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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必要性的基础上, 介绍了几种有关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理论 , 最后针对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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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 市场作用的范围越来

越广, 我国农业也提出从混合农业向专业化农业发展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要求。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描述, 现

代农业可概括为两个基本特点: 以资金、技术投入为主; 实行

管理制度的企业化。而这二者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农业规模

化生产的基础上。

规模化的一般定义是控制生产要素的投入, 以实现生产

成本最小化和产出利益的最大化。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是建

立在以劳动力无限投入基础上的一种集约化生产方式 , 其直

接的后果是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少、资本要素的投入严重不

足, 以致我国农业长期停留在生产规模小、生产单位缺乏自

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力量的层次 , 这已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向

现代农业转化的主要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 认为生产单位

只有达到一定规模 , 获得规模效益 , 才能降低生产成本。但

在我国的均分地权的家庭承包体制下, 农业的超小规模既没

有发展积累的能力 , 也无积累的动力。

1  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必要性

1 .1 稳定实现粮食产量增长的需要  1978 年农村实现土地

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的6 年中 , 我国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获

得大幅度提高( 表1) , 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得到极大的释放。

但1985 年以后, 农村经济发展变缓甚至停滞, 主要农产品产

量徘徊不前,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 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

如1985 年粮食减产2 820 万t , 下降6 .9 % , 棉花减产211 万t ,

下降了33 .7 % 。1996 年后, 粮食生产在4 年里、棉花生产在6

年里都未恢复到1984 年的水平。由于人口的增加与耕地面

积减少, 我国人均拥有的粮食产量已低于1984 年的390 kg 的

最高水平[ 1] 。粮食生产首次出现负增长, 土地经营的效益

低, 农民缺乏在土地上投资的能力与热情, 以及兼业农业普

遍出现都是影响我国粮食稳定增产的重要因素。实现主要

农产品的稳定增长已成为我国农村第二次经济改革的重要

目标。

1 .2  超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制约了农业新科技的运用和

推广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 人口增长的绝对数目大, 充足
�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2005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05 Y319) 。

作者简介  何文玉( 1969 - ) , 男 , 湖北荆门人 , 讲师 , 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工作。

收稿日期  2007- 05-16

的粮食供应是保证国家安定的第一要素。但由于城市发展

以及其他原因占用农业用地, 使我国耕地资源呈逐年下降趋

势, 加之后备耕地资源少, 所以现有耕地生产效益的提高就

显得尤其重要, 这就要求在农业中要大量运用农业科技。在

我国现行的家庭经营体制下, 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 对于现

代科学技术, 他们欠缺应用的能力, 又缺乏应用的动机。我

国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 接受和利用农业科技的能力弱

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 农民在现有体制下也缺少主动利用农

业科技的动机, 我国农民一般把耕地产出只当作生活的基本

保障, 而将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寄望于非农收入。在农

民这种理性选择下, 谋求耕地获得稳定的收入才是第一选

择, 而农业科技的利用, 如新品种的播种, 新化肥的使用等都

不可避免有一定风险性。即使成功, 由于单一农户耕地面积

狭小, 从中获利也不多, 如果失败, 则要冒全家一年衣食无着

的风险。这大概也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难、农业科技发明利

用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的宏观目标与农户家庭微观的

目标较难自发趋向一致。

  表1  1978～1985 年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指数( 上年

为100)

年份
农业总产值

指数

农民消费

水平指数
年份

农业总产值

指数

农民消费

水平指数

1978 108 .1 105 .1 1982 111 .3 105 .1

1979 107 .5 106 .7 1983 107 .8 106 .8

1980 101 .4 109 .5 1984 112 .3 111 .9

1981 105 .8 106 .9

 注 : 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2 。

1 .3  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加入 WTO 后, 我国

经济已日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 农业也不例外。国外农产

品的纷纷涌入, 对我国农业的影响十分明显。农业生产方式

落后, 生产规模小, 加之生产过于分散, 生产过程无法控制 ,

农产品质量以及农产品安全都无法保证, 这些致使我国农产

品在价格竞争上处于劣势。农业不同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

很难依赖于无限的劳动投入来获取产量和质量上的竞争优

势, 因为在农业产品生产过程中, 自然作用往往居于主导地

位, 所以在农业生产中, 超出必须劳动力的边际效益非常低 ,

有时甚至是零效益。小规模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不仅会降低

农业劳动力的效率, 同时也影响土地的产出效率。有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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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因生产方式的不同, 法国小麦单产( 1991 年) 在513 .33

万hm2 的规模水平上 , 平均单产445 .5 kg , 高出我国211 kg , 美

国玉米( 1990 年) 在0 .23 亿hm2 的规模水平上单产为496 kg ,

高出我国165 .5 kg 。实际上,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低

效率并不是规模化经营之错, 而是不科学的计划体制和平均

主义的分配方式抹杀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因此, 要全面提

升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实行规模化经营

是必然选择。

2  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理论研究

2 .1  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营思路  依据古典经济学的基

本理论, 实现规模化首先须进行生产要素的集中, 农业生产

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 所以 ,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如何实现土

地的合理流转集中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但从研究结果来

看, 目前我国实现土地的集中使用还存在一定困难。主要原

因是: 一方面是国家在政策上不断强化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

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以稳定农村的经济发展 , 如延长农村

土地的承包期限等; 另一方面, 据统计 , 我国目前流转的土地

面积低于5 % 。造成我国土地流转不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如基本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窄, 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处于

试验阶段, 土地对于农户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还不可完全替

代; 农业生产的间歇性使部分农户可实现非农就业, 在家庭

内获取社会分工的优势; 国家取消农业税收和实行粮食直补

政策, 加大了农民对土地政策性收入的预期以及城乡户籍管

理制度等因素, 使农民放弃土地的意愿不强, 实现古典经济

学的规模经营只能是未来发展方向。

2 .2  制度经济学对我国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新解答  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 另一种农业规模生产的思路

是围绕如何实现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对接问题 , 降低

农户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过小规模

的农业生产同样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因为任何市场交

易都会产生成本, 包括搜集交易对象, 签定合同的谈判等, 特

别是市场经济中的信息搜集成本十分高昂, 生产规模小的农

户无力承当 , 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 部分

农户却逐步从混合经济退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的

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我国市场经济体

制仍处于完善的过程中 , 信息的发布渠道窄, 时间不及时且

不规范 ; 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我国农民虽人多却不能形成合

力, 没有发展成强大的利益集团, 在市场中没有自己的利益

代言人。所以, 如何在我国现有的家庭承包机制下, 以某一

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为纽带, 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 形成

农民利益集团是制度经济学关于我国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的基本思想与策略。

3  农业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发展农业纵向一体化经营的产业化带动下 , 通过

发展企业、行业协会等经济组织方式, 实现了以农业产品为

纽带的规模经营, 架起了分散农户与市场间联系的桥梁。但

这种经营方式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3 .1  经济主体间缺乏稳定的合作与利益分享机制  农业产

业化的发展 , 从根本上说, 只解决了农民的初级农产品出售

问题, 农民无须再到市场中去寻找交易对象, 这样节约了大

量的市场交易成本。由于企业与农户各个经济主体间既有

共同利益, 又有各自的个人利益 , 加之法律的缺失, 以及农业

面对来自自然与市场的风险, 企业与农户都大量存在违约行

为, 机会主义行为给双方生产和收入预期带来了极大影响。

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纵向一体化中 , 处在上游的初

级农产品的生产, 因生产单位众多, 完全处于竞争的市场环

境中; 而处于下游的企业在一定区域内往往竞争不完全, 所

以企业在加工与销售环节中获得的部分利益, 很难通过市场

转移到居于上游的农民手中。由此可知, 农业规模化、产业

化的发展不能完全带来农民的增收增效。

3 .2 企业、协会经济实力弱, 带动作用不强  由于我国农业

产业化发展时间不长 , 龙头企业及其他经济合作组织还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 对整个农业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如荆门市

保有耕地24 .93 万hm2 , 被企业纳入基地建设的面积则不足

6 .67 万hm2 , 只占全市耕地面积的20 % ～25 % , 全市优质水稻

播种面积也仅占总面积的57 .7 % 。所以, 目前只有大力推动

农业企业的发展, 不断壮大企业规模, 才能为农业的产业化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才能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

现代化。

3 .3  农民的弱势地位并未彻底改变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使

农民由过去单独闯市场变为只面对一个企业, 但在企业与农户

的交易过程中, 企业的强势地位十分明显。由于双方经济实力

的不对等, 农民只能对企业的违约行为忍气吞声, 甚至企业经

营不善以及遭遇的市场风险有时也会被转嫁给农民。即使采

用股份合作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农民土地被内化于企业中, 但

因委托、代理本身的缺陷, 农民的利益也常受侵害。

4  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途径

荆门市处于湖北中西部 , 农业资源丰富, 是国家商品粮、

油生产基地。在农业产业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 也逐步

形成了以某一农产品生产为纽带的规模化经营, 走上了以产

业化促进规模化的经营发展道路 , 根据农产品生产的特点和

投资主体的不同, 形成了较具特色的规模化经营实现方式。

4 .1 以龙头企业的基地建设带动粮、油农作物的规模化经

营  粮、油农作物种植在荆门农业中居主导地位, 播种面积

广, 产量大, 涉及到的农户多, 因此粮、油的生产效益高低直

接关系到整个荆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2004

年前的几年时间里, 由于粮食价格的低靡, 种粮收益急剧下

降, 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许多农民选择抛荒外出务工。

因此, 如何有效的提高种粮的收益, 稳定粮食产量成为当务

之急。荆门市依据农户兼业大量存在的事实, 以及国家大力

推广农业产业化的有利时机, 大力发展农业加工业的龙头企

业, 依靠龙头企业的崛起带动农作物种植的规模化发展。目

前荆门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达103 家 , 其中农业产

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有湖北日月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荆

门市洪森实业有限公司2 家企业, 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达18 家( 含国家级) 。2007 年上半年销售收入总计25 .2

亿元, 完成利税总额1 .86 亿元, 完成出口创汇1 105 万美元 ,

固定资产25 .5 亿元。半年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有3 家, 占

2 .9 % ;5 000 万～1 亿元的企业有9 家, 占8 .7 % ;1 000 万～

5 000 万元的企业有42 家, 占40 .8 % ;500 万～1 000 万元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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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 21 家, 占 20 .4 % ;500 万 元以下 的企 业有 28 家, 占

27 .2 % 。涉农企业的快速发展, 极大的带动了种植业的发

展, 特别是粮、油种植的规模化发展。如京山国宝桥米集团

采取“企业+ 基地+ 农户”的方式, 建成优质水稻品种“鉴真

二号”种植基地3 万hm2 。集团负责先期提供稻种、化肥, 产

中派出技术人员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产后以合同价格全

部收购。洪森实业有限公司、凤池米业有限公司等都建有自

己的原料基地。这种在不改变家庭土地占有与使用的前提

下, 以企业带农户的规模化经营模式对农户来说有如下优

点: 一是减少了收集市场信息、频繁交易的成本; 二是能获取

稳定的收入预期; 三是把过去农业生产中存在的自然与市场

风险中的市场风险转移为企业承当 ; 最后是获取了规模效

益, 其中包括只有在规模种植下才可能推广的农业技术和农

业机械化利用。对企业而言, 则可获得稳定的高质量的产品

原料, 为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打下扎实的基础。

由于企业的带动, 荆门市水稻和油菜的优质品种播种率都超

过90 % , 农业机械的利用率也大幅提高。

4 .2  以行业协会的形式推动农产品规模生产  行业协会是

农村新兴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 一般以某一农业产品的生产

为纽带 , 连接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它不

仅有效的强化了农民的组织程度 , 协调了农民与其他市场利

益主体的关系, 而且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进程。荆

门市牌楼镇于2002 年6 月成立的城东水产养殖销售协会 , 是

该镇水产科技人员及广大养殖户联合组织起来的“民营、民

办、民受益”农村民间互助组织。该协会以抓销售带养殖, 通

过5 年的发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该协会现有入会渔民800

余人, 吸收了100 多个养殖大户和销售大户, 联系放养水面

0 .13 万hm2 , 养殖品种30 多个, 成立了6 支销售队伍, 在西

安、合肥、成都、重庆等20 多个城市建立了营销窗口, 日运输

量在160 t 左右 , 平均每年可为每户渔民增收2 万多元。协会

的成立改变了过去单个水产养殖农户产品外销难、经济效益

低的尴尬局面。协会的成立还对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巨大作

用, 如2006 年城东水产销售协会投资380 万元, 建成荆门目

前规模最大的水产物流批发市场。同时, 荆门油菜协会在稳

定农作物播种面积 , 以及推广优质农作物品种和实现农业生

产标准化方面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 荆门近几年夏收油菜的播

种面积稳定在12 .33 万～12 .67 万hm2 , 总产量保持在30 万t

左右。协会将推广“双低”油菜品种作为工作的切入口 , 先后

在全市推广种植了华杂系列和中油杂系列, 使优质油菜的播

种面积以年均近10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到2005 年, 荆门市

油菜双低率达96 % 。协会的成立, 还减小了农户种植油菜的

盲目性。在行业协会的作用下 , 形成了食用菌、山羊、瓜果、

茶叶、粮食、荸荠、林木、水产品、畜禽等9 大农业产品的规模

化种植与加工。

4 .3  以公司制的形式带动农业规模化经营  在荆门市农业

规模化经营中, 有部分农产品的生产是以公司的形式来组织完

成的。以公司方式来组织生产, 在农业资源配置上主要是直接

归属于集体的部分农业资源, 如不能细分的水体资源。荆门市

水库、湖泊面积大, 淡水养殖业较发达, 但水体资源不能如耕地

一样被均分给每一户农户, 而作为集体共有财产被保存下来。

对于这部分资源的经营也有两种运营方式, 小面积水体以集体

发包, 收取一定承包费的方式, 承包给集体中部分有养殖经验

的农户; 而大面积水体则可采取公司制的形式, 采取委托代理

形式, 聘用他人经营, 农户以拥有的承包权进行利润分成。湖

北省漳河水库水产公司就是这种渔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典型, 该

公司利用漳河水库的7 000 hm2 水体进行银鱼、青虾、鳜鱼、虹

鳟鱼、鳗鱼养殖、加工和销售, 经几年发展, 现已成为年生产能

力在250 t 、固定资产投资达1 200 万元的中等规模企业。该公

司的“漳河牌银鱼”已获国家“AA 级绿色食品”认定, 被授予“湖

北名牌产品”称号, 远销全国乃至日本等国家及地区; 同时该公

司的风干鱼系列产品已进入武汉等各大城市的超市, 成为绿色

水产品中理想的货架产品。

5  结语

农业产业化能有效带动农业的规模化生产, 但其过渡的

性质也非常明显, 它只适应了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再次发生变

革前, 农村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制度的部分调整需求。而发展

现代农业才是全面提升我国农业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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