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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业创业人才

培养路径探析

张　静１，于艳丽１，郭洪水２

（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杨凌　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以三类新型农业创业者成功创业经验为案例，探讨乡村振兴视角下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路径。

研究表明，新型农业创业者创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创业者领导特质及其庇护关系的有效获取，庇护关系的获取途径

随创业者领导特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庇护关系形成的各利益主体而言，庇护关系获取可归纳为政绩经济利

益型、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型、声誉经济利益型、社区服务经济利益型以及实践基地人力资本型等五种。同时基于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与实践中的五种庇护关系获取过程提炼出创业者创业过程中庇护关系实现路径的雪球效应模

型，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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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振兴，关键在

人，培育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精干农业农

村工作队伍至关重要［１］。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进

一步强调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扶持培

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非遗传

承人等，打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瓶颈。培养

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任

务。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是指具有创新思维理念且善

于学习和接受新事物、懂得运用新技术的农民创业

者２］。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带动的创业组织能使农户

联合起来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农户的

产品附加值，解决单个农户不能解决的问题［３５］。农

民创业者会对农村创业社区产生自下而上的影响，

通过示范和带动效应引导农民群体进入正式的经济

组织，实现从农民创业到农业创业的跃迁，在更大范

围内缓解贫困，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进程［６］。获取创

业资源是创业成功的关键，新型农业创业者所具有

的魅力型特质及其较强的生产经营能力使其容易获

得庇护关系，进而获得创业资源，将同业者及利益相

关者带动起来 ［７８］。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内生于本地

乡土，比乡村内其他成员更能调动社会资源、获得权

力庇护 ［９］。因此，总结创业成功的新型农业创业者

领导特质及其庇护关系的获取，分析新型农业创业

人才培养路径对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关于创业者领导特质及其庇护关系获取路径，

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１）创业者领导

特质。有学者总结出创业者领导特质是指在相对稳

定和连贯的条件下，个体特征综合体能够在不同的

组织情境中形成一贯的领导绩效模式，主要包括人

格、动机、能力、智力、价值观以及职业兴趣等，简单

可以归纳为领导者个性、能力和动力倾向［１０１１］。戈

锦文等认为魅力型特质的领导者能够切实维护农民

的实际利益，提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信任度，增



强组织的凝聚力［１２］；具有魅力型特质的领导能够让

下属接受并认同领导者的信仰和价值观，热爱并服

从领导者，使下属对领导产生维护的使命感［１３］。另

外，有的学者认为创业者的初始物质资本特质以及

利用社会资源的特质等对提高组织的效率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１４１５］，农村社区里的新型创业人才是农村

中拥有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主体，有能力满足创

业需求，将中小生产者及利益相关者带动起来，使自

己成为企业或合作社的领导人［１６］；创业者领导创业

的动力倾向来源于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根据成员权

利格局理论，成员权力格局决定利益分配格局和机

会分配格局，分配格局重新形成了新一轮的资本资

源和社会资源禀赋差异，越处于企业／合作社核心部

分的成员掌握的资源越稀缺，也就越接近企业／合作

社的经济权力核心［１７］。因此，农业创业成功离不开

对创业者领导特质的挖掘与培养。（２）创业者庇护

关系。庇护关系是两个角色之间的交换关系，可以

被界定为两者之间工具性友谊关系的特殊情况，其

中占据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利用其影响力和

社会资源向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

益，作为回报，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支持和服

从［１８］。庇护关系往往是通过非正式关系网络构建

的，这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社会的乡村政治，同时对解

释第三国家所谓“现代制度”的实际运转机制也非常

有效［１９］。潘安成等认为创业者采用面子、人情和关

系等社会技巧，向创业资源所有者寻求情感交汇以

获得对方的社会认同［２０］。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对

新型农业创业者提供了多项政策倾斜，政府对新型

农业创业者的庇护关系表现为：政府为创业者提供

政治资源，而新型农业创业者承担政府某些经济或

社会功能作为庇护关系的交换条件 ［２１２２］。赵晓峰

等研究认为在乡村具有良好资源禀赋、发达社会资

本、广泛政策信息接收渠道等领导能力特质的农村

能人，更容易取得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庇护［２３］。受社

会人格化驱动机制的影响，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更具

有运作“关系”的能力，能够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

立人格化的庇护关系。因此，农业创业成功不仅取

决于各类成员的能力耦合，还在相当程度上服从基

于关系的非正式制度。

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一般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

学习管理能力，善于把握市场机会和运用新的技术，

且具备一定的农业知识，挖掘其领导特质及庇护关

系获取路径，把握他们创业成功的规律，对培养新型

农业创业人才、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虽然对创业者领导特质与庇护关系进行了

充分的研究，但是仍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缺少对

不同类型创业者特质及庇护关系形成路径的经验总

结；第二，未对创业者特质影响下的庇护关系形成路

径进行归纳总结；第三，未对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

养路径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在

分析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构建组织生命周期理论框

架和雪球效应模型，旨在解决三方面问题：第一，揭

示不同类型的创业者特质与庇护关系形成路径的共

性与异性；第二，对创业者特质影响下的庇护关系形

成路径进行归纳总结；第三，分析新型农业创业人才

的培养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是与实证研

究法相对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特别适合解决“是

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通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

详实描述和系统理解，以及对研究对象动态历程与

所处情景脉络的掌握，以获得对研究问题较为全面

与整体的观点和结论。本文参考了“质化数据分析

手册”中的案例研究方法进行单案例分析，然后对三

类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创业经验的有关数据进行迭代

式编码处理。单案例研究将对每一位创业者领导特

质和庇护关系路径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数据采集

本文案例和相关数据来自于２０１７年６－７月对

在福建农林大学举办的农民培训班中３名新型农业

创业者的访谈以及对３２名农业创业者的实地调研。

基于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个人创业经历和职位不

同，其个人领导特质和创业庇护关系获取路径也有

所差异，因此将访谈对象分为农业技术创业型、返乡

创业型和干部创业型三类，数量占比分别为３０％、

３０％和４０％。访谈的方式为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

谈时间持续在４０分钟到１２０分钟，一半以上的访谈

对象接受了两次甚至两次以上访谈。访谈的主要内

容包括以下几个关键内容：（１）新型农业创业者的基

本情况；（２）新型农业创业者的个人经历、企业家能

力及特质；（２）新型农业创业者在创业时每个关键发

展阶段的庇护关系获取路径；（４）企业的治理结构以

及利润分配方式。第一轮的数据收集过程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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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以发放问卷的形式让创业者自行填写相关信

息。根据第一轮问卷填写情况进行筛选，开始第二

轮数据收集，即调查人员采用半结构性访谈的方式

对创业者进行访谈，以此列出影响创业者特质和庇

护关系路径的指标，再根据指标对受访者进行更深

入的提问。为了提高数据的精准度，调查人员跟随

创业者到实地进行其他农户的调研，以验证创业者

所提供数据的可信度。根据调研情况总结出创业成

功的新型农业创业者的三种类型即农业技术创业

型、返乡创业型、干部创业型。不同类型新型农业创

业者受其主导行为逻辑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社会关

系网络和社会庇护关系能力［２４］。

（三）案例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不同类型创业者特质及其如

何获取庇护关系，本文选取农业技术创业型、返乡创

业型、干部创业型三种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创业者

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分析。

案例一：农业技术创业型。新型农业

创业者Ａ于１９９８年开始从事葡萄种植，是

当地引进葡萄种植产业第一人，其牵头成立

的种植专业合作社（前身是优质水果科技协

会）于２００９年开始运行，依托专业协会、大

专院校以及当地政府支持，该合作社主要从

事葡萄的研究、栽培、示范、推广和技术指

导，并带动周边葡萄产业的发展，向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目标奋进。

２０１１年该合作社获得全国优质葡萄“金

奖”；２０１３年获得全国中、晚熟优质鲜食葡

萄“金奖”，并连续两年被评为农民专业合作

社示范社；２０１３年该合作社流转１８０亩土

地完成钢构设施大棚建设，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开展葡萄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

班２８期，共３２００多人次参加培训，使广大

葡萄种植户的技术大大提高。近年来，该合

作社先后引进阳光玫瑰、黑峰、黄蜜、金手指

等十几个名优特新品种，建立葡萄科技示范

园１２６亩。目前合作社有社员１５５户，葡萄

种植４２６亩，年收入可达６７０万元，社员人

均收入１６４９０元。

案例二：返乡创业型。新型农业创业

者Ｂ同时经营和正在筹建１０个产业：经

济林、用材林、农家乐、猪肉深加工（筹建

中）、有机肥公司、养猪场、雕刻店、食杂批

发点、ＫＴＶ、超市，是实现乡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的典型，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农

业强、农民富的关键。第一产业方面，创业

者Ｂ与别人合资流转林地、投资养猪场

等，雇佣当地农户进行林地管理和养殖场

的生产管理。第二产业方面，１９９３年到

２０００年期间，创业者Ｂ经营木材初级加工

厂，雇佣当地农户对原木进行处理、切段、

去皮等，然后销售到广州等地。目前靠近

养猪场经营有机肥公司，充分利用养猪场

的废弃物，将猪粪深加工成有机肥，公司雇

佣１６名员工。第三产业方面，涉足农家

乐、超市、ＫＴＶ等服务性行业，充分利用流

转的林地资源，建成相应的配套设施，如道

路、宾馆、餐饮等，将其开发成乡村旅游休

闲场所。各个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创业

者Ｂ积累了丰富的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源。

案例三：干部创业型。生产方面，创业

者Ｃ结合当地自然资源条件，借鉴外地花

生种植经验，将花生种植技术引入当地；加

工方面，通过详细的指导培训，宣传并支持

农户学习花生深加工生产技术，进而提高

花生产品的附加值；销售方面，创业者Ｃ

建设岩前花生品牌，并建成花生流转仓库，

将花生产品进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生态

方面，创业者Ｃ作为村干部呼吁村民一起

保护环境，开展文化活动，建立乡村共同品

牌。２０１６年该村获得美丽乡村称号，进一

步实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的总要求。创业者Ｃ依托地方政府、

大专院校、合作社以及社会各类组织支持，

大力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了乡村更美

丽、农民更富有、乡风更文明的乡村振兴战

略追求。创业者Ｃ以村主任身份带领建

立东峰花生专业合作社，参与社员数量

１０３名，注册资本３００万。实行“村社合

一”模式，由村干部、农户代表和技术专家

组成合作社的核心管理层。合作社实行统

一的花生生产布局、花生深加工生产技术

流程以及统一的包装、销售渠道。

通过对三位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调研和访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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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三位创业者既有领导人的共同特质又有各自不

同特质，创业者领导下的企业或者合作社均产生了

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

（见图１）。

图１　不同新型农业创业者推动乡村振兴进程路径

　　由于创业者类型不同，其领导特质和庇护关系

的获取必然存在异同点，总结三个案例以及精英创

业者推动乡村振兴进程路径，归纳出不同类型创业

者特质及其庇护关系获取途径的异同点，见表１。

表１　创业者领导特质及庇护关系获取异同一览表

异同点 领导特质方面 庇护关系获取方面

相同点

具有能够带领周边农户发家致富的领导能力；以魅力

型特质成功吸引当地政府关注

向往成功与卓越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促使创业者发

挥其领导能力与特质

有共同的庇护关系建立的类型：声誉建立经济利益

型；政绩经济利益型；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型；实践基

地人力资本型；社区服务经济利益型

不同点

技术创业者Ａ具有专业技术优势；返乡创业者Ｂ具有

充足社会资本优势；干部创业者Ｃ具有威信和政策

优势

Ａ依靠生产的优质产品获得初始庇护；Ｂ依靠资金及

社会资本获得多方庇护；Ｃ依靠政治资本获得村民及

政府庇护

　　总之而言，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

其创业者特质的挖掘，三种类型的创业者的共性在

于，首先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能够带领周边农户发

家致富，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然后创业者以独特的魅力特质吸引农户以及当

地政府的关注，在当地形成一定的威望；最后，向往

成功的驱动力促使创业者发挥其领导能力与特质，

为其他创业者或合作社提供各种社会关系庇护网

络，最终在创业者创建的庇护关系网络下实现乡村

振兴。总体而言，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特质可以概

括为以下几种：（１）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具有资本积累

及其带领周边农户发家致富的能力；（２）创业者在创

业发展期具备从低层到高层递进的庇护关系寻找的

能力；（３）创业者在创业稳定期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

与进一步获取庇护关系的能力。

三、新型农业创业者庇护关系

形成路径

　　不同类型创业者有不同的庇护关系路径：农业

技术创业者Ａ具有葡萄种植技术优势，依靠自身的

技术维护与当地农户之间的庇护紧密度，同时依靠

技术与科技协会建立紧密的庇护关系；返乡创业者

Ｂ依靠自身雄厚的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当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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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发展二三产业，与政府建

立很好的庇护关系，并同时与企业建立起紧密的庇

护关系；干部型创业者Ｃ以村干部的身份带领周边

农户发展第二产业，并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与地方政

府建立起紧密的庇护关系。农业技术型创业者能够

生产出品质较好的农产品，上层获得科技协会的信

赖，下层获得普通农户的依赖，因此在创业初期运行

过程中，容易获得行业专业人士的认可和农户的支

持，由此形成核心庇护关系；返乡型创业者具有丰富

的社会阅历和社会资本，上层能够获得企业的资金

支持，下层能够为农户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获得民

众的支持，由此形成返乡创业者的核心庇护关系；干

部型创业者初始就具备较为丰富的资源禀赋，上层

获得当地政府的扶持庇护，下层获得村民的拥戴庇

护，因此在创业初期运营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获得政

府的支持和农户的认同，村干部是农民选举产生的，

所以更有责任和义务为农民服务，创建合作社带领

周边农户一起致富，从而产生较强的社会效益，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依据企业发展周期理论，一般将企业发展轨迹

分为四个阶段：发起阶段、集合阶段、成长阶段和正

规化阶段，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规律是一个波

浪式的企业发展曲线，增长到顶点后出现衰落，衰退

期后，经过一段时间再进入发展时期，从而形成一个

循环［２５］。结合案例材料，总结出新型农业创业者的

创业发展生命周期图（见图２）。

图２　新型农业创业发展的组织生命周期

　　从图２可以看出，发起阶段企业或合作社靠社

员对领导者的信任建立起来，因此领导人在发起阶

段“笼络”人心，提高自己的村域声望和地位，这是建

立第一层社员庇护关系的关键所在，当然失去社员

的信任也容易造成发起阶段的企业或合作社危机；

集合阶段合作社靠村委会制度和当地政府的扶持政

策快速发展起来，因此新型农业创业者在集合阶段

积极参与村级事务，带领周边农户发家致富，引起当

地政府的关注，建立以村委会为主的第二层庇护关

系和以当地政府为主的第三层庇护关系，与各层关

系的合作维护是企业或合作社存在的潜在危机；成

长阶段合作社靠高校／协会支持实现质的飞跃，创业

由此获得以高校／协会为核心的第四层庇护关系，步

入正轨的企业或合作社可能会面临利益分配不公等

危机；正规化阶段企业或合作社依靠与公司的长期

合作而进一步成长，获得以公司为核心的第五层庇

护关系，当然与公司保持的长期合作以及所预期的

利益是合作社存在的潜在危机。

杨燕绥等曾构建了养老金信托雪球效应模

型［２６］，该模型由收益函数和理论模型构成，能够揭

示不同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质、规律和功能，并具

有信任基础、长期合作、预期规模、共赢机制等四个

特征。本文借鉴该模型构建出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在

创业过程中庇护关系获取的雪球效应模型（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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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进而总结出新型农业创业人才成功创业的经验 规律。

图３　庇护关系获取的雪球效应模型

　　１．模型特征。在创业初期，创业者首先与社员

通过合同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在信任基础上建立起

长期合作关系，在长期合作过程中互相形成依赖关

系，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从而达到预期的效应。随

着合作社经济效益和庇护关系的雪球效应增长，创

业者与社员之间形成合作共赢机制，使得各利益主

体利益最大化。

２．模型目标。合作社治理模式的目标就是使创

业者获得更多的庇护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创业培

训机会，在培训过程中结识更多的创业合作伙伴，市

场机会自然会有所增加。市场机会增加、交易成本

降低共同使得合作社利润趋高，最终实现各利益主

体的受益最大化，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３．核心要素。创业者及其特质是获取庇护关系

的核心力量，创业者领导特质不同，获取庇护关系途

径也不同，同时合作社的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其获

取庇护关系的类型也不同。

４．主要流程。第一阶段，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与

社员建立第一层面庇护关系。创业者通过在当地发

展产业带动周边农户发家致富，双方通过合作达到

预期效应，进而创业者和社员都获得经济收益；同时

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带领周边农户致富，并给当地

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此在基层社区内建立起

自己的声誉，赢得民心。第二阶段，创业者与村委会

建立第二层面庇护关系。创业者为基层社区提供必

要的社会服务，推进了乡村治理有序进行，同时村委

会又为创业者创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降低合作

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使合作社达到了预期的经济收

益。第三阶段创业者与地方政府建立第三层面庇护

关系。在第二层面庇护关系下，村委会将创业者引

荐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新型农业创业者提供政

策福利庇护，合作社的良好运营也为地方政府创造

政绩。第四阶段创业者与高校／协会建立第四层面

庇护关系。在第三层面庇护关系下，政府部门为创

业者提供到高校学习机会，同时也将创业者引荐给

专业协会，为创业者提供专业化指导服务，提高创业

者人力资本水平，创业者同时为高校以及协会提供

实践学习基地，为高校科研工作以及协会在专业领

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手资料。第五阶段创业者与

合作社建立第五层面庇护关系。在以上四个层面庇

护关系下，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不断增多，逐渐与合作

社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为合作社提供优质的产品，

合作社为创业者持久性创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充足的

市场，形成共赢机制，从而实现各利益主体受益最

大，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进程。

四、结论与讨论

结合以上三种新型农业创业者的庇护关系网

络，本文剖析了创业者的几种主要类型，分析每一种

新型农业创业者领导特质及其庇护关系获取途径，

使国家政策在扶持新型农业创业时，对创业者甄别

有一个理论识别依据。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具有不同

的领导特质，同时也具有不同的庇护关系获取路径。

主要表现为：（１）技术型创业者具有熟练掌握农业专

业技术的特质，依靠生产并推广优质农产品获得上

层领导赏识和下层农户拥戴；（２）返乡型创业者具有

丰富的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禀赋特质，依靠投资创

建多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当地农民就业而获得地方

政府和当地农民的庇护；（３）干部型创业者具有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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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责任意识特质，依靠产业扶持政策带动当地

村民发展加工业、旅游业等产业，由此获得地方政府

和当地村民的肯定。他们获取庇护路径都存在的共

同点：（１）新型农业创业人才都具有风险投资意识和

产业融合意识等魅力型特质，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当

地文化习俗，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带动农户发展加

工业、旅游业等二三产业，与农户形成经济利益共同

体；（２）新型农业创业人才都具有带领周边农户发家

致富的能力，懂得运作“关系”，也就是说舍得花精力

为创业发展铺路，通过良好的运作关系与地方政府

拉近距离，从而与领导建立人格化的庇护关系，形成

利益共同体；（３）新型农业创业人才具有向往成功和

卓越的驱动力，在当地政府的引荐下，优秀的新型农

业创业人才都进入高校学习先进、科学的企业或合

作社管理经验，并为高校提供科技推广实践基地，与

高校形成利益共同体。另外，本文构建雪球效应模

型详细阐述了创业者的庇护关系获取途径，得出结

论是新型农业创业人才获取庇护关系的获取途径符

合雪球效应模型，层层递进的人际关系可以拓宽创

业者的庇护网络，进而实现各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

庇护关系中的各主体是互利主体，每一层庇护关系

的利益传送都是相互的，由此将庇护关系分为以下

几个类型：政绩经济利益型、声誉经济利益型、经

济利益经济利益型、社区服务经济利益型、实践基

地人力资本型，并将庇护关系与雪球效应模型进行

结合，构建出完善的庇护关系获取路径。

现阶段，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培养是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因此结合以上结论，对培养

新型农业创业人才路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新型

农业创业人才是主导合作社发展方向的中坚力量，

政府应该加大对创业者的培育，依据其创业成功的

经验来提炼新型农业创业人才领导特质，有针对性

地进行筛选和培育，进而鼓励合适的人才进行新型

农业创业，尤其是农业院校更应发挥学科优势，鼓励

并培养热衷于新型农业创业的大学生为乡村振兴的

贡献力量；（２）从庇护关系的寻求来看，农民抵御风

险能力弱，通过寻求庇护关系的方式来抵御风险，政

府应该为他们创造庇护路径，让其成为政权维护以

及高校资源庇护的圈内人，以公平化的方式让庇护

关系变成他们维权的正规渠道；（３）庇护关系是创业

者获取政策（资金）支持的一种政治资源（社会资

源），他们同时也能为被庇护者提供相关的利益输

送，政府应该建立合理的庇护关系输送通道，促进庇

护关系的建立和循环发展，实现企业或合作社的正

规化运行，最终实现农民更富有、乡风更文明、农村

更美丽的乡村振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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