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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创客群体画像、创新路径与“共富”实践 

张香美
1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以浙江省优秀农创客案例为研究对象，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人员访谈，勾勒出浙江农创客的群

体画像。研究发现，他们以新理念的实践探索、新技术研发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等为路径进入农业产业，通过推进

农业转型升级、创造就业岗位、促进要素流动等富民实践助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基础，探路浙江

省“两个先行”。 

【关键词】：农创客 创新创业 共同富裕 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 

2015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农创客”概念，2017年将其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浙江省实施“两进两回”，积

极推进科技、资金进乡村，青年、乡贤回农村。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8月，浙江农创客总人数已

达 7800余人
[1]
，是全国农创客人数最多的省份。2021年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关于实施十万农创客培育工程(2021-2025年)

的意见》指出，到 2025年，将累计培育农创客 10万名，辐射带动 100万名农民实现增收，营造全域农创全域共富的氛围。 

1 浙江农创客群体画像 

根据相关文件描述，农创客是指年龄在 45周岁以下，拥有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农业领域创业创新，担任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或拥有股权的人员。浙江省自 2019年实施“两进两回”政策以来，全省农

创客人数不断增长，根据网络公开数据的搜集整理显示，2019 年年底达 5073 人，2020 年 8 月达 6173 人，2021 年 8 月达 7800

人，2022年底预计超 20000人(图 1)。他们敢闯敢拼，奋发有为，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力量和靓丽风景，为实现乡村人才振

兴提供浙江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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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2022浙江省历年农创客人数 

数据来源：根据网络公开数据整理 

表 1农创客地区分布情况 

地区 杭州 宁波 温州 湖州 嘉兴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人数 13 11 10 7 8 8 8 10 4 9 9 

 

本研究以浙江省农创客联合会 2021年汇编精选的全省 97个优秀农创客案例为样本和研究对象[2]，探讨新时代农创客的群体

特征。97个优秀农创客案例的地区分布如表 1所示。 

1.1年龄与性别 

从年龄上看，农创客出生在 1976～1995年间，“70后”13人，“80后”72人占比约为 74%，“90后”12人。从性别上来

看，男性 73人占比约 75%，高于女性。同时，该比例也高于其他类型的男性创业者比例(55.4%)[3]，这与农业创业的环境条件和

行业特征有密切关系(图 2、图 3)。 

 

图 2农创客各年龄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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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农创客性别分布 

1.2学历与专业 

从学历上看，农创客的学历分布从专科到博士，样本案例中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78 人，占比约为 80%，其中硕士 6 人，博士

1人。农创客们的毕业院校主要以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占比 93%，其中不乏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等“双一流”高校。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涉农高校有 17人，占比约为 18%，海外高校毕业仅 7人(图 4)。 

1.3法律形态与经营时长 

从经营主体的法律形态来看，公司制法律形态是农创客们的首选和主要偏好，总计有 73 人，占比约为 75%，选择合作社为

注册登记法律形态的有 19人，占比约为 20%(图 5)。 

 

图 4农创客学历分布 

 

图 5农创客创业法律形态分布 

从户籍地来看，到户籍所在地开展创业经营活动的 88 人，占比约为 91%，在户籍地以外创新创业的仅 9 人，进一步分析发

现他们异地经营的主要动因是追随配偶或利用产品的地理区位优势(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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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农创客创业地点分布 

创业起始时间上，最早的为 2000 年开始创业，最晚的为 2019 年开始创业。在创业的延续性上，自主经营经历长达 5 年以

上 93人，10年以上的 42人，15年以上 7人。明确表示自己是农创二代即父辈是从事“三农”经营活动的有 24人(图 7)。 

2 浙江农创客创新路径 

 

图 7农创客经营时长分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高学历、浓厚的乡土情怀、偏好公司制的经营组织形式、对农业的坚守等是浙江农创客的群体特征。在

这样的人力资本特征下，农创客们的创新模式也彰显新特点，他们运用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以产品品牌建设、经营模式创

新和新技术研发应用等路径进入农业产业，发展新业态、构建新模式、拓展新领域。 

2.1以新理念的实践探索为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水平的提高，愿意为农产品支付品牌溢价的消费理念已然成为市场需求端的发展趋势。同时，随着市场中

的农产品越来越丰富，同质竞争越来越激烈，农业供给侧的品牌建设越来越迫切。从某种程度上说，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

聚集大量农业品牌的过程[4]，农业品牌建设是实现质量兴农和产业兴农的重要途径[5]。 

农创客们大多成长于品牌文化盛行时代，他们有强烈的品牌意识，深知品牌产品能收获品牌溢价，积累无形资产。李晓军，



 

 5 

自公司成立注册“艺福堂”商标以来，积极开展品牌建设，截至目前已在欧美几十个国家注册了 EFUTON 商标，入围 2017 年首

届“CCTV 中国品牌榜”“全国百佳农产品品牌”“杭州市名牌产品”“最具发展潜力品牌”等荣誉，以品牌为背书在竞争激烈

的茶叶市场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区域公共品牌“丽水山耕”产品累计销售额达 101.58 亿元，平均溢价率超 30%，产品远

销北京、上海、广东等 20余个省份。 

他们通过品牌内涵建设、品牌文化挖掘、品牌形象推广，扩大了产品销售，满足市场需求，提升了品牌价值，积累了农业企

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同时，品牌培育也推动了农业供给侧改革，如种植、加工等环节的技术和标准化建设，撬动了农业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2.2以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为路径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技术进步。农创客们将新技术融入到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品种选育

培育环节的技术创新，从源头上优化产品结构，保障农业产业的绿色发展；在种植、养殖方面的新技术开发，推进农业生产方式

转型升级；在农产品的采收、储藏、运输等环节的技术创新，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农业物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价值链各环节的融入则推动农业迈向智慧时代。 

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农创客陈方龙，自 2008年创立生态鸽业有限公司以来重视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公司研发出了第一个关键

性产品——恩拉霉素，成为当时我国农业部批准的首家生产仿制恩拉霉素的企业，也是全球有正规销售批号(恩拉霉素)的两家

公司之一，成为在该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均掌握主导权的头部企业。博士毕业于中科院的沈杰，则基于物联网平台，创新

研发了循环水生态养殖系统，用物联网科技推动传统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 

他们将新技术嵌入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强化农业“造血”功能，实现农业研发或技术服务的集成化、加工的数智化、质

量可溯化、营销的精准化。大力推动农业发展的机械化、规模化和智能化，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发展效益，重塑农业发展生

态，为农业现代化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 

2.3以商业模式融合创新为路径 

商业模式是一种创造顾客价值并实现企业价值的艺术[6]。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意味着构建特有的资源组合形式，它难以

被其他企业复制，但却有可能改变整个产业的经济性，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7]。农创客在生产优质农产品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乡

村、乡土、乡韵的潜在价值，通过互联网+、生态+、创意+，将休闲体验、观光旅游、文化传承等服务业与农业相融合，构建新

的组织形态，扩展了农业发展的增值空间。 

浙西南丽水的“80 后”农创客麻功佐，是松阳农村电商带头人，也是浙江农村青年创业的网红人物，他以直播的形式将蜂

蜜类的农产品和乡村景色通过网络推送给全国市场。截至 2021年，他的直播账号粉丝已达近百万人，发展出“互联网+农业+旅

游”的经营模式，搭建了由 150 余家合作蜂农、90 余名全国网络代理组成的农旅产销体系。形成了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相互

促进的良性发展格局，带动当地农户增收 400余万元。 

他们通过建立资源组合的不同函数，将农业与第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推出“定制种植”“全程溯源”“直播销售”“研学

旅游”“康养美学”等新产品(服务)，形成功能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农业发展的新业态，实现不同产业间的价值整合，

发挥经济系统的集聚效应，创造新的市场和财富，催生农业产业发展新业态。 

3 浙江农创客的“共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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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创客的创新创业不仅增加了个人的经济收入，带动整个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还释放了溢出效应，主客观上助推了乡村振

兴，为浙江争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省、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领域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3.1推进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发展质量 

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在不同地理空间自由、高效、充分地流动，会促进要素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增长[8]。农创客

通过发挥创新效应、知识溢出、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微观上个人收获了品牌、技术、创新带来的超额回报，宏观上，促进了农

业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丰富农业发展形态，增强农业发展效益，赋能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方龙的兽药销量在 2016年排到了全球同行第一，成为中国兽药产业细分领域的领导者，团队还为各地养猪场提供技术支

持服务，支持农户实现科学养猪。庆渔堂开发的互联网智慧养鱼平台注册用户已达 6000余户，服务养殖户约 60万人次，服务鱼

塘超过 6670hm2，改造生态鱼塘近 67hm2，养殖户经济效益增 10%以上，推动渔业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智慧渔业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与祖辈们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不同，农创客大胆实践新理念，研发新技术，引领新业态，创新经营模式，优化资源要素布局，

引领农业产业走专业化、机械化、规模化和数智化之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增强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拓宽农户收入来

源，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3.2创造就业岗位，夯实共同富裕基础 

基于企业家创业发生的知识溢出会以新建企业率、自我雇佣率和就业率等形式表现出来[9]。农创客返乡创业不仅解决了自身

的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还以创业带动就业，创造出一批就业岗位，拓宽农户收入来源，有效带动了周边农业产业、农

户增收致富，共同奔富。 

叶玉婷成立的石斛企业，为当地创设临时性劳动岗位 10000余个，带动 500多户农户年增收 20000元以上，带动 12个合作

基地增产增效。林书强通过养殖技术示范推广和培训，吸引周边多处海域农户积极加入刺参养殖产业，带动农户就业超过 100人，

年总产值超过 2000万元。谢去非以智慧果蔬园为主体，通过构建集研发、生产、检验检测、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供应链体系，带动当地 270余户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农创客的创新创业就是各类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他们盘活了以往乡村的静态资源。依托新创经营主体，农户们除了就业岗

位的工资性收入外还可以获得农产品销售收入，土地、房舍等生产资料的租金收入，股本的股息和分红收入等。农户们收入结构

越多元，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就越强，收入差距的缩小路径也就越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就越扎实。 

3.3促进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农创客的创新创业项目多以团队形式开展，他们的返乡往往也会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优秀人才追随，带动了人力资本的回

流，充实了乡村人才队伍。人力资本是知识和技术的载体，伴随着人力资本的回流，资本、技术、信息、管理等现代农业发展的

生产要素也开始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农创客周功斌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丽水遂昌县的大山里组建了“蚂蚁探路”团队，把城里人的新爱好与山村里的好资源

相结合，投入资金在当地打造了以“浙西川藏线”为总品牌，以“江南丙察察”“华东天路”等为子品牌的 7条自驾越野线路。

截至目前，“浙西川藏线”已吸引 658个车队前往，车辆超过 27500辆，参与人数超过 68700人次，为偏远山村引来了人流量、

投资资金，带动沿线农家乐、民宿、餐饮、农特产品等增收超过 57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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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创客促进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畅通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使往日冷清的乡村开始

热闹起来。创客、技师和主播们忙碌的身影成为田间地头和线上线下的靓丽风景，书吧、咖啡吧、文化礼堂、美丽庭院、球场健

身房等设施与城镇无二，城乡边界越来越模糊。 

4 结语 

农创客是新时代有知识、懂农业、爱农村、能创新、会经营的乡村振兴的探路者，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和发展的典型性。同

时，许多农创客往往具有多重身份，身兼数职，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发挥生力军作用，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均有担当作用，这些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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