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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推进

落实［1－3］。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3］。产业振兴的关键在

人，人的关键又在千千万万的农民。然而，随着我国新型工业

化和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

和非农产业转移，务农劳动力大幅减少，农民“兼业化、老龄化、
低文化”现象十分普遍，农业后继乏人日趋严重［3－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

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这句话有 2 个层面要求: 一是中国人

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要能

自己解决。这就涉及到谁来种地的问题，也就是粮食数量安

全问题。二是饭碗里装的要是自己的粮食。也就是说，饭碗

里装的粮食不能是从外国人那里来的。这就涉及到怎样种

好地的问题，也就是粮食质量安全问题。中国人的地，既要

自己种，还要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培养能够满足我国农业

发展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就显得尤为迫切。笔者阐述

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发展规模，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

类型、驱动力和目标导向，最后结合案例研究提出了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的成功路径。
1 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发展规模

1．1 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 农业农村部( 原农业部) 办公厅

2012 年发布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描述了新

型职业农民的定义、主要类型及内涵特征［7］: 以农业为职业、

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就是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主要有 3 种类型: ①生产

经营型，主要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

等;②专业技能型，主要是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 ③社会服

务型，主要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2015 年 6 月，农业农村

部( 原农业部) 进一步将新型职业农民调整为生产经营型、专
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 3 类［8］。
1．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发展规模 针对农村劳动力大量

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及务农人员总量不足、文化素质低、结
构不合理等问题，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2012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 原农业部) 办公厅

印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后，全国各地积极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
2012—2019 年，连续 8 个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工作提出要求。据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显示，截止

2017 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已超 1 500 万人。根据农业农村

部( 原农业部) 《“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

划》［9］，到 2020 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将超过 2 000 万人。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类型与驱动力

2．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类型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

培育总体上可划分为 3 种类型。第 1 种是学历教育型，包括

全日制涉农专业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本科教

育、普通研究生教育以及非全日制学历提升等形式。学历教

育型又分为政府主导型定向委托培养、企业主导型订单式择

优培养、学生自主型专业学习培养、院校主导型学历提升培

养等形式。政府主导型定向委托培养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委

托院校合作，采取“定点招生、定向培养、协议就业”的方式进

行培养; 企业主导型订单式择优培养主要是企业主动介入学

历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采取“中期介入、双向选择、分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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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协议实习、择优就业”的方式进行培养，可以是一家大型

企业订单，也可以是多家企业众筹。第 2 种是职业培训型，

包括短期的技能培训、中短期的职业岗位培训等形式。职业

培训型又分为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 2 种形式。第 3 种

是证书认定型，包括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培训、涉农相关

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考核培训等形式。证书认定型又分为政

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院校主导型 3 种形式( 图 1) 。

图 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类型

Fig．1 The main cultivation types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2．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驱动力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驱

动力主要有考核指标驱动、优惠政策驱动、企业需求驱动、升
学就业驱动和招生任务驱动等类型，又分为政府主导型、企
业主导型、院校主导型和个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主要是考

核指标驱动，包括政府下达给地方的考核指标驱动、基于政

府自身政绩的考核指标驱动; 企业主导型主要是生产经营需

求驱动和优惠政策驱动，包括新员工培训、老员工知识技能

更新、骨干员工能力水平提升、企业人脉沟通与发展提升等;

院校主导型主要是招生指标和继续教育任务驱动; 个人主导

型主要是个人学历提升和升学就业的需求驱动( 图 2) 。

图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驱动力

Fig．2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数量不足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 139 538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

56 401 万人，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11 704 万 hm2。从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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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即使 2020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总量达到 2 000 万人规

模，也仅占乡村常住人口 3．6%。若 2020 年维持粮食种植面

积不变且新型职业农民中直接种植粮食人数达到 50%，则人

均种植粮食面积 11．7 hm2，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三次农业

普查 数 据 显 示［10］，全 国 有 2． 3 亿 农 户，户 均 经 营 规 模

0．52 hm2，经营耕地 0．67 hm2 以下的农户有 2．1 亿户。因此，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模距离我国农业发展需求还有较大差

距，无法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问题。
3．2 新型职业农民申请认定条件苛刻 全国各地对新型职

业农民认定条件各不相同，有的地方限定太多、要求太高，导

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数量过少，无法满足我国农业生产需

求。农业农村部( 原农业部) 明确提出，各地应根据当地产业

发展水平和生产要求，以职业素养、教育培训情况、知识技能

水平、生产经营规模和生产经营效益等为参考要素，提出新

型职业农民的认定条件。然而，在具体认定时，有些地方不

仅对申报对象在学历、教育培训、生产技能上有限制，而且在

年龄、经营规模、收入来源、资金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了解国

家政策等方面还有限制，不符合当前农业、农村实际情况，占

农业经营主体 98%以上的小农户［10］难以参与认定。
3．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生动力不足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往往是官方考核指标驱动，作为培育对象的经营主体没有强

烈需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年度考核指标任务，想尽一

切办法凑人数。有的地方通过发放礼品或误工补贴来吸引

农民参加培训; 有的地方直接用外来人口或非农人口充当培

训指标; 有的地方在毕业前对在校生进行几天专题讲座培

训，然后发放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实际上，将外来人口计入

本地培训指标会导致异地重复计算，将学生纳入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会导致培育数量虚假膨胀，因为毕业生只有少部分会

从事农业工作。
3．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针对性不强 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对象遴选、培育类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方法选择上

均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不能切合职业农民的实际需求和

学习特点。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10］显示，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

经营主体 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

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因此，从

培育对象来看，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应当成为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小农户

并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
从培育类型设置上看，多以快速完成考核任务的短期培

训和证书培训为主，多数地方没有将学历教育型、职业培训

型、证书认定型结合起来考虑。学历教育型主要解决的是未

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问题。证书

认定型主要是部分解决当前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问题。
职业培训型主要解决的是当年至未来 5 年内如何种好地的

问题。只有将这 3 种类型统筹考虑，才能解决当前以及未来

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问题。
从教学内容安排和教学方法选择来看，大多以大班授课

为主、课堂教学为主、理论讲授为主、经验传授为主，现场教

学少、实践操作少、前瞻性技术少、个性化培训少、信息化手

段少，重视培育数量忽视教学质量，甚至教学内容与实际应

用相脱节。
4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对策路径

4．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目标导向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说

到底是一个教育问题。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也面临这个问题，必须要回答这个根

本问题。
4．1．1 培养什么人。各级各类教育的根本任务、教育现代化

的方向目标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目标导向也应当是培养我国农业

农村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爱农业、懂农业、能在农业工作岗

位就业并将农业作为长期事业乃至终身职业的人。中央农

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大国小农”是我国的

基本国情，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将

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因此，应当将占农业经营主体

98%以上的小农户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进行重点培

养，可以每 1～5 户培养一个新型职业农民。
4．1．2 怎样培养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基础性、长期

性工作，应当坚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需求导向、分类培

养，当地本土、产销融合”的原则，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

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首

先，要制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间表和路线图，因地制宜，既

要考虑当前，又要考虑长远。其次，要根据农业产业发展和

经营主体实际需求，实行分类培养。对引领农业产业发展的

新型经营主体，全部纳入培育体系; 对传统经营的小农户，应

逐步纳入培育体系。根据各类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统筹考

虑安排培育类型并建立 3 种培育类型的自由转化通道，才能

既解决当前又解决长远问题。此外，在培育内容和人才结构

上，应当将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 3 类职业

农民统筹考虑，经过培育后要能组建产销一体化团队。
4．1．3 为谁培养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当然是为乡

村振兴培养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人。考虑到当前乡

村人才流失的客观现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首先要坚持当地

化、本土化培养，为当地农业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培养人，实

现当地农民的职业化和职业农民的本土化。
4．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成功路径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

径有多种，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

法。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探索实践的“校地联动、
教产衔接、开放共享、终身学习”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苏南模

式，就是一种有效解决“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问题的成功

路径［11－13］。
2009 年，学院就开始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相关研

究和探索工作。2010 年专门召开为农服务大会，在基层农村

和农业生产一线开展田间课堂教学和农民社区学院相关培

训工作。2012 年，与太仓市政府合作，确定共同举办“青年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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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民定向培养班”。2013 年，三线并行开展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模式的研究和实践，深入探索解决“谁来种地”这一重大

命题。此后，又陆续与苏南、苏中、苏北等地合作开展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在多年的创新与实践中，逐

步形成了“校地联动、教产衔接、开放共享、终身学习”的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苏南模式。
该模式主要通过青年职业农民定向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开放培育和新型农业生产者专项培训的有机耦合路径( 图 3) ，

将青年职业养成、中青年职业提升和职业农民终身学习有机耦

合，形成“校地联动、教产衔接、开放共享、终身学习”的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新模式。通过分类培育和后续培养，实现新型职业农民

的精准培育和开放培养，既考虑到现有经营主体和农业生产者的

培养，又将青年高中学生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不同培养对

象培育路径及其职业岗位的相互转化渗透，既解决当前又解决未

来“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现实问题。

图 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苏南模式的成功路径

Fig．3 The successful path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 cultiv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model

该模式被列入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十大典型模

式”，并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作座谈会”上介绍经验，研究成果自下而上被各级政

府吸收采纳，为中央和省市相关决策提供了有力参考。2018
年，《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苏南模式创新

与实践》成果荣获国家教学成果奖( 职业教育类) 一等奖第

一名，也是参与竞争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的 6 个代表性成

果之一。2019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学院考

察调研时对该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示教育部要对该模

式进行研究，突破区域限制，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借

鉴、可推广的成果。
5 结语

新型职业农民是今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支重

要队伍，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关键在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3］，也是当务之急。2019 年发布的《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

实用人才。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还

有较大差距，其针对性、规范性、有效性还有待提高，应当从

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更加注重被培训者的有效

需求。
最近新型职业农民尤其是新型职业农民制度的提法似

乎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高素质农民。这就涉及到一个

问题，也是学界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哪些人是职业农民? 哪些

人是新型职业农民? 如果未职业农民，哪来的新型职业农民?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过去的农民只是身份农民，无论在哪里、
无论干什么，都被人叫“农民”。进入现代化建筑企业或工业

化生产车间等工作叫“农民工”，自己当老板叫“农民企业家”，
从事艺术工作叫“农民艺术家”，生个孩子叫“农二代”“新生代

农民工”。我国目前农民还不是一个正规的、体面的、令人向往

的职业，尚未建立起真正的职业农民制度。
农民必须职业化，不能身份化，更不能标签化，也不能用

素质高低来衡量。无论是新型职业农民，还是高素质农民，

农民都应当成为一种有体面的职业。唯有如此，我国的农业

才有更好的未来，乡村振兴才有希望; 唯有如此，才能解决

“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问题，才能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而且装自己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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