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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业大户经营 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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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青英                          严明原 

(南京市农林园艺技术推广站)(南京贤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摘 要：本文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农业大户经营特征和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农业大户经营的作用

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推进农业大户经营是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思考

了如何推进农业大户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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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一般认为，当今意义上的现代农业始于二战后（将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至二战前这段时期的世界

农业发展称为近代农业，此前的统称为传统农业或者古代农业），是在近代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现代

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市场理念、经营管理知识和工业装备与技术的市场化、集约

化、专业化、科学化、社会化的产业体系，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高度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

业。 

  传统农业主要是以一家一户超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方式为主，这种经营方式难以通过吸纳现代

文明实现农业现代化。马克思曾指出：“小块土地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

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不断扩大的应用。”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来看，现代农业发

展的基础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借鉴国外的经验及国内农业生产实践证明，适时地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符

合国内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国内城市及乡村工业的巨大发展、多年的农业结构调整、市场杠杆的调节作用，我市近几年涌现

了相当一批农业经营大户，这是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农业大户经营是农民在家

庭经营基础上、在发展农业商品的实践中，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生产要素的积聚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农

业经营方式。主要有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产品运销大户和农产品加工大户等。农业大户经营规模化、

专业化、科学技术化、生产集约化、无害化、高效化等特点代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大户经营的

特征决定了农业大户经营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模式，推进农业大户经营，可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2   农业大户经营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2.1   解决土地撂荒问题、优化配置农业资源 

  随着城镇化发展的推进、城市的快速发展，加上小农经济的效益低下，农村的壮年以下的劳动力大量

转移到非农产业行列，农村劳动力呈现老龄化现象，导致较多的耕地被抛荒闲置或处半抛荒状态。有多种

原因催生的农业大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实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土地

资源，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 

农业大户是生产主体、投资主体、市场主体，集各种生产要素优势于一体，大户经营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

营制度的前提下从根本上解决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弊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促进了农业资源的合理配

置。 

2.2   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小农分散经营的主体大多是妇女和老人，文化水平低，对农业现代文明置若罔闻，经营粗放，科技含

量底下，产品质量差，生产效益低。农业大户经营有一定的规模，经营的主体一般是农村有多年种养殖经

验的能手、专业户，有的是城镇职工、有的是有管理经验的工商企业主，有较强的科技意识和市场导向意

识，能广泛地应用无公害生产技术、高效生产模式、农业高产新优品种、运用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

科学的管理方法，因而农业大户的经营产品安全优质高产，商品性好，农业生产效益明显高于小户经营。

我市江宁区横溪镇西瓜大户于行阳、王宏财、王金水等是当地的西瓜种植能手，近几年每年种植西瓜面积

在20亩以上，采用四膜覆盖春提早栽培技术、方形瓜、情侣瓜生产技术、黑地膜增温除草技术、滴灌技术

及无公害生产技术等，亩产量提高，产品商品性好，亩产值在7000元/亩以上，另外每年大量地培育嫁接

西瓜苗和蔬菜种苗，每年每户育苗在20万株左右，年收益都在10万元以上。 

  在农业分散经营中，经营主体缺乏经济实力，对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微乎其微，抗自然灾害风险能力

弱，存在“望天收”现象。农业经营大户以其经济实力和胆识为基础，能逐年投入一定的资金对生产基础

设施进行改造，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其投资和收益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局面。 

2.3   起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农业规模经营 

  农业大户同时也都是科技示范大户，因其在技术、品种、生产模式应用方面呈现新、优、特的特色，

在生产资料应用、药肥的施用按照安全无公害乃至有机食品的要求进行操作，管理方法科学、先进、省工

节本，经营产品优质、安全，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农业大户在当地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在

农业科技大户的影响下，周遍分散小户逐渐更新观念，自发调整产业结构、品种结构，从而逐渐产生了一

定规模的农业基地，在一定的区域内呈现专业化生产特色。我市有很多典型的大户带动型基地，如高淳的

笋用竹基地、双低油基地、固城湖螃蟹养殖基地、东坝食用菌基地，浦口汤泉、星甸苗木基地，溧水的黑

霉基地，江宁横溪西瓜基地、谷里蔬菜基地等等。 

2.4 帮助小户与市场对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小户分散经营难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农业经营大户生产一般是以市场为导向，符合市场消费

需求，产品质量好规模大，容易赢得加工或销售业主的定单。通过大户的带动，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从而

有效实现了小户与市场的对接。同时通过大户的定单，形成了“企业-大户-小户”农业产销模式，推动农

业产业化发展。 

3   推进农业大户经营的几点思考 

3.1  建立和完善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政策 

  各地在积极执行国家的有关土地流转政策前提下，市、县还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建立健全规范的土地

流转运作模式。认真执行土地承包权稳定30年不变的政策，不能非法改变原有土地的权属关系，打消外出

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处理好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关系。规范土地流转合同，通过流转合同的签定和鉴证，

明确大户和原土地承包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维护二者的合法权益。土地流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农业大户

的发展将会有更大的空间。 



3.2   切实做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是影响农业大户适度规模经营的因素之一。据统计资料显示，至2006年我市乡村从

业人员中从事一产（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为36.87万人，实有耕地面积365.53万亩，一产劳动力人均负担

耕地面积9.9亩，如按户均2个一产劳动力计算，则每户负担耕地面积19.8亩。而根据世界粮农组织测算，

种植经济作物的规模不能低于170亩，种植粮食作物不能低于300亩，否则农业经营没有市场竞争力。按照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发展农业大户将会产生较多的剩余劳动力现象，因此各地积极研究对策，加快

农村过多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组织劳务输出可以实现过多劳动力的外部转移，推进农业产业

化进程，可以使一大批劳动力成为农业工人，从事生产、运输、加工、农机修理等非农工作，实现过多劳

动力的内部转移。 

3.3   多方位全面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 

  只有高素质的生产者才能成为高生产技术的载体。农业大户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化、科学化、集约化

的一种经营方式，经营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农业知识的高素

质的劳动者是农业大户发展的人才保证，因此各地应通过多渠道多方位加强对从业农业劳动力的培训。通

过科技下乡、政府部门的农技服务对劳动者进行指导和帮扶，创办农民学校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

训和成人教育，结合当地农村产业发展实际开展先进的生产技术、现代加工技术、贮运技术等培训，全面

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为农业大户的诞生打下良好的人才基础。 

3.4   制定多种政策激励机制 

  农业经营大户的发展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需要制定各种政策激励机制。农业经营大户发展存在较多

的实际难题，包括资金的投入、自然灾害风险，外来人员还存在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有了激励政策的

后续保障，才能激发更多的经营大户。在资金投入方面优先提供信贷支持，每年推行以奖代补政策，在农

业基础建设等方面给予补贴。大户经营规模较大，遇严重自然灾害时损失更大，推行农业保险，可减少因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国外农业都有发达的农业保险，如美国200多万农户的70%都参加了农业保险，有效

化解了农业风险。对于外来承包大户在建房上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子女入学上要与本地农户平等对待。 

参考文献 

[1]金高峰.大户经营：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模式.农村经济，2007（07）. 

[2]杨国玉，郝秀英.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理论思考.经济问题，2005（12）. 

[3]杨国玉，武小惠.农业大户经营方式：中国农业第二个飞跃新途径.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2004（03）. 

[4]黄卫红.我国农业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06（34卷11期）. 

南京农学会 版权所有 
copyright©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支持： 南京希迪麦德软件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