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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

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农民通常在自有土

地上经营，也有的以租入部分或全部土地经营，

农场主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直接参加生产劳动。早

期家庭农场是独立的个体生产，在农业中占有重

要地位。我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

户向集体承包较多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

之为家庭农场。2013年，“家庭农场”一词首次在

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发展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

延边、浙江宁波、安徽天长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

场，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目前在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

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

6670多个。

何为家庭农场

随着“家庭农场”首次写入 2013 年中央一

号文件，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普通农

户到专业大户，再到家庭农场，而后形成合作

社、联合社，这一过程是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选择，几种不同的农业组织经营形式，适应

了不同层次农民的需求，将形成一个长期并存的

局面。毫无疑问的是，家庭农场将成为我国农业

生产的主力军之一。

从目前的情况看，家庭农场在我国尚属新

生事物。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

等情况千差万别，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发展

模式、扶持措施也各有不同。因此，推进家庭

农场进一步健康发展，还需要各地各方面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扶持措施，“扶上马，还

需送一程”。

鼓励工商依法登记。现有的家庭农场，有的

是口头上说，有的是文字上写，有的是农业部门

行文认定，有的是在工商部门登记。工商部门登

记有的是参照个体工商户，有的是参照个人独资

企业。综合起来看，还是在工商部门参照个人独

资企业较为贴切。只有在工商部门依法注册登

记，家庭农场才是一个合法的市场主体。

业务部门应加强分类指导。家庭农场是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农经部门作为业务主管部门，应

在核算、规范、示范、制度等方面提出要求，并

进行指导。家庭农场一般要建立“三账一簿”，

即现金、实物流水账、总账，固定资产登记簿，

还要建立用工等相关辅助记录，同时引导其建立

生产经营、操作安全、生产安全、财务管理等制

度。总之，要指导家庭农场开展成本核算，不断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家庭农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

农业是弱势产业，地块细碎，水利末端问题突

出，电力输送不到位，晒场奇缺，贷款无门，农

机、植保服务体系空缺等，是当前家庭农场遇到

的普遍问题。有关部门要在农田整治、送水送电

到田等方面给予强力支持，着力建立烘干、农

机、植保、资金等配套服务体系。

行业协会搭台，家庭农场大有可为。家庭农

场虽有一定规模，但仍然势单力薄。同业间可以

合作，成立合作社、联合社，也可以成立家庭农

场协会，搭建平台，开展同业交流、同业竞赛、

示范创建、农资团购、农产品联销、资源配置、

资金互助等活动，抱团聚力、共同发展。

“扶上马，

还需送一程”
天长市家庭农场协会秘书长 姜金富

基 层 声 音

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蔬菜，不同的农场
主却有着同样的顾虑，那就是贷款难。在调
研的 8 个家庭农场中，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不
同程度地遇到这个问题。

“我承包了 300 亩地，种粮需要先投入，
备种、柴油、化肥、农药，还是蛮花钱的，而且
回报慢。”天长市杨村社区家庭农场主姜少
田给记者算了算他全年的开支：耕地每亩年
租金 700 元；一季杂交水稻种子、化肥、农
药、人工、排涝需要 550 元左右，种小麦成本
相对低一些，也需要 450 元。粗粗算下来，
300亩地一年就须超过 50万元的投入。

相比之下，蔬菜种植类家庭农场的投
资需求更大。农场主项永祥告诉记者，一
亩地的蔬菜大棚，仅钢管就需要 1 吨多，约
6000 元，加上塑料薄膜、滴灌设备、工棚
等，总计需要 8000 元，以 5 年折旧计，每年
仅地上设施投入就是 2000 元。加上土地
850 元的年租金，以及种子、化肥、人工等
各项开支，每亩地投入在 1 万元左右，300
亩地共 300 万元。

虽然资金存在缺口，但家庭农场主却很
少有人去银行贷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
有抵押物。“土地是流转过来的，银行不认
可，塑料大棚和仓库被认定为流动资产而非
固定资产，也不能抵押贷款”，项永祥说。姜
少田在杨村镇光华村承包了 200亩林地，准

备搞林下经济，倒是贷到了 15 万元，只不过
是拿镇上的房产作抵押。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涉农贷款业务在农
村还是有的，比如农行在当地就有小额农户
信贷，但单笔最高额 5 万元的贷款，远远适
应不了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需要。另外，家
庭农场主最需要为期半年的贷款，多数银行
很少有这类金融服务。为了筹措资金，多数
农场主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赊账，甚至
依靠民间借贷维持经营。

如何缓解“贷款难”？不少农场主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比如，是否能以土地流转
合同抵押贷款，或者是农场主以“三户联
保”的形式贷款、农产品抵押贷款等等。应
该说，给家庭农场配发工商执照，明确企业
地位，这是让家庭农场合法化和法律化的
有效途径，也为缓解家庭农场贷款难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如何制定出台相关的金融
扶持政策，根据家庭农场的发展实际，提供
灵活、便捷、符合需求的金融信贷产品，值
得认真思量。

上图 安徽省天长市项永祥家庭农场

于 2013 年 3 月正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

500 万元，流转土地 1000 亩。农场现有各种

规格大棚 800 多个，年产各类蔬菜 400 万公

斤，产值 1200 多万元。图为农民在蔬菜大

棚里采摘辣椒。 本报记者 李 会摄

家庭农场期待更上层楼
——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村的专题入户调研

本报记者 李 会

调查背景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一词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

现。家庭农场什么样？生产经营状况如何？与传统的种植大户有什么区别？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日前，记者在安徽省天长市选择了 8 个家庭农场，逐一

进行入户调研，了解家庭农场的实际经营状况，倾听家庭农场主的呼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调研对象选取了大、中、小不同规模。这些家庭农场包括粮食类 6

家，蔬菜种植类和水产养殖类各 1家，其中面积最大的为 1200亩，最小的 280亩，基本涵盖了传统农业主产区和工业经济较为发达的乡镇。

天长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江淮之间，既是全国首批大型商品粮、商品油生产基地县（市）之一，也是优质水稻、小麦、油菜、水产品和生猪等 5 大优势农

产品主产区。同时，天长工业基础较好，全民创业氛围浓厚，全市拥有个体工商户近 2 万户，私营企业近 5000 家。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转

向二、三产业，这为农村耕地通过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以及种植业合作社、种（养）植大户、家庭农场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此次调研主要涉及规模、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融资服务等 4 个方面。总体上看，天长市家庭农场起步早，发展势头也较好，广大农户对发展家庭农场充满

期待。市农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2年底，全市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家庭农场已达 69家，预计今年年底将超过 300家。

冒着毛毛细雨，走过一段新修水泥路
和一条泥泞的乡间小路，记者来到位于天
长市杨村镇沂湖村的自昆家庭农场。农
场主赵自昆今年 51 岁，1997 年开始承包
村里的耕地种小麦和水稻，随后面积逐渐
扩大至 280 亩，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种粮大
户，今年 3月正式注册为家庭农场。

一个家庭农场 280 亩的规模，是天长
市发展家庭农场的一个侧面。适度规模
经营是家庭农场的本质，但规模究竟多大
合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照。在条
件设置上，天长市颇下了一番功夫，先后
多次召集优秀种植大户代表座谈，了解情
况，听取意见，最终明确土地流转面积在
200 亩以上，流转期限在 5 年以上，有技
术、懂管理、讲诚信，连续几年经营较好的
种植大户，作为登记家庭农场基本条件。

“从实际情况看，200 亩可以视作一
个家庭农场的盈亏平衡规模”，天长市大
地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宣有林
算了这样一笔账：传统“一稻一麦”每亩成
本约在 1000 元，按正常年景，水稻和小
麦亩产分别为 1100 斤和 1000 斤，折价
约 2400 元，再刨去每亩土地 700 元租金
和雇工等各项零碎开支，每亩地年纯收入
在 300 至 400 元之间。以一个 200 亩农
场需要 3 个固定人力计算，人均年纯收入
在 2 万元至 2.5 万元之间，这一数字与进
城务工收入相当。

家庭农场规模小了固然不挣钱，但也
并非越大越好。2012 年水稻增产增收，
让赵自昆品尝到了丰收的喜悦，280 亩地
一年纯收入超过 15 万元，但他并不想就
此扩大规模，主要原因是“人力跟不上，管
不过来，面积大了反而会亏本”。有这种
想法的农场主不在少数。

由于农业自然风险大，比较效益低，
一旦农场主管理能力跟不上，往往会造成
亩均产量低、亩均成本高。在天长，农场
主不能正确评估自身经营能力，盲目扩张
种植规模最终导致亏损的例子也是有
的。“因此，农场主需要从自身的技术能
力、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出发，选择合适的
规模，不要贪大求洋、盲目扩张。我们鼓
励 200 亩至 300 亩的规模，控制 500 亩以
上的规模。”天长市副市长吴振文说。

记者在调研中还发现，大宗农产品
如粮食类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相对
重要，而对于劳动密集型农业如蔬菜、水
果、畜禽养殖类家庭农场，土地规模并非
决定性因素，专业化分工和服务体系的
构 建 ，是 支 撑 家 庭 农 场 发 展 的 重 要 因
素。从这个角度看，各地如何根据当地
城乡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土地自然禀
赋等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确定家庭农
场的经营规模，不单纯“以规模论英雄”，
既“适度”又避免“一刀切”，是个值得关
注的大问题。

适度：不以规模论英雄

土地集中经营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
础，土地流转也一直被社会所关注。在现
实中，往往会出现农户惜租、中途退租、自
行流转或是口头约定等现象，制约了农业
规模经营的深入开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天长市
在逐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程序的基础上，
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创新推出农民专业
合作社主导模式，二是鼓励村民组整体流
转。这种做法得到了家庭农场主的欢迎，
在记者调研的 8 个家庭农场中，有 5 个都
是采取这两种方式流转土地的。

天长市金集镇益民村是个典型的传
统农业村，耕地面积 5430 亩，人均耕地
1.4亩，由于农业生产投入连年增加，种田
比较效益下降，加上村内有个体私营企业
19 家，农民就近进厂务工，种田积极性不
高，季节性抛荒现象增多。为此，村里发
起成立益民村新型农业合作社，成员将土
地流转给合作社，合作社付给成员每年每
亩450斤稻谷，另外每亩折价0.08股参加
二次分红，然后由合作社与种植大户签订
分组经营合同。这一模式极大地激发了
农户土地流转的热情，5 年来共流转农民
土地 4200 亩，流转率超过 75%，其中 5 个
家庭农场承包面积达 2800 亩，仅玉荣家
庭农场主毛士荣一人就承包了1200亩。

村民组整体流转也是省时省力、减少
矛盾纠纷的好办法。在天长市仁和集镇
一个家庭农场，记者看到了一份标准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甲方是当地
村民组组长。这位农场主告诉记者，村民

由组长负责召集，他们协商之后，合同 5
年一签，这种集中签约的方式既省去了挨
家挨户谈判的繁琐，又没有农户中途退租
的后顾之忧。

土地流转关系到农民利益，遵循“依
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土地流转过程
中，农户与家庭农场主之间也形成了独特
的“实物地租”模式，即每亩耕地每年以
450 斤或 550 斤稻谷“实物计价”，一般一
年两缴、先缴后用。这一模式既弥补了原
有定额租金的种种不足，又有效防范了欠
租、逃租，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农户利益。

规范土地流转是发展家庭农场的关
键，但放到更大范围来看，需要解决的问
题还不少。有农场主向记者反映，国家土
地承包政策 30 年不变，但其中人口有增
有减，部分村组出现了有人多地、有人无
地的状况，容易引发矛盾，阻碍土地流
转。另外，现在大家有一种担心：“10 年
后谁来种地？”在天长市 2012 年底已登记
的 69 个家庭农场中，40 岁以上的农场主
共 57 人，占比达 82%，60 岁以上占比超
过 10%，农村主要劳动力年龄超过 60 岁
的情况较为普遍。

记者发现，现在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
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农民认识程度，
另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是土地零散。天长
市仁和集镇一个家庭农场承包土地 1600
多亩，大大小小一共有 1700多块田，最大
的不足 6 亩，最小的仅 0.1 亩。从这个角度
看，发展家庭农场，小田改大田、荒田变良
田，大规模农村土地整治势在必行。

土地：规范流转是关键

都说家庭农场是种养大户的“升级版”，
但家庭农场与大户究竟有何不同？相信包
括家庭农场主在内的大多数人并不太明了。

天长市家庭农场采取的是工商注册登
记制，由农委设立前置条件，农户提出申请，
经过村、镇、市 3 级审查后，到工商管理部门
申请注册为“家庭农场”，性质为个人独资企
业。“不要小看了这小小的执照，登记家庭农
场后，意味着农户和大户实现了自然人向企
业法人的身份转变，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天长市家庭农场协会秘书长姜金富说。

“身份”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显著的变
化。成立家庭农场后，企业经营理念正逐步
嫁接到农业经营中。农业的开支很零碎，农
户、大户一般没有记账的习惯，而在农场主
赵自昆家中，记者却看到了记得密密麻麻的
两个账本：一个是购进肥料、农资账目，另一
个是用工账目，小麦、尿素等农资的用量、价
格，以及收割、晒场等开支一目了然。

在天长市仁和集镇白马村双骏家庭农
场，一套更为详细、完整的台账吸引了大家
的目光。60 岁的农场主涂金堂以前当过会
计，开办家庭农场后，他设计了包括进销台
账、农机作业明细、零星现金收入台账、零散
工工资发放凭证等 10 多种表格，仅生产资
料进销台账就包括农药、肥料、种子、其他杂
项 4 种。在一本厚厚的工作日志上，他每天
还对雇工的日工作效率进行量化评估。管
理出效益。2012 年，双骏家庭农场仅粮食

平均亩产一项，要高出其他农场 20%。
“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靠天吃饭

的成分占很大比例，一旦引入企业经营理念
经营农业，在充分考虑自然风险的前提下，
按照企业成本效益核算方式对农业经营进
行核算，始终把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放
在首位，可以避免盲目扩张、规避经营中的
许多风险。这也是今后农业经营的基本思
路。”天长市副市长吴振文说。

内部管理升级的同时，部分家庭农场在
农业生产标准化、规模化和品牌化上也迈出
了一大步。过去，种植大户由于不是企业法
人，不能申请注册自有品牌，成立家庭农场
则扫清了这一障碍。天长市大通镇坝田村
项永祥家庭农场在登记注册后，“翔净”牌绿
色无公害蔬菜品牌已从番茄、黄瓜、茄子、青
椒、小型西瓜、甜瓜等 6 个产品扩大到 12 个
品种，近期还将对原有的大棚进行设施升
级。位于高邮湖边的全正宝家庭农场是远
近闻名的芡实种植大户，农场主全正宝也正
准备申请属于自己的芡实品牌。

调研中记者感到，从个人到企业，这种
跨越给家庭农场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家庭农场主虽然都是种田
能手，但对家庭农场的认识不够，企业运营
管理能力严重不足，这需要相关部门进一
步加强指导和培训，引导家庭农场开展企
业化经营，树立成本核算意识，建立健全生
产、财务管理等相关规章制度。

经营：从个人到企业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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