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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山区不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比较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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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承包经营模式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模式，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单一的家庭承
包经营模式已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龙头企业带动的“订单农业”经营模式、以专业合作社为组织

的合作生产经营模式、种养大户生产经营模式以及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等新型经营模式逐渐发展起来。目

前，在西南山区，由于特殊的农业生产条件，“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实现了企业与农户的双赢，但
其存在的先天缺陷使其发展速度减缓，乃至衍生出工业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绩效
显著，但成功的不多；大户经营模式受制于规模偏小而发展缓慢，少数成熟的专业种养大户开始向多元化家

庭经营方式转变。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与培育应该创新思路，优先培育和重点发展大户和家

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同时引导其他经生产营模式规范健康发展。为此，应加快培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发展农业科技专业服务组织，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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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农业生产资

料所有制关系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形

式和运行形式。农业经营模式的发展，取决于农业

生产力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经营模式

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几经改革，改革开放后，家庭

承包经营模式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模式

被确立。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单一的家庭承

包经营模式已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

营模式随之萌生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在西南

山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导致农业生产成本，特别

是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农村“空

心化”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萌生于新时期的各

种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其运行绩效如何，存在哪些

问题，新时期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应怎么发

展等问题成为政府部门和农业工作者关心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为此，本文立足对西南山区的实地调

研数据资料，对不同农业经营模式的运行方式、绩

效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西南山区农业生产

经营模式的选择和培育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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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经营模式的研究与发展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基于土地私有制下的家庭

农场经营模式，一直是其主要的农业生产经营模

式，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农场规模、农

场经营效率、合作组织等方面。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１９）提出
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农场经营中最重要也是最

困难的问题。ＪｏｓｅｐｈＧ．Ｋｎａｐｐ（１９３６）提出农民自发
组建的合作社及合作社联盟可以有效地提高农场

的生产效率，并从农场之间的合作程度、合作社的

基本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合作社有利于农业和社

会利益的提高等方面展开论述。为论证农场规模

和农场产出之间关系，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８４）利用
印度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
方法表明农场规模与农场产出之间存在负向关系，

这一实证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Ｊａｎｖｒｙ（１９８１）的
农业生产资本模型，并且清楚指明对于土地稀缺的

国家而言，小规模农业生产确实有较高的生产效

率。对于合作社的研究，Ｃｏｏｋ（１９９５，２００３）、Ｈａｒｒｉｓ
和Ｓｔｅｆ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６）、Ｂｏｅｈｋｊｅ（１９９６）等学者比较了传
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以及它们相对应的传统合作社

与现代合作社的不同特征，分析了新一代合作社的

制度变迁、制度特征及其制度绩效。

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

几经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基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土

地地主所有农民经营的模式传承千年；新中国成立

后，经过土地革命，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农业经营模

式在探索中发展，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所

有个体经营模式→农业合作化时期的集体经营模
式→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营模式→改革开放之
后的家庭承包经营模式的演变。家庭承包经营模

式作为我国农业基本经营模式确定下来，曾一度是

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繁荣的主因。随着

生产力和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发展，以龙头企业带动

的“订单农业”经营模式、以专业合作社为组织的合

作生产经营模式、种养大户生产经营模式以及家庭

农场经营模式等新型经营模式逐渐发展起来，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局限与不足。与

此同时，国内学者围绕农业经营模式相关问题进行

了大量研究，如耿玉春（２００４）对我国农业生产经营
模式的演变及发展的研究，曹晔（２００２）、张晓山
（２００３）、吴学凡（２００６）、张红宇（２００７）等对农业
（农民）组织化的研究，任治君（１９９５）、陈欣欣

（２０００）、杨青贵（２０１１）等对土地规模经营的研究
等。这些研究成果对学科建设和国家政策制定与

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国内对于农业经营模式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经营模式的发展理论与演变过程、土地规

模与经营模式、农民组织化程度与经营方式等方

面，而对于特定区域农业经营模式的研究比较少。

本研究立足微观层面，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与农村环

境下，比较分析当前我国西南山区农业生产领域存

在的不同生产经营模式，以期能丰富有关研究，并

为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的改革与优化提供参考。

三、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运行方

式及绩效

西南山区地理条件特殊，人地矛盾突出，农业

生产比较效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生活条件艰

苦，使其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出地区之一。

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使农村常住人口锐

减，而且使农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留守农村的老弱

病残和妇孺身上。尽管小农户分散化的家庭承包

经营模式仍然是西南山区农业的基本经营模式，但

劳动力缺乏导致农业生产粗放，农村耕地撂荒现象

时有发生。与此同时，通过合作机制创新和土地流

转机制放活，以企业为龙头带动、以合作社引领、以

大户为依托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在西南山区兴起，

给农业生产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由于山区

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等的制约，不同的农业经营模

式不但有不同的运行方式，绩效表现也各不相同。

１．龙头企业带动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以企业为龙头带动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有“公

司＋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
式，这些企业通过与村、社或合作社签订协议，以

村、社或合作社为依托，与农民开展合作，通过“订

单农业”实现农企对接、农超对接。在西南山区，由

于山高谷深，沟壑纵横，耕地呈小块零散分布，农户

居住地亦多分散，“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并没有
真正发展起来，“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模式才是企业带动型模式中的主要经营模式。

该模式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模式条件下，通过契

约把农民与公司连为一体，对于企业而言保障了原

料来源，对于农民而言则降低了市场风险。

基于西南山区特殊的农业生产条件，“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为确保双方利益，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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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级合同三方契约”来完成结盟。首先，企业

与有意向的村（社）委员会或者合作社进行沟通协

商，在双方自愿合作基础上，企业与村（社）委员会

或者合作社签订一级协议，协定村（社）委员会或者

合作社的指定区域内约定面积的耕地上按照企业

要求生产其指定农产品，企业以约定价格收购；然

后，村（社）委会或者合作社再与指定区域的耕地承

包农户签订二级协议，约定农民按照公司要求，在

村（社）委会或者合作社的统一安排下生产公司要

求的农产品，并按照约定价格销售给公司。一些协

议还对收购进行约定，有的是公司在农产品成熟

期，在村（社）委会或者合作社协助下，直接到基地

收购；有的是约定村（社）委会或者合作社以约定价

格收购，再统一交售到公司。

“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实现了企业
与农户的双赢。基于重庆的调研数据显示，在该模

式下，尽管企业以市场价格收购签约农产品，但与

市场采购同量原材料相比可节约 ５％左右的成本；
而对于农户，则可减少市场风险，使农户能稳定农

业生产长期计划，获取签约农产品的稳定收益。

２．“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
近年来，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目的的农村

专业合作社，在政策激励下发展迅速。据统计，截

至２０１２年底，重庆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１６０００
个，农民入社率达到３７．２％。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使
“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在农村盛行一时。但在调
研中笔者发现，在重庆山区，有８０％左右的合作社
只是政策扶持下的产物，并没有真正发挥合作社

的作用，很多合作社甚至只是徒有其名，真正成功

运营的合作社不到 ２０％，主要集中在柑橘、蔬菜、
特色养殖等产业上，但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比较

显著。

以笔者调研的武陵山区某柑橘专业合作社为

例。该合作社社员以柑橘树入股合作社，合作社统

一采购农资，统一指导果树管护，再以当地市场批

发价统一收购柑橘，分级包装后统一销售。合作社

销售获得的利润，留下 ５０％作为合作社运作经费，
其余５０％依据社员交售的产品数量进行分红。考
虑到村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不少果树缺乏管理，

合作社为其提供了管护服务，这类社员，可委托合

作社全权管护果树，只是被代管社员只能获得柑橘

交售收益，不再参与利润二次分红。该合作社运营

三年多来，深得社员拥护，不仅合作社资产增加，规

模壮大，而且农户的收益得到了保障，村社里过去

因外出务工无人管理的果树也重新焕发生机，成为

农户的一个稳定收入来源。同时，合作社还把部分

盈利用于村庄道路、饮用水等基础设施维护与改

善，使村容村貌得到进一步优化。可见，真正成功

运营的“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对于农业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较大的推

动作用。

３．大户经营模式
与前二者相比，大户经营模式近年在西南山区

发展比较缓慢，而且相对于平原地区，规模普遍偏

小，种植业规模多在１００亩以下，特别是蔬菜、油菜、
茶叶等劳动力需求比较大的产业，不少大户的经营

规模仅二三十亩。

为比较大户与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成本效

益，笔者对重庆山区油菜产业生产大户（调研 ２０
户，平均种植面积３０亩）和小农户（调研１００户，种
植面积在０．５～２亩之间）进行了调研，并整理出二
者亩均生产成本和收益如表１所示。由于大户经营
规模小，自身承包地以外的土地又多是村民免租借

入土地，故表中未计入土地成本。

表１　不同生产主体亩均油菜生产成本收益统计表／元

农资成本 劳动力成本 总成本 产值 收益

大户 ９０．７ ４００ ４９０．７ ７４８．２ ２５７．５

小农户 １１８．６ ５００ ６１８．６ ７０１．８ ８３．２

注：表中劳动力成本＝亩均生产劳动力使用量×劳动力
价格。根据调研数据，大户 １亩油菜生产平均用工
约为８个劳动力，小农户一般需要１０个，劳动力价
格以５０元／天、个计。产值＝平均亩产量×５．８元／公
斤（当年油菜籽收购平均价格），大户平均亩产 １２９
公斤，小农户平均亩产１２１公斤。

数据显示，不考虑土地成本，调研大户平均生

产一亩油菜，可获取２５７．５元的收益，而小农户仅能
获得８３．２元，大户亩均收益是小农户的３倍多。就
产值而言大户与小农户差别不大，其二者最大的差

距是在劳动力成本上。油菜产业劳动投入需求大，

但机械化程度低，大户经营因具有一定规模，通过

统一集中管理可使每亩油菜生产比一般小农户节

约两个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大户生产成本，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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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均收益。但如果计入土地成本，则大户经营模式

完全不具备优势。如果依照农民习惯，把家庭劳动

力成本作为收益而非成本，在不计入土地成本的条

件下，种植一亩油菜，大户平均收益为 ６０７．５元，小
农户平均收益为 ５８３．２元，二者的收益差距不大。
由此分析可见，在西南山区，由于农业条件制约，机

械化水平低，大户经营模偏小，农业生产经营大户

难以享受国家大户奖励政策，经营规模效益亦得不

到有效发挥，使大户经营模式效益偏低成为其发展

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经营大户的培

育与发展。

四、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

模式条件下，出现的上述新型经营模式在西南山区

农业生产中表现形式不同，绩效各异，对于西南山

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在

实际运行过程中，亦存在不少问题和风险，进而表

现出新的发展动态。

１．龙头企业带动型经营模式的缺陷和风险
理论与实践证明，龙头企业带动型经营模式的

成功建立在企业与农户双方诚信和信息对称的基

础上。但由于企业与农户双方市场地位悬殊、信息

不对称、约束机制有限等因素，农户在双方合作中

处于弱势地位，从而使该模式具有先天缺陷。这几

年，由于企业违约或中途撤离给农户造成严重损失

的事件时有发生，给该模式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同时，在西南山区，近年随着劳动力

大量流失，农业从业农民年龄偏大，整体素质下滑，

使企业新技术推广难度加大，企业管理成本增加，

企业对农户生产协议农产品的满意度也降低。为

此，西南山区龙头企业带动型经营模式尽管对农业

生产和农民增收具有推动作用，但近年发展呈现缓

慢下降趋势，且双方合作表现出不稳定性。

近年来，西南山区企业渗入农业生产领域表现

出新的形式———工业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即企业

依托政府大规模流转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大部分农

民通过出租土地给企业获取地租收入，还能给企业

打工获取务工收入；少量农民则以土地入股企业，

在获取保底租金的同时，享受企业收益分红。尽管

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推崇工业化农业生产经营，但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该经营模式在生产实践中存在

较高风险：一方面，农户的利益缺乏有效保障，若企

业一旦经营失败或半途而废，农户不仅失去全部收

入，而且会面临土地复原耕种的高昂成本；另一方

面，由于利益目标不同，企业与农户之间在经营过

程中的利益和矛盾冲突不断，给农村和谐稳定增加

了压力。正是基于此，目前我国已从国家层面提出

将“对公司大规模流转土地并返聘农民的模式严格

限制”。

可见，龙头企业带动型经营模式存在的先天缺

陷使其发展速度减缓，乃至出现新的发展形式，但

不可否认其在实践运行中的绩效和作用。创新机

制和加强监管，是确保龙头企业带动型经营模式健

康发展并在西南山区继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２．合作社引领模式存在的问题
前文的成功案例表明，“合作社＋农户”经营模

式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推进农业产业发展方

面绩效显著，但遗憾的是在西南山区真正成功的合

作社数量有限。此外，由于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冲击

与农民流动性的加剧，农民在熟人社会中理性行动

的逻辑以及他们与此相适应的特殊的公正观，已不

再受到诸如传统的组织力量与文化力量的约束，使

合作社的公正、公平性受到挑战。

３．大户经营模式的不足和发展动向
受西南山区农业生产条件约束，大户经营模式

发展缓慢。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少数成熟的专业

种养大户向多元化家庭经营方式转变，为大户经营

模式的发展拓展了空间。与单一产业经营相比，大

户的家庭多元化经营可以通过产业互补实现农业

生产的利益最大化，亦成为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雏

形。目前，重庆一些头脑灵活的经营大户，已经实

现了由专业大户向家庭多元化经营的转变，他们通

过种养结合形成循环农业，或通过轮间作提高土地

利用率，实现家庭小规模多元化经营。这种由专业

大户向家庭多种经营的发展，不仅为大户经营模式

突破发展瓶颈找到了突破口，而且完全契合了国家

倡导的发展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政策导向，亦完全

契合西南山区立体农业的资源条件。

五、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发展思

路及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立足于大户经营模式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家庭农场多元化经营模式，是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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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和资源环境发展起来的，其

不仅适宜山地农业资源条件，而且契合国家政策导

向，与其他经营模式相比，也具有先天优势和后天

发展契机。而龙头企业带动型和专业合作社引领

型生产经营模式，尽管在西南山区实践中存在不少

问题，但仍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此，笔者认为，

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与培育应该创

新思路，优先培育和重点发展大户和家庭农场生产

经营模式，同时引导其他经营模式规范健康发展。

这里，提出加快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培育和

健康发展的建议如下：

一是改变农村人才培训方式，培养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离不开农

村人才队伍的革新，当前仍然主要承担着农业生产

重担的留守老人，必须为有文化懂技术和经营管理

的新生代农民取代。当前针对农民的培训五花八

门，但时间短，绩效不显著。为此，应改变当前对于

农村人才培训政出多门的投入方式，把针对农民的

培训集中化、持续化，由过去着重培训技术性农民

向培训职业农民方向转变，通过全方位的长期培

训，培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领军人才。

二是加大投入，助推西南山区农业产业发展。

尽管近年来国家对农业投入逐年加大，但农业的弱

势地位并没有改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仍然比较

低，特别是西南山区，由于农业生产条件欠佳，农业

发展面临重重危机。为此，应加大投入，改善西南

山区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支持农业科技研发，特

别是适宜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的小型农业机械、土壤

改良、节水灌溉等方面的农业科研及成果推广；设

立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培育和奖励资金，扶持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改革补贴政策，针对

西南山区集约化生产规模偏小的实际情况，降低大

户奖励的经营规模标准，同时，提高西南山区农业

生产补贴标准。

三是优化资源配置，扶持发展农业科技专业服

务组织。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各种专业合作

社（服务队），优化农村劳动力、农业机械等资源配

置。扶持发展专业化科技组织，如农机专业合作

社、病虫害防治合作社、灌溉队、收割队等，解决农

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降低农业生

产成本，实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经营和服务，减少

农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新型农业

生产经营模式的加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四是创新科技服务，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的

科技需要是全方位的，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产

前规划指导、产中技术服务和产后加工销售等。传

统的以农业产中技术服务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已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下的科技需

求。为此，应引入全程农业技术创新服务理念，有

效整合农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政府农技推广部

门等多元化农业科技服务主体，建立新型农业技术

服务体系，通过多学科优势结合和不同服务主体的

优势互补，使农业技术服务覆盖农业产业链全程，

甚至向关联产业延伸，为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提供全

方位多元化的科技服务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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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丽桂：西南山区不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比较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