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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 , 但由于经济起步较晚 , 农业发展相对落后 , 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 农户在从事家庭生产经营中难以运用
科学的经济管理方式 , 尤其在财务管理方面。对农户家庭经营财务管理方面进行了简单分析 , 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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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Household Operationinthe Country of China
YU Xiao- mei et al  (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China i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but owing to the late stare of economy ,the agriculture develops relatively backward and the level of farm-
ers’educationis generallylow,so the farmers haven’t used the scientific economic management inthe household operation,especiallyinfi nancial manage-
ment .Therefore ,the article si mply analyzed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household operation ,and proposed some relatively positive sugges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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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财务管理的必要性

目前, 我国的农户由于经济管理知识比较缺乏, 无法有

效地利用管理活动对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 特别

是在财务管理方面, 根本无法把握自身的基础财务状况, 无

法了解经营成本及经营收入, 无法进行高收益的投资决策 ,

也无法有效地利用多渠道筹集资金。这些方面严重阻碍了

农村经济的发展, 使得农户家庭经营无法实现经营效益的最

大化。因此 , 农户应该按照财务管理的方法进行科学的生产

经营投资决策, 做好财务预算计划, 有效控制各项生产经营

成本及费用, 正确核算财务利益, 实现农户收益最大化。

2  相关概念和理论

2 .1 家庭经营  家庭经营是相对于集体经营而言的, 通常

把在农业生产中在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以手工方式, 主

要依靠人力、畜力和风调雨顺来进行的经营活动, 称为家庭

经营。家庭本身具有组织生产的职能, 而家庭成员间的特殊

关系使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

性。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上,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天然的

和谐性, 最容易保持在生产活动中的团结互助 , 从而使家庭

成员不计时间、不计报酬、齐心协力地完成某种生产任务; 在

经营决策上 , 由于成员间利益具有统一性, 经营好坏都同自

身的利益紧密联系, 而决策时能充分发扬民主 , 互相协商, 有

利于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劳动组织上, 家

庭成员之间可以接照劳动能力强弱、技术高低等来分工, 各

司其职、各显其能, 又可以主动配合 , 协调一致, 从而最大限

度地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 提高生产资料的使

用效益; 在物质利益分配上, 成员间既可以按劳分配 , 又能相

互照顾, 根据成员的不同需要按需分配。同时家庭经营对于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

农村劳动力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可以说家庭经营是一种

比较有效的农业生产方式。

2 .2  农户财务管理 农户财务管理是运用价值形式对农业

生产中的财务活动及其所体现的财务关系进行的管理。这

里的财务活动主要指的是农户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生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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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由于农户家庭生产并不涉及利润的分配 , 所以在农

户财务管理活动中不介绍分配活动。农户财务关系是指农

户在生产经营中与相关关系人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

2 .2 .1 筹资活动。生产经营必须以一定的资金为前提。也

就是说从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筹集资金是生产经营的起点

或者说是资金运动的起点。农户筹资活动是指农户为了满

足投资和用资的需要 , 筹措和集中所需资金的过程。在筹资

过程中, 农户一方面要确定所需要的筹资总规模, 以保证投

资所需要的资金; 另一方面要通过筹资渠道、筹资方式的选

择, 合理确定筹资结构, 以降低筹资成本和筹资风险。我国

农户的筹资渠道可以分为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

两种, 正规金融渠道主要是指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以及农

村信用社; 非正规金融渠道主要是指亲朋好友等个人以及民

间非正规的金融组织( 表1) 。

  表1 农户筹资情况

筹资方式 计息形式 信用形式

银行 以现金形式计息 抵押

农村信用社 利息折合成礼品 担保

亲朋好友 不计利息 信用借条

民间非金融组织 其他 口头信用

2 .2 .2 投资活动。农户取得资金以后, 必须将资金投入使

用, 以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 否则, 筹资就失去了目的和效

用。农户投资是指农户将筹入的资金投入使用的过程。农

户的投资可以分为初始投资和后续投资。农户的初始投资

是指形成家庭经营模式的原始资产; 农户的后续投资是农户

为了维持现有生产条件所进行的更新性投资和为实现扩大

再生产所进行的追加性投资以及为了调整生产经营方向所

进行的转移性投资等。

  农户家庭经营投资取向一般分为农户农业投资取向和

农户非农业投资取向。农户农业投资包括种植业投资、林业

投资、牧业投资、渔业投资等, 农户非农业投资则包括家庭手

工业投资、商饮服务业投资、运输业投资和农村工业等。

农户在投资中一定会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投资

的规模, 使得经济效益最佳, 而且, 农户也必须通过投资方向

和投资方式的选择, 确定合理的投资结构, 以提高投资效益

降低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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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生产运营活动。农户在日常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 ,

会发生一系列的资金收付。首先, 农户要采购生产所需要的

资料, 以便从事生产活动, 同时还要支付其他方面的一些日

常费用; 其次, 当农户家庭经营的成果出售时 , 便可以收回资

金; 再次, 如果农户现在的资金不足的话需要采取一些临时

的借款解决资金问题。上面的各种活动中都会产生资金的

收付。这就是因农户家庭经营而引起的财务活动 , 也可以称

为资金营运活动。

上述财务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构成了完整的农户

财务管理活动。具体在财务管理中的表现见表2 。

  表2 财务管理活动的主要表现

筹集分析和资金获取 投资分析和投资决策制订 经营分析和控制

估计和确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 分析潜在的投资机会 加强财务控制体系建设确保偿债
估算不同筹资方式下的筹资成本 获取各种投资机会的相关信息 能力、盈利能力及资金变现能力
获取借款方的相关信息并进行分析 根据资金购买力制定现金流量计划 保证和监督主要生产经营活动
确定筹资方式 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投资分析 的顺利进行
确定筹资风险 投资分析要具有盈利性和可行性 运用适当的方法分析优势、弱势
确保款项可以从借款方取得 估计投资相对应的风险 比较和分析财务预算并在实际中进行控制

3  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财务管理行为特征

我国农业经济主要以农户为单位开展农产品的生产经

营活动, 而作为农业经济组织基础经济实体的农户, 并没有

对财务进行有效的管理。由于缺少农户经济组织的财务信

息, 无法了解其财政状况、经营成果, 无法区分家庭财产与经

营资产; 无法区分家庭收入与生产经营收入; 无法区分家庭

支出与生产经营支出, 因此农户无法进行有效理财, 实现财

务收益最大化。总结我国农户财务管理行为具有以下不足。

3 .1 财务管理观念不强 尽管大多数农户在实际中利用了

简单的财务管理知识, 但他们的头脑中并没有财务管理的观

念。例如, 农户在筹集资金中会进行简单的比较, 实际上也

是在进行分析选择他们的最佳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

3 .2 缺乏财务管理知识  由于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

低, 受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 , 对财务管理知识没有一个明确

的概念和认识, 甚至没有学习过财务管理方面的相关知识。

3 .3  缺乏市场信息 , 无法进行财务管理分析 农户由于获

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以及自身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不能及时

了解市场信息并对其进行有效分析, 这使得农户不能有效利

用外部信息促进自身发展。比如, 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发生了

变化, 农户就要适当进行生产规模的调整, 但由于没有这种

信息, 农户在经营中的一些决策往往比较盲目, 缺乏根据。

3 .4  经营中资金短缺使投入严重不足 农户家庭经营中存

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特别是融资来源有限、渠道不畅, 贷

款难, 向银行借款可能存在抵押担保问题, 银行为了规避风

险, 不愿意贷款给农户, 或者贷款条件苛刻, 要求过高, 使得

农户对此望而却步。融资难是造成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

农户由于投入不足无法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使生产无法达到

最大经济效益。

4  加强农户家庭经营财务管理的建议

4 .1  加强农村整体财务管理观念认识 农村财务问题事关

党群、干群关系的改善, 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巩固, 关系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的完善, 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各级党委政府应

该引起高度重视 , 切实加强领导, 精心部署, 采取有效措施 ,

把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抓紧抓好。各个农户要充分了解到财

务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切身经济利益

的大问题。

4 .2 建立农村财务管理代理机构 在农村建立区、乡镇( 街

道办) 等农村财务管理代理机构, 由专门的财务管理人员为

农户作投资、筹资和经营等分析 , 提供投资、筹资和经营决策

等。有效地解决农户家庭经营财务管理混乱的问题, 推进农

村财务规范化、制度化、现代化管理进程。

4 .3 加强农户文化知识学习, 从根本上解决农户财务管理

问题 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户, 应该自觉地进行财务管理知识

的相关学习 , 可以购买相关书籍进行简单了解 , 也可以请专

门的财务管理学者到农村作讲座加强自身的财务管理知识 ,

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财务管理水平。农户在家庭经营中有

效利用财务管理, 可以合理引导农户做出相关的生产经营

计划、成本收益计划、投资理财计划及筹资分析计划等, 开展

效益生产经营, 从而实现农户家庭经营财务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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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方面的恶劣气象因素, 避免或减少损失。根据作物种类

和品种特性, 适当调节作物播栽期, 使作物避开不利气候, 获

得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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