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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现状分析 

——基于湖北省 56 个家庭农场的调查 

邓军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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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我国家庭农场主的创新精神现状,基于湖北省 56 个家庭农场的调研资料,对其现状及原因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为:大多数创业动机是基于政策扶持;许多农场主创新动力不足;

多数缺乏冒险精神。为此,必须提高社会意识层面对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的重视程度;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农场主要

提升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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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研究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企业内部发展的原动力,它是驱动企业产品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企业有效应对变

化,克服路径依赖,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毋庸置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非常需要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2017年 10月,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

神”。我国“十三五”和 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发展现代农业,走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这些都离不开家庭农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而家庭农场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则与农场主的创

新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近几年以来,企业家创新精神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热点,部分学者对家庭农场的创新精神也有所涉及。江春(2010)提出

金融的核心功能实际上是遴选出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并通过支持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活动来促进经济增长,欠发达的金融体

系会压抑一国的企业家精神,而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会帮助人们通过知识和创新来创造财富。莫艳清(2014)通过考察和分析发现,

村庄带头人在村庄再造过程中扮演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角色,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这些带头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

新能力是一个村庄获得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关键。黄胜忠(2014)认为通用管理胜任力、企业家精神能显著改善合作社整体绩效,特

殊沟通能力只与合作社的社会绩效正相关,外部社会资本只对合作社的业务增长产生正向影响。陈江(2015)提出企业家精神是权

力意志驱动下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企业家及其精神理论对于经济变迁的动力具有较好

解释力。刘涛(2017)提出企业家精神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长的最稀缺的要素之一,为了加快推进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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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体系发展,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完善相关机制,推进农民企业家精神建设。张红宇(2018)认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塑造农业经

营体系,而农业企业发挥带头作用,需要农业企业家永不满足,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实现完美的工匠精神。以上研究在农业企业家

精神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尚未基于实地调查资料对家庭农场主的创新精神进行研究。本文将基于湖北省 56 个家庭农场的实

地调查资料,对家庭农场主的创新精神的现状进行分析。 

2 调查情况及分析 

2.1调查样本地区分布及基本概况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 2017年 7月至 2018年 3月对湖北省 56个家庭农场主的走访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问卷与访

谈相结合的方式,一共发放问卷 66张,得到有效问卷 56份,有效率为 84.8%,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到被调查家庭农场基本概况、农场

主的创新精神现状;调查对象涉及湖北省 9个市。 

2.2家庭农场主的创新精神现状分析 

2.2.1大多数家庭农场主的创业动机是基于政策扶持。 

近些年随着我国系列扶持农业发展政策的持续出台,诞生了一批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此其创业动机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调查结果显示,在 56个样本家庭农场中(可多选),100%的家庭农场主都是基于提高生活水平而进行创业,这一结果在情理之中;值

得关注的是,有 95.4%的家庭农场主创业动机是基于国家的政策扶持,而基于发挥自己特长、实现自我价值、市场机会创业的分别

占 22.9%、29.4%和 25.5%。由此可见,我国大多数家庭农场主的创业,离不开外来力量尤其是政府扶持政策的推动,而外来力量只

是暂时的,家庭农场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不断创新,这也是为什么目前许多家庭农场经营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之一。 

2.2.2许多家庭农场主的创新动力不足。 

国内外研究和家庭农场发展的实践表明,家庭农场如果要得到持续发展,家庭农场主的创新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调查

结果表明,在 56个样本家庭农场中(可多选),家庭农场主的创新动力非常强、比较强、一般、无所谓和完全没有的分别占 9.8%、

15%、28.8%、34%和 12.4%。也就是说,目前大多数家庭农场主的创新动力不足。通过进一步访谈得知,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农业初

级产品附加值低,技术成熟,不需要创新;家庭农场如果要创新则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资金稀缺是目前制约大多数家庭农场发展

壮大的瓶颈因素。 

2.2.3多数家庭农场主缺乏冒险精神。 

富有冒险精神是家庭农场主的重要特质之一,这也是家庭农场主与普通人的主要区别。在创业初期,许多家庭农场的创始人

出于自身利益需求,没有安于现状,敢于冒险投资创业,才有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的出现。对于冒险精神的调研结果显示,在 56

个样本家庭农场中,家庭农场主非常愿意冒险、比较愿意冒险、一般、无所谓和不愿意冒险的分别占 7.2%、16.3%、17%、21.6%

和 37.9%。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农场主不愿意冒险。访谈中他们表示,冒险得到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要

么成功,要么失败,而一旦失败可能倾家荡产,因此只要不危及到生存,他们更愿意选择目前的经营状态。 

3 对策及建议 

3.1提高社会意识层面对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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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社会意识层面对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的重视程度,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一,加大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重要性的宣

传力度。建议电视台、杂志、报纸等新闻媒体通过各种形式,让更多的公众不仅仅只关注物质层面的需求,开始意识到家庭农场

主创新精神的培育与自己息息相关,是利人利己的好事情。第二,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普通民众通过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

就能够了解到企业家创新精神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它其实一直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我们现在只需要重新意识到它

的重要性,并加以传承和创新,让它更好的为人类社会服务。 

3.2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首先,修改完善与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愿意投资农业领域,创办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带动周边的农民共同致富,促进三农的发展。其次,定期持续举办有利于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培育的专项培训。建议政府部

门组织专项资金,对家庭农场的创业者们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除此之外,建议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也要开设与家庭农场主

创新精神相关的课程,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的重要性。最后,制定并出台支持家庭农场主创新精神培育的

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政策。 

3.3家庭农场主要提升自身素质 

从家庭农场主自身来说,提升创新精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家庭农场主可以参加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相关培训,真正

认识到提升自身创新精神的必要性。如果这些家庭农场主能够意识到创新精神是一个需要自己不断提升的过程,而不是权宜之计,

那么家庭农场的经营状况自然会大有改观。其次,家庭农场主要加强自身修养。家庭农场主自身修养水平的提升,主要来自于面

对纷繁复杂的市场变化,如果能够突破自己的局限性思维,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最后,家庭农场主要意

识到团队的重要性,加强团队建设。家庭农场都有自己的团队,他们是农场的核心骨干,而集体往往比个体更有智慧,这也是目前

大多数家庭农场主要引起重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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