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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每年水稻种植面积大，但缺乏专业管理人员，管理粗

放，专业化水平较低，经济效益一直偏低。

（三）人才“数量少”难题

人 才 是 第 一 资 源 ， 但 受 农 业 生 产 效 益 低 、 农 村 基

础设施条件薄弱等因素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期面

临人才“引不进、招不来、留不住”等问题，缺乏懂技

术、会管理、善经营的人才。部分农业企业计划通过研

发，从其生产和销售的产品中提取物质开展深加工，延

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但

由 于 没 有 高 端 技 术 人 才 ， 计 划 始 终 无 法 得 到 实 施 。 同

时，在当下互联网电商成为农产品销售重要渠道的大背

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互联网意识和掌握网络平

台运营及营销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也极为匮乏。部分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存在管理者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

等问题。如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计人员专业知识陈

旧、业务素质不高，缺乏规范核算成本费用和经济收益

能力，相关部门的培训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四）实力“不过硬”难题

农产品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农产品质量和品牌的

竞争。抚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叫好不叫座”

“丰产不丰收”“多而不强、多而不精”的短板明显，

大多以卖原材料、卖生鲜为主，加工大多数为脱皮、脱

壳、碾碎的初级加工，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较低，产业

链条短，附加值不高。2021年抚州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

为56.5%，而全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0.6%，低于国

家14.1个百分点。同时，抚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建品

牌、商标意识不够强，在全省乃至全国拿得出、叫得响

的地域性品牌和驰名商标较少，一些高品质的农产品由

于没有品牌、商标，“养在深闺人未识”，社会知名度

低，价值无法得到体现，经常出现“好货贱卖”现象。

目前，抚州市仅乐安竹笋进入全国区域公用品牌（地理

标志）百强榜，而大米、生猪、水产等优秀传统产业，

没有一个品牌进入全国百强。

（五）带动“能力弱”难题

近 年 来 ， 抚 州 市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虽 然 发 展 比 较

迅速，但毕竟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小、弱、散等问题突

出，带动能力不强。一方面，抚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弱、发展层次较低的现

象，带动能力有限。2021年抚州市467家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中，产值过10亿元的仅有3家，牵引带动能

力较弱；而南昌市过10亿元的有16家、过100亿元的有3

家。另一方面，利益联结不紧密。抚州市虽探索了“以

龙头企业为引领，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为骨干，以

农 户 为 基 础 ” 的 产 业 化 联 合 体 新 模 式 ， 成 立 了 5 1 个 市

级示范联合体，以此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进行有机街

接，对农户起到了一定示范带动作用。但实际上相当一

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更关心经营效益，很少关心

农户利益，与农户在保底收益、股份分红等问题上容易

出现矛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尚未形成紧密

的利益联结，对促进农户增收的作用并不明显。

加快抚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路径思考

（一）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发展活力

探 索 建 立 财 政 扶 持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发 展 稳 定 增

长机制，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

加大对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扶持发展农

产品贮藏、加工、流通，优先支持龙头企业贷款贴息、

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基地建设和品牌建设。强化金融

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的

产品和服务。借鉴山东枣庄农商银行做法，该行定期组

织举办“新农人”银企对接会，运用“政策+信用”组

合拳，截至2022年9月末，“该行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43.81亿元”，[2]金融“活水”有效精准地滴灌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扩大贷款抵质押品范围，积极推广供应链

融资等金融产品，支持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强担保产

品研发，降低担保条件，为符合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供担保支持。

（二）加强科学管理，推动提质增效

加 大 规 范 化 建 设 力 度 ， 提 升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的

规范化程度，严格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的准入与

退出机制，定期检查和复查，对“空壳社”进行及时清

理。推动典型示范引领，优先建设示范性经营主体，持

续开展示范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定工作，推进国家、

省、市、县级示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四级联创，树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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