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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这一经典命题，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分别选取户均总耕

地面积１０倍和农业竞争力作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界定标准和现实逻辑视角，对新中国

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５个阶段性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即从大小规模并存

向小规模发展、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大规模经营、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及土地适度经营

规模。归纳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经济、制度及禀赋３个方面的现实逻辑。认为中国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不仅应适度，而且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同时，在未来若干年内，农户

土地经营规模将大小并存；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小土地经营规

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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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国家将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扶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发展有机衔接，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此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

模大小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事实上，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是农业经济领域的经典命题。学术界围绕“大的是美好的”还是“小的

是美好的”的争论也是由来已久。其中，“大的是美好的”的代表人物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
认为大规模经营才是“真正的耕作者”，能对土地进行支配和管理［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奠

基人马克思等也倾向于同样观点，认为与小规模相比，大规模经营更具竞争力优势［２］。“小的是美好

的”的代表人物为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他认为小规模经营具有灵活性较强、人员容易拧成一股绳等

优点［３］。此外，还有学者从国情及经济发展等视角，认为“大的和小的都是美好的”［４］和土地应适度规

模经营［５］等。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围绕土地经营规模大小展开了大量理论基础、影响因素、机理等方面的相关

探索。理论基础方面，一般认为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规模经济理论［６］。即在规模经济阶段，“大的

是美好的”；在规模不经济阶段，“小的是美好的”；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转折点，为土地适度经营规模。
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不一。其中，国外学者的观点集中于农户经营成本或收入［７］、经济

绩效［８］及农业生产效率［９］等方面；国内学者的观点集中于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及各投入要素市场价

格、农户自家劳力情况［１０］；农民人均非农业纯收入水平、国家农业扶持政策、土地所有者与经营方所

订协议条件、土地经营的机械化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的速度，农户家庭禀赋及其经营意

愿、农业风险、农民分化 程 度［１１］以 及 土 地 产 出 弹 性、劳 动 力 工 资、劳 动 力 产 出 弹 性、地 租［１２］等 方 面。
机理方面，有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形成机理是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激励相容的结果并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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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市场与禀赋等３个逻辑［１３］。同时，基于这些探索，部分学者研究了农业生产效率［１４］或粮食单

产、生产成本［１５］等随农户耕地经营规模的变动规律，以期进一步确定土地适度经营规模。

既有相关文献表明，学术界土地经营规模大小问题探索远未结束。不过，鲜有文献从时间演变视

角探究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问题。既有时间演变视角的相关文献仅限于一定时期的农村土地经营

规模［１６］或土地制度演变［１７］等方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户作为现在及未来农业生产基本单元，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作为

农户具有经营权的农地规模范围，其大小未来将走向何方？现实逻辑是什么？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时

间演变视角，尝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完善农业经济领域土地经营规模大小问题研究无疑具有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

　　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界定

目前，土地经营规模大小均依据具有经营权的农地规模范围界定并以总耕地面积衡量。不过，不
同部门或研究提出的标准及其分类并不一致。其中，世界银行２００８年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是

２．０ｈｍ２ 面积标准及大小两类分类；中办国办２０１４年在《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对种植大户等提出的是相当于当地户均１０至１５倍的面积标准及大小两

类分类。其他还有更多标准及分类研究，其中以３类分类较为典型。即大规模（大于６６．６７ｈｍ２），小

规模（小于６．６７ｈｍ２）以及介于其中的中等规模［１８］。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仅户均总耕地面积总体偏小，而且各发展阶段

并不一致。因此，结合本文研究性质，选取中办国办２０１４年种植大户面积标准的下限即相当于户均

总耕地面积１０倍的界定标准，区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为大小两类。其中，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简称

为大农户，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简称为小农户。

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

依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含义及大小界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可归纳为５个

不同阶段的演变历程（表１）。
表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情况 ｈｍ２

项目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地主 其他农户
１９５３－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小农户 种植大户 家庭农场

户均土地经营规模 １０．１　 ０．５４　 １５．７　 １５．７　 ０．７８　 ０．５　 ６．８　 １１．８
大小界定标准 １０．０　 ９．１　 ６．７　 ５．５　 ５．２

　注：１９５３－１９７７年间基本劳动组织单位为生产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按生产队平均耕地面积处理。

　　（１）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即土地改革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数量不足

５．０％的地主占有超过５０．０％的耕地，其他农户占有另外不足５０．０％的耕地［１９］。为了让广大无地、少

地的农户获得同等耕地，国家通过没收、征收地主多余的耕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户，耕地归

全体农户私有。

据统计，这一阶段全国耕地面积约１．０×１０８ｈｍ２［２０］。若以１９５０年全国约０．９９×１０８户农户［２１］计

算，地主平均总耕地面积超过１０．１ｈｍ２，其他农户的户均总耕地面积则不足０．５４ｈｍ２。同时，通过土

地改革，全体户均总耕地面积约１．０ｈｍ２。可见，在这一阶段，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经历了从地主的大

规模和其他农户的小规模并存到全体农户的小规模发展历程。
（２）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阶段。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国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和高级合作社３个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农户土地使用权不断过渡和无偿划归合作社，逐步完

成了对个体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户从土地的个体经营转变为以生产队为基本劳动组织单位

的集体所有制经营。资料显示，到１９８２年，全国生产队平均耕地面积为１５．７ｈｍ２［２２］。因此，这一阶

段为农户土地从小规模逐步向大规模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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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规模经营阶段。１９５７年，全国开始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土地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

有制又转变为人民公社所有制。人民公社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完成了“一大二公”。可见，
在这一阶段，延续了农户土地平均１５．７ｈｍ２ 的经营规模，为大规模经营阶段。

（４）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阶段。１９７８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

放时期。在此次全会上，国家提出了土地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简称家

庭承包经营）体制。
资料显示，这一阶段全国耕地面积约０．９９×１０８ｈｍ２［２０］，若以１９８１年全国约１．８×１０８户农户［２１］

计算，户均总耕地面积不足０．５５ｈｍ２。可见，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确立，国家将土地的使用权均

分到农户，农户土地经营开始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阶段。
（５）土地适度经营规模阶段。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央五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首次提出发展

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获得适度的规模效益，标志着农户土地开始进入适度经营规模阶段。

２００８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第一次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提出。随后，

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流转。于是，全
国各地通过“三权分置”、土地流转、经营补贴等各种政策扶持措施，产生了部分大规模经营的种植大

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据调查，２０１７年小农户平均总耕地面积约０．５ｈｍ２，种植大

户平均总耕地面积约６．８ｈｍ２，家庭农场平均总耕地面积约１１．８ｈｍ２［２３］。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的平均

总耕地面积均超过了５．２ｈｍ２ 的大小界定标准。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演变的现实逻辑

　　１．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现实逻辑研究视角

目前，学者们在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现实逻辑研究视角上并无统一认识。不过，从既有相关文

献的学者间争议来看，视角主要体现于管理、竞争力、组织、国情及其经济发展等方面。同时，学术界

普遍认为，农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主要有规模经营、科研投入、政策扶持、社会服务和加工增值等５个

方面。鉴于此，本文选取农业竞争力作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现实逻辑研究视角。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剔除农业竞争力提升路径中与规模经营并

列的科研投入、政策扶持等其他４个方面的影响，可以从经济、制度及禀赋３个方面归纳其演变的现

实逻辑。
不难看出，与既有文献土地经营规模大小形成的制度、市场和禀赋机理观点不同，本文从农业竞

争力视角，归纳了经济而非市场现实逻辑。即从市场机理中剔除了技术、社会服务等方面，只保留了

经济方面，与既有文献中部分学者的经济绩效影响因素表述相一致。

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制度逻辑

“制度”一词含义广 泛。老 制 度 学 派 代 表 康 芒 斯 的 定 义 为 控 制、解 放 和 扩 展 个 人 行 动 的 集 体 行

动［２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基人马克思则认为制度的本质是在社会分工中不同集团、阶层

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２］。总体看，不论制度如何定义，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

准则［２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业上建立了经济、经营等一系列制度。以农业经营体系为例，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建立了“农民所有，自主经营”的个体经营体制；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

体经营体制；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建立了“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２０１３年至今，在完善基本

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２６］。
显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中，农业经济、经营等制度逻辑起到了

十分关键的作用。同样以农业经营体系为例，通过没收、征收地主多余的耕地及个体经营体制形成了

农户土地经营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阶段；通过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及其集体经营体制，使农

户土地经营进入从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及大规模经营阶段。同时，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农户

土地经营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阶段。然后，通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形成了部分种植大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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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并逐步进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阶段。
在制度竞争力评价指标方面，制度竞争力主要体现于生产力、约束力与持续力３个基本要素［２７］。

即农业制度的生产力、约束力与持续力越强，则农业竞争力越强，反之亦然。

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经济逻辑

经济概念内涵也十分丰富。本文中经济主要是指人类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物质文化生活

需要的活动［２８］。

图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总产量

及农业总产值变动趋势

研究表明，土地规模经营在经济活动中可以通过

农业机械化、劳动力转移和土地集约化等机理提升农

业竞争力［２９］。同 时，农 业 竞 争 力 通 常 包 括 农 业 国 际

竞争力、国内竞争力及竞争潜力３个方面。其中，竞

争潜力评价指标主要体现在供给增长及成本降低等

方面［３０］。鉴此，本 文 选 取 粮 食 总 产 量 或 农 业 总 产 值

作为农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分析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

小演变的经济逻辑。粮食总产量或农业总产值越高，

农业竞争力越强，反之亦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粮 食 总 产 量 及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变 动 趋 势，见 图１（数 据 来 源 于《中 国 统 计 年 鉴

（１９８３－２０１９）［２１］）。

依据图１数据，可以分析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经济逻辑。新中国成立于一穷二白经济

基础上，解决广大无地、少地农户温饱成为首要问题，因此，通过耕地归全体农户私有使土地经营从大

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调动了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同１９４９年比，１９５２年全国

粮食生产增长４４．８％，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１．４％，农业竞争力快速提升。

在广大农户温饱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在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及大规模经营阶段，农
户农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及农业竞争力受到影响。其中，在小规模向大规模发展阶段农业合作化运

动的３个时期，全国农业总产值分别只增加了约４．５％、７．５％和３．０％。在大规模经营阶段，虽然相对

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８年全国粮食生产增长了３．７％，但同１９５８年相比，１９６０年全国粮食生产则下降了约

２８．３％。其后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７７年，全国粮食生产虽然增长了９１．２％，但同样经历了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２年

和１９７７年的起伏。

吸取前两阶段的经验教训，其后农户土地经营开始了从大规模走向小规模阶段。事实证明，在这

一阶段农户农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及农业竞争力又开始快速提升，全国粮食生产增长了约２０．８％。

其中，１９８４年更是创下当时的历史峰值并一举解决了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农户温饱问题。

不过，１９８５年全国粮食生产又跌入低谷，农户土地经营也开始走向土地适度经营规模阶段。从

图１数据可知，这一 阶 段 农 户 农 业 经 济 活 动 的 积 极 性 及 农 业 竞 争 力 再 次 大 幅 提 升。具 体 看，尽 管

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间国家粮食生产经历了一定波折，但 是 粮 食 生 产 总 体 还 是 突 破 了 前 一 阶 段 徘 徊 的 低

谷。其中，１９９６年全国粮食生产首次突破５．０×１０１５ｋｇ大关。到２００４年，全国更是开始了粮食生产

的“十二连增”，直到２０１５年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提出。

４．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禀赋逻辑

禀赋一般是指事物所具有的素质或者天赋。其中，资源禀赋是指一国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

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的丰歉［３１］。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要素中土地［３２］、家庭［３３］等禀赋不断发生着变化。以土地禀赋 为 例，

土地禀赋常以户均总耕地面积数量及地块数、耕地适耕程度等质量指标衡量。从表１可以看出，新中

国成立以来户均总耕地面积总体偏少且呈下降态势。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间，广大贫农、雇农的户均总耕

地面积不足０．５４ｈｍ２。１９５３－１９７７年间，虽然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达到１５．７ｈｍ２，但户均总耕地面积

已从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间的１．０ｈｍ２ 下 降 到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 间 的０．９１ｈｍ２ 及１９５７－１９７７年 间 的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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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ｍ２。１９７８－１９８６年间再下降到０．５５ｈｍ２。到１９８７年以后，小农户的户均总耕地面积更是只有０．５

ｈｍ２。不仅如此，耕地适耕程度及碎片化现象也令业界担忧。有研究表明，目前全国户均实际耕种面

积只有０．３９ｈｍ２。而且，这些土地平均分散成了５．０块［３４］。

显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中，土地、家庭等禀赋逻辑起到了十分

关键的作用。同样以土地禀赋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体户均总耕地面积仅约１．０ｈｍ２，在土地改

革完成后进入农户土地小规模经营阶段；与此类似，从表１可以看出，当前全国户均总耕地面积不足

０．５２ｈｍ２，因此，在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不可能实现所有农户的土地大规

模经营。

５．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现实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历程表明，制度、禀赋与经济３个现实逻辑虽然都起

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各逻辑的作用并不孤立。如典型的集体经营体制下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显
然是禀赋逻辑与制度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在３个现实逻辑共同作用下，制度逻辑具有相对稳

定性，经济、禀赋逻辑则表现为相对变动性。以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阶段为例，在稳定的个

体经营体制下，同１９４９年 比，１９５２年 全 国 粮 食 生 产、农 业 总 产 值 及 户 均 总 耕 地 面 积 分 别 增 长 了

４４．８％、４１．４％和７．１％［１８］。不过，经济、禀赋逻辑与制度逻辑也存在相互影响。因为该阶段的个体经

营体制是为了解决广大无地、少地农户温饱问题这一经济逻辑。同时，这一阶段的禀赋逻辑推进了下

一阶段集体经营体制的发展。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现实逻辑更多表现为

各逻辑之间的相互关系。
（１）制度逻辑与经济逻辑。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与经济存在着相互关系。一方面，经

济逻辑可巩固和完善制度逻辑。例如，正是从２００４年开始的全国粮食生产连增及农户温饱问题的解

决，巩固了土地适度经营规模阶段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及其向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完善。另一方

面，制度逻辑也制约着经济逻辑。例如，１９８５年的粮食大减产及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间国家粮食生产经历

的一定波折，据分析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系密

切［３５］；同１９５８年相比，１９６０年全国粮食生产的下降及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７年的起伏，据分析分

别与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届 二 中 全 会 提 出 的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总 路 线、平 均 主 义 分 配 等 集 体 经 营 体 制 关 系

密切［３６］。

（２）制度逻辑与禀赋逻辑。同制度与经济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类似，一方面，制度逻辑深刻影响

着禀赋逻辑的发展。以集体经营体制为例，正是其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促成了农户大经营规模的土

地禀赋。同样，正是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央５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及其后构建的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土地禀赋。另一方面，禀赋逻辑也促使制度逻辑不断巩固和完善。例如，

正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户均总耕地面积总体偏少且呈下降态势的土地禀赋，促使了当前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的不断巩固及其基础上的完善。
（３）经济逻辑与禀赋逻辑。禀赋与经济逻辑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禀赋逻辑保障着

经济逻辑。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要素。正因为如此，同１９５８年相比，１９６０年全国粮

食生产的下降还与当时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质量禀赋损失关系密切［３６］。另一方面，经济逻辑可以促

进禀赋逻辑的发展。例如，２００４年以来全国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既巩固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

构建，又促成了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农户大规模经营的土地禀赋。

　　三、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的演变历程及其现实逻辑表明，不是所有的大规模经营

都具有农业竞争力，也不是所有的小规模经营都不具有竞争力。从经济逻辑看，在农户土地经营规模

大小演变历程的前４阶段，农户土地小规模经营表现出更具农业竞争力，但第５阶段农户土地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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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就不再具有农业竞争力。即存在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匹配及其引起的农业竞争力弱等问

题，有学者称之为“小农之殇”［３７］。从制度逻辑看，以持续力评价指标为例，若持续力按制度执行时间

长短计算，集体经营体制的农户土地大规模经营没有体现出农业竞争力，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土地

大规模经营，却表现出强大的农业竞争力。从禀赋逻辑看也是这样，以耕地适耕程度评价指标为例，

若以耕地适耕程度按实际耕种面积衡量，在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演变的第３阶段，农户土地大规模

经营表现出更具农业竞争力；但在第５阶段，出现了部分种植大户的“毁约弃耕”现象［３８］，农户土地大

规模经营的农业竞争力则较弱。可见，“大的和小的都是美好的”，但同时“大的和小的也不都是美好

的”。未来中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不仅应适度，而且农户土地适度经营规模可大可小。或者说，

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事实上，既有文献已经表明，土地经营规模影响因素较多。以不同作物为例，有
研究评价的水稻适度经营规模为（１．０，２．０）ｈｍ２ 的小规模，而玉米适度经营规模则为（４．０，７．７）ｈｍ２ 的

部分大规模［３９］。

在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中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３０年，国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将继续得到巩固和完善。由此可以展望，在经济逻辑与禀

赋逻辑相辅相成及其对制度逻辑的巩固、完善作用下，在未来若干年内，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将大小并

存［４０］。其中，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

业生产的主体。

１．大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导

土地适度经营规模阶段伊始，不少地区将土地规模经营片面理解为土地大规模经营，出现了“垒

大户”“归大堆”等做法。为避免这些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概念。可见，从原始内涵

看，土地规模经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土地大规模经营其实并无不同，都背离了适度的规模经济内

涵。因此，在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鼓励家庭农场等大农户发展时，有学者就此提出了质疑［４１］。

不过，在中国仍处于土地规模经济阶段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演变历程及其实践逻辑表

明，农户土地规模或适度规模或大规模经营不仅可以提升农业竞争力，而且参考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

规模发展阶段的数据，预计未来大农户经营规模的全国总耕地面积占比将超过５０．０％并由此成为中

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导。事实上，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农户约３．９８×１０６ 个［４２］，若全国总耕地面积按１．４×
１０８　ｈｍ２计算，大农户若全部按家庭农场计算，目前大农户经营规模的全国总耕地面积占比已经超过

３３．５％。

为充分发挥大农户的主导作用，利用其较好的土地数量禀赋，克服其经济逻辑的不利影响，改善

土地质量禀赋非常必要。因此，在农户大土地经营规模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成为未来的关键。同时，

家庭农场由于其逻辑的合理性，成为未来应突出抓好的农户。

２．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

小农生产在学术界存在过一定的争议［４３］，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大户消灭小农问题［４４］。然而，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演变历程及其实践逻辑表明，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不可能实现所有农户的土地大规模

经营。参考从大小规模并存向小规模发展阶段的数据，预计大农户占全部农户的比例未来上升也仅

在５．０％左右。事实上，２０１６年全国约３．９８×１０６ 个大农户，占全部农户的比例不到２．０％。如果这一

比例上升到５．０％，即使不考虑土地数量禀赋问题，若全部按目前专业大户平均经营规模计算，大农户

经营规模的全国总耕地面积占比接近４８．４％；若全部按目前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计算，则这一比例

将上升到８３．９％。可见，未来中国农业生产不仅依赖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大农户，更依赖于广大

小农户，小土地经营规模农户仍将是中国未来农业生产的主体。

为充分发挥小农户的主体作用，克服土地数量禀赋约束，着力点可在于规模经营内外两条途径。

从规模经营途径看，可发挥经济逻辑对禀赋逻辑的促进作用，创新农业运营模式。目前，集约化机理

在土地规模经营中提升农业竞争力的作用较弱［２３］。因此，小农户的农业运营模式可重点围绕农业集

约化进行。以农业经营决策中的生产模式设计为例，大农户可能考虑农业项目间的关系、空间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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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劳动力资源周年均衡利用等集约化生产方式较少。但对小农户而言，则应充分考虑农业项目间

的相依、相辅、互补及相竞等关系，充分进行水平或垂直空间结构优化，充分考虑农户土地用养结合、

劳动力合理利用等开展集约化生产，不断提升粮食总产量或农业总产值。

从规模经营之外的科研投入、政策扶持、社会服务和加工增值等其他途径看，具体可从纵向和横

向两个方面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即横向上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纵向上引导小农户参与农

业全产业链、与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有 机 衔 接，源 于 小 农 户 的 自 下 而 上 的 土 地 制 度 改 革 会 越 来 越 受 到

重视［４５］。

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可在小农户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例如龙头企业＋小农户，

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小农户，家庭农场＋小农户或小农户之间发展农民合作社等。当前，中国多种

形式的经济联合对于农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农民合作社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

不过，在不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经济联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农民合作社为例，当前普

遍存在运营不够规范等主要问题，甚至产业了大量空壳农民合作社［４６－４７］。因此，在未来，应加强多种

形式经济联合中的规范性建设，最大程度保障小农户经济逻辑。

引导小农户参与农业全产业链、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业社会化服务无疑起到了关键作

用。而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小农户的需求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４８］。近年来，尽管全国农业生产产

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社会化服务不断得到发展完善，但仍存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力不足，缺
乏有力的科技与人才支撑，农业生产社会化补助资金的申请审核程序复杂等保障机制、扶持政策方面

的主要问题。因此，在未来，可优先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保障机制及扶持政策，不断提

升小农户的农业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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