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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民经纪人队伍是搞活农产品流通的重要市场中介，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支

重要力量。西藏农牧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制约因素需要使农牧民与市场需求之间联系起

来，而大力扶持和发展农业经纪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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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00 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发[2000]3 号）中

提出：“改革以来日益活跃的农民经纪人队伍和各种形式的民间流通组织，是搞活农产品流

通的重要市场中介，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支重要力量。”农业部发布的《全国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指出：“要积极引导、扶持和发展由农民自愿

组织起来的专业协会、产销服务队、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

发展和规范农民经纪人队伍。”支持和发展农业经纪人制度，对于发展农业经济，促进农牧

民增收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有必要针对西藏农牧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制约因素来

探讨农业经纪人制度的发展应用问题。  

  当前，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和关于“大力培育农村经纪

人，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的衔接，能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农民

的增收”的指示精神，切实抓好，充分发挥农村经纪人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扩大

农副产品流通。  

  一、农业经济人制度的基本认识  

  农业经纪业是指在农村经济活动中，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农业生物与其产前产后

工商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管理体系与科教体系，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代理等经纪业

务的中介服务业。农业经纪业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有商品交换，就有农业经纪服务

业。  

  农业经纪人，是指在农业经济活动中，为促进农产品流通，为实现流通对接为目的，通

过经纪代理等形式，为广大农民提供中介服务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经济组织。农业经纪人主

要分为农产品经纪人、农村工业及手工业产品经纪人、农业科技经纪人、农村文化经纪人、

农村劳务经纪人、农村物流信息经纪人等。大力培育发展农村经纪人，是推动农业发展、繁

荣农村市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业经纪人是调整农产品结构的信息员。他们掌握信息、了解市场，一般会根据

市场的需求信息向农民提供正确的生产信息和提供有效的技术咨询。农民到底种什么、养什

么，如何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如何才能销路畅通并获得高额回报，农业经纪人的作用

越来越凸现出来。据了解，目前我国农业经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规模种养业者，他

们的种养示范就活生生地向农民提供了正确的生产信息。   

  其次，农业经纪人是农民致富的领路人。农业经纪人不断地将农民的产品推销出去，农

民辛苦种植的农产品不再烂在田里地头，农民通过劳动生产获得的收入就能充分预期并有确

实的保障，农民致富之路不再遥远，农民致富行为不再盲目  

  其三，农业经纪人是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者。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市

场＋经纪人＋农户”的模式是形成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经营方式。一个经纪人往往联系着若干

农民，少则几户，多则成千上万，规模优势由此产生。   

  其四，农业经纪人是改变农民观念的宣传员，农村经纪人的产生发展及活跃，对农民的



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农民观念的改变，又对加快农业产

业化进程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据国家工商总局对全国 31个省市的最新统计，农业经纪人总户数达 38万余户，经纪执

业人员达 61 万余人，业务量达 1700 多亿元，标志着这一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随着国家

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必将获得极大的发展，农业经纪

人必将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西藏农牧业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西藏农牧业发展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一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缓

慢，农牧民收入增长乏力，尤其是现金收入偏低；二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扶贫开发的对

象、重点、任务、措施需要重新明确，扶贫工作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三是农牧区工程项目建

设和管理中存在漏洞，效益发挥不明显；四是部分地区贯彻党在农村的政策还不彻底，一些

减轻农牧民负担的措施还没有落实到位；五是农牧区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不完善，对鳏寡孤

独特殊贫困人群的生产生活扶持不够；六是部分干部作风飘浮，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较为严

重。  

  在我区对农牧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面临着较多制约因素：一是农牧区的

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信息不灵，农畜产品流通不畅；二是科技创新能力弱，科技进步水平

低；三是发展特色农牧业、乡镇企业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四是农牧区劳动力素质偏低，进

入二、三产业的竞争力不强。 

 针对这种情况，各地党委、政府要提高服务意识，增强主动服务观念，特别要树立搞活流

通、促进生产的观念，在流通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建立农牧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有效渠道。

作为党委政府如何把数量庞大的广大农牧民有效地与市场联系起来，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存在着高昂的服务成本。因此，寻求一种可行的方式使农牧民与市场需求之间联系起来，是

十分迫切的。引入和培养大量农业经纪人可能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农业经济人员可

以弥补政府部门运行成本高和不灵活的缺陷，把广大农牧民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政府监管和规范农业经济人制度  

  农业经济人制度是一个新事物，就会存在很多不足。由于农牧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特

殊性，特别需要防范风险产生。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对处于发展初期的农业经纪人工作予以

高度重视，专门出台鼓励政策加强引导、扶持和规范，将他们引向正规化、专业化。  

  从农牧民角度，政府部门一是要积极引导农牧民树立市场经济意识和商品观念，把生产、

交换、分配、消费活动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二是要加大科技的转化、宣传、普及、推广力

度，实行“科技兴农”、“科技兴牧”；三是要重视农村初级市场销售网点建设，鼓励多种经济

成份进入农畜产品收购，为农牧民提供市场化的服务；四是要大力发展“公司＋农户”、“基

地＋农户”等产业化组织形式，为农牧民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系列服务，使一家一户的

分散经营同统一的大市场联结起来，同时发挥个体专业户、重点户的示范带头作用，逐步提

高农牧业和农牧区经济的组织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水平。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

须牢牢把握提高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环节，在优化品种、优化品质、优化布局和提高加工转

化水平上下功夫。要遵循市场规律，坚持政府引导、群众自愿的原则，尊重和维护农牧户的

生产经营自主权。  

  只有政府主导下大力规范发展农业经纪人制度，农业经纪人在广阔天地才能发挥更大的

作用，为农业增效、农牧民增收搭起更多的金桥。我区的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才能得到更

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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