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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一批面向市场、专业化强、掌握技术、素质高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运而生，正在成为现代农业

建设的生力军。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1500 万人。

2017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2018 年的中央 1 号文件，立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需求，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出了明确部署。《“十三五”全国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2000 万人的发展目标。

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他们与传统农民有何区别，新型职业农民的快速发展，将对乡村振兴产生何种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又

是怎样养成的？

据介绍，新型职业农民是近几年兴起发展

的新概念，

2012

年，中央

1

号文件首次提出大

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当前，新型职业农民着

重是指以农业为稳定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

能、劳动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

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其收入中的相当水

平是指与外出务工收入基本相当。随着形势发

展，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还会

不断丰富完善。

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特点可以用 “两新一

高”来概括：首先是新身份，标志着农民由户籍

身份称谓转变为职业称谓， 体现了我国农民逐

步成为有吸引力职业的进程；其次是新作用，新

型职业农民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个体形式和主体

力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发挥引领和示

范带动作用；第三是高素质，较高的综合素质和

生产技能是他们的主要特征， 也是与传统农民

的显著区别。

2017

年

5

月

9

日， 首批

100

个全国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公布，北京农学院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课堂正是首批示范基地

之一。

4

月

12

日，该示范基地负责人蒋林树

向笔者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农学院已经举

办了

26

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参与培训的

农民达

5200

人次。

近年来，我国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

程。

2017

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

15

亿元用

于组织培育工程， 带动省级投入资金超过

5.6

亿元。通过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农村实用人才

带头人培训和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四大

计划，全年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100

万人。

目前， 经过持续试点探索和示范推进，

实行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

体”培育环节 ，坚持生产经营型 、专业技能

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协同”培养，实施初级、

中级、高级“三级贯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培育体系也逐步完

善，以公益性机构为主体，市场主体和多方

资源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体系基本形成。

2017

年

8

月， 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建

设上线 ，广大农民搭乘上 “互联网

+

”的快

车，为农技推广插上信息化的翅膀。 截至目

前，云平台上线专家、农技推广人员超过

30

万人，职业农民超过

100

万人，上线视频上

千个，其中精品课程

120

门，有效解答农民

（农技员）问题

110

万条，发布农业信息

40

万条。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渠道不断拓宽。

据新华网

全年培育

职业农民超 100万人

D

4

月

6

日， 吉林省德惠市惠泽农业生产专

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林青松 ， 正在田间了解 、

指导农机作业。 这段时间， 他一直与一家农

业大数据公司商谈农业气象监测、 农事数据

化等管理事宜……这位皮肤黝黑、 身穿西装

的东北汉子有个 “时髦” 的工作———农业职

业经理人。

近年来， 不少农村地区告别一家一地的

分散模式 ， 出现了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包括家庭农场 、 农民合作社 、 龙头企业等 。

林青松所在的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就是

一个例子。 农民自愿带土地入社， 由他带领

的

30

多位农机、 农艺专业人员负责耕种、 销

售。 一年后， 所有产出的利润归农民， 他们

则获取一定佣金。

在山东省郯城县归昌乡，

44

岁的农民陈龙

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家庭农场的

200

亩稻田里

用农用无人机洒药、机械插秧机插秧，并通过

订单农业和互联网渠道销售。 他说：“新技术和

新管理方式能让土地产生更多效益。”

不管是从事新兴职业的林青松， 还是改

变传统生产方式的陈龙……他们均以市场为

导向进行规模化经营或者专业化服务； 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型职业农民。 他们

或是一批能创新、 敢创业的 “新农”， 依托 “互

联网

+

” 技术投身农业； 或是爱农业、 有经验

的 “老农”， 通过教育培训成为新型农业经营的

骨干； 抑或是高学历、 想务农的 “知农”， 带着

对农业的满腔热情返乡创业……无论哪一类 ，

他们都在逐步成为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践者， 为

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

A

新型职业农民实现由“身份”向“职业”转型

B

截至 2017年底，全国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1500 万人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基本形成

从类型来说，在现阶段，新型职业农民主

要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

三种类型。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主要是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专

业技能型职业农民是指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等从事农业岗位，具有一定专业

技能的农业工人或农业雇员等；专业服务型职

业农民主要指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 包括农村信息员、农

机服务人员、统防统治植保员等。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农民来说，提高了他

们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让他们能够获得稳定

的、足够的职业收入，赢得应有的个人尊严和社会

尊重， 从而激发和保持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和潜力，

真正实现农民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型跨越。

专家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农业

农村发展新纪元， 也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出

新的更高要求， 只有加快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的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才能有效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发展。

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胡跃高表示：“一家

一户单独的农业生产很难保证家庭的稳定收

入，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有机农业生产，使基层农

业走向生态农业生产方向，才能摆脱这种现状。

现在的土地流转和新型职业农民， 能为更高程

度上的农业生产合作打基础。 ”

这三种类型为新型职业农民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