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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开始成为我们努

力的重点。

近几年，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

进，也推动了农业经营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

相应提高，由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等组成的新型农业经

营体系逐渐开始发挥作用。不过，整体上

看，目前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还明显偏低，

与现代农业和农业新形势的要求相差较远。

因此，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

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

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成为新

形势下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构建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需要把握两点。

第一，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

形式，农户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以家庭

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

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制度，这一点必须牢记。

现在一提到规模化、集约化，有人就认为家

庭经营是小农经济，不符合现代农业要求，

或者简单地与农业发达而又人少地多国家的

规模经营相比较，要求单一大公司、大农场

经营。这是在规模化经营上脱离实际的片面

化、简单化。

事实上，从我国农业经营的实践来看，

家庭经营既适合分散经营，30 多年来农业

发展的巨大成就、粮食九连增就是在家庭承

包经营基础上创建的；也适合日益扩大、延

展、推广的农业规模经营，这些年越来越多

的专业种植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组织的

出现，不仅在更大程度上提供了越来越充裕

的农产品供给，也更好地保证了农产品食品

质量安全，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农业经营

模式与经营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多

地少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改变，目

前城镇化率虽然超过 50%，农村人口仍然高

达数亿，农业家庭经营既是农业生产的基

础，也是农村稳定的基础。

第二，传统的家庭分散经营体制必须

创新。最近几年,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正在由

工厂向农村蔓延。一方面，在工业化、城

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

持 续 向 外 转 移 ， 不 少 地 方 已 经 出 现 农 忙

季 节 缺 人 手 、 务 农 劳 动 力 老 龄 化 和 农 业

兼 业 化 、 副 业 化 的 现 象 ， 加 上 农 业 比 较

效 益 相对较低、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对农

业 劳 动 力 形 成 “ 挤 出 ” 效 应 ，“ 谁 来 种

地”开始成为现实压力和挑战。这就迫切

需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

另一方面，“怎样种地”的现实考量日

益迫切。在传统农户经营中，一个劳动力一

天的活可能只需要机械作业 10 分钟甚至更

短。现在，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的推广不仅

极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也大大地提高了劳

动效率和劳动质量，但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

需要相应的规模化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同

时，面对更加趋紧的耕地和水资源压力、环

境保护要求和市场竞争挑战，农业经营需要

更加注重节约集约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加

注重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经

营。显然，大量散、小、弱的经营状况无法

与现代农业的这些要求匹配，“怎样种地”

成为更关键更重要的问题。

既清楚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

础，也认清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紧迫

性，对如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至关重

要。它告诉我们，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并不

是从头开始，也不是推倒重来，更不是把家

庭经营“挤出”农田，其实是经营形式的创

新，通过鼓励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加快成长壮大，尽

快构建起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

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具体来看，目前分散经营的农户由于

地 块 狭 小 、 劳 动 力 与 劳 动 技 能 相 对 缺 乏 、

个人种植效益相对较低，要创造条件鼓励

土地向种田大户和家庭农场流转，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但必须尊重农户意愿，确保

农 户 利 益 ， 不 可 “ 一 刀 切 ” 甚 至 “ 运 动

式”发展；在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带领

下 ， 组 建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和 农 产 品 协 会 ，

形成有规模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和风

险应对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同时，推动

农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在“公司+农户”

等多种形式的产业化链条中发挥引导和带

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

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

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

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

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

化、专业化、组织化、社

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瞿长福

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成长壮大，带来了
明显的综合效益。租种了 1000 亩地的郭文行
是山东胶州市李哥庄镇人，在 2011 年“全国粮
食生产表彰奖励大会”上获得过国务院奖励。他
给记者算了一笔收益账：小麦玉米轮作，一年两
茬，每亩 700元左右的租地费，加上种子、化肥、
人工等成本，去年净收入约 60万元。

规模种植出效益。从各地来看，种植大户
的年收益从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较为普遍，规
模更大的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种植大户也给
流转户带来了稳定收益。一些散户种地有一搭
没一搭，收多收少无所谓，但流转出去后收益
可以固定。湖南南县浪拔湖镇农民周成喜说，
家里无人种地，几亩地荒了太可惜，亏得有大
户接手，解了难题。

“其实，收益提高只是看得见的变化。更
大更多的变化在于种植大户带来了观念的变
化、耕作方式的变化和组织方式的变化。”山
东兖州市农业局局长张士坤告诉记者，现在粮
食增产主要靠科技，种植大户实际上是科技增
产和现代农业的实践者。他说，兖州是全国十
大粮食生产先进县，粮食连年增产的重要原因
就是现代农业发展较快。现在，兖州市已有家
庭农场近 20 处，当地农户种什么都以他们为

“风向标”。
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成长带来了规模化

经营、组织化经营，为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的
推进找到了用武之地，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产生
了实践效应和推广效应，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不过，种植大户也遭遇到

“成长的烦恼”。在河南焦作，有的种植大户告
诉记者，现在想扩大种植面积，可是租不到
地。有的种植户说，租到的地东一块西一块，
不能连片，影响耕作。

种 植 大 户 的 效 应 很 明 显 ， 种 植 大 户 的
“ 烦 恼 ” 也 很 突 出 。 对 此 ， 有 的 地 方 通 过
“土地入股”等方式，既解决了散户的后顾
之忧，也推动了规模化经营。据国土资源部
介绍，目前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覆盖
率已经达到 86%。这无疑为更多散小经营的
农民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提供了更好的制
度保障。

“不过，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的进一步成
长还面临许多现实难题，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
既要积极推进，也要从实际出发。”农业部经
管司专家告诉记者。

调 研 札 记 ：种植大户在提高种粮效益、

稳定粮食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农业部调查

表明，黑龙江垦区、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的种粮大户所生产的粮食分别占到垦区和当地

粮食总产量的 84%、27.5%和 18.51%。

种 植 大 户 在 快 速 成 长
本报记者 瞿长福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话对种植大
户和家庭农场而言似乎更贴切。“没有地，
哪来的大户呢？”湖北枣阳市吴店镇种植大
户齐立福对土地的理解很深切。

齐立福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
了近 500 亩地。当地是粮食产区，稻麦
交替，齐立福也以稻麦为主。不过，与
更多的种植大户不同的是，齐立福的耕
地 不 是 租 种 别 人 的 ， 而 是 开 垦 荒 地 而
来。几年前，村子附近有一块坡地一直
荒着，恰逢上面鼓励开发“四荒地”，齐
立福带着儿子干了一个冬天，荒地变成
了耕地。现在，他成了当地粮食加工企
业“巴结”的对象，因为他种的全是优
质 稻 。 由 于 实 力 渐 强 ， 他 由 “ 种 植 大
户”变成了“家庭农场”，家里啥农具都
有，儿子也早早地子承父业，“种地的前
景越来越好了。”他说。

同样是开垦荒地的还有湖北监利县
新 沟 镇 新 红 村 的 赵 又 平 。 赵 又 平 地 更
多，600 多亩。不过，赵又平的荒地不
是自己开垦的，而是村集体当年开垦出
来 的 湖 田 ， 由 于 低 产 、 水 涝 ， 没 人 敢
种 ， 赵 又 平 胆 大 ， 加 上 租 金 相 对 便 宜 ，
就全租下来。一来二去，渐渐发了，附
近的人都叫他“赵老板”。“其实，啥老
板 啦 ， 不 就 是 种 了 几 百 亩 地 。” 言 谈 中
露出自信。

通 过 整 理 荒 地 而 来 的 种 植 大 户 们 ，
比其他大户在租金上的压力相对减轻了
许多，也不会遇到一些地方有的出租户
要求增加租金的麻烦。不过，更为普遍
的种植大户还是依靠土地流转，因为没
有那么多的“四荒地”整理。土地流转
的方式很多，有的是亲朋好友或邻里乡

亲外出打工后代耕代种，耕地可以随时
索回；有的是大户直接出面谈判，一些
小户劳力不够，自己种既费力费事也得
不到多少，不如流转出去省事；也有的
通过当地村委会或乡镇政府做工作，适
当集中土地流转给大户，不过这样的大
户 一 般 规 模 较 大 ， 值 得 当 地 “ 当 回 事 ”
去做。

大户们的经营规模也因地因人而异。
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人多地少的
水稻种植区，租种几十上百亩水田就算得
上大户了。湖北天门陈场镇莫沟村的张厚
华 已 经 63 岁 ， 因 为 把 亲 戚 朋 友 家 的 地

“捡”起来种成了大户，加上自己的承包
地总共 120 亩，“再多也种不了啦。”他实
话告诉记者。而在黑龙江、吉林农区，大
户们一般租种千亩以上甚至更多，黑龙江
垦区为了推行规模化种植，有的招租门槛
定在至少 500 亩以上。在安徽、河南、河
北等一些小麦玉米种植区，许多种植大户
的租种量也在千亩以上。

调研札记：种植大户是为了进行规模

化经营，在一定条件下由农户跨区、跨

村、跨屯转入土地逐渐形成的。根据农业

部的调查，从划分标准来看，在北方地区

一般将拥有 100 亩以上耕地的农户统计为

种粮大户，南方则以 30 亩为标准。从土

地组成来看，北方地区的种粮大户中，有

53.72%的土地来自自家承包地，25.8%来

自土地短期流转，10.83%来自长期租赁，

1.45%来自拍卖。南方的种粮大户中，有

22.71%的土地来自自家承包地，54.38%是

短期流转，14.24%是长期租赁，1.06%是

拍卖。

因为规模种地、专业种地，种植大户与散
户之间形成明显差异。这种差异首先不是能
力上的差异，而是心理上的不同。安徽天长市
的种植大户华福昌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地里
种什么散户们可能不怎么关心、怎么种小户也
不会太在意，因为地少，影响不大。“今年我们
的冬小麦都出苗了，有的散户水稻还没有收上
来呢。”他举了例子。

种植大户们就不一样了，“输不起。”华福昌
用了 3 个字。这种输不起，逼迫大户们首先要
做的事就是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湖北监利
县的赵又平说，刚开始几年主要精力都花在修
水利、整地、改变耕作条件上。因为是湖田，易
涝易旱，他得雇人把田埂加高，把农电网线从村
里架到湖田来便于排灌，通过“村村通”工程把

机耕道硬化。这些事全做好了，湖田才基本旱
涝保收，收益得以逐年提高。

大户们也成为推广机械化、信息化耕作的
主力军。“没有机械化，也成不了大户。”华福昌
说，这些年他陆陆续续购置了包括联合收割机
在内的大大小小 50 台农机具，从整地耕地、插
秧除草，到施肥打药、收割烘干，基本全程机械
化，过去几百人干的活现在几十个人解决，他
还请了个“职业经理人”替他打理，他每天要做
的事就是了解各种信息。广西隆安县那桐镇
的卢义贞已经由种植大户变身为农业公司，在
他的农场里，一个技术员通过电脑操作可以管
理 3000 多亩地。

在种植环节，大户们对良种良法更是情有
独钟。一些农技推广员说，他们推广良种良法

首先找的就是种植大户，甚至都不需要找，大户
们会主动联系他们，许多种植大户就是农技联
系点。四川省仁寿县踏水村的郭九明种了 45
亩水田，与好多农技员甚至教授专家是朋友，除
了防病治病请他们顾问，选种子之类的事情也
请教他们。他说，农业部门每年推荐好些新品
种，都是把最好的传给他。

因为规模大了，种植大户们更注重标准化
种植和产品品质安全。浙江萧山区义桥镇丁家
庄村种粮大户丁海洋这几年按照标准化订单种
植尝到了不少甜头，今年优质晚稻就卖了 40 多
万公斤。他说，跟着龙头企业搞标准化种植，

“算是跟定了。”在许多农区，种植大户都是龙头
企业的“铁杆”或盟友，龙头企业需要标准化种
植，种植大户往往是他们的首选，而大户们因为
标准化种植，产品品质和销售都有了保障，形成
了相对稳定的利益链条。江西省农业厅专家
说，有了这根链条，种植大户们常常成为专业合
作组织的牵头人或“领头羊”。

调研札记：种植大户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建设现代农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普遍投入较多，都广泛采用

农机作业，一些种植大户还充分挖掘和利用农

机的作业能力为周边农户提供服务，不仅增加

了自己的收入，还提高了当地农业机械化水

平。种植大户普遍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

松深翻、种子包衣、精量半精量播种等重要农业

技术，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有的大户还与当地

农业院校、科研与技术推广单位建立了长期的

合作关系。

编者按 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大量出现，正在逐渐改

变农业经营散小弱差的状况，成为与国情相适应的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种植大户是一支农业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提高种植效益、稳定粮食生产中的

作用日益显著。

目前，种植大户的数量在迅速增加。农业部调查表明，

当前我国 10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约 47.84 万户，经营的耕地面

积达到 9744.08 万亩。其中黑龙江省和黑龙江垦区的规模种

粮户合计超过了 30 万户，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的种粮大

户均超过 5 万户。种植大户的兴起代表了我国现代农业的

发展方向，成为我国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目前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的状况如何呢？记者走访了

不同农区，进行深入调查。

土地哪里来 如 何 种 好 地

效 应 有 多 大

本版编辑 刘 慧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①

日前,由农业部、中国水稻所等单位的

14 位专家组成的验收组采用收割机全田实

割法，对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百梁桥

村种粮大户许跃进的高产创建百亩方“甬

优 12”超级稻进行测产验收，百亩方平均亩

产达到 963.65 公斤，创中国超级稻平均亩

产新纪录。

图为许跃进在百亩方“甬优 12”超级稻

示 范 田 内 忙 碌 时 接 到 同 行 祝 贺 的 电 话 。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