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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的灵魂。在新

常态下认识农业现代化，可以从市场化角

度来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现代

化被概括为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

学化，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现

在的农业现代化还要靠消费者去认可，这

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如果农业没有市场化的机制，没有配

套的现代市场体系，没有建立现代供求关

系，生产靠政府安排，增长靠政府拉动，那

这样的农业只能算是计划农业、传统农

业。只有来自市场的动力才是推动农业

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现代农业不是靠

政府去认定的，而是建立在现代市场体系

基础上，是消费者能够通过市场选择表达

意愿的农业。

自上世纪 80 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以

来，我国已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以政

府调控为辅的农产品市场运行管理机制，

对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平稳运行

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农

业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放”的

过程，对于农产品市场能放的都放了。现

在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还必须要

加上一个“帮”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

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帮”

好，“帮”的方式方法要不断学习和改进。

那么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确立一个

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的农业市

场化体系成功与否？笔者认为这一标准

就是“紧平衡”，紧平衡是兼顾生产者和消

费者双方利益的一种最佳市场状态，它应

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紧平衡的实质是一种农产品供求关

系管理。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紧平衡：

第一层，紧平衡是供求关系的状态。当前

我们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求关系就

是紧平衡状态。粮食的紧平衡要关注两

个核心问题，一是解决粮食供需基本平

衡，二是防止粮食供应宽松后造成粮价下

跌、影响种粮积极性，这是两难。这表明

紧平衡首先是一种状态，农产品供给并非

越多越好，供略小于需求的紧平衡是最佳

的。在营销学上有个类似名词叫“饥饿疗

法”，就是厂家提供的商品总是略小于需

求，这样反而可以刺激需求，我们要用紧

平衡原理去管控好农业。

第二层，紧平衡是一个技术活。紧

平衡像走钢丝，调不好就失衡了。笔者

认 为 ， 紧 平 衡 意 味 着 供 给 与 需 求 不 是

100%相等。实现这个要求绝对是个技术

问题，是对调控能力的考验。传统意义

上，我们一直强调增产，这是短缺模式

下的思维方式，而紧平衡则要求转变理

念，让市场能够将供求关系自发调节保

持在紧平衡状态。

第三层，紧平衡是市场现代化成功与

否的衡量标准。管理生产一定要用紧平

衡的机制，就是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紧平衡状态如果破坏了，不是牺牲农民的

利益就是损害市民的利益。紧平衡要拿

捏好分寸取决于我们的水平，也取决于大

环境。我们在制定评价指标时要提出一

个合理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价格波动都

是合理的，而不是说越多越好，单单强调

“菜贱伤农，谷贱伤农”是不科学的。

紧平衡是我们农业市场化要研究的

首要问题，特别是在粮食生产“十一连增”

的时候，有人说多了，有人说不够，一边是

大量的进口，一边是库容不够，这就需要

从市场经济管理部门的角度去研究掌握

紧平衡管理的办法。

价格形成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价

格形成机制是否合理，决定了市场机制作

用能否正常发挥。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

制直接决定着农户的利益，直接决定着农

民种植的积极性，也直接决定着农产品的

稳定供给。以下谈一谈农产品价格形成

机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尽快提高农民对价格的谈判能

力。当前农产品定价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是 农 民 在 交 易 过 程 中 没 有 相 应 的 定 价

权。一般来说，我国农产品生产者所得占

最终卖出价格的 14%，而发达国家生产者

能够得到 30%。我国农业生产者几乎没

有任何定价权，谈判能力极不对等。解决

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农户集中起来，通

过规模化、组织化经营，让合作社等集体

组织代表农户去谈判；二是把现有的谈判

能力提高，重点提高农户的四种能力：“不

卖”的能力，即提高农户的窖储能力；“卖”

的能力，即提高农产品直销配送能力；信

息获取能力，即要建立社会化的农户信息

服务体系，让农民知道“春天种什么对，秋

天卖什么贵，买什么生产资料最实惠”；品

牌创制能力，即有能力基于自己的产品去

创制品牌。

二是尽快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首先

要解决信息的透明度问题。农民其实就需

要 3 方面信息：面积、产量和价格，这 3 个

数政府可以统计出来，也是农户最需要了

解的，可是现在政府的数据滞后了，农民

得不到或者得到也晚了。其次要解决信息

的口径统一问题。口径的统一，解决的是

标准统一的问题。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样

本采集出来的信息是没法对比的。

三 是 要 解 决 数 据 发 布 的 权 威 性 问

题。目前，除了不同的市场主体自身采集

的信息以外，政府部门的信息也是数出多

门，农户不知该信任谁，这样的数据不但

对市场没有指挥棒的作用，还可能误导市

场。可见，建立中国权威的监测预警体系

是当务之急。

（作者为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
长）

应用紧平衡理念调控农产品市场
张合成

黑龙江克东县昌盛乡安全村现代农
机合作社拥有 3.2 万多亩耕地。“2012 年，
种 粮 收 益 率 达 到 30% ，2014 年 下 降 到
19%。”合作社负责人赫永东说，“土地租
金上涨是推高种粮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2 年 每 亩 土 地 租 金 为 200 元 至 250
元，2014 年上涨到 400 多元。粮价上涨
空间有限，种粮收益自然下降。”

当前我国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迅速，
涌现出大量的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民
合作社。但是，近年来种粮成本持续上
升，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陷入规模大、
效益低的局面。如何才能让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在多种粮的同时也能多挣钱？

压低种植成本

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单纯是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可

以有多种实现形式

安徽宿州市云埇桥区符离镇昌乾农
机合作社理事长武昌金租了 500 多亩土
地种植小麦和玉米，由于地处城郊，每亩
土地租金达到 1000 元至 1200 元，去年种
粮纯收入只有 5 万多元。吉林德惠市朱
城子镇哈拉哈村达兰家庭农场主周延武
租种了 4400 多亩地，去年纯收入 60 多万
元 。 近 几 年 当 地 土 地 租 金 上 涨 较 快 ，
2013年每亩 500 多元，今年则上涨到 700
多元。为了降低风险，周延武决定今年缩
减种植面积 2000多亩。

那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破解土
地租金上涨等带来的经营压力？作为一
个懂管理、懂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江西
崇仁县石庄乡种粮大户鲁建平告诉记者，
他将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经营能力，优化农
机装备，借助高性能的机械设备来减少人
工投入，节约成本。“通过不断与农户协
商，邀请农户以田入股，既实现了规模化
经营，又确保农民的利益，找到了稳定的、
周期长的土地流转方式。”

土地租金上涨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土
地财产收益，但也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来相当大的经营风险。事实上，推进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不单纯是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有的地方通过
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等方式，实现了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有的地方通过龙头企
业与农民或合作社订单合作，也实现了规
模经营的效果。

拓展服务范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自身的资源

优势,积极为周边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

拓宽了提高经济效益的空间

据了解，如今一些种粮大户既是规
模化经营的主体，又是提供农机作业等
社会化服务的主体，他们利用自身拥有
的资源优势和销售渠道优势，为农民提
供农机作业、生产管理、产品销售等社
会化服务。

周延武今年虽然大幅度减少种植面
积，但他利用自己的农机具为周边农户提
供农机服务，作业面积达到 7500 多亩，有
效弥补了土地经营规模缩小造成的损
失。江苏洪泽县三河镇祥发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梁加祥告诉记者，合作社
现在流转土地 15000 多亩，还为农民代耕
代种 5000 多亩，去年合作社净利润达
600 多万元。江西崇仁县相山镇枧上村
种粮大户袁冬生今年种植了 500 多亩水
稻，作为凤翔农机合作社的理事长，他还
有效整合当地农机手和闲置的农机具，为
周边农民提供服务。

不过，近年来农机作业效益正在逐渐
递减，这就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农
机装备结构，提供的服务从单一的耕种收
领域向产前、产中、产后的多个环节拓
展。目前，农民对土地深松作业、秸秆还
田、田间植保、粮食烘干等农机服务需求
强烈，这应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收
益的重要着力点。

拉长产业链条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延伸产业

链条，有利于掌控粮食生产各个环节的主

动权，实现种粮收益最大化

安徽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春雨合作
社理事长雷修春是当地一位种粮大户，租
种 1000 多亩土地。2013 年，根据发展需
要，雷修春成立了农机合作社，购买了 70
多台套农机具，从事农机社会化服务。为
了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他收购农民的玉
米秸秆制作饲料，今年春节前还养殖了
500 只育肥羊。同时，雷修春调整玉米种
植结构，种植了白糯玉米，把白糯玉米煮
熟真空包装后销售，很受市场欢迎。据了
解，他们已经注册了“徽春源”商标，今年
计划扩大白糯玉米的种植规模。

如今，吉林公主岭市万欣农机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薛耀辉也正在尝试打造循环
农业产业链。利用充足的玉米资源优势，
万欣合作社发展养牛业，今年养殖了 200
多头母牛，据估计每头母牛的纯利润在
8000 元左右。合作社将牛的粪便经过发
酵后制作成有机肥回施到农田里，发展有
机农业。为了解决当地玉米销售难题，他
们还与正大公司合作成立股份公司，构建
玉米产加销产业链条。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延伸产业
链条，有利于掌控粮食生产各个环节的主
动权，实现种粮收益最大化。但是，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最擅长的是粮食生产，从事
农机社会化服务和养殖业也相对容易，发
展第二产业则比较困难。黑龙江克东县
的现代农机合作社正在尝试发展面粉加
工业，他们面临两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一
是需要大量资金购买加工设备，二是需要
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仅靠合作社的力
量这两个难题很难解决。如果合作社能
与一些资本实力雄厚的粮食加工企业合
作，借助大企业的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
实现共同发展，也是很好的选择。

当前种粮成本持续上升，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陷入规模大、效益低的局面——

既要多种田 也要多挣钱
本报记者 刘 慧

旭光家庭农场是黑龙江克山县规模
最大的家庭农场，由古北乡永胜村党支
部书记郭喜创办，经营土地面积达 1.3
万亩。

永胜村共有 850 户人家，2781 口人，
土地不到 2 万亩，人均 7 亩多。郭喜说：

“我们这里人少地多，适合搞机械化，一家
不种上 1000 多亩地，不能叫规模经营。”
他指着院子里成排的大型农机说，“现在
我搞家庭农场，自己筹措资金，加上农机
购置补贴，买的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
喷药机、收割机全是大马力的，加起来值
800 多万元。农场只有不到 10 个人，就
靠这些大家伙。”

谈到农场的经济效益，郭喜给我们算
了笔账：2014 年，扣除土地流转费和种
子、化肥、农药、农机折旧以及工人工资
后，大豆行情不好没有赚到钱，马铃薯价
格偏低赔了 40 多万元，玉米行情较好挣
了 140 万元，总体净利润 100 多万元。他
说：“这几年种地的成本持续上涨，要通过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来提升经济效益。在
种地的过程中，必须精打细算，买农资因

为量大就尽量压价，聘请水平高的科技员
把好质量关。1 亩地省下来 1 块钱，整个
农场就能省下 1万多块钱。”

永胜村村民郭永三说：“我觉着郭喜
种地太多了也不行，要提高产量多挣钱，
化肥农药就得多用，对土地肯定不好。”村
民郭友说：“其实我也担心，一年 500多万
元的土地流转费，加上几百万元的种子化
肥农药，年成好，他 1 亩地能挣 200 多块
钱。现在种地成本也不低，要是碰上大灾
年，他就爬不起来了。”郭喜也表示，自己
对种地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心知肚明，
每年都要从信用社贷款 100多万元，土地
规模超过万亩确实有些吃不消。

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形势下，旭
光家庭农场契合农民意愿，依托土地流
转，依靠农业机械和精细管理，实现了规
模化经营，但绝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地方
政府和农业部门必须从实际出发，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引导其保持适度规模经营，
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农业部“百乡万户调查”活动黑龙江

调查组供稿）

家庭农场走在春天里

茶歌对唱、采茶比赛、茶艺表演⋯⋯在日前举办的
重庆市江津区首届富硒猫山采茶节上，当地茶农用各
种方式表达着丰收的喜悦。

“富硒品牌让我们的茶叶涨了身价。”江津区嘉平
镇寒坡村二社茶农刘孝全告诉记者，两年前，茶厂的鲜
叶收购价只有 2 元至 5 元一斤，他家的 2 亩茶园每年只
有 2000元左右的收入。自从江津区 2013年底推进富
硒农业发展战略后，茶叶收购价开始上涨，今年他的 2
亩茶园收入能达到 1.2万元。

江津区地处重庆西南部，区域内硒资源丰富。中
科院地化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江津区土壤总体处
于中硒偏高的水平，中硒水平以上土壤占 90.21%。

立足富硒资源，江津区大力发展富硒农业。江津
区农委副主任张洪介绍说，该区目前布局建设了猫山
富硒茶叶核心园、永兴黄庄富硒大米核心园等 30 多个
富硒特色产业示范园，并引进了重庆骄王花椒、重庆北
顺食品等多家富硒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富硒产业发展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的农户。李
青祥是柏林镇华盖村群渝粮食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他介绍，2013 年起，重庆粮食集团江津分公司在当地
采取订单农业的方式种植富硒大米，村民的种粮积极
性被调动了起来。合作社的 170 余户成员基本都接受
了富硒水稻种植订单，种植面积达 1000 余亩。“现在，
水稻还没下种就被提前预订，每公斤收购价还高于市
场价 0.4元。”李青祥说。

数据显示，江津区 2014 年富硒产业产值 25 亿元，
约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日前，江津依托重
庆市农科院、中科院地化所、西南大学等科研院所，成
立重庆富硒食品研发中心。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全
区富硒农作物播种面积将达到 135 万亩，富硒产值达
100亿元以上。

重庆江津：

富硒农业致富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王纲报道：国际马铃
薯研究中心（CIP）与甘肃渭源县近日签署合作协议，
将在渭源建设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工作站，这将是该
中心在亚太地区建设的首家工作站。

CIP 是隶属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联合体的国
际组织，是世界上知名的马铃薯研究机构，在收集、保
存和研究马铃薯种子资源、新品种选育、技术推广、产
品深加工等各个方面有着骄人的成绩。渭源是“中国
马铃薯良种之乡”，早在 1969 年就被甘肃省政府确定
为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县，是全国马铃薯标准化示范
县，每年种植马铃薯良种 40 万亩，已发展成为全国县
区最大的马铃薯良种基地。

据悉，该工作站成立后，渭源县将通过与国际马铃
薯中心在种薯繁育体系建设、种质资源引进、新品种培
育、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研发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合作
交流，提高渭源种薯的科技含量，推动全县马铃薯种薯
产业向国内种薯研发制高点迈进。

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
工作站落户甘肃渭源

山西翼城县南梁镇西王村果农陈占文的苹果园

里，村民们正在帮着疏花。翼城县是“一县一业”基地

县，苹果经济林面积已达 18 万亩，仅苹果一项为农民

人均增收 2300元。 李维杰摄

近日近日，，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水稻机械化种植示范区高标准水稻种植工作全面展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水稻机械化种植示范区高标准水稻种植工作全面展

开。该示范区由宁夏华荣水稻种植合作社从农民手中流转 1500 亩土地，进行高标准改

造后采取现代农业的管控方式进行高标准水稻种植。。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右图 在广

西柳州市融安县

浮石镇丽光农机

合作社，一名农

民 正 在 搬 运 秧

苗。当前正值春

耕农忙时节，融

安县农民成立各

类农业合作社助

力春耕生产。

谭凯兴摄
（新华社发）

前不久，山东青岛市在盐碱地花生高产优质关键
技术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轻中度盐碱地（含盐 3‰）
花生平均亩产突破 400 公斤，改变了盐碱地不能高产
甚至不能种植花生的传统观念，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
究空白，成为继“青麦 6 号”之后青岛自主培育的又一
国内领先的耐盐碱新品种。

盐碱地花生高产项目是青岛“十二五”期间重点实
施的生物育种示范工程之一，通过选择耐盐碱品种、前
期促早发、中期控旺长和后期防早衰等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研究，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滨海盐碱地大面积种植
花生示范。经测产，百亩示范方平均亩产花生荚果达
412.2 公斤，与传统种植技术相比增产 40%以上。该研
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将为进一步挖掘盐碱地生产潜力，
促进盐碱地花生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青岛现收集保存花生种质资源 4000 余份，占全
国的 50％以上，推广花生新品种 50 多个、累计推广花
生新品种面积占全国的 45％以上，为我国油脂安全和
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山东青岛：

盐碱地长出高产花生
本报记者 刘 成

山东青岛：

盐碱地长出高产花生
本报记者 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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