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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三期）报告发布——

“三品”认证比例偏低 质量提升任务艰巨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组

本版编辑 杜 铭

从最新公布的 《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 （三
期） 报告》 可以看出，实行无
公害、绿色或有机农产品认证
增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盈
利能力，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支
持力度，推进农产品认证工
作，完善认证奖励和补贴制
度，促进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实行农产品质量认证，增加
农业收益。但是实行无公害、
绿色或有机农产品认证对家庭
农场的赢利能力却有负面影
响，可能是导致新型经营主体
认证率低的主要原因，应进一
步完善农产品价格传导机制，
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多
元化推动农产品认证体系的发
展与完善，尤其重点关注家庭
农场的价格传导机制，找出阻
碍家庭农场通过认证提高收益
的原因。

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绿色生态可持续生产仍有
提升空间，家庭农场和种养
大户在化肥、农药、农膜等
方面的投入较多，相比于中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
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这
方面的投入最多。

应对这个问题，首先应贯
彻落实国家现有政策法规。依
据 《到 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
增长行动方案》，推进精准施
肥，调整化肥使用结构，改进施肥方式，用有机肥替代化
肥。《方案》 提出，重点在“控、替、精、统”四个字上
下功夫，控制病虫发生危害，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代替高
毒高残留农药、大中型高效药械替代小型低效药械，推行
精准科学施药，推行病虫害统防统治。其次，增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绿色生产方式的重视程度。对种养大户和家
庭农场而言，化肥、农药和农膜的投入量较多，都呈现增
加态势。尽管国家鼓励和建议使用有机肥和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以及精准施药，但仍要进一步引起重视。先从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开始，发挥其引领作用，引领全国农业走向
绿色发展道路。再次，研发更为高效的有机肥、混合肥和
低毒农药，降低价格，为施用和推广提供激励。一方面，
尽管现有政策规定对有机肥的生产和销售免税，对销售或
进口农药和化肥减税，但这仅是经营方面的举措，应把更
多政策落实在使用方面。另一方面，研发更为高效的有机
肥、混合肥和低毒农药，促使农民为提高生产效率而选择
更为绿色的生产方式。最后，对不同地区的污染问题，给
予不同程度的重视。为了更精准有效地减少农业污染，需
要控制和减少东部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药、化肥、
农膜等方面的投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占比仅为
35%。应继续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
术，提高节水意识。分析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
受教育水平越高和经营规模越大，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概
率越大，因此应提高企业人力资本，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进一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此外，可以鼓励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承担起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为
内部成员开展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灌溉设施维护等，动员
农户以集体为单位，大力推广采用节水灌溉技术。

调研显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呈上升
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在发展过程
中，龙头企业需要更多地向低消耗、低排放趋势转变，积
极采用与推广节能减排先进技术，逐步淘汰传统、落后的
生产技术，并进一步使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政府应
该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节能减排列入对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的考察与管理之内，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转
型，承担节能的社会责任，以一种低成本、友好型的生产
形式代替高能耗的落后生产模式。

继续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涵养土地的生产方
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数据显示，有 17.76%的牧
地草地类家庭农场实行轮休，21.62%的牧地草地类种养
大户实行轮休，比例仍然较低。应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建立合理的土地轮休补助，促进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
用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
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5191 个，其中包括
1222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1343 个家
庭农场样本，2017 个种植/养殖大户样
本，609 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样本。
该调查涵盖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
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绿色可持续发
展能力开展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在较大
程度上弥补了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
据方面的缺陷。

“三品”认证推动供给侧改革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2015 年 获 得 无 公
害、绿色或有机农产品认证的新型农业
经 营 主 体 为 688 家 ，占 总 样 本 的
17.41%。总体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生产经营高质量农产品的比重并不是
太高，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品”销
售金额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在所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
其销售认证农产品的平均金额为 13.79
万元，根据《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
测（2014-2015）》的统计，我国拥有的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
养大户、家庭农场的总数量共计 473.94
万家，可以推算出现阶段我国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所销售的“三品”认证农产品总
额为 6535.63 亿元，销售额从大到小依次
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此外，根据国
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5 年全国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为 107056.4 亿元，可以推算
出，现阶段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销
售的“三品”认证农产品销售总额约占全
国农业总产值的 6.10%。由此可见，目
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高品质农产
品生产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对
于有效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
重要的积极意义。

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认证实行“三品”认证概率最高，
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低。将样本
地区按地理位置进行划分后，发现西部
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认证概率最高
为 24.43%，比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分别
高出 6.77、7.87 个百分点。自 2000 年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对西部地区农
业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西部地
区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的
现实背景，国家为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和
结构调整创造了众多有利条件，西部地
区认证概率最高可能正是多年来政策促
进作用的体现。就单个主体的认证概率
而言，同样是西部地区认证概率最高。
不同地区间，实行“三品”认证的概率从
大到小依次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纵向来看，“三品”认证农产品的生
产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以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为例，2013 年“三品”认证农
产品的平均销售额为 1336 万元，2014 年
平均销售额为 1641 万元，增长 22.85%，
2015 年 平 均 销 售 额 为 1574 万 元 ，与
2014 年 相 比 销 售 额 下 降 4.25% ，但 比
2013年增长 17.81%。

质量改善处于起步阶段

调查显示，实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样本的比重为
13.30%；实行绿色农产品认证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占样本比重为 9.17%；实行

有机认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少，占
样本比重仅为 5.55%，可见目前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质量的改善尚处于
起步阶段。在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需
求日益增高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加
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引导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生 产 品 质 更 高 的 农
产品。

总体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
品”认证受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
平、信息条件、经营规模、地区因素、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类型的影响。具体来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受教育水平越
高，帮助较大的政府及金融机构人员数
量越多，当前信息满足程度越高，总资产
规模越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认证
的概率越大。与西部地区相比，处于中
部地区、东部地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认证概率降低；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
家庭农场与种养大户的认证概率较低。

数据显示，“三品”认证提升了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

横向比较，2015 年实行无公害、绿
色或有机农产品认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平均利润为 130.81 万元，为没有实
行农产品认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3.21 倍。纵向来看，实行无公害、绿色或
有机农产品认证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赢利能力的提升。调查结果显示，与
2014 年相比，实行“三品”认证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2015 年平均年利润增量为
30.39 万元，为没有实行“三品”认证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利润增加值的 3.11倍。

绿色生产仍有提升空间

在所调查的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
中，亩均化肥投入、亩均农药投入均有增
加趋势，亩均农膜投入略有降低。在
2014年至 2015年间，家庭农场的化肥亩
均投入平均数增加 5.40%到 16.8 元，亩
均 农 药 投 入 平 均 数 增 加 5.95% 到 6.67

元，亩均农膜投入平均数减少 5.26%至
1.43 元；种养大户的亩均农膜投入平均
数增加 2.41%至 7.58 元，亩均化肥投入
平均数增加 3.67%到 4.23 元，亩均农药
投入平均数减少 3.14%至 0.53 元。同
期，全国所有农户每户亩均化肥投入增
加 10.73 元，增加 3.42%，亩均农药投入
增加 5.02 元，增加 4.39%，但是亩均农膜
投入支出减少 0.54元，减少 2.67%。

在田间管理时，总体而言三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对化肥的亩均投入最多，
其次是农膜，最后是农药，不同经营主体
对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侧重略有不
同 。 其 中 ，合 作 社 亩 均 化 肥 投 入 为
1203.41 元，是农药亩均投入的 2.65 倍，
是农膜的 2.08 倍；对家庭农场而言，农膜
的亩均投入最高，其次是农药，最后是化
肥；对种养大户而言，化肥的亩均投入最
高，其次是农药，最后是农膜。分地区来
看，无论是化肥亩均投入情况、农药亩均
投入情况，还是农膜亩均投入情况，都是
中部地区投入最多，东部地区次之，西部
地区最少。

龙头企业降低能耗潜力大

与上一年相比，大部分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的单位能耗基本不变，或略微
波动，单位能耗下降的仅占 31.94%，单
位能耗不变的占 47.09%，单位能耗增加
的占 20.97%。追踪到单位产量消耗的
原材料变化趋势，情况也一样，大部分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单位产量能耗消
耗的原材料维持稳定，占比 45.69%。单
位 产 量 能 耗 消 耗 原 材 料 减 少 的 仅 占
27.48%，增加的占 26.84%。

农副食品加工业一直是我国的支柱
性产业，2009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2.8 万
亿元人民币，同时能源消耗也达到创纪
录的 2795.37 万吨标准煤，农业节能是建
设资源节约型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的必
然选择。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最具

优势的主体，龙头企业对带动农业经济
结构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样本显
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仅有 30%左
右的单位能耗呈现下降趋势，大部分龙
头企业单位能耗保持不变，甚至还有部
分龙头企业出现单位能耗增加的现象。
可见龙头企业的节能投入力度不足，对
于新型能源的应用还不够广泛，需要进
一步改善。

生态技术得到应用

调查显示，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有 919 家，占有效样本
的 35%。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个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节水灌溉面积占其总经
营面积的比重约为 28%。国家统计局
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14 年我国节水
灌溉面积为 29019 千公顷，即 43528.50
万亩。同时，《2015 年中国国土资源公
报》显示，截至 2014 年底，我国耕地共
13505.73 万公顷（203600 万亩）。由此
可以计算出，全国范围内节水灌溉面积
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为 21%。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节水灌溉面积占比比全国
农 户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占 比 高 出 7 个 百
分点。

此外，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
废弃物实行了综合利用。在农民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中，有 55.97%
对废弃物实行了综合利用。对于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对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呈
上升趋势的占比为 36.64%，呈下降趋势
的占比仅为 10.76%。总体而言，大部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对农业生产过
程中有机废弃物的合理利用。

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环保
方式处理污染物。78.16%的畜牧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将牲畜粪便实行三级沉降后
再排出，或者对其加工利用，60%的渔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物理方式、化学方
式或者生物方式等处理污染物。

发展绿色农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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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三期）报告》调研数据表明，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高质量农产

品的重要供给力量，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是资源节约型技术采纳、应用的主力军。总体而言，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实行“三品”认证的比例不高，认证级别还比较低，绿色生态可持续生产方式也不容乐观，化肥、农药、农

膜投入仍然偏多。这些结果说明，我国农产品质量改善任务十分艰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巨大挑战。

作为新型经营主体，“新农人”正

在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与支持。这一

点，无论从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还是

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以及当前创业创

新主流人群的响应热度，都可以得出令

人振奋的结论。

对处于成长中的“新农人”来说，

这种认同与支持就是阳光雨露。与所有

新生事物一样，“新农人”在成长过程

中也会有不成熟、不稳定、稚嫩急躁的

一面，正如这份调查中显示的那样，目

前“新农人”在生产中对绿色产品的应

用还有明显的提升空间。但也正如所有

的新生事物那样，“新农人”的强大生

命力与远大前景，不仅体现在自身素

质、体质、本质的强壮与优秀，更体现

在代表了事物发展的方向，是时代前进

与社会发展的宏伟力量。

深刻认识“新农人”未来发展的力

量，同时充分认识“新农人”成长中的

不足，对于当前营造“新农人”成长的

良 好 环 境 至 关 重 要 。 这 些 年 ，“ 新 农

人”在“三农”领域各个方面正在发挥

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无论在数量、体量

还是质量上，都显示出引领、推动、融

入农业现代化的巨大活力。可以说，今

天在“三农”战线的每一个舞台上，都

活跃着“新农人”的身影。

但“新农人”也面临成长的烦恼。

一方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

农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农人”

作为有眼光、有知识、懂经营的群体，

本身也需要知识更新、技能提升和方法

转换；另一方面，“新农人”作为经营

主体，国内国际市场的波动与风险对他

们提出了更多更大更严峻的考验，市场

不会因为“新农人”就放缓波动，稍有

不 慎 ， 就 可 能 全 军 覆 没 。 这 就 是 说 ，

“新农人”是以新人的面目应对老到的

市场，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对“新农人”的成长壮大既

要有足够耐心，也要有针对性的支持鼓

励，还要有真诚的理解包容。我们从一

个传统农业大国向农业现代化国家转

型，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新

农人”在这种转型中成长、壮大、成

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新农人”奋发图强、与时俱进，

也需要各方面的支持理解更具体到位。

只有全社会给予更多包容与鼓励，才能

使“新农人”的成长变得更加健康、更

加充满希望。

“新农人”成长需要阳光雨露
瞿长福

6 月份中经发布预告
依托独立采样调查系统，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

势研究院目前已建成产经、财经、农经全覆盖的经济
信息数据库，直采调研团队范围已覆盖26个省级行
政区，创业企业调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中国
家庭财富调查、中经产业景气指数、中农景气指数、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等特色信息产品均已编制发布。

6月份即将发布的产品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调查专题报告》以及“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旨在通过科学抽样、采
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管理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收
集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大户以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信息，为
相关的研究、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本次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方案设计由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
发展学院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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