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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探讨

王　力，叶海韵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对于衔接路径的探索成为学者们探

讨的热点。分析小农户生存环境的特点，提出突出小农户优势、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小农户自身水平、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四条路径，并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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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由于早期经济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导致劳

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大量流出。

因此，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生产依旧以家庭单位为

主，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小农户还会占大多

数。针对这一国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这体现了国家对小农户的重视，掀开了

新时代小农户发展的新篇章。

一、文献综述

小农户是认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钥匙，

是研究农业问题的基础［１］。本文研究的小农户指

因人多地少等自然禀赋而产生的以家庭为单位、集

生和消费于一体的农业微观主体，即实施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来产生的２亿多承包农户，既包括自

给型小农户，也包括商品型小农户。小农户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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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小农

户的发展应该走规模化的道路［２３］，也有学者认为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要突出小农户的优势［４］。小农

户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５］。而如何才能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展的衔接？张红宇认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展的有机衔接，需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

在发展理念、制度和政策上重视小农户、指导小农

户［６］。孔祥智提出，应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充分利用农业合作化组织，为小农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７］。刘勇等提出，创新农业经营的主体，激发小

农户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８］。黄

宗智认为，适度规模、小而精的家庭农场是现代农

业的发展之路［９］。万宝瑞提出，互联网＋现代农业

能够改善小农户存在的“分有余，统不足”问题［１０］。

蒋长云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促进小规

模兼业农户的发展，促进农业新型主体的形成［１１］。

综合来看，学者们十分重视新型农业主体和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对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

研究尚处于探索期，对衔接路径的研究较少，且缺

乏系统性。基于此，本文从小农户的现状出发，结

合其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探讨新时代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并提出可行性的政策

建议。

二、小农户生存环境分析

（一）小农户的优势

一是农业生产投入小，经营灵活，可调整性强。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小农户大多从事种植业和少量

的副业，投入的资金较少，在农产品市场价格发生

变动时，可以快速有效地调整种植和经营的品种以

适应市场需求。二是农业生产时令性强，小农户空

闲时间较多。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时令性，小农户

一般经营品种单一，因而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如图

１所示，小农户中每年从事农业生产时间不超过１０

个月的占比为６８％。拥有大量空闲时间为小农户

开展多样化经营提供了可能。在非农忙季节小农

户大多会兼营家庭手工业或外出务工，以补贴农业

生产的不足，增加家庭收入。三是农业生产规模

小，小农户适应性强。我国地形地貌十分复杂，平

整的土地较少。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往

往也只能采取小农户的经营方式。如图２所示，我

国平原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只占４０％，更多的劳动

力分布在山区和丘陵地区。小农户可以根据不同

的地理条件，从事合理的种植及经营活动。

图１　小农户每年从事农业生产时间情况

注：数据来自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

图２　不同地理条件农业劳动力分布情况

（二）小农户的劣势

一是农业收益低，小农户生产积极性不足。与

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生产的收益较低，在农产

品价格下降时，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农产品市场价

格低于生产成本的情况。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以后，由于国际粮食市场的冲击和国内粮

食收购政策的调整，粮食价格增长的幅度过于缓

慢，小农户从事种植业的收入远远低于外出务工的

收入。因此，小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从业人员知识水

平较低。由于农业收入有限，小农户对非农收入高

度依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留守农

村的大多是妇女和老人，他们知识水平较低，对机

械和新技术的使用能力较弱，难以进行机械化、集

约化生产。而且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就业机会越

来越向城市集中，越来越多农民放弃农业生产，成

为完全依赖非农收入的城镇居民。三是农业生产

规模小，生产资料投入有限，抗风险能力差。小农

户的土地有限，生产规模小，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也

较少，如果农产品价格下跌较大，损失会十分惨重。

（三）小农户生存发展的环境分析

第一，早期的农业政策大多向新型经营主体倾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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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忽略了小农户的发展。政府早期大力支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在政策、税收和贷款上给予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大量支持，而对于小农户的生存发展却没有给

予足够的重视。第二，小农户经营分散，在市场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小农户生产规模较小且产品

缺少统一的标准和标识，因而缺少进入市场的渠

道。而且大多数小农户的产品销售高度依赖中间

商，且由于经营分散，在谈判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中间商不仅会压低价格，而且会将市场风险转嫁给

小农户。第三，服务保障体系不健全，信息滞后严

重。由于农村地区本身信息就不通畅，在没有建立

全国性的农产品价格平台的情况下，小农户一般会

根据往年的收购价格来决定今年的种植及经营品

种。市场的盲目性往往会导致农产品供过于求，从

而给小农户带来严重损失。

三、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的路径

　　可以通过以下四条路径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图３）。

图３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路径

（一）突出小农户优势，打造品牌

一是结合本地的气候及文化特点，创建具有本

地特色的地理品牌，形成具有特色的小村小镇。这

样既可以打造品牌，又能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二是小农户的空闲时间较多，可以在农闲时期学习

技术、管理与服务知识，开展活动与第二、第三产业

对接。如：小农户可将农产品适当加工成半成品或

成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小农户也可开展农业

观光、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等活动，实现与第二、第

三产业的对接。三是针对山地、丘陵等不适宜规模

经营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小农户人工成本低的优

势，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种植适合山地生长的农产

品，突出产品的质量与特色，打造品牌，来提高小农

户的收入。

（二）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小农户发展

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要以产业为基础，立足小

农户生产经营的特点和需求，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

帮助。第一，在生产方面，要解决“种什么”和“怎么

种”的问题。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发展互联网云农

户，合理安排生产计划；通过农业科技下乡、网络技

术指导等多种渠道为小农户提供农业机械、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的技术，帮助其提高产品的产量与品

质；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小农户共享

产业链增值收益。第二，在经营方面，要解决“怎么

卖”的问题。要搭建互联网平台，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利用现代化的销售平台将特色农产品、手工制

品等推向市场。

（三）提升小农户自身水平，为现代农业发展添砖加瓦

一是通过政策的引导、基础设施的改善、社会

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等，让小农户看到实惠，认识到

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有主动学习的愿望。二是针对

学习欲望强烈的小农户，对其加强培训，使其成为

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在小农户提升自我的过程

中，要通过政府的惠农政策，对小农户进行资金支

持，为小农户提供贷款担保等。对有提升意愿的小

农户，要帮助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升生产与服

务能力。三是针对小农户经营能力欠缺、市场敏感

性差等问题，要加强农村信息工程建设，要村村通

网络；要培养小农户的市场意识与经营意识，加强

其与市场的信息连通，促进小农户与市场的联系。

小农户自身水平的提升，可以实现小农户发展从

“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展的有机衔接。

（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共享机制带动小

农户发展

　　第一，继续加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一

方面，将部分有潜力、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

户培养成为规模适度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另一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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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从高校中选取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创新、会

经营的毕业生，将其培养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

二，建立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

制，发挥共享的作用，带动小农户紧跟现代农业的发

展。要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将小农户分散

的产品集合起来，进行统一包装、统一销售，通过规

模化经营打开市场，从而与现代农业发展接轨。

四、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新型农产品交易市场

现在的农业市场关系是基于广泛竞争而形成的，

在这种市场关系中，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小农

户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且因为信息不对称，小农户的

利益往往会受到损失。政府可以主导建立基于信息

对称的本地农产品交易市场，使交易双方建立起相互

信任的交易关系，减少中间交易环节，从而增加双方

的收益。本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

当地农产品价格的变化，能为小农户提供有关种植及

经营的更加准确、有效的信息。现在借助淘宝、京东、

微店等互联网交易平台，大量小农户开始在互联网上

开设网店，使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减少

了交易成本，为小农户带来了可观收入。

（二）建立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

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而在农村地区新型经营主体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因

此，建立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机

制，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找出小农户

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共同点，建立双方“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例如，小农户可以

将筹集到的资金以债务或股份的方式投入到新型

经营主体中，而新型经营主体优先给予小农户工作

的机会，并按约定给予小农户一定的利息或分红。

另外，随着时代发展，农业从业劳动力逐渐减少，农

业生产机械的使用效率也不高，而新型经营主体拥

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专业的工作人员，因此，小农

户还可以采用托管模式，在耕种和收割时由新型经

营主体提供服务，小农户给予其相应的报酬，而在

其他时间土地依然由小农户自己经营管理。

（三）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传统金融机构出于风险考虑一般不愿意为小

农户提供贷款服务，使得小农户的金融需求很难得

到满足，因此，政府要为小农户发展建立多元化融

资渠道，要将普惠金融、精准扶贫和两权抵押协调

发展。第一，通过普惠金融建立专门为农村提供金

融服务的村镇银行和小微贷款公司，为小农户提供

基本的金融服务。政府可以建立信用评级系统，降

低金融机构贷款的信用风险，提高金融机构为小农

户贷款的积极性。第二，农村贫困人口中小农户占

主要部分，国家给予贫困人口的基本保障资金大多

都被用于生活支出，没有起到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

题的作用。政府可以根据小农户的实际情况，给予

小农户一定的信贷额度，帮助小农户申请合适的脱

贫项目。第三，开展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贷款工作。由政府进行确权评估和市场定价，

实现农村地区资产的有序流动，从而减少小农户的

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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