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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2015 年 2 月中央一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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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农人崛起 

1.1  新三农，新农人 

1.2  认识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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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新农人与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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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农人构成与规模 

 

 

 

 

 

图表 2：互联网对新农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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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业内专家如何看新农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新农人是农民的新群体、

农业的新业态、农村的新细胞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所谓新农人，生态农业

生产方式是基因和灵魂；有机产品供给和服务是符号和标识；社会责任

担当是价值和前途 

 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牟恩东：新农人，是互联网加身、

新理念护体、用心耕种喂养、用爱奔走呼号、收获安全生态的一个个普

普通通的面孔  

图表 3：新农人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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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魏延安：新农人都有一些理想主义的精神在

里面，有一种与三农难以割舍的人生追求，愿意为此而付出、而努力、

而吃苦 

2  解析新农人的四大基因 

2.1  互联网基因 

图表 4：新农人的四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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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小核桃做出“大文章”】 

成县是甘肃省陇南市下辖的一个小县城，近年来，成县电子商务声名鹊起，

这与当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密不可分。截至 2014 年第四季度，全县

干部共开通各类政务微博 1400 多个并获实名认证，多数微博保持了较高的活跃

度，政务微信也开通 900 多个。 

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立体化的宣传，成县特色农林产品搭上了电子商务

的顺风车，农产品微营销风生水起。全县网店数量达到了 500 多家，主营当地的

核桃、大樱桃、土蜂蜜、土鸡蛋等农特产品。各店主都开通了实名认证的新浪微

博、微信，据当地统计，全县网店 40%以上的流量是由微博、微信带来的。政务

微博也帮助村民宣传，比如成县县委书记李祥在微博里叫卖核桃、大樱桃。李祥

的实名认证微博，以帮助当地农民推销农产品为己任，粉丝量超过 20 万人，他

本人也成为网络上知名的“核桃书记”。

2.2  创新基因 

【案例：从金枣柿到“善果”】 

浙江省松阳县枫坪乡沿坑岭头村，生长着 182 棵百年树龄的野生柿子树，当

地人称作“金枣柿”。每年 10 月底的收获季节，村民往往凌晨三点多就得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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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着两担沉甸甸的柿干，走上 5 个多小时到县城挨家挨户兜售，有时还得在城里

住一个晚上才能卖完。 

2013 年，在一个名为“自

然造物”的民间组织的推动下，

村里的柿干不仅销售一空，并

且卖出了好价钱。这家民间组

织走访农户，对金枣柿进行溯

源、创意和推广，还派专人赶

赴安徽收集草木纸样本，用最

原始的生态手工造纸材料来对金枣柿进行包装。他们从收购来的一万斤柿子甄选

出 1500 斤投放市场，并严格把控品质、包装和物流。终于，一款名为“善果”

的天然柿子干出现在了公众面前，成为网上的热销单品，并很快脱销。 

以前村民自己挑到县城里通常只能卖到五六元一斤，这次网络收购价格在

10-15 元一斤，而经过包装后“善果”的最终价格更是达到了七八十元一斤，大

大提升了金枣柿的附加值。 

2.3  文化基因 

图：包装精美的“善果”成为网络热销产品 



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 

11 
 

【案例：杜千里——山村小学里的硕士教师】 

杜千里出生在河南辉县太行山区一个很贫困

的农民家庭，家里弟兄四个，杜千里是老大。2008

年，杜千里从郑州大学工商管理学专业硕士毕业，

没有像绝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去大城市工作，而是选

择回到了农村，在辉县一个山村小学担任教师，业

余时间开始通过淘宝网销售太行山土特产，开始了

他的电子商务创业。 

杜千里的生意越做越大，2010 年初为了发货方便，他把网店搬到了辉县县

城，当年销售额突破 100 万，2011 年销售额突破 200 万，2011 年 9 月他被被阿

里巴巴评为全球百佳网商，同时还获得了郑州大学授予的“最佳创业奖”。 

如今在杜千里的带领和影响下，辉县网店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到几百家，同

时带动了无数失业大学生和农民在山区创业。以杜千里为代表的新农人，不仅把

本地的土特产销售一空，也把辉县周边县市山区的土特产收购上来放到网上销售，

大大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人均收入。 

2.4  自组织基因 

图：农村网商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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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维吉达尼的合作社联合体】 

2012 年，来自深圳的 5 位援疆青年和维吾尔族青年阿穆一起，通过组织农业

合作社开办了淘宝网店“维吉达尼”，帮助维吾尔族农户将最优质的农产品卖到

全国各地。 

维吉达尼通过合作社组织

农技培训，与农户签署合同，

他们的收购价比市场价更高，

同时在产品质量上也有更高要

求。通过加入维吉达尼，维族

农户们提高了收入，其中最多

的一位农户，2014 年销售掉了 4.8 万元的杏干。目前维吉达尼在喀什、深圳、吐

鲁番都建立起了运营团队。30 多个收购点遍布全疆各地，覆盖 2000 多个农户，

去年销售规模超过 1000 万元，其中有一半在淘宝平台上完成。2014 年“双十一”，

“维吉达尼”一天就卖出了 50 万元的农产品，参与到“双十一”活动中的农户，

每家大约能获得 2000 元到 10000 元的收益。 

3  新农人，新价值 

3.1  改变农业生产和流通模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图：新疆网商维吉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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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闽弘泰——茶山里飞出金凤凰】 

福建省安溪县是铁观音茶叶的主

要产区。在过去，每到收获季节，茶

农将茶叶运到县城的批发市场，销售

给本地的批发商，本地批发商再将茶

叶销售到外地大型批发市场，如北京

的马连道市场，销地大批发商再分销

给中小批发商，然后进入零售门店，

最终到达城市消费者手中。在这个交易流程中，中间环节很多，茶叶经过层层加

价，大部分的利润被中间商攫取。 

2009 年，安溪县中闽弘泰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通过电子商务卖茶叶，在淘

宝商城开设了旗舰店，仅仅两三年的时间，中闽弘泰已经成长为淘宝网茶叶类目

的领先品牌。2010 年中闽弘泰网店销售额突破 1000 万元，2011 年达到 3000 万

元，2012 年 5000 万元，2014 年 1 亿元，并先后被阿里巴巴集团评为 2011 年度

农村网商特别奖、2012 全球十佳网商。 

相比销售额的变化，更大的变化在于，茶农拥有了交易的自主权。由于直接

面对消费者，省去了中间环节，并且拥有自主品牌，因此中闽弘泰的利润率较以

往有了大幅提升，带动了本村农民增收致富。 

3.2  拉动农民创业就业 

图：中闽弘泰创业团队做客阿里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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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扁担姐的责任】 

“扁担姐的大闸蟹”是新浪新农人微博中的名人，她本命叫张玉鸾，但圈内

都因她的微博名而称呼她“扁担姐”。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传承自她的父亲。

她父亲是卖水产的“鱼贩子”，鱼贩子的主要生产工具就是扁担。所以当张玉銮

开始经营水产生意时，她的父亲给了她一根好扁担。 

扁担代表了希望和责任。现在，扁担姐姐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创办了“扬州

市湖畔水产专业合作社”，带动了 320 多个农民致富。这些农民用土地入股合作

社，不仅有每亩一千多元的土地收益，在合作社劳动每月还有可观的收入，年底

合作社盈利了，还有二次分红。 

3.3  致力食品安全，提升消费者体验 

【案例：吉林大米馆的溯源实践】 

吉林大米馆是淘宝特色中国吉林馆的子频道，2014 年 4 月 8 日凌晨在淘宝

网正式开通，一周内总浏览量 145.21 万次，访客数 67.5 万人，成交笔数 2.3 万单，

共销售大米 129.66 吨，高峰期每分钟成交 100 笔。 

在吉林大米馆业绩背后，是吉林馆精心打造的食品安全溯源系统。吉林馆突

出打造安全产品概念，通过认定产品供应基地，应用物联网等技术开展食品溯源，

逐步实现本省主打产品和品牌可追溯。 

为了确保进入淘宝网的大米品质优良，吉林馆组织专家团跋山涉水，到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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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大米基地，通过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甄选出最好的大米。负责全程配送的

菜鸟网络则提供了质量溯源系统，通过扫描每盒大米上的溯源二维码，就能清楚

知道从农田到餐桌的一系列信息。为了保证鲜米在脱壳后第一时间到达消费者手

上，菜鸟网络联合多家物流快递合作伙伴，在长春、北京、上海、广州四地设立

中转仓，保证 31 个城市的消费者享受到次日到达的配送服务。 

3.4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案例：露露-赣南脐橙开荒记】 

露露本名黄日洪，是新浪微博上活跃的新农人代表。7 年前，他联合当地农

民合作社在一片荒山上开拓出来 3000 亩土地种植赣南脐橙，如今已增加到 5000

亩。几年来他一直在进行土壤的改良，在他们承包的脐橙果园里，铲子铲下去，

下面都是红色的页岩片。从大石块到有机土壤的演变过程，结合大力治理水土流

失，足足花了 5 年时间，给乡村带来了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露露说：“红页岩

石表面风化之后再风化第二层，我们果园全部是这种地质，多年来不长东西，需

要的是人类的决心，风化再风化，逐步改良土壤，保护环境，治理水土流失，也

是合作社的基本任务。新农人既是健康食品的生产者，也是地球的守护神。” 

3.5  推动建立新型互联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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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土豆姐姐的品牌故事】 

说起冯小燕，很多人不太熟悉，但是“土

豆姐姐”的名号，在互联网上早已声名远播。

冯小燕是陕西靖边涌泉居现代农业公司董

事长，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通过互

联网塑造个性化的农产品品牌。 

 2012 年，具备音乐特长的冯小燕受邀

在央视的舞台上演唱庆祝土豆丰收的歌曲。她特意量身定做了信天游《我们的土

豆圪蛋蛋》。在演出中，一位导演最先叫起“土豆姐姐”的称呼，这个独特的称

呼一夜之间通过电视传遍了大江南北。 

冯小燕发现，这四个字简单易记、朗朗上口、亲切可爱，十分适合作为商标

进行推广。于是，冯小燕很快将“土豆姐姐”注册成了公司子商标，它也成了冯

小燕的个人品牌标志。土豆姐姐的微博粉丝也瞬间飙升。“土豆姐姐”品牌的影

响力和传播力度的提升，有力促进了涌泉居土豆的销售。2013 年，涌泉居公司

来自上海市场的 1.5 亿元订单是通过新浪微博促成的，北京华联的订单是通过微

信群里的企业家推荐得来的，淘宝网店的客户也主要来自微博和微信。 

4  新农人展望 

4.1  未来三大趋势 

 

 

图：土豆姐姐冯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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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农人成长仍需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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