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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2 月 22 日）

一、制定《决定（草案）》的必要性

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是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走在前、高水平建设农业强省的重要内

容和必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农业社会化服务发

展和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总的来看，全省农业

社会化服务发展尚处于关键上升期，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和组织实力

偏弱、服务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政策支持精准度还不够高

等短板弱项。鉴于此，以省人大立法的形式加强规范新型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要。

一是国家政策有明确要求。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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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

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分别指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

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

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国家《“十四五”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规划》要求“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是法律法规有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

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健全农业农村社会

化服务体系”。《江苏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健全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培育多元服务主

体，鼓励其为小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托管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引领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

广法》及江苏省实施办法，对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坚持公

益性推广与经营性推广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

用，均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是现实实践有迫切需要。在发展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的

同时，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蓬勃发展，目前具有服务能力

的专业公司、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

层供销社、服务联盟等各类服务主体达到 7.4 万家。各类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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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围绕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各领域，种植业中围绕供、

耕、种、管、防、收、售各环节，紧盯一家一户、单个经营主

体干不了、干不好、干了不划算的服务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农

事服务，有效破解“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难题，促进了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全省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超过

7000 万亩次，服务营业收入超过 140 亿元。特别是在应对局部

自然灾害时，各类服务组织采取农资统配、生产托管、代耕代

种、统防统治等方式，确保了农时不耽误、农田不撂荒。近年

来，我省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得到了长足发展。

因此，当前我省制定《决定（草案）》，既有中央政策文件

以及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也有我省创新实践的总结提炼，立法

条件已经较为成熟。

二、《决定（草案）》的主要思路、内容和特点

（一）主要思路。《决定（草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央相关文件规定为根本遵循，在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基础上，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和组织科

学分工、联动协同，按照市场机制有效配置农业全产业链各类

资源要素，加快健全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

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种植业、

畜牧业、渔业和林草业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持续提升生产效率

与效益，为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走在前、高水平建设农业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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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有效支撑。

（二）主要内容。《决定（草案）》不分章节，以条目式明

确立法规范，共 17 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和职责分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关要求，把加快发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任务，着力建设市场

导向、多元协同、专业高效、数字赋能、覆盖全程、综合配套、

农民满意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决定（草案）》明确了

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关概念，对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以及涉农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科

研院所、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等单位和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及其联合组织、家庭农场及其联合组织、服务专

业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服务公司、农业投入品生产经

营企业、基层供销合作社，还有科学技术社会团体、金融机构、

保险机构、担保机构等组织的相应职责，作出了规定。

二是支持主体培育和服务方式创新。《决定（草案）》突出

发展市场化服务，围绕加快培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服务专

业、协作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目标，鼓励支持服务主

体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支持以市场化为导向对外开展专项服务

和综合服务。鼓励各类主体完善联动协同机制，发展服务联合

体、综合体、联盟等新型组织形式。支持建设多种类型的区域

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鼓励因地制宜创新服务模式和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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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带动更多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三是强化支持措施和要素保障。《决定（草案）》支持各类

服务主体和组织开展关键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发展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同时支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基

础设施升级、细碎耕地连片整治，改善机械耕作环境，为发展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实现服务带动型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有利条

件。支持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基础设施，降低农产品流

通环节损耗率。支持发展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推广先进适用

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推动降低生产成本和投

入品使用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同时，在项目

支持、人才培育、用水用电用地等方面规定支持保障措施。

四是明确约束与监督管理责任。《决定（草案）》规定，加

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培育与体系建设的标准规范体系建设，

对专项化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等作出约束规定，同时加强

有关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制定推广力度。服务主体有违法失信行

为的，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禁止其享受

年度有关费用减免、政府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取消参加政府

性农业社会化服务表彰、奖励的资格，调出服务主体名录库。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主要特点。我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立法

工作，在全国尚属首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前瞻性。在《决

定（草案）》起草过程中，主体思路是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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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和中央对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明确精神要

求撰写，同时结合江苏近年来的有关实践实际提出了一些创新

性的条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央明确要求，

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充分发

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

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但目前对于“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概念范畴尚无权威性

界定。《决定（草案）》在充分吸收有关文件和多方观点基础上，

较为完整准备地明确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概念，即是指在

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基础上，农业社会

化服务主体和组织科学分工、联动协同，按照市场机制有效配

置农业全产业链各类资源要素，促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和

林草业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持续提升生产效率与效益，具备服

务主体强、服务范围广、服务质效优、服务对象满意度高等特

征的综合体系，是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

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此概念的提出，

将为我省着力建设市场导向、多元协同、专业高效、数字赋能、

覆盖全程、综合配套、农民满意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指出明确的努力方向和发展路径。

二是突出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长效发展机制。《决定（草

案）》明确，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各类服务主体和组织为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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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关联性专业化服务，包括生

产资料供应、生产性服务、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病死畜禽和

水生生物无害化处理、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以

及农产品的贮运、加工、包装、销售等相关服务。《决定（草案）》

从加强各类农服主体培育着手，同时注重主体联合合作，发展

服务联合体、综合体、联盟等新型组织形式，形成各展所长、

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服务主体群。结合实践发展，突出支持

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为各类生产经营主体以及参与

服务的农服主体提供有效的服务。在发展服务手段上，支持服

务主体和组织利用遥感、互联网、物联网、5G、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信息化技术与手段，推广应用无人机、北斗导航定位终

端、作业监测等成熟的智能化设备和数据平台，努力提升农业

社会化服务数字化、智慧化水平。在发展领域和环节上，鼓励

服务范围从粮油等大宗农作物向果菜茶等经济作物拓展，从种

植业向养殖业等领域延伸，从一产向二产、三产延展，服务环

节从产中向产前、产后等环节以及金融保险等配套服务拓展。

三是积极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发展模式。注重创新发

展，是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加快健全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决定（草案）》结合近几年

江苏各地的有效实践，明确推广“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户”等服务模式方式，促进各类主体紧密联结，形成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鼓励支持以县为单位开展服务主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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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库建设，加强对服务主体的规范管理。鼓励银行、保险、担

保等金融机构开发农业社会化服务专门产品，为服务主体提供

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支持依法依规开展行业协会建设，

鼓励支持行业协会、服务组织建立专业化服务评价规范，减少

服务纠纷，提升服务质量。支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品牌建设，

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开展典型经验总结推广，共同营

造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