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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产业化是继家庭责任承包制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大创举 , 它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然而 , 受人地矛
盾、农村劳动力过剩、商品率低下的制约 , 农业产业化须在小农经济下寻找发展途径。通过分析小农经济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作
用 , 探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适宜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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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is a great innovation after family responsibility contracti ng system. It gave us a newi dea to develop agriculture .
Restricted bythe surpl us of labor force and li mited arable land and the lowmarke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proper ways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in-
tegration under the peasant economy were nee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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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业化是继家庭责任承包制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

一大创举, 农业产业化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一条新的发展

道路。受工业发展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影响, 我国传

统农业发展缓慢。而在经济转型时期, 人地矛盾短期难以缓

解, 农业仍将在小农经济状态下发展, 所以, 从小农经济角度

探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路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众

多的发展中国家, 有利于破解“三农”困境, 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提供新思路。

1  农业产业化理论研究的回顾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 对发展农

村、农业经济, 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对农业产业化

制度创新的动因, 理论上研究较为广泛, 主要从交易费用理

论、制度变迁理论角度考虑。由于考虑的角度不同, 侧重点

有所差异, 但均认为由于农户的分散性 , 在市场交易中, 主体

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地位低下等导致信息成本、评估成本和

交涉成本高昂。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 通过一体化

经营, 降低了农户和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的交易费用。农业产

业化的组织形式及其运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体系中的中心

环节。良好的组织形式及其运营机制, 能高效地发挥农业产

业化的功能。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多样, 按不同标准划分

的类型有所不同。其划分标准有以下几种: 农业一体化的性

质, 农业产业化中联结对象的类型, 农户和龙头企业结合方

式, 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协调方式。利益分配机制是农

业产业化的核心机制, 它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调

节保障机制, 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保障农户和企业“双

赢”, 需要稳定的合作机制 , 稳定的合作方式有利于公司同农

户和谐发展, 对提高农户地位、扩大信息来源、约束其短视行

为、降低交易费用 , 发展行业协会、合作组织具有十分积极的

意义。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既需要完善自身体系, 也迫切需

要外部环境的支持, 如构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体

系、农业保险体系, 完善地方政府职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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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产加销一体化的经营方式, 是自愿

联合的行为主体和利益共同体。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才

能有效保障农业产业化的运行。农业产业化作为改革和发

展的产物 , 需要在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健康发展。牛若峰[ 1] 认

为, 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必备条件是: 商品生产已具有相当的

发展, 市场机制已有相当的发育, 当地或邻近地方有正常运

转的农业企业, 已经建有或者能够建立某种农民组织, 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政府的支持。

2  农业发展的滞后性制约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

在三大产业体系中, 农业是一个提供原材料和生活消费

资料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在

建国初期的偏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中, 为了提供原始积

累、促进工业快速发展、保持居民生活稳定, 长期以来农产品

价格受到管制。在农业部门分割、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原料产业与流通业的“不平等利润率”状况下[ 2] , 农业发展受

到抑制。通过“剪刀差”、农业税费、农村信贷等渠道, 大量资

金流向了非农领域。从1952 到1978 年, 我国农业以“剪刀

差”的方式共向工业提供资金积累3 400 亿元, 平均每年达

125 .93 亿元,1979 ～1994 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

业大约取得15 000 亿元的收入 , 同期农业税收为1 755 亿元 ,

减去财政支农支出3 769 亿元 , 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净剩余为

12 986 亿元, 每年从农业部门直接流出的资本为811 亿元。

从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 农业的发展离

不开先进的设备( 如农业机械等) 和生产要素( 如农药、化肥

等) , 这些设备和生产要素需要由现代工业提供, 农业自身的

发展无法提供。而向工业部门购置这些机器设备与生产要

素往往需要巨额资金, 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资金积累有限 ,

难以满足 , 需要农业以外部门的支持。但在国家资金有限及

工业追赶战略中, 反而是农业不得不做出牺牲 , 支持工业发

展。资金流向非农领域, 不利于涉农产品市场的发育, 制约

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不仅如此 , 农业受其产业特性的制约, 还需要面对自然

和市场双重风险, 且农业投资周期长, 投资环境不成熟、风险

大、效益分散等 , 导致农业难以依靠传统农业自身积累来实

现大规模的投资行为。按市场经济理论, 良好的市场环境有

利于资源配置, 通过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 实现帕累托最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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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次优, 获得效益极大化( 此处效益的极大化不一定是经

济效益的最大化, 也可以是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生

态效益的最优化) 。对于农业生产活动的三要素: 土地、资本

和劳动力, 耕地逐渐减少, 劳动力逐渐增加, 资本极为稀缺。

在市场环境下, 对于资本而言, 投资某一行业 , 首先是获得投

资回报率, 至少要获得平均利润 , 其次是规避风险。而对传

统农业而言 , 一是农业生产难以获得平均利润 , 尤其是在纯

生产领域; 二是投资风险大; 三是投资成本高 ; 四是投资周期

长。因为对于借贷资本而言 , 分散地贷款给农民风险大, 评

估调查成本高, 款项收回难度大, 这些因素均导致传统农业

不能吸收包括自身原始积累在内的大量投资, 而是通过工农

产品“剪刀差”、税费、银行机构等将农业领域的资金大量转

移到了非农领域, 农业只能作为工业扩张的牺牲品。在我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提高, 农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降低, 工业现代化使其成为现

代经济的支柱, 农业现代化使其在现代经济中占有很小的份

额。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 工业依靠自身的扩张能力吸收

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在农业投入产出率低下的情况下, 随着

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 农村知识青年投向了非农产业, 许

多敢打敢拼的有志青年也纷纷投向了非农产业, 通过他们的

带动、示范作用,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 , 农村出

现了“386199”( 妇女、儿童和老人) 部队, 传统农业发展缓慢。

在农业经营层面, 面对着双重不利的市场结构[ 3] : 供给

方面集中度低, 进入壁垒薄弱, 需求方面的产品替代范围大 ,

需求增长速度缓慢, 造成农产品销售面临过度竞争的局面。

在生产资料市场上 , 供给一方是垄断和集中程度很高的工商

资本, 需求一方是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 生产资料购买的

市场条件十分不利。

在以上多种不利条件的制约下, 我国农业发展滞后, 农

业商品率不高, 农村市场发育缓慢, 农村企业不多, 企业家极

度缺乏。在部门分割状态下, 农民组织建设不足也制约了我

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3  小农经济下农业产业化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3 .1  人地矛盾制约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据《2005 年中国统

计年鉴》, 我国耕地面积为13 004 万hm2 , 总人口12 .99 亿, 农

村人口7 .57 亿, 全国人均耕地0 .1 hm2 , 农村人均耕地0 .17

hm2 。而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期, 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耕

地被占用。1996～2003 年[ 4] , 耕地面积净减少664 .63 万hm2 ,

平均每年净减少94 .95 万hm2 , 累计净减少率为5 .1 % , 年均

净减少率为0 .74 % , 且年净减少率呈递增趋势, 其中2003 年

耕地净减少253 .74 万hm2 , 是7 年来减少最多的年份, 其净减

少率为2 .01 % 。人均耕地呈逐年下降趋势, 由1996 年的

0 .106 hm2 变为2003 年的0 .095 hm2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40 % , 据董文柱[ 5] 以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 .5 个百分点的高

增长率预测, 城镇化水平2020 年将达66 %( 其中, 关于2020

年我国人口规模的预测 , 董文柱采用学术界的主流看法, 即

14 .5 亿) 。假设该城市化率可预期达标, 按14 .5 亿人口计

算, 仍有4 .96 亿生活在农村 , 按每年耕地减少80 万hm2 计

算[ 6] , 则到2020 年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0 .24 hm2 , 人地矛盾

制约下的小农经济将在一定阶段内存在。而美国劳动力平

均土地面积为53 .3 hm2 , 相差200 多倍, 我国小农经济无法同

美国等大规模化生产相竞争, 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难以凸现。

3 .2 农村劳动力过剩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  我国有4 .169

亿农村劳动力, 其中农业劳动力为3 .148 亿, 按现有农业生

产力水平计算, 农业生产只需要2 亿～2 .12 亿, 有1 .2 亿～

1 .4 亿劳动力剩余, 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短时间转移出

农业领域是困难的。在土地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的现

状下, 实现耕地规模化难以实现 , 而且 , 耕地规模化并不代表

生产的高效率。卫新等[ 7] 通过对浙江150 户规模经营大户

的调查表明, 耕作规模过大, 超过当前农户的生产经营能

力, 势必造成粗放经营或生产成本过高 , 同样难以取得规模

经营的效益。

3 .3  商品率低下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村从业者大多是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农村经济表现为自给半自给经济, 小规

模家庭生产制约专业化的发展, 降低了商品交换率。农业资

金缺乏、交通运输不便、生产观念落后 , 制约了农产品商品的

转化。受农产品初级品品质不高、优质专用原料缺乏、加工

设备及技术不高、管理水平落后、农业生产规模低、产业结构

矛盾、体制不顺导致原料生产者与加工企业利益机制扭曲等

制约, 加工效益和区域优势难以发挥, 农产品精、深加工率

低。农业信息化程度低, 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不高 , 农

产品市场发育不足, 导致农业商品率低。农产品市场的发育

与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一个过程。

3 .4 小农经济信用的缺乏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  传统的小

农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主要是

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 通过血缘关系维系的成员间信用度

高。而在市场经济下, 分工细化 ,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强。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需要信任, 当一方不遵守信用, 必然受到

另一方的惩罚。它强调的是社会分工中的合作、信任。传统

小农经济中缺乏社会分工的合作意识。在农户同企业的合

作的博弈过程中, 保证博弈合作的长效性, 可置信的约束策

略是必要的。而企业面对多个农户, 在发生纠纷时, 正所谓

“法不责众”, 约束行为不能实施, 机会主义倾向不可避免, 信

用也就难以保障了。

3 .5 小农经济同市场化改革的矛盾, 制约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 虽然农村资金需求极大, 但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使商业、

金融资本难以面对高度分散、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生活

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规模小、周期长、风险高

的农业经济[ 8] , 资金的缺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制约了

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4  小农经济下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特点

农业产业化是改造传统农业的一种手段, 其目的是通过

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 将农业再生产过程

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 引导

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 以市场农业自我积

累、自我调节、自立发展为基础的运行机制 , 实现参与主体

“共赢”。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4 .1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迅速 , 区域发展不平衡, 但发

展趋势呈收敛性 2002 年, 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达

到9 .4 万个, 分别比1996 和2000 年增长700 % 和41 .6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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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不均 , 从 东到西 呈递 减趋 势, 其分 布比 例为, 东 部

45 .2 % , 中部31 .2 % , 西部23 .6 % , 这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相符。从图1 可以看出, 东部农业产业化组织数目所占比重

逐渐下降, 西部农业产业化组织数目所占比重逐渐增加, 中

部地区所占比重亦下降, 但降幅不大。整体上, 差距呈缩小

的趋势 , 发展趋势呈收敛性。

注 : 数据来源于文献[ 1] 。

图1 东中西部农业产业化组织占全国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比重

4 .2 组织形式和连接方式呈多样性, 但契约履约率不高  

虽然农业产业化组织经营形式多种多样, 但主要经营组织形

式为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专业市场带动型, 其

中龙头企业带动型所占比重高于其他2 种。自1998 年之后 ,

龙头企业带动型和中介组织带动型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而

专业市场带动型所占比重有下降趋势。在农业产业化各联

结方式中, 合同( 契约) 关系在数量上一直居于首要地位, 但

波动幅度大, 且在2000 年前, 所占比例急剧下降, 这同农业产

业化中联结机制还不完善、不稳固, 合同履约率低有很大关

系。在企业与农户的购销关系中, 不少“合同”是口头约定或

“君子协议”, 真正订单签订率不高。表明农户处于被动、弱

势地位 , 而企业处于强势地位 , 农户利益难以保障。

5  对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几点建议

5 .1 创新资本市场, 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农业产业化

经营组织区域分布的不均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地区经济实

力的差距, 东中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速度不一, 但目前显

示的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差距。为促进区域发展的平衡, 需

要加大对中西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需要创新融资

方式。面对当前农业发展面临资金缺乏的问题, 应积极探索

进入农业领域的工商企业资金来源的新渠道。

目前农业领域的工商企业主要有以下资金来源渠道: 一

是通过合资或在海内外发行农业开发债券 , 引进资本; 二是

争取国家的优惠贷款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 三是采取股份

制和股份合作制进行资产整合; 四是组建农业类开发集团公

司, 争取上市发行股票, 筹集社会资本。这4 种方式都是可

行的, 而且后2 条渠道的筹资效果一般都优于前2 条渠道 ,

其效果还不仅仅反映在筹资方面 , 还有利于农业组织形式的

改造与升级、管理制度的创新, 在农业领域实行现代企业管

理制度。虽然农业产业的比较效益在总体上偏低, 但农业产

业中存在着许多投资小、见效快、效益好的方面。在种植业

中的经济作物、养殖业的草食畜牧业、农产品的保鲜煌精加

工、设施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等领域, 都潜在着大量的投资回

报较高的项目。通过发行股票等资本市场筹资, 把一部分居

民手中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直接转化为农业发展的资本 ,

不仅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 减轻政府与银行的压力, 还能有效

地促进经营机制和经营理念的创新 ,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益 ,

获得低成本, 高效地发展农业产业。

5 .2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提高履约率  小农经济下的农

户生产经营活动是分散的, 分散的农户面对经营管理高度组

织化的市场主体, 交易费用高、谈判地位低, 在商品交易中处

于不利地位, 利益得不到保障。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有利

于改善目前农户存在的不利环境, 同时 , 企业同组织化程度

高的农民组织合作, 交易成本低。个别农户的不守信会导致

农民组织整体利益的损失, 农民组织内部有利于惩罚农户的

不守信, 强化了企业同农户合作的约束条件, 提高了合作的

协调性。

5 .3 积极发展民营经济, 提高农业专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

化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企业的带动。农业产业化中的企

业需要承受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 , 既要面对农户也要面对企

业职工 , 因此对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

能力要求很高。所以需要积极发展民营经济, 发展涉农中小

企业, 通过企业带动, 增加就业机会 , 搞活经济, 促进农业产

业化的快速、健康发展。

提高农业专业化水平 , 促进生产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

开与专业化 , 从而延伸产业链,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商品率、

增加农民收入。受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村劳动力过剩、劳

动力边际效益低下约束, 农业兼业化也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

普遍现象, 其实质是家庭成员在人地矛盾制约下追求自身效

益最大化, 优化分工的结果。李实[ 9] 通过实证研究也证实了

外出劳动力不仅能够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 而且他们的转

移还会对家庭中其他继续务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率提高产

生积极影响。而职能专业化有助于完善农业产业化体系, 提

高综合竞争力, 增强农业产业化参与主体的盈利能力。

5 .4 创新农户同公司合作方式, 完善内部利益协调机制  

一是针对农户缺乏资金、抵押品的现状 , 探讨农户同企业短

缺资源互补的合作新方式, 如“赊养”模式[ 10] 和农户入股、土

地入股等。二是通过规范合同, 加强管理, 完善企业内部利

益协调机制 , 保障企业同农户的联结方式正常运行, 最终实

现“风险共担, 利益均沾”。

5 .5 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完善政府扶持政策  通过推进农

村金融组织改革, 实现资金供给多元化 , 满足农户的多层次

需求。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保障农户尤其是

贫困农户正常经营利润的获得, 减少非人为不可抗因素导致

的利益损失。对于龙头企业 , 国家要给予税收优惠、财政扶

持、金融服务等重点支持。而龙头企业源自组织带动农业发

展、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市场竞争中。龙头企业不是事先指

定, 也非企业自封, 既然龙头企业的作用在于带动农户共同

获利, 对龙头企业的评定 , 农户的参与和认可是必要的, 确保

做到龙头企业与农户“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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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水权市场的结构、特征及例证

市场层次 结构类型 水权供给方数目/ 产品差别
供给方对价格的
影响程度 销售方式 塔里木河流域水权市场结构

1 级 垄断 1 个/ 产品无差别 相当大 协商 水管局与“四源一干”之间的水权交易

2 级 寡头 少数几个/ 产品无差别 有影响 谈判或竞价 “四源一干”之间或者地( 州) 、兵团农业
师之间水权市场

3 级 寡头 少数几个但比2 级市场多/ 距离因素 有一些影响 市场或拍卖 地方县( 市) 、农业师各团场之间

4 级 垄断竞争 有许多/ 距离或水质差别 比较小 市场或拍卖 各用水户之间的水权市场

2 .2 水权市场的层次性  在讨论中可看到, 学者们在论述

水权市场结构时一般把水权市场分为3 个层次 , 当然, 具体

流域的水权市场级次因各个流域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 除了3

级市场也可分为4 级市场甚至5 级市场等。

流域水权市场结构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究其原因, 一是

水资源的利用和水权市场建设要与水资源分布和引供水工

程相适应, 水资源的分布与引供水工程具有一定的梯级层次

特征, 所以水权市场建设要与之相适应。二是水资源管理特

点使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规定, 国家对水资

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水资

源流域管理, 尤其是水资源行政区域管理具有一定的层级特

征, 所以水权市场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相适应具有层次性。

三是由于水权交易量大小造成的 , 较高层次水权市场交易量

较大, 较低层次交易量较小, 水权交易讲求“门当户对”, 因交

易水量的悬殊, 上下级层次之间一般无法进行交易[ 10] 。

2 .3  水权市场结构类型与层次的关系 流域水权市场的结

构类型与其层次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如表1 , 市场级次从1

级市场开始由高到低, 市场类型由垄断到寡头再到垄断竞争

市场, 与级次相对应, 市场参与者由少到多, 参与者对市场的

控制能力不断下降, 对价格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小。具体来

说,1 级水权市场是完全垄断市场, 卖方只有1 个 , 一般是政

府或流域水管理机构, 或者是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的供水企

业; 中间层次的水权市场上供给方一般只有少数几家, 它们

对水权交易价格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是寡头市场; 最基层的

水权市场上参与者较多, 水权价格因供水距离或对水质要求

不同而不同, 一般是垄断竞争市场。了解水权市场的结构类

型与层次的对应性的好处是, 一旦水权市场架构建立起来 ,

各级市场的所属类型和性质也就确定了, 便于对水权市场进

行运作和管理。

3  塔里木河流域水权市场结构的实例分析

塔里木河位于新疆南部, 干流全长1 321 km, 流域总面积

102 万km2 , 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目前 , 与塔里木河干流有

地表水联系的有上游的和田河、叶尔羌河和阿克苏河3 条源

流, 与下游的开都～孔雀河, 整个流域形成“四源一干”的格

局。流域内有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巴音郭勒盟自治州、喀

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5 个地( 州) 的28 个县

( 市) 和生产建设兵团4 个农业师的46 个团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塔里木河流域水资

源日趋紧张, 建立水权制度呼声日高。根据流域水资源分布

特征和流域行政区划 , 塔里木河流域水权市场拟按4 个级次

进行构建, 如表1。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作为整个流域水资

源的代言人, 既是管理者 , 也是流域最高层次的水权转让方 ,

与“四源一干”之间建立水权交易1 级市场, 这是垄断市场 ,

水权出让方只有1 个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2 级市场在“四源

一干”之间或者地( 州) 、兵团农业师之间建立水权市场, 这是

寡头市场, 参与者是“四源一干”5 个源流和干流管理机构, 或

者是5 个地( 州) 和4 个农业师, 它们都对水权交易价格有一

定的影响; 地方县( 市) 、农业师各团场之间的水权市场则是3

级水权市场, 这个市场上的交易者要比2 级市场上的交易者

多; 最后1 级即4 级水权市场是各用水户之间的水权市场 ,

这一级水权市场上的水权转让者比较多, 各个用水户拥有水

权, 都可以成为水权出售方 , 水权价格因地理位置或水质等

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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