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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

胡小平，李　 伟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７４）

　 　 摘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和解决农业劳动力后继者缺失问题的关键。 为了加快新型

职业农民的培养步伐，首先要在准确界定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的基础上广泛开辟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其次政府要

承担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投资责任，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民短期培训的投入力度；最后通过

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法律法规、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和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措施，优化新型职业农民的

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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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目前我国农业从业者的数量仍然很多，但
由于农村青壮年大规模流向城市，农业生产主要由

留守农村的老年人来承担，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日

益突出。 我国已加快进入现代农业建设时期，现有

的农业劳动力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因此，培育

一支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将是我国建设现代农业

的关键。
一　 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学术界已有不少文

章进行过探讨，目前可以说已有了基本的共识，那就

是：从职业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必须专职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从素质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必须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 这样既把新型职业农民与兼业农民

区分开来，也把新型职业农民与按落后生产方式从

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区分开来。 但在新型职业农

民的年龄方面，却很少有文章提及。 从理论上讲，新

型职业农民应当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具有像其他行

业的劳动力一样的年龄结构，这当然是最理想的。
但在实践中却很难达到这种理想状态。 即使在美

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职业农民的年龄结构也没

有实现年轻化。 比如：２００７ 年，美国家庭农场主平

均年龄为 ５７ 岁，其中 ５５ 岁以上的占 ５７％［１］；２０１０
年，日本农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高达 ６６ 岁，其中 ６５
岁以上的占 ６２％［２］。 虽然发达国家的农民年龄偏

大，但由于他们掌握了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技

能，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就是从事现代农业的职业农

民。 职业农民的年龄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密切

相关。 农业机械化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强

度，机械化程度越高，农民的工作年龄也可以相应延

长。 只有当农业生产具备了较高的收益，农村具有

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城乡差距缩小时，才有可能实现

新型职业农民的年轻化。 显然，这是一个渐进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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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 认清这个问题对我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相当严重，在年轻人纷纷

进城务工的情况下，一定要按年轻化的标准来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那就很难找到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
二　 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６ 年，我国

农业从业人员中，５０ ～ ６０ 岁的占 ２１ ３％，６０ 岁以上

的占 １１ ２％［３］５１。 据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

数据，２００８ 年，该省的农业从业人员中，５０ ～ ６０ 岁的

占 ３２ ７％，６０ 岁以上的占 １２ ６％［４］。 郭熙保等人

２０１０ 年对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七县 （市、区） 的

９９３ 个农户的调查结果表明，农业从业人员中，５０ ～
６０ 岁的占 ３０％，６０ 岁以上的占 １６ ３％［５］。 同时，朱
启臻等人调查了 １０ 个省市 ２０ 个村的农户，６０ 岁以

上的老年人已占到农业从业人员的 ６３ １％［６］。 我

们 ２０１０ 年对四川和重庆的 ９ 个县 １１２ 个村 １００５１
名农业从业人员的调研结果表明，５１ ～ ６０ 岁的占

２４ ０％，６０ 岁以上的占 ２９．７％。 虽然关于农业劳动

力老龄化的调研数据略有差异，但农业劳动老龄化

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下，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在现有的

农业从业人员身上，而应广泛开辟新型职业农民的

来源。
目前来看，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一）专业大户

近年来，由于土地流转的加快推行，农村出现了

一大批粮食种植、蔬菜种植和畜禽养殖的专业大户。
据农业部 ２０１２ 年公布的调查数据，当前我国经营

１００ 亩以上土地的种粮大户大约 ４８ 万户，经营的耕

地面积 ９７４４ 万亩［７］。 这些专业大户从业方向固定，
不会轻易放弃已经购置的大量固定资产改行从事其

它行业；而且，不论是从受教育程度还是年龄来看，
他们都要比一般农业从业人员更具有成长为新型职

业农民的潜质。 据黄祖辉等人对浙江省 １０ 个地级

市的 １４２ 个专业大户的调查，专业大户中具有初中

学历的占 ４５ ７％，具有高中学历的占 ３３ ９％，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７％，专业大户 ５０～６０ 岁和 ６０ 岁

以上的比重分别为 ２６ ５％和 ４ ９％［８］。 而根据第二

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浙江省的农业从业人员中

具有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和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分

别仅为 ２６％、２ ９％、０ １％［３］５３，农业从业人员中 ５１～

６０ 岁和 ６０ 岁以上的所占比重分别为 ３３ ３％ 和

１９ ７％［３］５１。 目前许多专业大户在生产过程中仍然

沿袭传统的生产方式，缺乏经营现代农业的技能，还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型职业农民，但他们应该成为

未来新型职业农民的一个主要来源。
（二）返乡农民工

返乡农民工在外出打工之前，往往都从事过农

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熟悉，因此在回乡创业

时他们主要选择与农业有关的创业活动。 据湖北民

族学院和恩施州劳动就业保障局对湖北恩施州

１０１９ 名返乡农民工创业情况的调查，正在创业或准

备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中，６９．３％的人选择了与农业

有关 的 项 目， 其 中 选 择 规 模 种 植 或 养 殖 的 占

３９ ３８％［９］（见表 １）。 ２０１２ 年，我们在四川省内江市

调研时发现某农业示范园区有 １９ 位创业者入驻，其
中 １７ 位是返乡农民工。 返乡农民工在外打工多年，
与现代生产方式的接触更新了他们的观念，为他们

回乡从事现代农业经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人力资

本，因此返乡农民工将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

来源之一。 虽然目前返乡农民工的数量还很小，但
应该看到，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始于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初期，距今已 ２０ 多年，当年转移出去的劳

动力到现在已是 ４０ ～ ５０ 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

在城市中的就业竞争力会越来越弱，返乡农民工的

数量将会越来越大。 为此，我们应早作准备，积极创

造条件，将有志于重操“农业”的返乡农民工培养成

新型职业农民。
表 １．２０１１ 年湖北恩施州返乡农民工选择涉农项目的情况

创业方向 种养大户 农资经销 农产品营销 农产品加工 观光农业

频数（人） ２５４ ４１ ６２ ６２ ２８

百分比（％） ３９．３８ ６．３６ ９．６１ ９．６１ ４．３４

　 　 数据来源：谭宇《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动机与方

向：来自湖北省恩施州的调查》，《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三）农村留守妇女

从现有各类统计数据来看，妇女在现有的农业

从业人员中占很大比重。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

显示妇女所占比重为 ５３ ２％［３］４７；郭熙保的调查数

据显示妇女所占比重为 ６４ １％［５］；我们在 ２０１０ 年

的调研结果是妇女所占比重为 ６０％。 留守农村的

妇女往往被统计为农业劳动力，但是许多年轻妇女

大多数是在家里照顾小孩和老人，并未真正从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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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 她们受各种条件限制，迁入城市的可能性

不大，从长远来看，其中一部分人是可能成为新型职

业农民的。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从事农业生产

的劳动强度将极大地降低，为农村留守妇女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提供了物质基础。 因此，要注重加强对

农村妇女的农业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帮助她们学

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使她们成为适应农业现代

化，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一代女农民。
（四）农村初高中毕业生

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除一

部分升学以外，还有大量的毕业生会走上就业岗位。
农村初高中毕业生无疑是补充农业劳动力最适合的

群体，我们曾经对他们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寄予了

很高的期望。 但他们大都选择了外出务工，留下来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非常少，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

的城乡差距太大，农村能为他们提供的发展机会太

少。 ２０１２ 年，我们调查了四川省 ４ 个县的 １３ 个村，
几乎未发现初高中毕业生直接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

的例子。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加快新农

村建设，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继续加大农业补贴的力

度，逐步提高经营农业的效益，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

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从现在

就着手抓这项工作，从中小学就要加强农业知识的

教育，有目的地设置一些专门课程，逐步转变农村初

高中毕业生厌农、弃农的观念。 经过长期的努力，才
可能吸引一批优秀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留下来从事

农业，将他们培养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五）其他

目前我国的许多农民都只是户籍管理意义上的

农民，对于已经转移到城市中就业的农民而言，农民

这个称谓只是一种身份标志，而不具有职业特征。
新型职业农民是一种职业而不再是一种身份，具有

农村户籍的人可以放弃不做“农民”这种职业，而具

有城镇户籍的人也可以选择“农民”这一职业。 因

此，为进一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向农民群体

注入新鲜血液，我们应当鼓励愿意从事农业的城市

居民、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从业，并创造各种条件使

他们成为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三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投资主体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要实现

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必须要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舒尔茨认为，现代农业要素的提供者主要是专业的

研究人员，农民的作用“是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来

接受这些要素”；促使农民接受并有效地使用现代

农业要素的关键是向农民进行投资，使“农民获得

并具有使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

的技能和知识”；至于向农民投资的类别，舒尔茨指

出，“正式建立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是基本的”，
“对于正在从事耕作而不能上正规学校的成年人来

说，农闲期间的短期训练班、教授新耕作法和家庭技

术的示范以及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会议都能

起到重要的作用” ［１０］１３３，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３。 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的本质就是向农民进行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及政府。
我们也循着这种思路来讨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投

资主体问题。
对于一个有志于从事农业的人来说，参与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可以提高未来的收入水平。 根据

“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农民自身应该是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的投资主体之一。 从理论上讲，只要通

过投资获得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大于或等于投资成

本，农民个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进行投资就是有

利的。 未来的新型职业农民有相当一部分将会在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统一组织和管理下开展农业生产经

营活动，合作社对其成员提供有关生产技术或生产

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显然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和

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合作社的竞争实力，因此农民专

业合作社也可能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投资主

体之一。 但是，由于我国农民现有的资本积累不足，
自身素质又比较低，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规

模小、盈利能力弱的问题，因此仅靠农民自身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力量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还需要一

个漫长的过程。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稳民心”

的战略产业。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产品供给极大的丰富，但是随

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我国对

农产品的刚性需求仍在不断增加，保障我国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受到耕地资源和淡水资源的约束，发展我国农业的

根本出路将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科技，因此我们必

须加快培育一大批愿意接受并能有效使用现代农业

科技的新型职业农民。 为了稳定我国农业的基础地

位，我们不能仅依靠市场力量，等待农民个人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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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作社缓慢的投入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府

必须担负起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投资责任，加大对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投入力度。 当然，新型职业农

民的培育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投入的资金巨大。
政府在投入资金的同时，应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杠

杆效应，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引导个人、农民

专业合作社及社会资金投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项

目。
政府投资的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基础教育直接关系

到农村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状况，并直接决定我国未

来农民队伍的素质。 由于农村基础教育具有很大的

正外部性，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由政府提供农村基

础教育的经费。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我国已全面免除了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逐步把教师工

资、公用经费等支出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切实保

障了所有农村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但是，农
村基础教育教学设施落后、教学质量差的状况仍然

比较突出，特别是由于农村生源数量减少，各个地方

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布局调整，造成

了部分学生上学的路途变远。 据教育部 ２０１０ 年的

调查结果，在布局调整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上学的距离平均为 ０．８ 公里，调整后的距离平均为

２．３ 公里［１１］。 因此，当前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

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逐步

改善农村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并通过逐步提高农

村教师的福利待遇等措施，鼓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到

农村学校任教，以全面提高农村的教育教学质量。
第二，农业职业教育。 发展中、高等农业职业教

育，对有志于从事农业的人员进行系统性的职业教

育培训，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对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

曾开设过许多农业中专和农业技术学校，为我国培

养了大量的农业技术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

业的弱质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农业成了一个

不被人们看好的产业，涉农专业的招生规模也一再

受到压缩。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２０１２ 年，中
等职业教育学校涉及农林牧渔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和

招生人数分别只占当年毕业生总数和招生总数的

１０ ４％和 １２ １％，远低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全部

就业人员中的比重 ３２ ７％［１２］１２３，６９２。 因此，当前应加

大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的涉农

专业的比重，通过学费减免、生活费补贴等措施，鼓
励更多的人参与农业职业教育。

第三，农民短期培训。 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农

民技能培训的力度，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实施了星火

科技培训、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劳动力转

移培训阳光工程等项目。 但是在现有的农民培训项

目中，更多的是对农民非农技能的培训，培训的目的

是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对农业技术、农业生

产经营管理知识的培训比较少。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

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并危及

到农业生产时，政府对农民培训的投资重点也要相

应地转变到为农业生产服务上来。
四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支持政策

（一）适时出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法律法规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
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需要相关部门

的协调配合。 由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短期效益并

不明显，一些地方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并没

有太大的积极性。 但是，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将直接

影响到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 发达国家都非常

重视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立法，通过立法保证教育

培训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国可借鉴这些国

家的做法，适时出台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法律

法规，明确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地位、培养程序、经
费保障、各级政府或相关机构的责任和义务等，使新

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制度化、法制化。
（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虽然我国已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强农惠

农的力度，但是农业生产的效益仍然比较低。 从农

业生产经营中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或至少不低于从事

其它行业可获得的收益，人们才会安心于农业生产

经营，因此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尤为关键。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大幅度

的财政支持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做法，值得借

鉴。 美国每年支持农业的资金大约占当年农业产值

的 ３７％，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受惠 １ 万美元；欧盟每年

支持农业的资金约占当年农业产值的 ４３％，相当于

农民收入的一半左右。 因此，我国必须要继续加大

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 当前，一是要提高粮食等

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扩大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品

种和范围，并适当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二是要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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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业补贴，扩大农业补贴的范围，提高农业补贴

的标准，并建立补贴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在补贴的

方式上也要进行适当调整，改变那种按人头发放补

贴的方式，要使补贴资金发放到真正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农民手中。
（三）加快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我国户均耕地面积不到 ７ 亩，即使农业生

产具有较好的效益，这样的规模也很难吸引高素质

的青壮年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经营。 中共十八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

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为了推进土地流转，当
前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推进土地确权

颁证工作，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免除农

民担心因流转土地而失去土地产权的顾虑；二是建

立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创新土地流转机制，为新型职

业农民搭建土地流转平台。 为稳定新型职业农民的

投资预期，可通过土地信托、土地入股，或者是流转

双方以实物计量货币结算或租金稳定递增等方式，
保证土地流出方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情况下，引导

土地流转双方签订长期流转合同。
（四）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

新型职业农民是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

起的，农业机械是新型职业农民必不可少的物质装

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农业机械关键技术及装备

研发的力度，部分“瓶颈”环节技术与集成问题得到

解决，农机产品先进性、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进一

步增强，科技含量和售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并且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机械化的法律、法规，明
确了农业机械化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并具体通过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机作业补贴和

扶持农机服务组织发展等措施，鼓励农户更多地采

用农业机械。 因此，我国农业机械化已取得了较大

的进展。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机械的采用水

平还比较低，还需要从技术、政策和组织方面着手加

快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从技术上看，由于以山地为

主的地貌决定了我国坡耕地的比重比较大，因此要

加快研发适合坡耕地耕作的成本低廉、方便操作的

中小型农业机械。 从政策上看，由于我国农业生产

的总体收益还比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机具

购置补贴和作业补贴，扩大补贴的范围，以减少使用

农业机械的成本。 从组织上看，由于我国人多地少

的国情，决定了即使我国将来在土地规模经营方面

取得较好的成效，我国家庭经营的规模不可能达到

欧美的家庭农场规模，每个家庭购置比较完备的农

业机械并不现实，因此需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继
续加快农机合作社和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

（五）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财政、金融支持力

度

新型职业农民在创业初期往往都会面临投入资

金不足的问题，国家十分有必要对新型职业农民给

予一定的财政金融支持。 事实上，世界上其它一些

国家对职业农民的创业活动都给予了相应的财政、
金融支持。 如法国农民培训法规规定，获得职业资

格证书的农民可以享有得到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
创办农场的第一年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一些资助和

补贴，初始的几年政府可以对农场减免税收和可向

共同市场理事会贷款等权利［１３］。 日本在《粮食、农
业、农村基本法》中规定，国家对新规就农者提供无

息贷款以扶持其发展农业生产。 韩国有关法律规

定，农渔民后继者可以申请获得后继者培养基金贷

款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万韩元，年息为 ５％；专业农户申请获

得扶持资金 ２３５０ 万 ～ ｌ 亿韩元不等，年息为 ４．５％，
前 ５ 年只还利息，２０ 年内偿还本息［１４］。 我们应学

习与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基金，为参加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的

创业活动提供贷款或贷款利息补贴。
（六）着力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水平

目前我国农村不论是在饮水、电力、道路、通信

等基础设施上，还是在上学、就医、文化娱乐等公共

服务水平上，与城市相比都还存在极大差距。 要想

在我国现代农业建设上留住一大批高素质劳动力，
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除了通过各种手段提高经

营农业的收益之外，缩小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之间的巨大差距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要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在公共交通、供水供

电、通信邮电、垃圾处理、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等各类

基础设施规划方面做好城乡规划衔接，合理配置城

乡基础设施和重要公共设施，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

网、城乡共用；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均衡配置城

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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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ｍｏｄ⁃
ｅｒａｔｅ ｓｃａ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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