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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
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
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自"$.!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
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

本文收集了".个省级和!.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
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
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 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
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
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 *"+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
的发挥# 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
求# *!+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 除了在
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 *;+

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 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
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
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 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
省+值得借鉴#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
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
要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
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
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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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年.$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家庭农场概念#但未有配套政策措施出台#因此未引起

各地广泛关注'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新型经营主体
流转#这一年可以看作是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元年' 此后#中央和相关部委密集出台了多个支持家
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年"月#原农业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农
经发."$.;/.号#以下简称(指导性意见)"#首次对家庭农场进行了界定&*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利用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转土地#

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保留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内核#坚持了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适
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农业生产特点#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升级版#已成为引
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该文件还首次提出要创建示范家庭农场&*各地要积极开
展示范家庭农场创建活动#建立和发布示范家庭农场名录#引导和促进家庭农场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但
没有对示范家庭农场进行明确界定#也没有具体阐述其创建方式'

"$.2年=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家庭农
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要*以开展家庭农场示范创
建为抓手+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并对*加强示范家庭农场创建+提出指导意见&各地要按照*自愿申
报%择优推荐%逐级审核%动态管理+的原则#健全工作机制#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引导其在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应用先进技术%实施标准化生产%纵向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以及带动小农户发展等方面发
挥示范作用'

"$"$年!月#农业农村部发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0"$""年")#

提出&*到"$""年#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家庭农场数量稳步增加#各级
示范家庭农场达到.$万家#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得到巩固提升'+实际上#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统
计数据#截至"$"$年底#中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填报数量超过!$$万家#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就
达到..):万家' 示范家庭农场应具有先进性%引导性和示范性#要有比一般家庭农场更高的发展质量
水平' 但是#如果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本身不够科学和合理#评选出来的示范家庭农场就可能起不
到示范和引领的作用#甚至评出来的所谓示范家庭农场根本就不是家庭农场'

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关于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文件#但有一个认定家庭农场的文件' 原农业
部办公厅在"$.!年!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家庭农场调查工作的通知)!农办经."$.!/3号#以下简称(通
知)"提出了家庭农场应符合的:个条件&!."家庭农场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 !""以家庭成员为主要
劳动力#即&无常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 !!"以农业收入为主#即&农业净收
入占家庭农场总收益的=$f以上' !;"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即&从事粮食作物的#租期或
承包期在%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亩!一年两熟制地区"或.$$亩!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从事
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应达到当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 !%"家庭农场经营者
应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 !3"家庭农场经营活动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收支记录' !:"对其他农户开展农业
生产有示范带动作用' 各地根据这:条标准制定了当地的家庭农场认定标准'

一些学者根据原农业部的:条标准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文件#对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探讨!穆
向丽等#"$.!$黄小强#"$.%$陈风波等#"$.%$张帅梁#"$.%$刘连成等#"$.:"

,.<%-

#并就农村户籍是否应
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家庭的界定%农场主是否应有年龄及文化程度限制%*农业收入为主+是否需要比例
限制%*家庭劳动力为主+是否需要雇工限制%家庭农场是否应有示范带头作用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 但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普通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而关于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问题还没有文献进
行过专门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和比较收集到的".个省级和!.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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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为修订和完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提出建议'

二&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分析样本
自"$.!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年(指导性意见)发布之后#我国各地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地发

展起来#各地也相继开展示范家庭农场的评定活动#并出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以明确示范家庭农场
的认定标准和具体评定要求' 本文根据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收集到".个省级和!.个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认定文件进行梳理分析!见表.%表""' 从本文文件样本的地区分布看#包括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大部
分省份的省级文件#西部地区只有;个省!区"的省级文件#市级文件也是东部最多!.=个"#中部次之!2

个"#西部最少!;个"' 东部地区经济和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中部地区是粮食主产区#而西部地区经济发
展和农业生产相对落后' 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较快#土地流转较普遍#家庭农场发
展较快#而西部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相对较慢' 可见#本文所选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样本具有一定代
表性#能够反映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评定的实际情况'

表.#本文收集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
地区 文件名 出台时间

东部

江苏 (江苏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试行办法) "$"$年
福建 (福建省示范家庭农场创建管理办法) "$.=年
山东 (山东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年
浙江 (浙江省示范性家庭农场创建办法!试行") "$.=年
海南 (海南省开展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活动的办法) "$.!年
广东 (广东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的办法) "$.2年
上海 (上海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办法) "$.=年
天津 (天津市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工作方案) "$.2年
河北 (河北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管理及监测办法!试行") "$.2年

中部

河南 (河南省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年
湖南 (湖南省关于做好"$.2年度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项目申报工作的办法) "$.2年
安徽 (安徽省示范家庭农场认定办法!试行") "$.!年
江西 (江西省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及监测管理办法) "$.%年
山西 (山西省关于开展"$"$年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工作的办法) "$"$年
湖北 (湖北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管理办法) "$"$年

东北黑龙江(黑龙江省级农户家庭农场示范场评定管理办法) "$.=年
辽宁 (辽宁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选办法) "$"$年

西部
内蒙古(关于开展内蒙古自治区级示范家庭农牧场评定工作的办法) "$.3年
甘肃 (甘肃省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 "$.;年
陕西 (陕西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管理办法) "$"$年
四川 (四川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评定暂行办法) "$.%年

表"#本文收集的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
城市 文件名 出台时间

东部

宿迁市(宿迁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年
盐城市(盐城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审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年
南京市(南京市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年
泰州市(泰州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及监测办法) "$"$年
扬州市(扬州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年
龙岩市(龙岩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办法)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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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文件名 出台时间

东部

漳州市(关于评选"$"$年漳州市市级家庭农场示范场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的办法) "$"$年
菏泽市(菏泽市家庭农场市级示范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2年
泰安市(泰安市家庭农场市级示范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年
滨州市(滨州市家庭农场示范场认定管理办法) "$.:年
温州市(温州市示范性家庭农场评定和监测管理办法!试行") "$.=年
宁波市(宁波市示范性家庭农场财政引导资金申报指南!试行") "$.!年
杭州市(杭州市示范性家庭农场评定及监测办法) "$.2年
丽水市(丽水市新型示范性家庭农场!青创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年
江门市(江门市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 "$.2年
中山市(中山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 "$.3年
湛江市(湛江市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年
韶关市(韶关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 "$"$年

中部

郑州市(郑州市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年
周口市(周口市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年
长沙市(长沙市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 "$"$年
阜阳市(阜阳市关于开展"$"$年度市级示范农民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评选工作的办法) "$"$年
合肥市(合肥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 "$.%年
淮南市(淮南市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标准!暂行") "$"$年
武汉市(武汉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认定和监测管理办法) "$.;年
宜昌市(宜昌市示范家庭农场创建标准) "$.;年
南昌市(南昌市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年

西部
榆林市(榆林市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及监测办法) "$.:年
眉山市(眉山市家庭农场市级示范场评定暂行办法) "$"$年
德阳市(德阳市家庭农场市级示范场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 "$.%年
成都市(成都市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管理办法) "$.2年

三&示范家庭农场的定义性规定
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因此首先需要确定怎样的农业经营

单位属于家庭农场#才能在其中评选出示范家庭农场' 本文收集的".个省级和!.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认定文件都对家庭农场进行了定义#且对家庭农场定义的描述大致相同#并与(指导性意见)对家庭农场
的界定基本一致' 家庭农场本质上具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家庭+#只有以家庭劳动力为主才能保证
家庭农场的*家庭+性质$二是*农业+#只有以农业收入为主#才能体现*农业+性质$三是*规模+#只有进
行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才能成为*农场+$三者缺一不可' 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家庭农场质的规
定性都是正确的#都符合家庭农场的本质特征'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个方面的规定&

一是经营单位的规定' 几乎所有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都规定示范家庭农场必须以家庭为生产单
位或经营单元' 这个规定明确了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单位性质!家庭"#也与国家的政策一致' 中央文
件多次强调我国农业生产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当然#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各
国农业发展的普遍现象#包括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上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 这是
由农业生产的性质决定的&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季节性%自然性%多变性%空间开放性%时间继起性等特
征#使得工厂化%流水线式作业难以在农业生产中实现#并给农业生产的劳动监督带来困难#雇工监督成
本很高$而家庭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并有血缘和姻缘等非利益关系连接#家庭成员的农业劳动无需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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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符合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 之所以强调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由于我国
在改革开放之前实施过集体化农业生产#要防止以规模经营为名回到农业集体化生产或工商资本大量
进入农业进行公司化生产'

二是劳动力的规定' 所有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都规定示范家庭农场要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
力' 这个规定进一步强调了家庭农场的*家庭+属性#因而可把家庭农场看作是普通农户的*升级版+'

但是#家庭农场与一般农户还是有区别的#即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是可以雇
用部分劳动力的#而一般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全部是家庭成员' 此外#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
规定使家庭农场区别于农业企业#如果雇用的劳动力数量远远超出了家庭成员人数#则是具有公司性质
的农场#就不符合家庭农场的*家庭+这一本质属性' 关于家庭劳动力数量和雇工数量的具体规定在后
文再讨论'

三是收入来源的规定' 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都规定#示范家庭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应为农
业收入为主#这体现了家庭农场的*农业+属性' *家庭农场+这个名称决定了其必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或者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如果以家庭农场名义注册#挂着家庭农场牌子#实际上是从事非农活动或者
主要是从事非农活动#那么就不是真正的家庭农场#而是个体工商业者' 当然#现在鼓励农业生产走多
元化经营%一二三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但这是从整个农业产业链%价值链角度来说的#不是要家庭农
场都去从事一体化经营' 家庭农场还是要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以农业收入为主#但可以与农民合作
社%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其他经营主体合作#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利润'

四是生产方式的规定' 几乎所有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都规定示范家庭农场应实施规模化%集约
化%商品化的生产经营#这是从农业生产方式角度强调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特征#体现了家庭农场与普通
农户的本质性差异' 普通农户的经营规模较小#而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要比普通农户大得多#使得家庭
农场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率和效益#并通过规模经营实现专业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生产' 经营规模使传
统小农户农业生产的产品可能大部分用于自我消费#而不是为市场生产$此外#经营规模小还可能使小
农户的家庭收入并不以农业收入为生#进而导致其采取粗放型经营方式!

' 由此可知#规模化是家庭农
场最重要的本质属性之一#而集约化%专业化%商品化等是规模化的伴生结果' 需要强调的#不能孤立地
看待规模经营这个家庭农场的重要属性#而应与*家庭+的规定性结合在一起' 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

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限定了家庭农场的规模程度' 在我国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家庭农场所从事的
规模经营是有限度的#不能像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程度很高的美国那样经营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

同时#中国的农地资源有限#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条件下#也只能走适度规模经营的道路#而不能采取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

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条件与要求
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条件可以分为资格性条件和引导性条件#在认定文件中通常使用*要求+词语'

资格性条件是指家庭农场必须具有的一般条件或基本条件#引导性条件是指能反映家庭农场示范性%先
进性特征的条件' 本文首先分析资格性条件!包括注册和经营年限%土地流转年限%经营规模等"#然后
从农场主素质%自有劳动力和雇工要求%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要求%产品品牌化要求%生产管理要求等%

个方面分析引导性条件!参见表!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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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能与传统观点有矛盾' 传统观点认为#耕地面积小的农户会精耕细作#实施集约化经营' 但是#我国现实
情况与此相反&普通农户一般只有几亩承包地#依靠土地精耕细作也难以养活一家人#因此#土地越少的农户外出打工的人
数越多' 而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大多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他们种田主要是为了供自己消费#经营目的不是为了增加
收入#而是为了占有承包地!占有的成本较低#不交任何费税使保留承包地的直接成本为零#土地流转租金不高则导致保留
承包地的机会成本较低"#因而大多采取粗放型的经营方式'



表!#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规定的部分条件和要求

省区市 经营规模
!粮油种植业"

农场主年龄
与文化程度 自有与雇用劳动力 新技术

采用
*三品
一标+

财务
管理

河南省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务农成员不少于"人 未提及未提及 有
湖南省 !$Q.$$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有 有 有
安徽省 "$$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江西省 "$$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有 未提及 有
山西省 不低于"$$亩 初中以上 未具体规定 有 未提及 有

湖北省 按县级农业部门规定未提及 常年雇工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家庭务农人员数量 有 有 有

江苏省 不高于3$$亩 不超过3$周岁$

高中及以上学历常年雇工数不超过!人 有 有 有

福建省 %$亩以上 未提及 常年雇工人数不超过家庭务农
人员数量 有 未提及未提及

山东省 .$$Q%$$亩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浙江省 下限为县级农业部门
认可的规模经营标准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未提及 有

海南省 .$$亩以上 未提及 无常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
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 未提及未提及 有

广东省 .$$Q!$$亩 未提及 常年雇工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家庭务农人员数量 未提及 有 有

上海市 .$$Q!$$亩 %=周岁及以下 不常年雇用劳动力 有 有 有
天津市 %$Q%$$亩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有 未提及 有
河北省 "$$Q!$$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有 有 有

黑龙江省 "$$亩以上 未提及 常年雇工人数不超过家庭务农
人员数量 未提及 有 有

辽宁省 .%$Q%$$亩 未提及 家庭务农成员"名以上 未提及未提及未提及

内蒙古自治区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
地面积的.$至.%倍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有

甘肃省 "$$亩以上 .=周岁以上
家庭务农成员不少于"人#常
年雇工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家
庭务农人员数量

未提及 有 有

陕西省 "$$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未提及 有
四川省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固定务农人员不少于"人未提及 有 有

表;#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规定的部分条件和要求

城市 经营规模
!粮油种植业"

农场主年龄与
文化程度 自有与雇用劳动力 新技术

采用
*三品
一标+

财务
管理

郑州市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务农成员不少于"人 未提及未提及 有
周口市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务农成员不少于"人 未提及未提及 有
长沙市 %$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有 有 有
阜阳市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务农人数不少于"人 未提及未提及未提及
合肥市 !$$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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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经营规模
!粮油种植业"

农场主年龄与
文化程度 自有与雇用劳动力 新技术

采用
*三品
一标+

财务
管理

淮南市 .$$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南昌市 %$Q"$$亩 男性%%岁以下%女性
%$岁以下 家庭务农人数不少于"人 有 未提及 有

武汉市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务农成员不少于"人 未提及 有 有
宜昌市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务农成员不少于"人 有 有 有

宿迁市 3$$亩以下 不超过3$周岁$相当
于高中及以上学历 常年雇工数不超过!人 有 有 有

盐城市 不低于!$$亩 男不超过3$ 周岁%女
不超过%%周岁 未具体规定 有 有 有

南京市 .$$Q!$$亩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有 有 有

泰州市 不低于"$$亩 年龄一般不超过3%周
岁$初中及以上学历 未具体规定 有 未提及 有

扬州市 3$$亩以下 年龄一般不超过3%周
岁$初中及以上学历 常年雇工数不超过家庭成员数 有 有 有

龙岩市 %$亩以上 未提及 常年雇工人数不超过家庭务农
人员数量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漳州市 %$Q!$$亩 未提及 常年雇工人数不超过家庭务农
人员数量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菏泽市 .$$Q%$$亩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泰安市 .$$Q%$$亩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滨州市 %$亩以上 未提及 无常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
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 未提及未提及 有

温州市
下限是当地县级农业
部门认可的规模经营
标准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有

宁波市 "$$亩以上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 未具体规定 有 有 有

杭州市 高于当地同行业平均
水平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未提及未提及

丽水市 %$Q%$$亩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未提及

江门市 .$$Q!$$亩 未提及 常年雇工人数一般不得超过家
庭务农人员数量的%倍 未提及未提及 有

中山市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务农成员不少于"人#常
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
员数量

有 未提及 有

湛江市 .$$亩以上 .=周岁或以上 少量雇工#且不超过家庭务农
人员数量 未提及未提及未提及

韶关市 .$$Q!$$亩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未提及 有
榆林市 .$$Q"$$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未提及 有
眉山市 .$$亩以上 未提及 家庭固定务农人员不少于"人未提及未提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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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经营规模
!粮油种植业"

农场主年龄与
文化程度 自有与雇用劳动力 新技术

采用
*三品
一标+

财务
管理

德阳市 !$Q%$$亩 未提及 家庭固定务农人员不少于"人未提及 有 有
成都市 .$$亩以上 未提及 未具体规定 未提及 有 有

.6资格性条件
!."注册和经营年限要求' 在".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明确提出注册和登记要求的有

.%个!:.f"#其中要求注册登记时间不小于.年或"年的有;个!".f"$在!.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
定文件中#提出注册和登记要求的有".个!3:f"#其中要求注册登记时间不小于.年的有2个!"2f"'

在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要求专业生产.年或以上的有.$个!;=f"#其中有%个要求专业生产
!年以上$在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要求专业生产.年或以上的有2个!"2f"' 家庭农场注册
是指在工商管理部门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这对于一个正规经营者来说是必要条件' 但
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在初创时期#有很多家庭农场甚至没有到工商管理部门注册' 大约有三分之
一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没有规定示范家庭农场必须注册#可能是考虑到当地家庭农场发展的现实
情况' 家庭农场的经营年限可以反映其成熟程度%经营经验和稳定性状况' 一般情况下#家庭农场的经
营年限越长则发展越成熟%经验越丰富%稳定性越高' 多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没有把一定的经营年
限作为示范家庭农场的必要条件#少数文件规定了经营年限#但基本上只有.年!最长也只有!年"' 这
表明#目前各地在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实践中对经营年限不太重视#可能是考虑我国家庭农场从"$.!年
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创建和经营的客观实际'

!""土地流转年限要求' 在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规定示范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年限不少于
!年的有"个!.$f"#规定土地流转年限不少于%年的有.:个!=.f"#只有一个没有规定土地流转年限
要求' 在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规定示范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年限不少于!年的有.个!!f"#

规定土地流转年限不少于%年的有""个!:$f"#没有规定土地流转年限有=个!"3f"' 由于我国家庭
农场经营的农地大多数是从土地承包农户手中流转过来的#土地流转年限成为衡量家庭农场发展稳定
性的一个核心指标' 长期以来#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受到国家法律保障#承包户有权决定其承包地
是否流转%流转年限和流转租金'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家庭农场需要依靠土地流转合同来维持土地经营
权的稳定性' 如果土地流转年限短#家庭农场就面临农户不续租或涨租金的风险#甚至导致家庭农场解
体' 同时#在土地流转年限短的情况下#续签合同的不确定性可能使家庭农场不愿意进行长期投入和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土地流转年限对于家庭农场来说非常重要' 一般说来#土地流转年限越长#家
庭农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越高' 大多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示范家庭农场有明确的土地流转年限
要求#且大多要求%年以上' 考虑到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轮承包期临近#%年时间不算短$但有的文
件只要求!年以上#这就比较短了' 此外#有四分之一的市级文件没有规定土地流转年限#表明还有不
少地方不太重视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年限问题'

!!"经营规模要求' 绝大多数省级和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均规定了示范家庭农场经营规模
的具体范围!其实#未给出具体范围的也要求参照县级部门确定的标准#而不是没有规模要求"' 由于各
地的资源禀赋及农业发展水平不同#规模经营的标准具有很大的地区差异性#因而各地的示范家庭农场
认定文件分别根据不同经营类型的家庭农场给出了不同的标准' 以粮油种植为例&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认定文件中有.=个规定了粮油种植面积范围#下限从!$亩到!$$亩不等#差别很大#其中规定"$$亩以
上的有=个!;;f"#只规定了下限的有."个!3:f"#只规定了上限的有.个!3f"#同时规定了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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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个!"=f"$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有"2个规定了粮油种植面积#下限从!$亩到!$$亩不
等#其中规定.$$亩以上的有.2个!33f"#只规定了下限的有.=个!3"f"#只规定了上限的有"个
!:f"#同时规定了上下限的有2个!!.f"' 经营规模是认定示范家庭农场的关键指标之一' 示范家庭
农场认定文件均根据农场的经营类型对示范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作出了具体规定#表明各地在示范家
庭农场评定实践中对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非常重视' 但大多数文件仅规定了经营规模下限#并未规定
上限#这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不规定上限#就有可能把那些超大规模的农场评为示范家庭农场#与国家
强调的*适度规模经营+原则不符' 此外#在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条件下#若农场的农地规模大大超过家庭成
员所能经营的范围!

#就需要雇用大量劳动力#进而变成公司性农场#这将偏离家庭农场的*家庭+属性'

"6农场主素质要求
农场主素质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农业技能培训%务农年限等#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农场

主素质的要求差异较大'

!."年龄要求' 对农场主年龄提出要求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只有!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认定文件只有3个' 可见#各地在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实践中对农场主的年龄不够重视' 应该说#农场主
年龄对于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是有影响的' 年龄太大的农场主基本上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老农#虽然经验
丰富#但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对风险的承受力都比较弱#其经营家庭农场的绩效可能不如年龄较轻的农
场主' 当然#年龄太轻%毫无务农经验的人经营家庭农场也不会很有效率' 因此#中壮年农场主经营家
庭农场的效率往往较高' 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之所以对年龄没有做要求或者要求比较宽松#可
能是因为考虑到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中青年农场主创办家庭农场的较少' 但是#示范家庭
农场需要具有示范性%引导性%先进性#在其认定中不能只考虑大多数农场的情况#而应着眼于引领性'

!""受教育程度要求' 本文收集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对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有要求的也很少'

省级文件只有"个#市级文件只有%个#而且大多数要求的受教育程度是初中' 可见#各地在示范家庭
农场评定实践中不重视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 然而#事实上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对农场的发展是至关重
要的'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场主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较快#新技术采用能力较强#对市场变化的敏感
性较强#其经营的家庭农场也有较好的绩效' 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农场主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家庭农场的
经营效率具有正相关性!张德元等#"$.3$王新志#"$.="

,.!<.;-

' 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不把农场主受教
育程度作为一个条件#可能是考虑到家庭农场发展刚刚起步的现实情况' 但是#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
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

!!"农业技能培训要求' 要求农场主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或持有专业证书的省级和市级示范家庭
农场认定文件分别有.$个!;=f"和.;个!;%f"#有一半以上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没有把农场主
接受农业技能培训作为示范家庭农场的一个基本条件' 实际上#作为示范家庭农场#农场主接受较好的
农业技能培训是基本要求'

!;"务农年限要求' 规定农场主须有务农经验的省级和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分别有2个
!;"f"和:个!"!f"#表明各地在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实践中对农场主务农经验的要求还没有形成共识'

其实#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经验#务农时间越长经验就越丰富' 各地对农场主的务农经验不太强
调#可能是由于家庭农场发展时间不长#创办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很大一部分原先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如
果规定务农经验条件#可能会把那些新近创办的家庭农场排除在示范家庭农场评选之外' 当然#示范家
庭农场的认定不宜过分强调农场主的务农经验#务农经验越丰富意味着年龄越大#而年龄偏大的农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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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对我国家庭农场适度经营面积进行了测度#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家庭农场适度经营的土地面积在
.$$Q!$$亩之间,3<."-

'



可能在文化程度%新技术知识掌握%农场管理能力%信息获取能力等方面上不如年龄较轻的农场主'

!6自有劳动力与雇工要求
家庭农场的劳动力包括自有劳动力和雇用劳动力两个部分#有些省市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

示范家庭农场的自有劳动力!即在农场务农的家庭成员"与雇用劳动力提出了要求'

!."自有劳动力要求' 在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大多数只是提到以自有劳动力为主#只有
;个有量的要求$在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对自有劳动力有数量要求的有2个$其数量要求都是
规定至少要有两个家庭成员' 这表明各地对家庭农场的自有劳动力参与数量规定不是很重视' 这是一
个非常重大的缺陷' 虽然有以自有劳动力为主的规定#但没有数量上的硬性规定就可能把只有一个家
庭成员参与农业生产的农业家庭经营主体评为示范家庭农场' 一般说来#两个以上家庭成员及参与农
场经营才能真正体现家庭农场的本质特征' 如果只有一个家庭成员参与农业经营活动#其他成员都从
事非农劳动#这样的经营主体严格说来不是家庭农场#而是专业大户或者公司性农场' 当然#学术界特
别是法学界对*家庭+如何界定还存在争议#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雇用劳动力要求' 在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提出雇用劳动力要求的有2个!;")=f"$

在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提出雇用劳动力要求的有=个!"%)=f"$其要求大多是雇用劳动力数
量不超过自有劳动力数量#这个规定是比较恰当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雇用劳动力主要是指长
期雇工#不包括短期劳动力雇用#因为家庭农场经营面积较大#几乎所有家庭农场在农忙时都会聘请临
时劳动力'

虽然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都提出了以自有劳动力为主的质的规定性#但在省级和市级示范
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分别有.$个和.;个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没有量的要求' 不重视劳动力量的
规定#评选出来的示范家庭农场可能实际上并不是家庭农场#进而可能带偏家庭农场发展的方向' 不
过#规定雇用劳动力数量不超过自有劳动力数量比仅规定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的人数更为可取' 虽
然自有劳动力达到了"人以上的要求#但若同时雇用多个甚至几十个长期劳动力#这样的农场违背了家
庭农场的本质属性#是公司性农场或者专业大户#也就不能认定为示范家庭农场' 同时对示范家庭农场
的自有劳动力和雇用劳动力进行规定是更为规范的做法#但本文的样本文件中只有一个省级文件和一
个市级文件同时对自有劳动力和雇用劳动力提出了要求'

;6新技术采用与机械化要求
新技术采用情况和机械化水平是衡量家庭农场先进性和示范性的关键指标#有些省市的示范家庭

农场认定文件对示范家庭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提出了要求'

!."新技术采用要求' 在省级和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把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器具等作
为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分别有2个!;")=f"和.$个!!"f"#这表明大多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
未把新技术采用作为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标准' 示范家庭农场应该是采用新技术的领先者%带头人#

(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示范家庭农场应该在先进技术采用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但大多数地方却没有对
此提出要求#这一点有些令人诧异' 其原因可能是家庭农场在初创时期对新技术的采用不多#但这不应
该成为理由#不能把示范家庭农场混同于普通家庭农场#示范家庭农场理应是新技术采用的带头人#新
技术采用应该作为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必备条件'

!""机械化水平要求' 在省级和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规定了机械化水平要求的分别有."

个!%:f"和.2个!3.f"' 可见#在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实践中#对机械化的重视程度比新技术采用
高#但还是有;$f的文件没有把机械化作为认定示范家庭农场的标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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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品品牌化要求
家庭农场的产品品牌化包括商标注册和*三品一标+认证#*三品一标+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大部分地方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产品品牌化提出了要求'

!."注册商标要求' 在省级和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规定示范家庭农场应有自主注册商标
!或有注册商标的优先推荐"的分别有.!个!3"f"和.=个!%:f"#这表明在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实践中#

注册商标这一条件受到一定重视' 不过仍有一些地方没有把注册商标作为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可能是因为当地有注册商标的家庭农场不多#但作为示范家庭农场#应该具备这一条件'

!""*三品一标+认证要求' 在省级和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要求!或优先推荐"示范家庭
农场生产的农产品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的分别有."个!%:f"和.=个!%=f"#这表明示范家庭农场在
生态绿色环保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受到一定重视#但还有;$f以上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未提及*三
品一标+的条件#*三品一标+是否作为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还未形成共识'

36生产管理要求
农场生产管理包括农场管理设施与管理制度等#这方面的要求在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基

本上都提到了#主要是从经营管理场所%办公设备%生产标准%财务管理制度%销售渠道这几个方面对示
范家庭农场的生产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可见#各地对示范家庭农场应该规范生产管理基本上达成了
共识' 但需要注意的是#仍有一些地方没有把财务管理作为认定示范家庭农场的标准#有;个省级和.$

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示范家庭农场没有财务管理方面的要求'

五&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从上述对".个省级和!.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的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各地的示范家庭农

场认定标准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是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 在样本文件中#提出的具体
条件和要求与前面给出的家庭农场定义存在明显的脱节' 按照前面的定义#家庭农场应以农业收入为
主#但大多数地方在具体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条件中都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这个规定性!只有南
京市规定了农业收入要占=$f以上"#这就使得家庭农场以农业收入为主这一定义性规定虚化了#评选
出来的示范家庭农场就有可能不是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甚至把那些打着家庭农场招牌而实际上从事
非农业生产活动!如休闲旅游等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评为示范家庭农场' 同时#大多数地方也没有对家
庭成员人数和雇工人数提出量的要求#没有量的要求#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这个质的规定性也被虚
化了#甚至可能把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评为示范家庭农场' 再从规模化经营来看#虽然大多数地方都
对示范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有要求#但多数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 没有上限要求就有可能把经
营上千亩甚至几千亩的农场!实际上是专业大户%经营大户或者公司性农场"评为示范家庭农场!

#这就
违背了中央提出的家庭农场应*适度规模经营+的基本原则'

二是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 从样本文件来看#无论是省
级还是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都较低#甚至有些必要条件都未提及' 例如&大多数文件对农场主
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这些特别重要的指标都没有提出要求#或者要求很宽松!如年龄在3%岁以下%

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只有三分之一的文件对示范家庭农场提出了新技术采用要求$等等' 这实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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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农场虽然注册为家庭农场#但实际上是农业公司或者专业大户!经营面积最大可达到3 $$$

亩"#以雇工生产为主'



把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等同于普通家庭农场#甚至达不到(通知)提出的家庭农场应符合的:个条
件#不利于实现(指导意见)所提出的*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以点带面#以示范促发展#总结推广不同类型
家庭农场的示范典型#提升家庭农场发展质量+的要求'

三是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 从本
文的文件样本来看#无论是在内涵界定上#还是在具体要求上#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示范
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差异都不大' 定义性表述高度类似主要是因为以(指导性意见)的定义为参照#保
持家庭农场本质内涵的统一性#这一点比较好理解' 但是在具体条件和要求上#按照常理#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应高于市级#评选出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在先进性和示范性等方面也应优于市级示
范家庭农场' 对示范家庭农场进行分级评定#有利于针对不同发展层次的家庭农场实施差异化的政策
扶持和宏观管理#进而促进不同发展水平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然而#在省%市两级示范家庭农
场认定文件中#除了在经营面积方面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之外#其他认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
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 当然#实际评选出来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发展水平及先进性是否高于市级示
范家庭农场#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分析' 单从认定标准上看#省级与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区别不大#按
此评选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与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先进性可能也不会有太大差别' 如果真是如此#把
示范家庭农场分为省级和市级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四是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 在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
成为时代要求#农业生产方式也必须向环境友好型转变' 作为新时代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家庭农
场的绿色发展对农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家庭农场的经营主体是农户#受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
式的影响较大#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绿色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引导和扶持' 因此#示范家庭农场
应该在绿色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和示范性' 然而#目前大多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在绿色环
保方面对示范家庭农场的要求很少#这不符合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 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
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相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要求#这是远远不够的'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针对目前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脱节#应该尽快加以改进和完
善&要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
求$对经营规模除了下限要求之外#也应该有上限要求' 有了这些量的要求#就可以避免把不是家庭农
场的经营主体评为示范家庭农场' 同时#认定标准本身就具有引导作用#可以引导各地家庭农场规范化
发展'

第二#针对目前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过低的问题#建议各地在修订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或标准
时#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 例如#把农场主的年龄规定为%%岁以下#把农场主的文化
程度规定为中专和高中及以上#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作为必备条件' 在这方面#有些地
方的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规定得比较具体#值得借鉴' 例如#江苏省"$"$年发布的(江苏省省级示范
家庭农场评定与监测办法)规定&农场主在学历上应*具有相当于高中及以上学历或相应的农业生产技
能+#示范家庭农场在先进技术应用和装备上需要*运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配备生产经营活动所需
的物质技术装备' 粮食种植类家庭农场基本实现生产全程机械化#养殖类家庭农场基本配备与其生产
能力相匹配的标准化生产设备'+

第三#针对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的问题#同时鉴于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不高#

建议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明显拉开档次' 当然#目前
有些地方通过评定程序也一定程度拉开了省级与市级示范家庭农场的档次' 例如#(江苏省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评定及监测办法)规定&示范家庭农场的评定采取*三级联创#逐级评定+的方法#即*采取限额推
荐%逐级审核%择优评定%年度监测%动态管理的办法#每年从市级示范家庭农场中择优评定一批省级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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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庭农场+' 不过#本文认为在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中明确提高认定标准是最好的方法'

第四#针对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的问题#建议在修订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和标准时增加
对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 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重视绿色生态指标#值得各地借鉴' 例如#(江苏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及监
测办法)要求示范家庭农场&在质量安全上#*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控减化学农药用
量#保障生产安全%产品安全和生态安全' 近五年无较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在绿色生态上#*采用
绿色防控%精准施肥施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实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粮食种植类家庭农
场的秸秆综合利用率.$$f' 畜禽养殖类家庭农场有满足防疫需要的设施和设备#养殖场所达到标准化
要求#实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养殖污染治理达标' 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采用循环农业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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