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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基础地位，现代化的转型迫切呼唤高质量农业社会化服务，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迫切需

求高效、便捷的社会化服务支撑，以实现跟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本文围绕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这主题，先说明

相关概念，对政府、企业及合作社等多元主体主导的服务模式特点进行梳理。再去剖析当前创新开展进程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如龙头企业带动能力欠佳、服务内容呈现出同质化特征、利益联结关系不紧密等，最后给出针对强化创新的

思考建议，强调必须着力提高农民能力、加快服务数字化推进、增强企业支撑力度，以期冲破发展束缚，优化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效能水平，协助农业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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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griculture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The urgent need for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s is driven by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Small-scale, 

scattered farmers urgently requir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social service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with 

modern agricultu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nhancing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innovation. It first 

explains relevant concepts and outl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models led by multiple entitie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operatives. It then analyzes the main issues in the current 

innovation process, such as the poor leadership of leading enterprises, the homogenization of service 

content, and the loose connection of interests. Finally, it offers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innovation,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improve farmers' capabilities, accelerate the digitalization of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enterprise support. The goal is to break through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optimiz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s, and assist in achiev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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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农业基本国情农情呈现“大国小农”特点，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必须借助强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支撑，国家围绕促进

小农户同现代农业有机契合，依次出台政策积极支持农业生产托管等服务形式的发展，助力在稳固承包权的基础上达成规模经营及专业

化生产，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营造出有利局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正渐次形成，呈现出“政府 +”“企业 +”“合作社 +”这

类多样化的服务模式，在服务模式的进一步创新与体系完善层面，依然面临大量挑战，厘清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涵跟特征，用心探究其

在创新进程中暴露的关键难题，并探索有效的应对路径，对提升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以及推动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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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概念

面向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与农业相关的经济主体为契

合农业发展需要，给农业从业者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组

织架构，该模式深度整合社会分散资源，引导农业经营主体摆脱

规模束缚，精准把握市场脉搏，进而形成专业细分与资源整合双

重规模效益的农业组织架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直

接体现国家农业商品化与现代化发展水平，该体系以农业生产经

营主体为中心构建产业分工网络，面向农业商业化构建综合服务

体系框架，服务体系由农产品供应、加工转化、销售分销构成主

体，信息服务作为补充模块，主要组织力量由乡村集体经济体、

农技服务机构及科研院校构成，按服务类别区分，由服务风险

型、政府引导型及龙头带动型构成。

二、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特点

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时，有三类经营主体各有服务特色，

合作社资源整合模式下，把农户组织起来，形成采购规模优势，

还能让技术分工更专业，高效利用集体闲置土地，企业赋能农业

模式，整合种植技术、农资配置、植保手段和销售渠道，打造出

完整的农业服务链条，服务内容会根据农户实际需求灵活变动，

政府牵头的发展模式，靠政策引导和技术推广来帮扶农业。

（一）“政府 +”服务模式

按照现有理论，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依靠政府，建立“政府 +”

服务体系，政府既要保障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外部运行基础，

通过弥补市场空白、调整运行方向和平衡调节，推动市场平稳有

序，又要在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时，强化法律保障体系，完

善乡村交通、通信和物流等配套设施，推广农业科技并培养高素

养农业从业者，按照农业农村部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指导意见》，要让涉农服务主体和金融保险机构实现资

源对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被定位成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开

展者，专业服务户起到补充作用，一同推动农业市场发展。整合

行业资源进行统筹规划，达成对农户种植到销售全流程服务的覆

盖，依据对本地实际状况的清晰认识，持续摸索符合区域特点的

农业生产服务模式，协同农业服务单位或发挥主导作用，围绕农

作物各生长阶段提供系统性的农业服务。

（二）“企业 +”服务模式

依据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存续的根本在于应对交易成本带来

的管理难题，当采用“企业 +”运营模式时，我国零散农户的农

产品市场化交易陷入成本上升、收益下降的困境，由于农产品分

销渠道窄、运输困难，且小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途径有限，只能

接受既定的市场价格。在农业范围里，企业展示出卓越的经营管

理水准，成立了技术支持专业团队，对市场资讯掌握系统，风险

暴露度不高，可有效应对风险情况，农业企业可极大降低农户进

入市场的信息获取成本，小农户通过农业服务企业达成生产资料

集中采购、农机共享以及作物统一防治烘干等流程外包，优化种

植成本结构，进而减少交易花费。就企业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机制来讲，企业作为关键行动者，为使产量提升、订单拓展，对

服务内容做多元化拓展，以满足农户多样需求，达成互利共赢合

作，服务开展时，企业不只是基础服务提供者，更是农业产业链

核心主导，为保证公司某业务模块持续发展，和农户签订互惠合

作的协议。这种模式搭建起小农户与企业合作的桥梁，企业可以

掌控原料供应及价格变动，农户也能实现有效获利，形成多方优

势互补的合作局面 [1]。

（三）“合作社 +”服务模式

按照集体行动相关理论，农民合作社作为集体行动的载体，

实现了农产品生产者的合作互惠，合作社运行逻辑基于群体共同

行动机制，分散农户拥有一定规模的农资，不过农业生产所需资

源整体存在短缺，和农户群体协同进行生产，将农户资源整合以

形成集体服务能力。农民合作社是推动农业产业链高效运转的核

心力量，它搭建起上游农资商与下游农产品销售的合作通道，采

用协同合作形式，借助合作社组织搭建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

利于农户执行生产计划，也是达成社会化服务的实用手段，拥有

大量耕地和高肥力土壤的农业潜力区域，推动了合作社规模的扩

展，合作社收集农户生产问题，引入外部力量处理采购服务和生

产技术问题，合作社运营的稳定性和发展空间与社员工作技能和

管理经验紧密相连。

三、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不流转

土地的规模经营找到了新门道，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生产方

式的无缝结合，提升了农民收入，但这种自然无序的粗放型发展

模式受多重条件制约有不少问题。

（一）龙头企业缺乏带动作用

某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始终保持在5600家以上，市级及以

上知名企业品牌产品数量超100个，180多家市级及以上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形成了规模，家庭农场总数超过1800家，省级

“新六产”农业示范主体发展了30多家，尽管被认定为龙头的企业

数量众多，但能整合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实体很少，对全

省产业协同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企业非常少见。不少企业整体规模

不大，市场稳定程度和气候应对能力都存在明显短板，对农民增

收带动效果有限，全省合作社存量规模达6.9万个，可超六成农户

未被覆盖，服务还多针对大户，基层服务组织数量逐年增加，只

是规模小，多为区域小品牌，商业竞争力弱，收益水平不高。

（二）服务内容创新不足

当前农企经营模式多侧重于生产端的初步加工，实行纵向一体

化经营模式的企业数量有限，农业领域的插秧和烘干服务覆盖范围

不大，影响产业发展的基础服务环节相对薄弱，禽类粪便无害化处

理的成效不佳，收集系统和肥料转化工艺有待改进，生产规模的扩

张与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服务产品的增值潜力还有待挖

掘，服务同质化趋势日益显著，非良性竞争现象较为常见 [2]。

（三）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服务组织的管理监督机制存在漏洞，使得服务开展缺乏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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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合作联动性不够，农户签订服务合同很不严谨，中小农户

服务多采用口头协议，部分服务机构与农户对接有明显脱节状

况，利益分配体系有缺陷，没树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意识，

生产前后信息供给和销售配套服务没弄好。

（四）运营管理水平偏低

我国农业服务体系开始得晚，服务组织大多是新成立的，管

理不够规范，制度落地效果欠佳，一些服务机构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薄弱，责任划分混乱，存在环境卫生糟糕、管理混乱现象，农

产品堆放不规整，存储设施需要改进，政策缺乏和薪酬待遇不佳

削弱了专业人才的吸引力，培训体系不健全，人才缺口显著，服

务实施过程有安全漏洞。

（五）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农业服务领域高度依赖财政补助，然而各区县财政吃紧，资

金扶持力度不足，无法充分满足农业社会化服务全面发展，现代

农业服务组织依赖先进设备，补贴水平欠佳，致使部分适用先进

农机补贴覆盖不足，服务组织消费预期不高，一些地方税费优惠

与土地支持政策执行有漏洞，仓储和机库棚配套土地短缺，基础

配套设施缺乏，信贷环境紧缩，银行出于资产保护，对无抵质押

农贷审批门槛高，农业经济增长面临资金匮乏难题。

四、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创新思考

（一）着力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农民教育培训被农机服务中心列为重点工作，它是现代农业

发展取得突破、乡村振兴进程得以加快的有效途径，增强农民队

伍综合素养，可采用以下办法：核心任务是按进度推进农民教育

培训实施，以课堂传授结合现场比武的多元化培训体系，按计划

对农机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核心力量及农业服务管理

者开展专题培训，强化农耕技术掌握与农场运营水平，推动农民

创业升级，建立规范化培训体系已到关键阶段，党委政府要牵头

组织农民培训工作，依托农业农村部门整合公益培训力量与市场

资源形成培训机制，着力构建农民职业培训鉴定基地的完整体

系，实现农业院校、研究机构及企业资源的有机整合，扩大农民

培训的覆盖范围。三是推动扶持政策实施，借助政策赋能推动高

素质农民与新型经营主体的资源协同，实现两类新型经营主体的

互利共赢发展，主管农业的部门应联动其他机构整合扶持举措，

统筹开展农机农艺结合配套及经营实操教学，整合机构职能，协

同市场主体，集聚各类资源，实现培育资源聚合，激励农民坚守

农业、掌握技艺、改进管理实践，加强农民群体的整体素养 [3]。

（二）加快农业服务数字化创新

鉴于数字化网络发展势头迅猛，信息技术在各行业已得到广

泛应用且效果明显，促进“三农”工作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思

维实现转型升级，达成智慧农机与“互联网 + 农业”行动的衔

接，可从下面方面开展工作：农业农村部门和发改委等相关部门

一起出台实施方案，先规划行动方案的支持政策、核心内容和实

施要求，关键是加强顶层系统规划设计。执行农村农业信息化发

展战略布局，完善政策执行体制，构建专项农业信息化标准小

组，实施农业物联网试点工程；配合工程实施，选派人员出席全

国“互联网 + 现代农业”会议，通过移动端向农民实时传送农业

生产技术，达成农业资讯乡村全覆盖，农业服务创新紧扣市场需

求展开，以企业为运作中心，整合优质社会化服务主体与运营商

形成伙伴关系，实现行业贯通、区域整合的集约化服务模式，高

效配置闲置资源，协调服务输出端，达成服务资源与需求的精准

匹配，优化服务实施效果，实现全链条服务覆盖。

（三）强化涉农企业服务支撑作用

国家层面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政策发力点，全面推动

服务组织的孵化与资源扶持，以正式文件形式下达服务组织建设

要求，购机补贴政策被市农机服务中心列为关键工作抓手，依托

项目带动服务组织进步，开展相关服务的具体实施内容如下：当

务之急是培育壮大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政策体系的实施指引》，从税收优惠、硬件配套和人才培育等

多个层面给予扶持，保障其有序经营，服务中心依据主体覆盖面

广、服务针对性强、竞争公平性高的原则运作，着重支持农村集

体组织、大中型企业及专业服务商等多类主体，按步骤实施服务

形态创新，优化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规范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则，推动地方按农户意愿开展耕地规模

化整理。把耕地换算成股份，按照股权比例分红，给予农民土地

流转自主权，由农民自己选择，防止耕地过度集中，另外开展农

业生产托管等现代农业服务，关照小农户利益，推动服务市场规

范培育以促进农业服务升级，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实施组织动态

监控，规范服务价格，采用拟定合同模板规范服务执行，深化服

务标准落地，实现服务市场标准化操作，维护农业从业者权益。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地方政府需认真推进配套支持政策执行，

为农业企业降低税负，采用信贷手段为农业经营主体匹配恰当金

融服务，农机事业服务中心则通过创建社会化服务机构清单，在

服务市场的规范化上进行了有效尝试，给予涉农经营主体税收优

惠和信贷援助 [4]。

五、结语

强化创新考量需聚焦增强农民接纳及运用新型服务的能力素

养，全面利用数字技术助力服务模式迭代进步，而且切实发挥涉

农企业等市场主体作为骨干的支撑作用，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

要高度留意存在的突出问题，精准定策、携手发力，一直优化服

务环境，完备长效举措，为打造高质高效、全程覆盖、综合配

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筑牢基础，最终切实推动农

业质效提升、农民稳步增收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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