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湖南农村电商领域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调研报告 

谭星
1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5） 

【摘 要】：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在查阅了《湖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以及《湖南省 2019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 年湖南省电子商务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湖南娄底涟源等地的实地调研，分

析得出目前湖南农村电商领域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人数增加，培育效果初见成效，但整体的经营者素质还是亟需加

强，且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农业整体经营能力在不断提升，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商交易活跃，但

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也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提升培育质量、扩大培育路径、增加培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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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说到底是人才的振兴，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离不开新型职业农民，自 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反复将这一政策在每年的一号文件中不断重申。“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成为了学术界一直探讨的焦点。

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的新型职业农民受到各种嘉奖与表扬，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一种新的职业慢慢被人们认识和接纳。 

1 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特征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学者朱启榛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

他们不仅懂技术、会经营，还会对生态环境和子孙后代承担责任。王丽萍、周敏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应当具备较高的文化素

养，遵守职业道德并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同时具备一定的市场意识和金融意识，将农业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中国社会

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广义的职业农民，是指农业全产业链中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从业者，而通常意义上的职

业农民，则是指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农产品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家庭农场主。新型职业农民是相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的，总结下

来一般有以下的特点： 

(1）经营的目的是对接市场，而非自给自足。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市场要求其与其他行业职业一样具有成本核算

意识、品牌塑造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不仅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还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 

(2）有适度的经营规模。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市

场中，特别是在农产品流通、服务和加工领域，新型职业农民从业者的经营规模很大，甚至可以比肩跨国公司，足以使生产成

本降到产生市场竞争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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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托现代农业经营组织体系。从国际经验看，在大部分农业生产领域，“巨型合作社+专业化家庭农场”是最具有竞争

力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合作社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能有更多的群体分享到农业产业链的利益。据资

料显示，在农业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一般的家庭农场经营者也难以维持生存。 

(4）新型职业农民大多都具备了一定的农业生态环保责任意识。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农业从业者与经营管理者采用环境友

好的技术从事生产经营。 

(5）在未来，新型职业农民将与政府和学校协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系统、农业科研机构和政府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性支

撑结构，三者结成良性互动关系。未来，新型职业农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创新主体，而农业科研机构和政府会帮助职业农民

获得适用技术、降低各类风险、稳定市场预期。 

2 湖南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 

2.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人数增加，培育效果初见成效，但整体的经营者素质还是亟需加强 

近年来，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湖南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据统计，截止 2015年底，全省发证的新型职业农民近 2万人，

2017年湖南通过各种方式培育出新型职业农民近 10万人。湖南省在面对这个全新的职业时采取认定的方式，认定分成三个等级：

高、中、低。对学历、专业、资质、经验以及收入水平均有要求，学历要求农科专业中专以上，具备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有 3

年以上适度规模经营或服务的经验，且收入水平相当于当地城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经申请考核合格后颁发相应的级别证书，在

符合更高级别条件时允许逐级或跨级晋升。根据《湖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中数据，截止 2016年，

全省农业经营户 1295.60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 12.21万户。2016年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 6.44万个，其

中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 3.06 万个，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1723.33 万人，其中女性 780.10 万人。在农业

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 35岁及以下的 249.56万人，占 14.4%，年龄在 36～54岁之间的 840.30万人，占总人数的 48.8%，年龄

55岁及以上的 633.46万人，占总人数的 36.8%。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调查中显示，大专以上的经营者只占到了 1.9%，

初中教育程度的占到了 52%。（如图 1、图 2所示） 

 

图 1 2016年湖南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构成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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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6年湖南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图 

2.2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农业整体经营能力在不断提升下载原图 

根据湖南省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的数据显示 2019年全年粮食产量为 2974.8t，与过去几年比较，粮食总

产量较往年有所下滑，但依据报道中农业增加值 2124.0亿元，持续增长 3.6%。不难得出，从 2014年截止 2019年，湖南省粮食

产量有所下降，但产值在不断增加，可见产量下滑，附加值增加，证明农产品商业附加值在增加，农产品的生产质量在提升、

农村的商业运营在增加（见图 3）。 

 

图 3 2014-2019湖南省粮食总产量图表 

3 湖南农村电商领域现状 

以湖南省商务厅 2019年湖南省电子商务报告为基础，结合湖南娄底涟源等地的实地调研，湖南省的农村电商领域主要从以

下三个方面去看： 

3.1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但规模化仍然不够 

2019年，湖南省电子商务交易额 13176.62亿元，网络零售额（B2C、C2C)2598.05亿元，企业间电子商务交易额（B2B)10578.57

亿元，其中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188.91亿元，占全网电商销售额的 1.43%，占全网电商零售总额的 7.3%，在实物行业网络零

售中，粮油农产品的销售额位于服装鞋帽针织品、日用品之后，成为 2019年实物行业网络零售额的第三，占比约为 18.7%。2019

年全省 6920 个贫困村线上线下结合销售农产品 15.7 亿元，通过农村电商培训，培育了 11533 个扶贫示范网店。湖南电商扶贫

小店全年交易额 1.87亿元。电商扶贫带动超过 100万贫困人口增收。（如图 4、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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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9年湖南省实物行业网络零售占比图 

 

图 5 2019年湖南农村电商交易额占比图 

3.2在电商销售渠道上，2019年社区电商、直播电商发展势头强劲 

2019年湖南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销售渠道开始且稳步向社区电商与直播电商推进，社区电商以“预售+自提”模式，为社区家

庭提供生鲜水果、肉禽水产、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精选商品，社区电商领军企业发展迅猛，年交易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10倍。

省地域性特色农产品品牌如炎陵黄桃、安化黑茶、怀化水晶桃等农特产品在直播中受到热捧。联合直播大咖开展“湖南好物推

荐活动”，4小时直播销售额超过 410万元，当天引导成交超过 1500万元。 

3.3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训进一步开展但存在问题也较多 

2019年，湖南省在商务厅的牵头下依托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成立电商扶贫“农家学院”，举办 6期县域电商精英免费培训班，

在行业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的电子商务技能竞赛，联合企业开展跨境电商的培训工作，为农产品电商人才储备人才力量。 

作者在 2017-2019 年三年间深入湖南娄底、涟源农村培训调研，发放 150 张调查问卷，有效回收 124 份，124 人中农民有

42 人，个体工商户 32 人，政府工作人员 21人（职业占比如图 6),124人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有 34 人，本科学历的 8人，高中及

以下学历的有 82 人（学历占比如图 7）。他们当中有 99 人认为现在农民的主要收入仍然是出门打工，认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于耕种和养殖的分别只有 8人和 6人（农民收入来源调研，如图 8）。有 47人认为制约农民普遍富裕的因素是来自于受教育程度

偏低，有 37人认为制约富裕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有给平台与帮扶（农民收入水平受制约影响因素调研，如图 9），农民渴望提高自

身素质与学历的愿望是比较迫切的。 

 

图 6接受调研人员职业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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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接受调研人员学历占比图 

 

图 8农民收入来源调研图 

4 由此可见新型职业农民在培育的过程中还需要面对以下问题 

4.1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仍需加强，农民的培育欲望很强 

整体来说这些年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新型职业农民的整体素质仍需加强，从报告中得知大专以

上的经营者只占到了 1.9%，初中教育程度的占到了 52%，这意味着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整体素质偏低，需要教育真正能落实下

乡，提升农民整体素质。 

 

图 9农民收入水平受制约影响因素调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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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调研的几百个农民中大部分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综合素质与学历影响到了农民自身的发展，接受培训与培育的欲望是

很迫切，他们都希望能有政府组织的各种经营与生产类的培训甚至是学历上的培训来提升自己，提高自己的收入丰富自己的生

活。 

4.2培育内容需要扩大：农村电商培训需融入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中 

随着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把农村电商培训融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中。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农业整体经营能力在

不断提升，在农产品产量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农产品的销售附加值却在逐年递增，农产品电商也占去了全年电商实物行业销售

额的近 18%的销售额，这一系列都说明，电子商务成为了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应当加入农村电商的培

训，才能符合时代的需求。 

4.3农产品电商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道路要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质量需提升、培育路径与知识需进一步扩大 

利用电子商务进行农产品销售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了农产品发展的主要道路。从商务厅发布的省电子商务报告中可以看出，

目前湖南的农产品电商销售成交主要分布在零售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销售（B2B）并不大，这也证明农产品销售规模

化与集团化发展程度并不高。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B2B）销售额度仍然占据着电子商务销售成交额中的巨大比重，湖南

省农产品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需要走规模化、规范化、集团化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光靠单个的新型职业农民是不可能的，需要

新型职业农民在政府的引领、行业的指导下抱团发展，形成政府、企业、农户协同发展的产业化路径。 

参考文献： 

[1]朱启榛，胡方萌．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环境的几个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15(10):61-69. 

[2]王丽萍，周敏，等.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16):15-18. 

[3]中国乡村发现[N].光明日报，2019-04-03(07). 

[4]湖南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湖南省省农普办湖南省统计局，2018. 

[5]2019年湖南省电子商务报告[R].湖南省商务厅，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