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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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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农业
社会化服务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

农业现代化转型

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
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支撑，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
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江苏农业特色

江苏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具有
独特的农业资源和产业优势，探
索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对于推动
江苏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具有

重要意义。

背景与意义



通过对江苏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的深入研究，总结提炼出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参

考。

研究目的

如何构建适应江苏农业发展需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如

何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如何发

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力量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作用？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和问题



江苏农业社会化服务现状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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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概述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重要支撑，对于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具有重

要意义。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为农业生产

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农业技术

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信

息、农村金融保险等。



    

江苏农业社会化服务现状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江苏省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包括农业技术推广、

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信息、农村金

融保险等多个方面。

服务模式多样化

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多样化，

包括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

和农民自组织等多种模式。

服务效果显著

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在促进农业生

产、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部分地区和领域农业社会化服务

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

服务供给不足

部分地区和领域农业社会化服务

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

考核机制，导致服务效果不佳。

服务机制不健全

部分地区和领域农业社会化服务

质量参差不齐，存在服务不到位

、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部分地区和领域农民对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不高，

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农民参与度不高

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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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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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建设农业
基础设施

政府通过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如

水利、电力、交通等，为农业生

产提供必要的条件。

政府提供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

政府通过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培训

服务。

政府引导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

政府通过制定农业产业政策，引

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

农业产业升级。

政府主导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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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模式

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全方位

的农业生产服务。

01

龙头企业带动模式

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基地+

农户”等方式，带动农民参与农业生产。

02

农业产业链整合模式

通过整合农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构建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和附加值。

市场主导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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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愿组建专业合作社，通过共同经营、共同

管理等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民收入。

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

农业行业协会为会员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市

场信息等服务，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农业行业协会服务模式

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联合组建农业合

作联社，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整体竞

争力。

农业合作联社模式

合作组织主导型模式



服务主体比较

政府主导型模式以政府为主体，

市场主导型模式以企业为主体，

合作组织主导型模式以合作组

织为主体。

政府主导型模式主要提供基础

设施建设和技术推广服务，市

场主导型模式主要提供产业链

整合和全方位服务，合作组织

主导型模式主要提供专业合作

社服务和行业协会服务。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

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和特点，选

择适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

同时，鼓励多种模式并存发展，

形成互补优势，提高农业社会

化服务水平和效率。

服务内容比较 选择依据

多元化服务模式比较与选择



江苏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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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派农业科技人员到
基层，提供技术指导和咨
询服务，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

科技特派员制度 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建设农业科技园区、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等，集聚创
新资源，推动产学研合作。

构建以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为主导，农业科研单位、
农业龙头企业等参与的多
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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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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