶持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倾斜政策,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家庭农场的研究要早于政府文件
[4]
｡学者们从

不同角度对家庭农场加以界定｡傅爱民和王国安认为,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适度规模的土地为劳动对象,以有效率

的劳动､商业化的资本和现代化的技术为生产要素,以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目的的农户生产企业
[5]
｡而黄仕伟和王钰认为,家庭农场

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利用家庭承包的土地或从外部流转获取的土地,来开展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并以此为家庭收入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享有法人权利的独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6]
｡ 

所以,家庭农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工商认证标识,进行过工商注册登记;二是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雇佣临时工予以

辅助;三是规模化经营,获取除自家农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农户家庭的扩大化经营;四是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农林

牧渔的种植､养殖或加工等;五是科学化种植养殖､加工,专业化生产经营｡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在传统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良性运转的组织,具有

开放的､成熟的市场,有公共精神的新型农民,而且农业经济合作社对村庄治理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中心,

纵横双向运行,整合乡村分散资源,破解了村社组织的“分治状态”,推动合作社组织负责人(村庄精英)“双重”或“多重”兼

职,加强村支两委､农民合作组织与普通农民间的沟通与协调
[7]
｡ 

新时代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仅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远远不够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下的农业合作社应该是融合了一二

三产业的“以工促农､服务带农”新主体,是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公司”+“合作社”+“家庭农

场”+“社员”等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发展模式｡ 

(三)公司农场｡ 

公司农场是微观组织形态,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以符合经济规则的方式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根本上

提升中国农业的长期竞争力
[8]
｡相对于家庭农场来说,在我国公司农场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工商资本直接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应该

采取适度谨慎的态度,以防公司农场特别是非家庭持有的公司农场过快发展,形成对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的“毁灭性破坏”,影

响主要农产品供给的稳定性
[2]
｡虽然公司农场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形式,但是公司农场在追求经济效益时,因为在资金､

技术和管理等方面有较强的优势,容易导致个体农户处于不利地位｡ 

(四)生态农庄｡ 

生态农庄是生态化的农业生产加工与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主要特征是:一要农旅结合､景村融合发展,

依靠旅游业发展农业;二是具有特色化农舍民情,当地特色农家饭菜或者乡村风光可以吸引游客前来;三是独特的乡土文化,发展

体验休闲农业｡这些特征也赋予了生态农庄经济效益,通过提供绿色安全的农产品以及服务带来经济收入;同时体验式的生态农

庄也会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保护自然､改善生态的环保作用,其社会效益也较为明显｡所以,生态农庄是农业经营主体重要

的创新形式,对农业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五)农业科技示范园｡ 



 

 3 

农业科技示范园主要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按照“资源共享､技术互助”的企业运行模式,采用高新技术发展现代农业的示范性

园区｡农业科技示范园与一般农业经营主体相比,在园区规划布局上会更加科学合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会相对健

全,同时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方面会更加快速,更容易推广｡所以,农业科技示范园是以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为方向,以专业化､集约化和市场化的现代农业转变为目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 

家庭农场､农村经济组织､公司农场､生态农庄和农业科技示范园,这五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和突击

队,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但是不同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不同的农业生产要素供给,而不同地区生产要素

禀赋最终也会影响新型农业主体培育的选择和结果｡ 

二､永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选择影响因素的层次分析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处｡全市辖 9县 2区,外加 2个管理区和 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 2.24万平

方公里,总人口 645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507.4 万,土地面积 3364.3 万亩,占全省的 10.5%,位居全省第二,宜农耕地 491.7 万亩,

宜林地 2100万亩,待开垦耕地 150多万亩,居全省第一｡现已形成了粮油､畜禽､果蔬､竹木､烤烟､茶叶､药材等七大优势产业,是全

省农产品重要生产､加工､出口示范基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永州市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美丽乡村建设也需要大

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更好地发展永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离不开农地､资金､服务以及人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支持,不同地区因要素禀赋

差异,新型经营主体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层次分析,探索不同生产要素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从

而为不同要素配置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提供合理建议｡ 

(一)模型构建｡ 

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由美国运筹学教授 Satie于 20世纪 70年代初首次提出｡它利用人的经验和判断能力,将定量分析和定

性分析相结合,采用相对标度的形式,测算决策因素｡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7年 8月在永州市的调研,调研采用问卷打分的方式,

对象主要包括永州市 18 位涉农部门管理人员､22 位农业企业家及 56 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用 1-9 标度法确定指标权重,

并计算判断矩阵｡由于篇幅限制,文中只选取一份专家问卷进行计算｡ 

表 1相对重要性程度的取值及其含义 

重要性程度取值 标度含义 

1 两个要素相比，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3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两个要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其重要 

2、4、6、8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表示与上述数字的意义相反的结果 

 

首先,建立层次结构,确定层次分析中决策目标 P,准则层影响因素 A､B以及决策方案层 C的递阶层次,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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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构造判断矩阵｡对形成递阶层次后的各层次中的元素两两结合形成判断矩阵,也即假定上一层次元素 A 为准则,所支配

的下一层次元素为 C1,C2,C3,…,Cn,则对于准则 A时,下层元素 Ci和 Cj两两比较确定权重,形成对角矩阵 Cij｡判断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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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相对权重的计算和一致性检验｡主要根据层次分析法的标度对照表,对所确定的相对权重,依据特征值根法,计算判断

矩阵的特征向量 Wi和特征根 λmax,然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确定所求特征向量的可信度｡层次分析运用的公式主要有: 

 

一致性指标:CR=CI/RI(RI 为平均一致性指标,可查表得到) 

权重计算公式: 新型主体权重=SUMPRODUCT(WCi,WBi) 

( 二)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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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YAAHP.V7.5 对所构造的 P-A､A-B 和 B-C 判断矩阵,测算其特征向量和特征值,对以上测算得出的数据进行整理,可得到

表 2准则层权重数据｡ 

从 表 2 可以看出,在永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层次分析中,就准则层 A 来说,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五大因素

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因素,所占权重为 0.3415,服务因素权重最小,为 0.0958,具体排序为:土地因素>资金因素>管理因素>人力

因素>服务因素;土地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连片流转,其权重达到 0.5396,其次是农地流转程序,占 0.2970;

资金因素中,资金筹集的重要性所占比重为 0.4937,其次是农户保险的覆盖面,权重为 0.3108;在管理因素方面,利益联结机制的

影响权重为 0.5396,政策扶持力度占比 0.2970;服务因素层面,基础设施所占权重 0.5396,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权重为 0.2970;人力

因素层面,人才后续供给的权重是 0.4934,从业人员年龄的权重为 0.3108｡ 

表 2 永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准则层权重数据表 

目标层 P 准则层 A 权重 准则层 B 权重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培 

育 

土地因素 

A1 0.3415 

农地流转程序 B1 0.2970 

土地流转连片 B2 0.5396 

对土地依赖程度 B3 0.1634 

资金因素 

A2 0.2588 

资金筹集 B4 0.4934 

保险覆盖面 B5 0.3108 

贷款门槛 B6 0.1958 

管理因素 

A3 
0.1668 

生产加工过程 B7 0.1634 

利益联结机制 B8 0.5396 

政策扶持力度 B9 0.2970 

服务因素 

A4 0.0958 

基础设施 B10 0.5396 

社会化服务体系 B11 0.2970 

农机手段单一性 B12 0.1634 

人力因素 

A5 0.1371 

从业人员年龄 B13 0.3108 

人才后续供给 B14 0.4934 

管理经验 B15 0.1958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实证结果｡ 

通过 YAAHP.V7.5,进行层次分析,选取准则层 A 和 B,共五个方面的 15 个指标,包含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基本因素,同

时对影响因素划分层次作进一步研究,利用新型主体权重计算公式,可以得到表 3｡ 

表 3永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选择权重分布表 

 家庭农场 农村经济组织 公司农场 生态农庄 农业科技园 组合 

权重 0.2556 0.2351 0.2115 0.1536 0.1442 

B1 0.3614 0.2526 0.1765 0.1233 0.0862 0.101 

B2 0.3731 0.2461 0.1720 0.1414 0.0674 0.184 



 

 7 

B3 0.4540 0.2299 0.0653 0.1218 0.1290 0.056 

B4 0.1191 0.2440 0.4010 0.1572 0.0786 0.128 

B5 0.3841 0.2628 0.1091 0.1693 0.0747 0.080 

B6 0.0935 0.2495 0.4379 0.1482 0.0709 0.051 

B7 0.0709 0.1482 0.2495 0.0935 0.4379 0.027 

B8 0.0649 0.4349 0.2477 0.0929 0.1596 0.090 

B9 0.2327 0.1026 0.0717 0.1500 0.4430 0.050 

B10 0.2549 0.1609 0.1061 0.4190 0.0590 0.052 

B11 0.4011 0.1051 0.2681 0.1631 0.0626 0.028 

B12 0.4301 0.0919 0.2595 0.1579 0.0606 0.016 

B13 0.4190 0.1609 0.1061 0.2549 0.0590 0.043 

B14 0.0587 0.1735 0.2536 0.0973 0.4168 0.068 

B15 0.0579 0.2499 0.1710 0.0917 0.4295 0.027 

 

从上表可以看出,土地､资金､管理､服务和人力五大因素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各有不同｡其中,土地因素中土地连

片流转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最大(0.1844),农地流转规范程度对其影响权重也较大(0.1014);其次是资金因素中的资

金筹集权重也较大(0.1277)｡而相对来说,服务因素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权重最小,尤其是农机手段的单一性､社会化

服务体系,对其影响相对较小,所对应权重分别为 0.0157,0.0284;同时,人力因素中从业人员的管理经验影响较小(0.0268),管理

因素中,生产加工过程影响权重也不大(0.0273)｡对于要素禀赋而言,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要素禀赋的依赖也会有所不同,其

中,家庭农场的权重最大(0.2556),其次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公司农场,所对应的权重分别是0.2351和0.2115,生态农庄和农业

科技园所占的权重相对较小,分别为 0.1536,0.1442｡ 

(二)实证分析｡ 

在不同准则层下,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对应的权重有所不同｡对于家庭农场而言,土地､资金､服务和人力因素的影响作

用比较大｡其中土地因素主要是土地依赖程度和土地连片流转对家庭农场的影响更大;资金因素主要是农户保险覆盖面影响较大

｡家庭农场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对农户保险的依赖性较大;服务因素中所占权重比较大的是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机手段的单

一性,而且家庭农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年轻劳动力比较少,家庭农场内从业人员的年龄普遍偏大｡此外,家庭农场的发展还处于

初步阶段,管理因素的重要性还没有凸显出来,相关因子的权重较小｡ 

对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五大因素对其影响较为平缓,利益联结机制对其影响最大｡相对于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对土地和资金的依赖比较小,而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的成员也更多,不局限于家庭内部,规模一般也较大,需要一定的管理,所

以管理因素权重较大｡ 

对于公司农场来说,资金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当资金筹集困难和贷款门槛高时;此外,管理､服务和人才三因素对其影响也较

大｡公司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利益分配等都有一定要求,为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公司农场对生产加工过程要

求较高,所占权重也较大｡同时公司农场也需要服务和人才予以帮助,所以,社会化服务体系､人才的后续供给和管理经验等所占

权重较大｡对于生态农庄而言,土地､资金､管理､服务及人才五大因素所占比重比较平缓,其中服务因素相对权重较大,尤其是基

础设施对生态农庄的影响巨大｡一般而言,生态农庄主要是依赖附近景区的带动｡因为,城乡发展的差距不大,客流量相对来说比

较固定,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吸引外地开发商,从而促进当地的发展,更容易吸引外来游客,带来更大的效益,进一步促进生态

农庄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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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业科技园而言,管理因素和人力因素所占的权重相对较大｡农业科技园由政府牵头,在土地､资金和服务上具有一定的

优势,会得到政府更大的鼓励和支持,所以政策支持上会有所偏向｡此外,农业科技园对农业科技有一定的要求,所以生产加工过

程的权重也会相对较高｡同时还需要优秀管理人才的后续供给,保证农业科技园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才后续供给和人才的管理

经验所占比重会较高｡ 

三､结语 

在实际生产中,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要素不同,其选择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会有所差异:家庭农场更容易受到土地因

素的影响;农村经济组织更多受服务因素的影响;公司农场和生态农庄都比较受资金因素的影响,而且生态农庄的发展还需要当

地景区的带动;农业科技园受政府影响较大,更加重视管理要素的影响｡总体而言,永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选择的优先顺序

为:家庭农场(0.2556)>农村合作经济组织(0.2351)>公司农场(0.2115)>生态农庄(0.1536)>农业科技示范园(0.1442)｡家庭农场

仍然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主要的形式,并且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重要的形式,对

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公司农场则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补充形式,可以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提供全面的社会化服务;

生态农庄和农业科技示范园是重要的创新形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尝试性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不同生产要素禀赋下的合理

选择对建设田园综合体有重要示范作用,对我国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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