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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赴日本校际交流团组

访问总结报告

为了学习掌握日本农业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休闲农业

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工作方法，2023年 10月 23日-27日，

学院派出团组赴日本开展校际交流，出访团主要就日本的政

府农业管理机构及日本的职业教育机构、大学在乡村振兴、

农民培训、农业管理人员培训、休闲农业、学生创新创业等

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学习借鉴，商讨开展专业教学交流和

文化交流项目合作等事宜。现将访问结果汇报如下。

一、召开行前准备工作会

10月 17日上午，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梁秀文组织

以学院副院长程文华为团长、继续教育学院（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副院长张新华为团长助理、招生就业处处长徐洪飞为

团员的访问团三人召开行前准备工作会。首先由梁秀文处长

就出访任务的目的和要求、日程安排、注意事项、安全提示

和外事纪律做详细阐述，明确了每个人的职责和任务。纪委

副主任陈海宏强调了出访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注意言行举

止及个人防护。最后程文华副院长指示：要高度重视此次访

问工作，明确任务导向，代表学院做好职业教育工作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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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流，为今后中日农业职业教育的合作奠定基础。

二、明确出访任务

学习掌握日本农业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休闲农业等方

面的先进理念和工作方法；与当地农业专门院校和大学就农

业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的运行管理、校企合作、

招生就业、学生创新创业、农民和农业管理人员培训、各校

资金的投入与使用情况等进行座谈；参加中日“一村一品”研

讨会，与该校教授就日本在乡村振兴、职业农民培训、休闲

农业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学习与探究。

三、日本农业现状

随着日本社会进入少子、高龄化发展阶段，农业面临着

务农人员老龄化、后备力量不足、耕地大量荒废等问题，再

加上农产品附加价值低，使农业发展近年来处于高度停滞不

前的状态。

1.务农人员锐减和高龄化

截止到 2021 年，日本全国总农户数（包括以销售为主

的销售农户和自给农户)从 2015年的 175.7万人减少到 2022

年的 122.6万人，减少了 30.22%；其中 65岁以上人口从 2015

年的 114万人减少到 2022年的 86万人，减少了 24.56%。务

农人员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

务农人员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农业劳动力严重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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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资料，主要从事农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在

67岁以上，自 2015 年的 67.1岁增长到 2022 年的 68.4岁，

平均增长了 1.3岁。50岁以下人员仅有 17.7万人，占基础农

业人数总数的 10.1%。这体现了日本基础农业人员高龄化特

点。

日本主要从事农业人口情况

单位：万人 、岁

年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主要从事

农业人口
175.7 158.6 150.7 145.1 140.4 136.3 130.2 122.6

其中 65岁
以上人口

114 103.1 100.1 98.7 97.9 94.9 90.5 86

主要从事

农业平均

年龄

67.1 66.8 66.6 66.6 66.8 67.8 67.9 68.4

出处：农林水产省「关于农业劳动人口统计」

2.耕地面积荒废严重和农业收入低

日本农地（耕地）面积在 20世纪 60年代初（1961年）

达到了顶峰，有 608.6万公顷，从那以后逐年减少，到 2015

年减少到 449.6万公顷。主要原因是耕地荒废现象极为严重，

面积逐年增加。2013年耕地荒废面积是 9530万公项，到 2021

年，增加到 12800 万公项，近 10 年耕地荒废面积增加了

25.55%。

日本荒废农地情况
单位：万公顷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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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废农

地面积
9,530 13,000 13,500 16,200 19,300 14,500 13,200 15,100 12,800

出处：农林水产省「荒废农地的现状和对策」

日本农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耕地被转用为宅基

地；二是耕地荒废。耕地荒废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不足、务

农人员高龄化、弃农人员增加、农产品附加价值低、农业收

入少等，并且农产品收入极低，不到农户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3.日本农业自给率低

日本当前农业基础部分衰退，农产品附加价值低，农业

收入少。粮食自给率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较低，农产品生产

也出现明显危机。

四、访问交流情况

1.休闲农业推广

日本茨城县水户市都市农业公园。详细了解该农业公园

作为日本休闲农业典型代表的发展方向及运营模式。园区生

产农产品十余种，重点是以体验式、互动式和休闲观光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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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同时面向社会开展农事生产体验活动。

茨城县农林水产部农地局农村计划科。其重点工作是以

休闲农业推广宣传为主体，组织农民开展农业资源体验、生

态农业开发、创意农业与传统农业融合等活动，促进了一、

三产融合和农业附加值的开发与使用。

2.农业实践研学

日本农业实践学园。该园地处日本茨城县水户市内，属

于加藤家族产业私立学园。重点生产有机农业产品，以叶菜

类蔬菜、红薯生产为主，并饲养肉牛。每年招收学员 30 人

左右，参与实际生产进行实践体验锻炼，所开设课程以实践

农事操作为主，学员分三个月、一年和两年制的学习安排，

不同学习时段学习实操技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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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渊学园农业营养专门学校。该学校成立于 1945 年，

属于日本茨城县水户市的私立学园。园区面积较大，拥有学

员住宿区、肉牛及奶牛生产区、农产品温室区、粪便无公害

处理区、农产品销售区及花卉生产区等。学校培养的学生以

管理农作物生长为主体，参与实际生产进行实践体验锻炼，

开设社会科学、食品营养等课程，每年招收学员 50人左右，

通过两年学制培养营养士，也通过国际交流拓宽了培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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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人才培养

茨城县立农业大学校，该校主要培养农业经营方面人才，

教育目标是培养有视野、有经营能力，对农业有贡献的人。

因当前该县从事农业人员正在逐年减少，每年招收的学生充

足率维持在 60%--70%，教育专业包括农学、畜牧、园艺学

的研究与教育。每年重点组织农业经营者面谈会，洽谈学生

实习、研修、就业等事宜。

日本樱美林大学，与日本樱美林大学及日本公立东京理

科大学的专家就日本农业现状、“一村一品”、乡村振兴规划、

建设和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与交流。在“产业链”是基

础、“价值链”是目的、“综合链”是关键的农业本质上进行了

详细讲解与分析，为今后休闲农业发展方向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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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访体会

1.日本的危机教育

通过走访，发现无论是日本籍专家还是其他国家专家教

授，在论述相关问题时，一定从困难原因分析入手，着眼未

来面临的危机变化，从而明确其论述观点。日本民众向外找

资源意识根深蒂固，本国生产资料生产采取有限开发，保护

本国生态意识强烈。

2.日本的循环农业

随着日本农业的“三产融合”逐步深化，正在由局限于农

户、农业公司等“单体化”发展，向区域整体化转型。通过各

个农业实体以及其它经济实体和行政(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

相互支持和配合，特别是由行政(地方政府)引导调节，在区

域构建一个“共享平台”，使各个农业实体和其它经济实体相

互配合，形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充分活用区域资源，创建区

域品牌。同时日本农业自身的生态保护意识强烈，农业生产

之间循环也应用广泛，这些都是可学习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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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的有机农产品生产

日本是世界上主要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地区和有机食品

消费地区之一，其农业生产倡导精细化的生态智能种植，形

成了其精致农业的特色与品牌。如日本茨城县农业实践学园，

以农业生产、农民短期或单项技能培训为主体，侧重于种养

殖业融合发展，从而提高蔬菜种植、肉牛养殖技术，生产有

机农产品，并打造农产品包装品牌。尤其是通过“地产地消”

流通渠道，推广“农产品直销店”，主要销售当地农产品，在

产品外包装上，明确注明生产者（农户）的姓名、采摘时间、

生产栽培方法等信息。与此同时，直销店还注重开发以当地

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地域产品和高附加值的有机产品。

通过了解茨城县农业实践学园的有机农业发展状况，农职院

与该学园有较强的合作性，双方就合作达成了初步共识。

4.日本振兴区域经济和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策略

日本在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是由国家层面出台政策，

从而激活家族农业(农户农业经营)，推动农业“企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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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法人化·公司化经营)，提高农业“三力”，即提高农业附

加价值(价值力)，增加农业魅力，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同

时，进行“三产融合”与交叉重组，改变以往的“传统”农业发

展做法，加快农业“IT化”，通过农业的“ICT（信息、通讯和

技术）和 IOT（物联网）”，从而实现“农业 2.0(智能农业)”

发展。

5.对农业“产教融合”发展的启示

通过学习，认识到扩大农业“三产融合”，实现“智能农业”，

普及“循环农业”是日本及我国农业今后发展的方向，也是加

强对学生教育、师资培养、产业增效等方面的可行性机制创

新，提升“产教融合”的有效途径。

一是要充分开发农业资源潜力，加强“产教研学”。针对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大力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提升“产教研学”的影响度，打开

农民增收新空间。

二是要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提高生产效率。要因地

因时，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养“一村一品一产业一达人”，

从而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激活城乡消费新需求，拓宽农民增

收之路。

三是要充分发挥学院社会服务功能，培养优秀农业人才。

加强对“新农人”生产技术、农产品标准化研究与认证、营销

https://baike.so.com/doc/9628330-99740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459240-36398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3459240-36398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7873-5783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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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等特色课程方面的培训，加快推动首都现代农业发展和

提档升级。

6.对开展学生交流项目的建议

根据本次访问的农业实践学园、鲤渊学园农业营养专门

学校、茨城县立农业大学校和樱美林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

教学模式等不同特点，建议与上述学校继续沟通并设计一个

综合的农业专业学生交流项目，让学生可以在每个学校分别

学习一周，深入体验该校特色课程，学习并建立精细化生态

种植、有机农产品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与营销的农业

生产和一村一品乡村振兴规划建设理念，为今后的工作提供

有益的借鉴。

通过出访充分学习到了日本在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方

面的特点和先进的理念，对于推动学院在国际上的都市农业

专业交流、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面的合作，促进乡村振兴，

提升职业教育水平都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