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中的农业经济组织 

文/杜玉珍 

   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行和目标的实现都是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的，因此，对于农业来
说，组织的选择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我国是人口大国，农业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探索市场经济条件
下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组织形式，不仅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当前农业发展急需解决
的一大问题。但组织的选择既要认识到由于各地农业生产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组织的差异性，也要
充分认识到由于处于相同的产业、相同的经济条件下所必然具有的共性。只有这样，从实际出发，
才能更好的探索适合当前和今后农业发展的有效组织。 
   一、开放性 
   开放的经济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组织也必然是开放的。在自然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下，各经济单
位之间没有相互依存关系，经济过程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协调只发生在经济单位内部。（如图
一）（生产资料）是上一轮经营结果的一部分，（产品）是经济单位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经营活动
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进行的。与这种封闭性的经济活动相适应所建立的经济组织，也必然是封闭
型的。 
      
      （图一） （图二）  
   在市场经济状态下，社会经济过程各方面、各阶段之间的协调不再仅发生在经济单位内部，
而是发生在整个社会范围之中，经济单位是社会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
说，各经济单位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必须与外部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否则经营活动难以进行。（如
图二）（生产资料）是通过交换在组织外部取得的，经营活动的直接结果（商品），并不是生产活
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要实现终极目标（货币），必须通过出售商品来实现。然而，无论是在（货
币）购买（生产资料）阶段，还是（商品）转化为（货币）阶段，与外界置换的不成功或不理想都
直接关系到经济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与传统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组织应具有开
放性。 
二、替代性 
马歇尔认为，作为经济组织在每一个场合下都会选择那些最适合他们用的生产要素。他们使用的生
产要素的价格总和，一般都小于可以用来替代他们的任何其他一组生产要素的价格总和，一旦生产
者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照例他们就会代之以那种费用较低的方法，这就叫做“替代原理”马歇尔说
“这个原理几乎可运用在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 
   农业生产活动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就要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实现替代原则，这是农业生产活动
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农业生产活动要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首先，要选择适销
对路的农副产品。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第一个问题是生产什么，这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销售状况，
农民的增收能否实现。因此，在每一轮农业生产开始时，农业经济组织要能根据市场情况选择市场
最需要的产品进行生产，那么1997年，浙江的密橘不少烂在地里，同年，陕西省的一些地方挥泪砍
苹果树；1998年，湖北脐橙也积压了；2002年陕西旬阳县、江西省新干县黄姜价格大幅度下跌；
2006年7月，陕西瓜农无奈的感叹“种瓜苦，卖瓜难”， 2006年10月，出现菜农把芹菜搅碎，埋到
地里……，就不会出现了。 
   其次，保证采购成本最低。在决定了从事何种农业生产后，面临的就是购买生产需要的各种
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动态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中选择一组
生产要素的购价是最低的，运输成本是最合理的，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才能为以后
的生产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再次生产出优质的农副产品。农业生产过程是农业活动的核心，只有高品质的农副产品，才
可能卖个好价钱。农业生产活动是利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机能，通过人工培育以获取
产品的经济活动过程，因而在组织农业生产过程中，要同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当地的农业生产环境
特点相结合，采取一套较合理的农业生产方法，生产出品质优良的农副产品。常言道，酒香不怕巷
子深，何愁农产品卖不出去。 
   最后实现农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在市场条件下，农业生产活动的目的是价值，是价值的最大
化，不是使用价值，因而销售环节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销售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经济
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即卖个好价钱，就要使销售成本降到最低。但
市场是千变万化的，要实现价值最大化和销售费用最小化的并存，随时面临着选择最优的营销策



 

略、措施和最低费用的组合。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不仅要选择适销对路的农副产品，最低
的购买成本，科学的生产程序，富有成效的销售措施，而且还要把四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
效益的最大化。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对于组织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来说，首先组织机构的建立里要符合市场经济的
运行机制，其次组织机构的运作要科学合理，再次组织机构的信息系统灵敏并迅速做出反应。然
而，就我国目前主要的农业组织形式家——庭经营来说，与所要求的组织形式来说有较大的差距，
这也是阻碍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 
三、规模性 
农业经济组织要充分的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规模基础上，否则就会制约组织机构合理有效
的发挥其作用。 
农业生产活动效益的最大化是通过价格获得的，这种价格表现为两个方面：购买生产要素时的低价
和销售农产品时的高价。而小规模的农业经济组织不具备采用这种价格的条件。从农业生产要素的
采购来看，小规模农业经济组织由于采购量小，所以只能到农业生产要素流通的最末端去购买。按
照商品流通规律，经过的中间环节越多，价格自然就越高。同时，处在农用物资流通末端的经营单
位不仅规模小，且资质难以保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追究责任比较困难，往往是不了了之，后果
只能由农民自己承担。当前出现的农用物资价格上涨过快，屡禁不止的坑农、害农事件就充分的说
明了这一点。从农产品的销售来看，小规模经营户从生产要素销售的末端一跃成为农产品销售的开
端。由于规模小，造成销售市场过于狭窄。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来说，开拓更广阔的销售市场，是实
现卖个好价钱的必然选择。但是，拓展销售市场，一无能力，二不符合效益原则，只能就近销售。
由于市场狭窄，容量有限，很容易饱和，价格往往很低，结果只有作为最初的销售者，以最低的价
格卖给到农村收购的中间商。这种高价购进，低价卖出的实际，与农民增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也是长期以来造成农民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组织的主要特点就是规模太小，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经济组织已不适应市场条件
下农业发展的要求，更不用说开拓国际市场和有计划、有组织的外国农业经济组织相抗衡。 
四、适应农业生产特点 
农业是人类利用生物的生命机制，通过人类劳动来控制和强化生物的生命过程，吸收和凝结太阳能
以取得基本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部门。在农业生产中，作为人类劳动过程的农产品生产过程，同时
又是动植物机体的生长发育繁衍并吸收凝结太阳能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经济再生产必须以自然再生
产作为基础和依托。 
因此，实行类似于工业企业的经济组织并不适应于农业。 
   农业经济组织的选择应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出发，农业经济活动是通过具体的组织来运作
的，组织成功的运作首先就要符合生产活动的规律，才能根据各生产环节的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
管理方式。一般来说，农业生产活动在一个较大的空间分散经营，农产品生产周期长，耕作活动受
生命体发育过程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因而，适用于工业的分工合作监督体系并不适用于农业。农
业经济组织的机构设置、运行机制、调节机制要适应农业生产的特性，各种各样的监督、约束机制
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人民公社
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成为中国
农业的法定经济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运作下的中国农业，经过二十年的经营，从1957年到改
革开放前的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连温饱都没有解决。虽然说，造成这
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不适合农业生产活动的
特点，组织的作用难以发挥，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失效，使勤勉者更容易转化为偷懒者，不仅导致
组织的最终崩溃，关键是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家庭经营由农民自发到政府支持，在八十年代初
期成为中国农业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在实行家庭经营的短短几年里，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面的吃
饭问题得到了解决。其关键的原因在于家庭经营适应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符合农业生产活动的规
律，能把懒惰压到最低点，把勤勉刺激到最高点。家庭成员之间“出于在家庭内部约定俗成的自然
分工、感情交融、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的作用，大大降低了计量和监督费用，增进了农业经营的效
率” 。 可见，农业经济组织的建立必须从农业生产的特点出发。 
   为了实现增收的目的，农民在生产实践中已探讨出了一些比较适合当前农业发展的组织形
式。有以契约形式作为联结方式的“公司+农户”，以土地要素作为联结方式的“社区合作经济组
织”、以劳动要素之间的合作作为联结方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除此之外，由于各种经济组
织形式的相互交叉、相互融合，还存在着许多中间组织形态。这些组织虽然有各自的特点，但他们
同时具有：开放性、替代性，、规模性和与各地农业生产条件及农业生产特点相适的特点。这也正
是这些新型农业经济组织更符合当前农业发展和有效地实现农民增收的原因之所在。 
   当前，我国农业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势在必行。但新型农业经济组织
既不能只注重了差异性而忽视了共性，也不能忽视了差异性而只体现了共性，因而一定要从两个实
际出发：一是各地农业生产的条件，二是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建立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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