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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本质特征、
发展动力与培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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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培育规模化、集约化、高效率、可持续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举措。描述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本质特征: 即农业生产规模化、生产要素集约化、技术应用广泛化、产
业体系一体化和资源利用合理化; 提出了技术变革、专业分工和农民分化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动

力; 最后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基本原则: 即符合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需要; 有利于农村家庭经营

基本制度的稳定; 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与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相适应; 与农村全面深化改革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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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eatures，Developing Causes and Culture Principles
of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CAO GUO-qing，WENG Zhen-lin，ZHENG Ｒui-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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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ing the new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asured by scale，intensiveness，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is the key to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and realiz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
grading．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main features of this new mode，namely，scale，intensification，wide applica-
tion of technology，the industrial system integration，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It also examined the
causes for developing the new mode，which are technological change，specialization，and differentiation of farm-
ers．Besides，it proposed that the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is to abide by specific culture principles．It is
expected to work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benefit the rural household management system
of basic stability，protect 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be compatibl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eco-
nomic development，and adapt to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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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人类利用动植物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获得农产品的活动，其特点是自然再生产和经

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中，土地属于制度层次，土地制度变

迁决定着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前，基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地主所有、农民经营的模

式传承上千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农地制度变革，农业经营模式演变呈现阶段性特征，主要有: 一是

建国初期经由土地改革所确立的“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下农民所有个体经营模式; 二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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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50 年代进行的三次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集体劳动、统
一分配为主要特征的集体经营模式; 三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农村改革后实行的农村土地“平均分配，共

有私用”的农村家庭承包生产经营模式，赋予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决策权和土地的剩余收益权; 四是新

世纪之初统筹城乡发展阶段下萌发的近年来有较大发展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联户经营、合作经

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也称之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随着工业化、城
镇化的加速发展，农业高成本、高风险、资源环境约束的态势日趋明显，农户兼业化、务农老龄化、农村空

心化问题更加突出［1］，“谁来种地”及“如何种地”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着手解决

小规模、分散化、低效率、难为继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培育规模化、集约化、高效率、可持续的新型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2013 年 12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鼓励发展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模式。为此，本文拟就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内涵特征、发展动力进行分析，并就其培育

原则进行讨论。

一、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本质特征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它

涉及到基本农业经营体制、经营主体、经营方式、经营机制等方面。何谓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它与

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它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概念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这些都

值得梳理。
( 一)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联系与区别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都是近年来关于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研究中出现频率较

高的用词，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联系:“新型”都是相对于传统小规模分散化农业经营模式而言，是多年来“三农”问题探索过程

中凝练归纳出来解决农业产业发展滞后的共识，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

克服“四化同步”发展中农业发展的“短板”，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思路。无论是新

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根本目的都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实现农

业转型升级，基本目标有三个: 一是农业增产，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是农民增收，以实现城乡居民共

同奔小康; 三是农村发展，让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培育原则也应该是基本相同的①。
2．区别: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着重于宏观层面，相对应于“广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类活动，生

产、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都有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的要求，既包括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又包

括农业经营环境，以及经营主体与经营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包含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体系中。它是全

面深化改革中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农村土

地实现由所有权、承包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促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
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多元化经营模式协同发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仅涉及相关制度的改革创

新，还涉及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完善、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着重于中观层面，相对应于“中义农业”，是现代农业的具体实现方式，主要

包括农产品生产环节以及围绕生产环节而发生的与外界环境之间发生的关系。按经营主体划分，主要

有大户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 公司+农户) 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合作社+
农户”经营模式。按农业功能类型来划分，主要有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工厂化农业、立
体农业等。按经营方式划分，主要有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密集型农业、劳动密集型农业等。也可以说，

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 二)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本质特征

1．产业布局区域化。就是要按照比较优势、市场导向、技术进步、就业需求为原则，进行农业结构调

整，发展特色农业，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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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把握的几个原则”发表于《江西日报》2014 年 2 月 10 日 B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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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生产规模化。规模化生产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其实

质是要解决农业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提高规模效益的矛盾。它不仅是

提高土地规模经营问题，还包含有经营环节即服务外包规模化的经营问题。
3．生产要素集约化。以比较完善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现代化的物质装备为基础，集约化、高效率地使

用各种现代生产物质投入要素，包括水、电力、农膜、肥料、农药、良种、农业机械等，从而达到提高农业生

产率的目的。
4．技术应用广泛化。能广泛应用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和农业工程技术成果，提高农产品产量，满足

人口增长对农产品数量增长和品种多样化的需求; 提升农产品品质，满足人们对农产品优质化、标准化

需求和追求健康、绿色消费的需求。
5．产业体系一体化。能够广泛应用先进的管理模式、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

中、产后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具有很高的组织化程度，具有稳定高效的农产品销售网络和加工转

化渠道，具有高效率运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高效的现代农业管理体系。
6．资源利用合理化。广泛应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等生产原理，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

新、产业转型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绿色生产、低碳排放，实现水地等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7．生产劳动职业化。职业农民，是具有新理念、新技能的新型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源动力。现

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特点，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种有尊严、可经营的职业，能够按

照市场机制组织生产，并以实现家庭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和要求。
8．服务体系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生产，要求有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灾害预报、农产品检测等

公益性服务体系和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等经营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动力

纵观人类农业发展史，大致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原始农业，采用简陋

的石器、棍棒等生产工具，从事简单农事活动，其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一种刀耕火种的自然经济模式，实

行以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劳动。传统农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小规模、分散

化、依靠传统的经验和技术，是其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显著特点。现代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是二战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
但因人口、资源、市场等国情不同，形成了 4 种不同类型的大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即多人口、强资源、强
市场的美国模式; 少人口、多资源、中市场的加拿大模式; 密人口、少资源、依赖国际市场的日本模式以及

区域一体化模式的欧盟模式［1］。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目前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

渡的时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也呈现由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向多元的新型生产模式转变。
无论从农业发展的历史演进来看，还是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来看，技术变革、专业分工和农民

分化是农业发展阶段演进的动力，也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动力。
( 一) 技术变革

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科技对农业贡献有限，但从狩猎到养殖，从采摘野果到种植，都是人们长期

生产实践经验的探索，特别是铁犁牛耕，既是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标志，也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

作方式。农业技术革命，不仅拓展了人们的劳动空间，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促使人类

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重大技术突破———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人

们由以采集、狩猎方式获得野生动植物过渡到种植作物、饲养家畜，农业和畜牧业得以发展。农业生产

的周期性劳动，要求人们改变游牧生活方式，在较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播种、管理和收获。这

样，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迁徙生活逐渐转为定居生活。现代生物科技、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农

业生产经营者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方式，使农业经营方式更

加体面，实现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
每一次科技革命，不仅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产业分工和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农业

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特别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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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林 经 济 管 理 学 报 第 13 卷

传工程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深刻影响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技术革命的

成果广泛应用于农业，促使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发生改变，由此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农业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有着悠久的“以农为本”的历史。早在1 500年前，就有被公认为世界

上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的《齐民要术》问世。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实行轮

作套种以及实施农牧结合等，是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显著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十分重视农

业科技，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农业科研、农业教育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断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农业

高新技术研究以及实用技术的推广，为占世界 9%耕地却养活 20%的世界人口提供科技支撑。同时，

农业科技的进步，也推动了我国注重精耕细作、分散经营、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模

式，向现代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紧密结合、家庭经营与社会化生产紧密相联的新型农业生

产经营模式转变。
( 二) 专业分工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不仅是提高劳动效率、增进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方式，也是经济

增长的源泉［2］。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农民的生产活动一般是为满足自身需

要，部分参与市场交换，生产消费没有截然分开［3］。虽然农业因其生命特性、产品市场特性以及生产组

织特性，导致了分工的有限性，但仍然可以寻求改变或部分改变农业的产业特性，改善农业的分工效

率［4］。由于农业分工能够使生产经营者专注于某一农产品或某一生产环节，实现标准化生产，提高劳

动生产率。没有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分工，就没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5］。
农业的专业分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横向分工。就是农业产业内部不断分化成若干相对独立

的子产业。例如江西农业内部分工，形成大米、生猪、水产、水禽、茶叶、油茶、中药材、商品蔬菜等 10 个

主导产业。二是纵向分工。就是某一农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形成一个专业化、社会化的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产业。例如上高县成立了汇农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供种、供肥、供药、技术指导、收购”的

“五统一”。三是区域分工。就是由于农业的资源禀赋优势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农业专业区、专业带。例

如江西依托资源优势，形成了赣南柑橘、赣北早熟梨、赣中生猪、赣中北绿色大米、鄱阳湖虾蟹、泛鄱阳湖

水禽等 6 大优势农产品产区。
由于农业专业分工的发展，原来具有“小农经济”特征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必然要求被具有现

代社会化生产特征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所取代，这也是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规律。
( 三) 农民分化

农民分化是指农民在社会系统的结构中由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社会地位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

的多种不同社会地位的过程［6］。当今世界上农业现代化国家先后完成了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换［7］。
农户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确

立和巩固了农户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出现了两个基本趋势: 农户非农户和农户专业化［8］。家庭

承包制使农户经济兼业化和农户内部劳动力专业化［9］。从分工意义上说，农户兼业化是家庭成员个体

的专业化与家庭整体的兼业化。2013 年农民工数量达到 2．63 亿，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达到 1．30 亿，

举家外出农民工达到 0．34 亿。外出农民工特别是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有利于农地的流转和规

模化程度的提高。截至 2013 年 11 月底，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 26%左右，全国农村承包

50 亩土地以上的大户达到 287 万家，家庭农场的平均面积达到 200 亩左右［10］。
但从总体而言，我国农民经营土地规模小，全国 2．4 亿农户，户均经营土地 7．1 亩 ［11］，只有美国家

庭农场的 1 /400，欧盟的 1 /30，日韩 1 /3，且地块分散，平均 4．1 块，这是农业效益长期低下的主要原因。
因此，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速农地流转，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培育原则

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要求的具体行

动，是基于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际需求，也是在坚持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

提下，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举措。鉴于我国人多地少、粮食保障任务重的基本国情，培育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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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模式需要坚持以下“五个原则”［12］:

( 一) 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攸关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重要战略物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虽然 2004 年以来，由于强农惠民政策的陆续出台和不断强化，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2013 年

将突破 6 亿吨。但总体而言，我国粮食供求关系仍趋于紧平衡状态，农产品进入供需难平衡期［13］。为

此，2013 年 1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并要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所以说，实现口粮安全是我国粮食安全

不可动摇的目标。虽然通过进口大豆、玉米等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性农产品，有利于缓解土地供求矛

盾。然而，属于土地密集型、生态制约型的粮食生产，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是最基础的资源保障。特别是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人地关系紧张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打破;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旱涝灾害频发，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要保障粮食安全，一是要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

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14］。二是要按照粮

食生产与水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原则，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抓好农田水利建设，切实提高水

资源的利用率和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因此，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要走传统生态农业与现代产

业化农业相结合的路子，无论是投入要素集约化、生产过程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还是经营主体组织化、服
务体系社会化的提升，都要有效保护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以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不动摇，以满

足我国城乡居民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
( 二) 有利于家庭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

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的分工经济、生产的季节性和随机性，以及要素的可分割性，家庭经营对于降低

交易费用、处理道德风险，比企业组织更为有效，是农业生产最有效的经营模式。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农业有 80%以上属于家庭农场，家庭经营仍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我国 30 多年的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

障。事实已经证明，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此，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中应该毫不

动摇地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在此前提下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正如

《决定》①中所指出的，“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

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家庭经营包括联户经营、大户经营和家庭农场，仍然是我国未

来农业经营的主体; 集体经营，相对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而言，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层次，

必须长期坚持，并在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合作经营即农民合作社

经营、企业经营即农业企业经营，都要根据区域经济特征和产业需求，来推动其发展。因此，培育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模式，是在坚持家庭经营基本制度前提下，创新农业经营方式，促进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
社会化的提升，这是实现农业转型升级、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 三) 切实保护农地承包者的权益

农村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也是农民生计的基础保障。维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是缩小

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要做到《决定》中所指出的“稳定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
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

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制度，切实维护好农户的合法权益，为农业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和优化组织创造

适宜的环境［15］。在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时，在坚持“产权明晰，用途管制，公平效率”原则下，应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着力巩固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等工作成果，使农村土地产权更加清晰，农户土地用益物权真正落实［16］; 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市

场，借助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或入股，以实现农民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并借以实现

“弱者离地、强者务农”的帕累托效率改进; 三是赋予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实现农地承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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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权的保值增值。
( 四) 与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相适应

我国疆域辽阔，土地资源禀赋差异大，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发展区域

特征明显。东北地区土地平整，人均耕地多，易于机械化耕作，但水资源相对稀缺，发展节水农业任务繁

重。东部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但土地

资源稀缺，粮食生产机会成本高，农业发展潜力有限。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优势明显，是劳动力输出重要

地区，多数省份为重要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但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任务重，农

业产业化水平低。西部地区地形地貌独特，水果、药材、茶叶等特色农业发展基础好，但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土地不够平整，尤其是近些年西南五省旱灾严重。因此，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要充分考虑自

然资源特点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为原则，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 五) 与农村全面深化改革相协调

专业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需要加速农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这涉及到“农地如何转”、“农民何

处去”、“农业资金何处来”、“经营主体如何培育”、“社会化服务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农地流转的前

提是“确权登记”，赋予农民土地财产的权益，建立农地流转市场，在稳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基

础上，实现“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转移出来的农民不仅需要“农地财产权益”的实现，而且需要户籍制

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让其能够真正融入城市，公平分享城市文明，这又涉及到城乡管理体制

的改革。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长、风险高、利润低，与金融机构短周期、低风险、高回报的要求相悖，且

资金使用具有集中性，反而容易倒逼金融服务创新。专业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使农民不再是身份特

征，而是一种有尊严、可经营的“职业”，面代农业需要的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进而

促进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因农业的基础性和外部性，需要完善农业财税制

度、生态补偿机制和农产品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农业生产组织化，即通过把小规模、分散化的小农组

织起来，发展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整合分散使用的资源，提高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这涉及

到多元化的经营主体培育问题。集约化、专业化的农业生产，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例如农

业技术推广、灾害预报、农产品检测等公益性服务体系和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等经营性的社会化服务体

系的完善。所以，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需要与农村全面深化改革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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