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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

———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

高　鸣,习银生,吴　比

(农业农村部 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１０)

摘　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采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

我国各省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的

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相比小农户而

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相对较高,但是其平均绩效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且该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最为突出;我国家

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在三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农业(龙头)企业,最后是农

民专业合作社.对此,提出应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机制,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生

产,进一步解决其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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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和培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各级政府十分重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并相继出台了多个支持其发展的政策指导意见.近年来,农业支持政策调

整方向,如成立专项补贴制度、使用贴息和保险等金融工具[１Ｇ２]、提高新型农业经营的科技投入水平等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在多措并举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背景下,其经营水平和绩

效怎么样、哪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水平和绩效更高、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否存在异质性

等问题值得思考.
国内外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研究,大部分学者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式和功

能定位、融资模式及融资方式分析、政策选择和路径优化等方面.
在发展方式和功能定位方面.郭庆海提出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是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关系到今后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绩效水平,他认为我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制度建设不完善,不利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应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制度建设和法律体系建设[３].孔祥智认为专业大户应该纳入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还应该鼓励人

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绩效水平[４].张照新等认为我国应该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服务组织等,应该从农业政策性

保险、土地流转服务、经营人才和城镇化等角度去完善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体系[５].阮荣平等认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方面虽然具有较好的设施条件,但由于信息渠道较窄,无法与政府部门提

供的信息服务有效衔接,对此,应该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渠道来源,并进一步促进信息资源

在农业经营市场中的作用[６].
在融资模式和融资方式等方面.林乐芬等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新型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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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融资面临较多困难,要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等问题还需要从农业经营主体自身、金融

机构和各级政府角度出发,多管齐下进行整合发力[７].江维国等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问

题可以由互联网金融有效解决,且不同的融资方式和模式都可以加强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能力[８].王

蔷等以四川省为例,比较分析了新型经营主体和传统小农户在融资需求上的异同,通过需求和供给两

个角度,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的问题[９].黄祖辉等以浙江省为例,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发展水平及其面临的融资难问题,他们认为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获得和服务体系的

不完善,以及经营人才的缺乏,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相对缓慢,而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可

以为其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１].
在政策选择和路径优化等方面.王国敏等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需要结合我国特色农业

现代化道路,从制度和实践两个角度来进行道路选择[１０].汪发元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处在发育

阶段不够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需要严格审计农业扶持资金,创新扶持政策,鼓励土地流转

等,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的作用[１１].谷小勇等认为工商资本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培

育过程中的作用较大,需要恢复其地位[１２].陈训波等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充分调动主体内部的活跃要素,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和挑战[１３].
由上可知,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研究,我国少有学者从经营绩效的视角来分析的.对此,本课

题组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选取３０省区２０１７年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分别对农

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村的经营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方法与变量选择

　　１．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系统.当前,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

涵盖了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包括３６０个行政村、２３０００户农户,是我国最为全面的农村

调查系统.需要说明的是,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基础数据库不一样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年对全国各省市区开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追加调查.该调查是１９８４年以来首次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进行调查,２０１８年继续对此问题进行跟踪调查.
此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样本分布在全国除港澳台西藏外３０个省市自治区,涉及农业(龙

头)企业３４５个、专业合作社７００个、家庭农场６７０个,调查内容覆盖负责人情况、带动农户发展、技术

发展水平、标准化生产、经营绩效等八个方面.

２．方法选择

计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绩效的方法较多,主要集中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相比数据包络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对数据的要求更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随机前沿分析法需要对投入产出变量进行拟合,而数据包络分析法属于非参数方法不需要对数据进

行拟合估计;其二,随机前沿分析法属于半参数方法,而数据包络分析法是非参数方法中的一种,随机

前沿分析法对数据更为敏感,更具有投入产出分析的科学性.因此,本文选择随机前沿分析法来分别

计算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绩效.随机前沿分析法表达式为:

(１)

式(１)中,Yit 表示的是产出水平,F(Xit,T;β)表示的生产函数.vit 表示随机统计误差,uit 表示

由技术非效率带来的误差,前者服从正态分布,后者服从截断正态分布,两者是相互独立的.通过式

(１)可以计算每个经营主体的绩效水平,且可以通过软件STATA１４．０实现经营绩效的计算.

３．变量选择

计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需要构建科学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由于不同经营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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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内容不同,需要分别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本文在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的基础上,结合指

标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CobbＧDouglas生产函数下,构建了如表１所示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表１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及相关统计分析

经营主体 投入产出 指标 平均值

农业(龙头)企业

产出
主营业务总收入/万元 ４９７７．３３

投入

职工总人数 ２６６．１４
年末固定资产总额/万元 ７３５３．２９
企业总投资额/万元 ３７４６．４１

农民专业合作社

产出 总收入/万元 ４５．５４
投入 总成本/万元 ３．６０
产出 总收入/万元 １８．８２

家庭农场 投入

劳动力总数 １３．０８
经营土地/万元 ０．４７
生产资料总支出/万元 ０．１６

　注:①所有数据都是２０１６年整年的数据.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总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生产所需的总成本.③家庭农

场的经营土地包括自有土地和流转土地,按照流转价格进行折算得出;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总数是由全职家庭劳动力数量、兼职

家庭劳动力数量和雇工数量相加求得.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绩效分析

　　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总体概况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势头较好且呈现出了较好的经营水平,具体来说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运营发展良好,盈利能力较强.２０１６年,我国规模

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２０．３万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长８．０％.农业(龙头)企业净利

润率平均值为２０．１９％.第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较高.以家庭农场为

例,调查数据显示,家庭农场在经营面积和产出量上的规模远远超出传统小农.根据«中国家庭农场

发展报告(２０１６)»可知,２０１５年,我国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耕地面积达到１５０亩,亩均净利润超过

６０００元.２０１４年陕西省的家庭农场总数为０．５５万个,２０１５年增长到０．７２万个,耕地总面积也由

２０１４年的５５．１万亩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９０．６万亩.第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较高.经营绩

效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和生产水平等.调查的３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经营绩效损失从低到高依次是家庭农场(０．４８７)、农业(龙头)企业(０．５３９)、农
民专业合作社(０．５５４).这是家庭农场与其他两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的优势,对家庭农场而言,
当经营规模较大时,利用和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较高.

此外,从本次的微观主体调查来看:其一,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收入占比较高.据统计,有７６．０％
的家庭农场,其农业经营收入超过总收入的８０％.其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营业务多样化.当前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有部分合作社进行农业服务.据统计,在本次调查的样本

中有３１．４％的合作社主营项目超过２种,合作社总收入平均为４４．９万元.其三,农业(龙头)企业蓬

勃发展.随着经营主体的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的经营状况较好,在样本中,有４１．２％的农业(龙头)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１００万元.

综上可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在生产规模和经营方式上发生变革,而且其经营绩效的提升对

宏观农业增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分析

在计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绩效之前,需要对各个主体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进行拟合,构建生产

函数方程.为了减少异方差性和数据的波动性对估计的影响,本文对每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具

体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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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函数方程估计结果

变量 农业(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职工总人数 ０．３０５∗∗∗(４．４３１) — —
年末固定资产总额 ０．５８１∗∗∗(１３．９７５) — —
企业总投资额 ０．１４１∗∗∗(４．３７１) — —
总成本 — ０．９２７∗∗∗(３５．１３７) —
劳动力总数 — — ０．３４７∗∗∗(７．４６２)
经营土地 — — ０．０８６∗∗∗(４．２１１)
生产资料总支出 — — ０．４８２∗∗∗(２２．２７５)
常数项 ２．６２７∗∗∗(５．４４３) ０．８４４∗∗(２．１８０) １．８２０∗∗∗(８．４９７)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性;括号中的数字为T 值.

　　从表２可知,此次选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样本,均符合构建生产前沿面的前提条件.即每个

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的拟合程度较高,满足计算各个经营主体的前提条件.
对３０省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绩效水平分析结果见表３.

表３　３０省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绩效水平

省份
农业(龙头)企业

效率均值 效率方差

农民专业合作社

效率均值 效率方差

家庭农场

效率均值 效率方差

安徽 ０．５２５ ０．０８３ ０．４６９ ０．１３７ ０．５２７ ０．１７７
北京 ０．４８９ ０．０３１ ０．２３１ ０．１０４ － －
福建 ０．４６９ ０．０６４ ０．４２２ ０．１５６ ０．４９１ ０．１８３
甘肃 ０．４３５ ０．１４５ ０．４５４ ０．１４２ ０．４８１ ０．１６
广东 ０．４５７ ０．１０６ ０．４２５ ０．２３１ ０．５２４ ０．１３６
广西 ０．４５ ０．０５２ ０．４５１ ０．１３４ ０．５２９ ０．１６３
贵州 ０．３３７ ０．１５５ ０．４７８ ０．１６ ０．５７６ ０．１３０
海南 ０．３９５ ０．０４４ ０．４１０ ０．２０１ ０．５９６ ０．１５４
河北 ０．５２５ ０．０９２ ０．４２２ ０．１３４ ０．４３８ ０．１８
河南 ０．４９５ ０．０６９ ０．４２７ ０．１５９ ０．５１３ ０．１７４

黑龙江 ０．４４２ ０．１５５ ０．５８２ ０．１２５ ０．４５ ０．１８
湖北 ０．４６２ ０．０６３ ０．４６４ ０．０９８ ０．５３６ ０．１５２
湖南 ０．５０１ ０．０８８ ０．５０８ ０．０８６ ０．５５９ ０．１４
吉林 ０．４６５ ０．１０２ ０．４２９ ０．１５７ ０．５５３ ０．１２５
江苏 ０．３７８ ０．１３７ ０．３４５ ０．１８９ ０．５１５ ０．１１９
江西 ０．３８７ ０．１２ ０．５２１ ０．１５２ ０．５２１ ０．１７６
辽宁 ０．５０２ ０．１４ ０．４２７ ０．１４９ ０．５５１ ０．１４８

内蒙古 ０．５１２ ０．０７５ ０．３５４ ０．１２８ ０．４８２ ０．１７８
宁夏 ０．４７８ ０．０４４ ０．４６７ ０．１１３ ０．５３９ ０．１８４
青海 ０．４７１ ０．１５２ ０．４８２ ０．１７３ ０．５０７ ０．１８４
山东 ０．４８９ ０．０５１ ０．４６２ ０．１１ ０．４７２ ０．２１８
山西 ０．４２５ ０．１２６ ０．４３７ ０．１６７ ０．４７１ ０．１８７
陕西 ０．４７６ ０．１０１ ０．４８３ ０．１４２ ０．５０５ ０．１９６
上海 ０．４１３ ０．１１１ ０．３０５ ０．１４１ ０．４５６ ０．２１５
四川 ０．４９１ ０．１２５ ０．４０２ ０．１５５ ０．５１４ ０．１９４
天津 ０．４４６ ０．１４２ ０．４１２ ０．１６４ ０．５１２ ０．１９７
新疆 ０．４０６ ０．１１９ ０．４８１ ０．１２５ ０．４６８ ０．２０２
云南 ０．４６４ ０．１０４ ０．４２８ ０．１４６ ０．５１５ ０．１４４
浙江 ０．４８２ ０．１８６ ０．３６４ ０．１７８ ０．５５３ ０．１６８
重庆 ０．３９８ ０．１９６ ０．４５４ ０．１５２ ０．５２６ ０．１７７
总体 ０．４６１ ０．１１６ ０．４４６ ０．１５４ ０．５１３ ０．１７１

　注:以上结果由STATA１４．０计算求得.

　　由表３可知:
第一,各地区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效率排名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没有某种经营主体达到了最优

效率(最优效率为１).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
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行分别平均还有５４％、５５％、４９％的提升空间,进一步表

３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７期)

明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处在培育和发展阶段,离完善和发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存在一定

的距离.
第二,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最高.从调查的数据计算得知,家庭农场的平均效率是０．５１,其次是

农业(龙头)企业为０．４６,最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为０．４５.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生
产)效率最佳,原因可能是补贴与农业支持政策对家庭农场的扶持、家庭农场自我的经营和技术的采

纳等.
第三,传统农业大省的新型农业经营效率相对较高.在农业(龙头)企业中,河北、安徽、内蒙古、

辽宁和湖南都排名较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黑龙江、江西、湖南和陕西排名较前;在家庭农场方

面,海南、贵州和湖南排名较前.说明传统农业大省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面具有相对明显的

优势.

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绩效较高的原因分析

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等,其农业的发展都呈现了相类似的特点,都逐渐形成了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规模经营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技术进步和机械化的发展所带来的趋同现象.而我

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也离不开机械化和经营规模的影响,与传统农户相比,我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绩效较高[１４]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较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即经营规模

普遍较大.规模小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之一,而类似于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能

促进土地流转,还能带动当地专业的社会化服务,由此带来的是经营规模扩大和经营水平的提升.而

经营规模的扩大能解决土地细碎化的问题,还能为农业经营的规模效应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发展水平较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销售、加工等环节都

具有比传统主体更大的规模和优势,较大的经营规模也必然需要较高的农业技术利用水平.据统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技术采纳和应用的主力军.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平均每个至少引进过１
种新品种,有８８．６６％的合作社引进过新技术、新设备.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技术应用能力,而且与传统农户不同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效率水平也是普遍较高的.
第三,较大的经营规模和较高的技术发展水平,保证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效率较高,经营

绩效表现良好.从盈利能力、技术水平、经营效率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对农业经济的

带动作用是明显的.有研究也表明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新技术采纳和技术效率的提升,有利

于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绩效的提升[１４].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能力差异分析

　　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的异质性分析

表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性别占比

有效样本数 男/％ 女/％

农业(龙头)企业 ３４０ ９０．２９ ９．７１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６８７ ８７．７７ １２．２３
家庭农场 ６６８ ８２．４９ １７．５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者作为经营的核心,要具

备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应充分利用好内外部资源谋求

经营绩效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般具有企业家特

征,并有高度的洞察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的能

力特征高低直接关系到经营绩效.性别、年龄和受教育

程度是反映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特征,因此,本文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为例反映管理者的特征

差异.
根据表４可知:
第一,男性管理者仍占有绝对比重,其中农业(龙头)企业中的男性管理者比例最高.这也说明男

性为主导的现象存在于各行各业中,农业并不例外①.从另一方面来看,家庭农场中女性管理的比例

４１

① 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１９９０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平均工资约为男性工资水平的７７．５％,而到２０１０年女性工资只有男

性的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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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相对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性别平等”.
第二,各个新型经营主体管理者年龄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调查样本中,农业(龙头)企业管理者的

年龄最大,平均为４８．５岁,仅比合作社管理者平均年龄(４７．６岁)约大一岁.三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家庭农场管理者平均年龄最小,但也达４４．９岁.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４０~５０岁为新型主体管理

者的黄金年龄段,这个时期的管理者经验和精力都处于巅峰,具有较强的领导管理能力.
第三,受教育程度表现差异较大.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农业(龙头)企业管理者也面临着两极分化

的受教育水平,而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的管理者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为均匀.“草根”与“精英”是农业(龙
头)企业管理者的主要特征,４７．２％ 的“草根”出身的管理者只有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而４５．４％的管

理持有大专及以上文凭,这两个比例在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都是最高的.另外,近２/３的合作社

与家庭农场管理者都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综上可知,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还面临人才缺

乏的问题.
综上可知,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的性别和年龄相差并不明显,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

上.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发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民受教育程度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基础

性、先导性、全局性意义.

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盈利能力差异分析

销售净利润率和资产报酬率是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盈利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其中,销售净利

润率是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获得的净利润占其销售额的比重来表示的,其反映每销售一单位产

品获得的净利润,该指标数值越大,则表明经营主体获利能力越强.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６年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销售净利润的加权平均值为８０．７％.较高的销售净利润率反映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更

强的获利能力.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销售净利润率从大到小依次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
头)企业、家庭农场,２０１６年３类主体销售净利润率加权平均值依次为９６．３％、８９．０％与６１．６％.这样

的排序结果与新型农业主体的交易成本、抗风险能力和技术投入三个要素密切相关.虽然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面临较高的组织成本,但随着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形成发展合力后,其
盈利能力提高具有较大潜力.由于其实现了规模化经营,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与增强抗风险能力,
这一经营特点决定了其相对于家庭农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而资产报酬率则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获得的净利润占其总资产的比重,反映企业每一单

位资产投入获得的净利润,该指标值越大,表明经营主体资产的配置与利用越有效率,企业盈利能力

则越强.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经营主体之间资产报酬率差异较大,且与销售利润大小并不对应.２０１６
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产报酬率的加权平均值为５１．７％.其中,高的家庭农场资产报酬率可达

９５．４％,而最低的农业(龙头)企业仅有１６．４％.农民专业合作社以３３．３％介于二者之间.相比其他

两个主体,家庭农场的资产相对较少,资产属于家庭成员所有,家庭农场主要是家庭负责制,发挥家庭

经营的优势.

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能力差异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是一个反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营状况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

将从是否存在贷款和贷款批复情况进行分析.
贷款难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存在贷款需求.

根据调研数据统计,２０１６年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分别有８９．３％、６２．９％、

６６．０％进行过贷款活动.三大新型经营主体中又以农业(龙头)企业的资金需求最旺盛,约９成农业

(龙头)企业有贷款行为.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由于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其贷款比例相对较

低,但也有６成以上对贷款存在需求.
从总体贷款比例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获批率加权平均为８７．２％,比农村家庭正常信贷获

批率属于较高水平.这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其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特征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能够比单个农户获得更多的正规贷款,在贷款方面的优势和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也体现了

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类组织的重视.但在获批的贷款项目中,只有不到一半得到了足额批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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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三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足额批贷率分别为４６．９％、

４０．１％和４６．６％.相较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需求仍然很难满足.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

统计调查,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在新增的贷款中,涉农新增贷款占全年新增贷款的３２．９％.但是,随着农

业发展多元化,仅依靠传统银行加大贷款投放显然是不够的,贷款需求成为亟需破解的难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调研,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实证分

析我国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绩效水平,然后比较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等.研究认为:第
一,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呈大幅度增加的态势,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比传统小农

户的绩效要高.第二,尽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效率相对较高,但是实证结果显示效率的提升还有较

大的空间.第三,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然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且该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最为

突出.第四,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者异质性较大,例如管理者

的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特别显著.第五,从经营效率来说,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是最高的,其次是

农业(龙头)企业,最后是合作社,且传统农业大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效率相对较高.
对此,本文提出建议:第一,积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全面推进土地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完善和理顺土地“三权分置”机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经营提供制度保

障.第二,创新农业金融产品和农业保险措施,提高新型经营主体抗风险能力,以贴息和保险补贴等

方式缓解新型经营主体贷款难的问题,积极探索抵押、质押和担保贷款等多种新的方式,降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门槛.第三,吸引人才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通过项目支持、政策扶持等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者进行支持,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工作,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

新技术的采纳和认知等.第四,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直

接补贴力度,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社会化服务,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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