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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２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了要培育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大力培养造就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是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重大举措,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农业各行业的生产特点、收益

和劳动用工量的差异性,研究估算了农、林、牧、渔业各业所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规模,估算结果表明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的供需缺口超过８０００万,培养造就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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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这是“新型职业农民”概念第一次在中央文件

中出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还被写入２０１４年政府

工作报告,成为当前国家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工作

内容之一.“新型职业农民”这一概念将“新型农民”
和“职业农民”有机地结合起来,适应了我国农村劳

动力结构变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体现了农

民从身份向职业转变、从兼业向专业转变、从传统农

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新要

求.新型职业农民就是职业化的新型农民,是商品

农产品市场的主体、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具有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责任观念[１].本研究则从农业各

行业的生产特点、收益和劳动用工量的差异性出发,
细致估算了农、林、牧、渔业四行业所需要的新型职

业农民的数量,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结构和

总量.

　　一、需求估算的范围与基本假设

　　假设１:新型职业农民从事专业化的农业生产,
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且从农业获得与其他行业相当

的收入.
研究估算的收入基本假设有两个方面.首先,

新型职业农民从事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收入主要来

自农业.按照２０２０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

标,２０２０年农民人均收入将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按照

２０１０年农民人均收入为５９１９元的标准,２０２０年将

达到１１８３８元;同时,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

３∶１.考虑到“四化同步”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目标,
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本研究所采取的农

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水平,即２０
８９９元.这个水平虽然高于２０２０年的发展目标预

期,但是更符合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建设的发展实际.
其次,新型职业农民能够从农业获得与其他行

业相当的收入,这里假设务农收入达到目前城镇居

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也是体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理

想化水平.

２０１２年,全国农民平均从农业中获得的纯收入

仅为２７２２元,占农民总收入的３４％.从长期来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务农收入得到保障,且获得

与从事其他行业相比大体相当的收入,农民才有从

事农业生产的动机和积极性,才能将务农作为自己

的职业选择,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才能

得到可靠的保障.根据种植户获得的收益基本与城

镇居民一致的假设,一个种植户的人均收入应当为

２０８９９元.当前我国农村户均人口３．２４人,劳动力

占家庭总人口的平均比例约为０．６１７,即一个农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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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约平均有２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的人均收入应

该达到３３８７２元才能使农民的人均纯收益与城镇

居民相当.
假设２:新型职业农民主要通过适度规模经营

来提高农业收入.
假设３:农业生产基本上都是由新型职业农民

来从事,新型职业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能够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这里假设未来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保持不变,畜

产品的出栏量也与目前基本相当.

　　二、需求的估算结果

　　１．种植业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规模估算

首先,假设新型职业农民从事专业化的农业种

植,分别从事稻谷、小麦、玉米和其他谷物、豆类、薯
类、花生、油菜籽、其他油料、棉花、甘蔗、甜菜、烟叶

和蔬菜１４种农作物.
其次,在收入上,新型职业农民能够获得的平均

报酬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当,即新型职业农

民获得的平均报酬约为３３８７２元.
再次,在适度规模经营上,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

取决于全国各种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和平均适度规模

经营面积.为了考虑到估算的准确性,充分考虑了

不同种农作物种植收益和劳动用工量的差异,按照

不同作物品种来分别估算各种农作物的新型职业农

民需求数量,最后汇总得到种植业新型职业农民的

需求量.另外,为了消除不同年份间收益和面积波

动而带来的误差,采用的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平均值以

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据此,在收入上,计算了达到与城镇居民收益相

同水平时,新型职业农民所需要获得的平均报酬,即
平均一个劳动力所获得的收益;其次,按照种植业每

单位纯收益计算新型职业农民的平均种植规模;最
后,根据全国种植规模总量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平均

种植规模,计算种植业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数量.
根据种植户获得的收益基本与城镇居民一致的

假设,可以由各种作物的种植收益(每亩现金收益)
计算出每位新型职业农民平均需要种植的面积规

模,再根据全国总的播种面积和平均每位新型职业

农民的平均播种面积,进一步计算该品种所需要的

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通过估算发现,种植业所需

要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约为５７７１万人.从种植

业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结构来看,粮食是最主要的

作物,所需劳动力约占４５％左右;其次是蔬菜,因为

蔬菜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所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数

量较 大,约 占 种 植 业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需 求 总 量 的

４０％;最后,油料和棉花等其他作物占１５％左右① .

２．畜牧业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规模估算

与种植业类似,假设新型职业农民从事生猪、家
禽、鸡蛋、肉牛、奶牛、肉羊等主要畜牧产业的专业化

养殖② .为了达到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当的养殖

收益,新型职业农民选择了一个适度规模的养殖数

量.新型畜牧业职业农民数量则取决于平均的养殖

规模和畜产品总产量.具体的计算过程是,首先按

照畜牧业养殖平均净利润计算新型职业农民的平均

养殖规模;其次,根据全国养殖规模总量和新型职业

农民的平均养殖规模,计算养殖业新型职业农民的

需求数量③ .结果表明,畜牧业所需要的新型农民

的总量约在１００６万左右.从畜牧业职业农民的需

求结构来看,生猪养殖业所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数

量最多,为４５３万人,约占４５％,其次是奶牛,约占

７％,最后是家禽和禽蛋,共占１０％左右.肉牛、肉
羊分别占３％和４％.其他的牛羊等畜牧业占的新

型职业农民需求量约为３０２万人,占３０％.

３．渔业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规模估算

２０１２年,我国渔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约为１４４４
万人,渔民的人均收入为１１２５６元④ ,约为当年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２４５６５元)的４６％.如果将渔民的

人均收入提高到城镇居民水平,相当于他们的养殖

规模扩大１．１８倍.相应的,渔业新型职业农民的需

求数量约６６２万人.

４．林业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规模估算

２０１２年,我国林业从业人员约１３３万人,在岗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２８１０５元⑤ .如果按照农户家庭

中,劳动力占家庭人口的比例为０．６１７,那么,实际相

当于从事林业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约为１７３４１元,
也低于城镇居民当年２４５６５元的人均收入.如果

假设林业从业人员家庭人均收入达到城镇居民收入

水平,则新型林业从业人员的林业种植规模需要扩

大４２％,新型林业从业人员相应需求量约９４万人.

５．农、林、牧、渔新型职业农民需求总量的估算

通过汇总得到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四部

门的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量,共计 ７５３３ 万人,
如表１.从新型职业农民的行业需求结构来看,种植

业的新型职业农民需求量最大,约占全部新型职业

农民的７６．６１％,畜牧业占１３．３５％,渔业和林业分别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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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新型职业农民需求总量及其结构估算

部门 新型职业农民需求量/万 新型职业农民需求量结构/％
种植业 ５７７１ ７６．６１
畜牧业 １００６ １３．３５
渔业 ６６２ ８．７９
林业 ９４ １．２５
合计 ７５３３ １００

占８．７９％和１．２５％.这种从业人员的结构比例与目

前农民农业收入来源的比例比较接近.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期间,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分别占农民农

业收入来源的７５．７％、１７．８％、２．７％和３．７％⑥ .

　　三、对需求规模估算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主要从收入和规模视角估算了新型职业

农民的需求量,考虑到研究新型职业农民需求的方

法多种多样,可以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讨论未来究竟

需要多少新型职业农民.
首先,按照种粮大户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基本

一致的原则,估算北方适度规模为８hm２,南方适度

规模为４hm２,由此可计算出全国粮食生产需劳动

力２５００多万人,这与前面的计算结果比较接近.
其次,以现有的规模化生产为标准的方法,按照

目前的畜牧业产量水平大致估算畜牧业的新型职业

农民需求.目前规模化养殖的规模定义为:猪出栏

５０头以上,肉鸡２０００只以上,蛋鸡５００只以上,奶
牛存栏１０头以上.估算结果表明,需要的新型职业

农民约２２５５万人.近些年,畜牧业的规模化养殖

水平明显提高.例如,２０１２年５０头以上生猪规模

的养殖户已经占２/３;１００００只以上规模化肉鸡养

殖已经达到七成.目前,农业部畜牧业司拟将规模

化养殖的规模标准扩大.如果将来的养殖规模扩大

一倍的话,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数量也大概在１０００
万左右,与前面的研究结果也比较接近.

最后,从城镇化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未来新型职

业农民的需求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３年我

国农村人口６．２９亿,城镇化率为５３．７％,按照目前

国内相关研究的基本预测与测 算,２０２０ 年 将 达

６０％,２０３０年达７５％,同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

本完成.另据«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１２»统计,２０３０年

前后我国或可完成第一次农业现代化,达到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农业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基于此,可测算出

２０２０年农村人口为５．５亿,２０３０年为４亿.在４亿

的农村人口中,考虑到老龄化的问题,按照６０％计

算,则约有２．４亿农村劳动力.目前,乡村劳动力

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占５０％.如果在２０３０
年,乡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比例不

变,则约有１．２亿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
即相当于１．２亿新型职业农民.但显然,随着农村

的发展,美丽乡村的建设,在农村中从事非农行业的

比例显然上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率会逐年下降

(已经从１９７８年的９３％下降至２０１１年的５０％),如
果到 ２０３０ 年 下 降 至 ４０％,则 农 业 劳 动 力 约 为

１亿人,与前面估计较为接近.
综上,未来新型职业农民需求量大致在８０００

万左右⑦ .为了便于做好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规划

与培育政策设计,进一步估算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３０年两

个时期的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量.首先,假设未来

农产品的产量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即
与单位产量的收益增长同步,并且能够满足人们对

农产品的需求的增长.其次,假设未来收入水平的

提高仍然是通过适当扩大规模经营.最后,考虑到

农村居民的生活成本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这里假设

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收入即为当时农村居民的人均

收入水平.其中,假设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间农村居民的

人均收入增长率为７％,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的增长率为５％,则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３０年的新

型职业农民需求量约为１．１６亿人和７１２２万人,具
体如表２.

表２　２０２０和２０３０年新型职业农民的需求量估算结果

收入状况
农民人均

收入水平/元
人均劳动
力收入/元

新型职业农
民需求量/万

理想收入水平 ２０８９９ ３３８７２ ７９２９
２０２０农村居民收入比

２０１０年翻一番 １４２８５ ２３１５２ １１６００

２０３０农村与城镇居民
收入相当水平 ２３２６９ ３７７１２ ７１２２

　　四、供给与需求缺口分析

　　２０１３年全国就业人员７．７亿人,第一产业就业

人员占３１．４％,相当于２．４２亿人,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６９亿人⑧ .虽然目前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没

有统计,不太容易估计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的缺口,但
是本研究试图从３个方面分析目前新型职业农民的

供需缺口.
首先,从农民的教育水平来看,如果按照高中及

以上的农业劳动者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比例,即７％
的比例,按照农业从业人员总量为２．４２亿人计算,
约为１７００万人为新型职业农民.按照目前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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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职业农民需求总量为１亿人计算,缺口约为

８３００万人.目前,农民的教育水平偏低.２０１２年,
在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员当中,小学及以下的比例占

了接近４０％,初中占了５３％,高中占６％,而大学专

科以上的比例不到１％.而从全部行业平均来看,
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只占２１％,初中占４８％,
高中占１７％,大学专科以上占１４％.

其次,从农民的盈利能力来看,农民中的“能人”
数量偏少.从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收入调查数据来

看,２０１２年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当的

农户,即人均纯收入在２００００元以上的户数占调查

户比重仅为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的新型

职业农民的数量还仍然比较少,约为农业从业人员

的６％,相当于１４５２万人.如果按新型农民的需求

总量为１亿来计算的话,新型农民的供需缺口约为

８６００ 万人.也就是说,未来需要大力培育新型

农民.
最后,从目前农村中已有的种养大户和家庭农

场等作为目前的新型职业农民来看,新型职业农民

的供给数量还是非常有限.据农业部以及相关统

计,２０１１年全国年出栏生猪５０头以上的大户为

２７４．５万个,年存栏５００只以上蛋鸡或年出栏２０００
只以上肉鸡的大户为１１８．６万个,年存栏奶牛１０头

以上的养牛大户为２２．６万个.２０１２年全国种植规

模为１００×６６７m２以上的农户为２７０万个,也就是

说种养大户总计６８５．７万个.另外,２０１２年底,全国

家庭农场有８７．７万个,平均劳动力为６．０１人,即相

当于５２７万人.如果平均每个大户按２个新型职业

农民计算,每个家庭农场按６人计算,目前新型职业

农民的数量为１８９８万人,按１亿新型职业农民的

需求计算,缺口也在８１００左右.
因此,不管采取哪种估算方法,新型职业农民的

供需缺口都是巨大的,均超过８０００万,培养造就新

型职业农民队伍任重而道远.

　　五、政策建议

　　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当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离不开有知识、懂技

术、善经营、敢开拓的新型职业农民,让农业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

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才能让农业有后劲,也是解决明

天“谁来种地”问题的根本途径[２].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要求,必须赋予其长期性、
连续性和基础性地位.

２．建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长效机制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创新,要
保证这项工作长期、可持续、有效开展,建议推动国

务院出台相关法规,明确新型职业农民的法律地位,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制度保障.同时,各项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支持政策和优惠、倾斜办法,需要

在加强顶层管理设计上加强整合.建立国家出资购

买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学习成果的公益性补偿制度,
给予农民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

３．要把基层探索实践与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紧密

结合起来

全国各地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上都有很多的经

验和做法,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需要加强顶层

制度设计,应围绕重点产业建立相应的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制度,建立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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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fosterandstrengthen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isputforwardin＂TheCentral
DocumentNo．１in２０１４＂．ItiswellＧknownthattraining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isnotonlytheimＧ
portantmeasurementtostrengthenthevitalityinthecountryside,butalsoissignificanttobuildawellＧ
offsocietyinanallＧroundway．Owingtotheproductiontraitsofallagriculturalsectors,differencesof
profitsandamountoflabors,thispaperestimatesthescaleof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insuchsecＧ
torsofagriculture,forestry,animalhusbandryandfishing．TheestimationresultshowsthatthegapbeＧ
tweensupplyanddemandisover８０million．Therefore,cultivating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stillinＧ
volvesheavyresponsibilities．

Keywords　newtypeprofessionalfarmers;totality;structure;supply;demand

(责任编辑:陈万红)

８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