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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运行的阶段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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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杨陵
·

7 12 10 0)

摘 要 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的实质为耕地流转型机制
,

其运行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

段性
.

在农户数目增加
、

停滞和减少三个不同阶段
,

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运行对农业发展产

生了不同影响
。

我国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运行尚处在第一阶段
,

使农业发展不景气
.

只有促

进运行机制的阶段性跃进
,

才能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
。

对此
,

政府应采取适当措施
。

关键词 农户耕地规模
,

耕地流转机制
,

运行阶段性
,

农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 3 2 3
.

2 1 1
,

F s o i

农户耕地规模呈现出阶段性变动特性
,

是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所致
。

在工业化的大

背景下
,

农户耕地规模变动的直接原因
,

是耕地产权在农户间发生流转
。

因此
,

农户耕地规

模变动机制的实质
,

是耕地流转型机制
。

农户具有双层含义
,

其一
,

指居住在农村的家庭
,

此时
,

农户与城镇户相对应
;
其二

,

指

经营农业的组织载体
。

在发达国家
,

把农户普遍称为农场
,

此时
,

农户又与工厂相对应
。

本

文的农户概念
,

指其第二层含义
。

农业的特点和农户的特征
,

决定农户是经营农业最适宜

的组织载体
。

农业 自然选择了农户
,

农户自然适宜于农业
。

但适宜并不等于能经营好农业
,

二者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

农户从适宜农业到经营好农业
,

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

换言之
,

农户经营农业适宜论必须过渡到农户经营农业条件论
。

农户经营好农业的最基本条件
,

是

农户耕地规模要处于变动态
。

这一点是由农业 自身的产业特点决定的
。

农户耕地规模变

动
,

有赖于农户数目的变动
。

通过对经济发展史的考察
,

工业化进程中
,

农户数目呈现出增

加
、

停滞和减少的三个阶段
,

本文试 图探讨农户数 目变动三阶段过程中
,

耕地流转型机制

的运行效果
.

1 农户数目增加阶段的耕地流转型机制

L l 运行背景

该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
,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无以与农村人口的机械增长量相匹配
,

致

使农户数目不断增加
。

工业化为农户提供了新的就业领域
,

导致农户兼业化产生
。

此时的

农户兼业化 尚处于初级阶段
,

这主要是因为非农产业就业的不稳定
。

农户兼业化使其放弃

部分耕地
,

为该阶段耕地流转型机制的运行
,

创造了物质前提
。

1
.

2 对农户耕地规模的影响

该阶段
,

耕地流转型机制是在全体农户都经营农业的格局下运行
,

它通过耕地产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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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间的流动和转移
,

使农户耕地规模发生变动
。

耕地流转型机制运行对农户耕地规模产

生如下诸方面影响
:

①以部分农户 (流出农户 )耕地规模减少为代价
,

换取另一部分农户 (流入农户 )耕地

规模扩大
。

由此导致农户耕地规模向相反方向转化
。

一方面
,

流出农户耕地规模减少
; 另一

方面
,

流入农户耕地规模扩大
。

②即使假定农户数目和耕地面积不变
,

由于流出农户数量有限
,

导致流入农户规模扩

大幅度不高
,

潜力有限
。

③去掉上述假定
,

与耕地流转型机制运行相伴随
,

农户平均耕地规模下降
。

1
.

3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1
.

3
.

1 导致兼业农户结构性变革和农业副 业化 因为流出农户来自农业的收入绝对下

降
,

流入农户来自农业的收入有限度地提高
。

对于流出农户
,

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收入势差

进一步加大
,

对于流入农户也只是降低了收入势差
。

追求高收入的欲望
,

促使农户在 非农

产业兼业
,

农户兼业化格局进一步强化
,

兼业农户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

以农业收入为

主的第一类兼业户减少
,

以农外收入为主的第二类兼业户增加
,

导致农户把农业作为副业

经营
。

农业经营的精心程度降低
,

农业效率下降
.

1
.

3
.

2 农业 自给性程度不断强化
,

农业商品化难以发育 随着农户平均耕地规模下降
,

农户生产的农产品自给性消费比重增加
,

可参与市场流通的农产品比重减少
,

农业商品化

进程步履艰难
,

农户经营农业缺乏利益刺激
,

这就进一步弱化了农业经营的精心程度
。

1
.

3
.

3 农业投入减少 对于人多地少
、

尚处在传统农业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

由于农业副

业化和 自给性
,

农户缺乏增加农业投入的利益刺激
,

传统农业改造进程难以启动
。

使这些

国家长期处在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传统农业阶段 11[
。

农业处在

低投入
、

低产出
、

低效益的低水平循环之中
。

1
.

3
.

4 农业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减少
,

芒至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般认为
,

农

业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四方面的贡献
:

产品贡献
、

市场贡献
、

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 z[]
。

一个 国家的农业
,

一旦陷入低水平循环
,

首先减少产品贡献和外汇贡献
,

进而波及到 市场

贡献和要素贡献的下降
,

最终使农业无法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

2 农户数目停滞阶段的耕地流转型机制

.2 1 运行背景

该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
,

以工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吸纳
,

使农业

劳动力的转移量超过了农业劳动力机械增长量
,

农业劳动力开始了总量下降
。

农业劳动力

增加引致农户数 目增加的时代已成为历史
。

该阶段
,

由于农户劳动力个数较多
,

农业劳动

力转移尚不会危及农户的存在
.

因此
,

农户数目处于停滞
。

2
.

2 运行特点

在农户数目停滞的态势下
,

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
。

如果农业机械装备程度没有适时提

高
,

部分农户必然存在着劳力缺乏的问题
,

放弃部分耕地成为可能
。

这样
,

耕地流转型机制

运行也就有了物质基础
。

因此
,

该阶段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也是在全体农户都经营农业

的格局下运行
.

他通过耕地产权在农户间的流动和转移
,

使农户耕地相对规模增加
,

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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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的耕地面积增加
,

农户耕地规模结构也发生上移
。

由于耕地的非农

化
,

农户耕地规模继续减少
。

2
.

3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2
.

3
.

1 农户兼业化削弱 在农业现代化程度不很高的情况下
,

农业劳动力面对增加的耕

地
,

必然会放弃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
。

因为在该阶段
,

农业与工业的比较利益不是很低
,

通

过农户农业劳动力转移
,

使农户耕地规模相对扩大
,

可以均衡产业间的收入
。

农户兼业化

减少
,

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的精心程度
,

提高耕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

2
.

3
.

2 启动 了农业商品化进程 农业劳动力经营规模的提高
,

使农业经营的目的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
,

即由自给消费向为市场生产转化
。

农业商品化进程也就开始启动
。

农业开始

了同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产业部门平等竞争
.

2
.

3
.

3 农业现代化开始起 步 农户经营农业的利益冲动
,

促使农户增加农业投入
,

传统

农业开始得到改造
。

农业生产向社会化
、

专业化演进
。

2
.

3
.

4 支撑 了工业化进一 步发展

3 农户数目减少阶段的耕地流转型机制

3
.

1 运行背景

该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
,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急剧变革
,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

展
,

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
,

这就危及了农户的存在
,

农户数目开始减少
。

3
.

2 对农户耕地规模的影响

此阶段
,

全体农户都经营农业的格局被打破
,

部分农户完全放弃对农业的经营
,

农户

非组织化开始启动
。

耕地流转型机制运行
,

具体表现为耕地产权由脱离农业的农户向仍经

营农业的农户转移
,

这对农户耕地规模产生如下两方面的影响
:

①农户耕地规模结构显著

上移 1 9 5 5年法国有 23 0
.

7万个农场
,

其中农场面积在 s h m
Z

以下的占 34
.

5 %
; 19 7 9年有农

场 1 26
.

4万个
,

其中面积 s h m
,

以下的农场
,

占农场总数的 28
.

5 %
.

在所减少的农场 中
,

s h m
Z

以下的农场占 41
.

8 % 3j[
; ②平均耕地规模增加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

,

耕地面积不断

减少
,

但经营农业的农户也大幅度减少
,

所以农户平均耕地规模增加
。

3
.

3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3
.

3
.

1 增加 了农户来 自农业的收入
,

促使农业经苦的精心化 耕地规模大幅度提高
,

可

使农业成为大多数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
。

农户生产的农产品
,

主要进入流通领域
。

农业生

产的商品化程度高
。

1 9 70 年
,

法国专业农户和第一兼业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83
.

2 % [’1
.

3
.

3
.

2 增加 了农业设备的投 资及利用效率
,

农业现代化进程向高级阶段演进 由于工业

化进程中
,

工业和农业的逻辑关系已经演进到以工补农阶段
,

依靠工业反哺已经实现现代

化的农业
,

农户耕地规模大
,

农业设备的不可分性不复存在
,

减少了农业增长的代价
。

3
.

3
.

3 促进 了经济发展 由于农业 自身保持旺盛的发展动力
,

减少了农业对工业的依赖

程度
,

特别是提高了本国农产品的 自给程度
,

减少了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对国内经济发

展的振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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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4
.

1阶段判断及其后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实行之后
,

东部发达地 区首先提 出了扩大农户耕地

规模这 一现实 问题
,

并就耕地流转型机制的具体形式进行 了探讨
,

具体有
“
两 田

”

分离承

包制
, “
三田

”

分离承包制及租赁制
、

股份制
、

代营制等 5j[
。

其中
“
两田

”

制是耕地流转型机制

运行的最主要形式
。

然而
,

我国农村人 口呈较快增长趋势
,

农户数目更是以较高速度增长
。

从 1 9 8 5年到 1 9 9 0年
,

我国农村人 口年均增长率为 12
.

0编
,

同 期 农 户 数 目 年 均 增 长率

为 31
.

1编
,

农户数目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 口的增长速度
。

与农户数目高速增长形成强烈

反差的是
,

我国耕地面积锐减
,

人均耕地 1 9 4 9年为 0
.

1 8 h m
, ,

1 9 6 5年为 0
.

1 4 h m
, ,

1 9 7 8年为

。
.

l h m
’ ,

到 1 9 9 0年下降为 0
.

o 8 3 h m
,

.

1 9 9 0年比1 9 4 9年下降了 53
.

7 %
.

在此态势下
,

耕地流

转型机制不管采取何种形式
,

最终只能导致农户耕地规模下降
。

我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
,

1 9 8 5年为 0
.

4 8 h m
, ,

1 9 8 8年下降为0
.

4 2 h m
, ,

19 90年下降为 0
.

4 i h m
,

.

1 9 8 8和 1 9 9 0年分别比

1 9 8 5年下降了 1 2
.

4肠和 1 5
.

3 %
.

我 国人多地少
,

耕地对经济发展具有刚性约束
。

为了保证 n 亿人 口 最基本的粮食需

求
,

在现在播种面积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
,

粮食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不应低于 76 %
.

在农村人 口 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

全部农户又都经营农业这一态势下
,

我国农业商品化

进程很难启动
。

据国家统计局 1 9 5 5年对 25 个省 1
.

6万个农户的调查
,

1 9 5 4年农户平均商品

率为 25
.

7写
.

近年来
,

我国农业商品率仍徘徊在 30 %左右
,

这样低的农业商品率是在我国

农户消费不足的前提下达到的
,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

农业商品率还可能下降
。

农户耕地规模下降
,

农业商品率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
,

农户很容易把农业当作副业进

行经营
,

农业副业化不可避免
。

对于农户而言
,

这是一种理性选择
,

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来

讲
,

农业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发展
。

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
,

进口粮增加
。

作为一个 n

亿人 口 的大国
,

把农产品的供给寄希望于国外
,

不仅经济上难以实现
,

而且还要冒很大的

政治风险
。

实现粮食自给
,

应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

然而
,

粮食生产的政府目标和农户目标相

背离
。

政府希望产出最大
,

而农户追求收益最大
,

必然导致粮食生产波动
,

难以稳产
。

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

最终取决于农户经营粮食的积极性
,

只有经营粮食有足

够的利益刺激
,

农户才会有生产粮食的冲动
,

换言之
,

必须实行粮食生产商品化
。

这又应建

立在农户耕地规模扩大的基础上
。

要达此 目的
,

根据不同阶段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运行

效果的分析
,

必须推动运行机制的阶段性跃进
。

4
.

2 促进运行机制阶段性跃进 的对策

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阶段性跃进
,

可以扩大农户耕地规模
,

但面 临着一些制约因

素
。

其一
,

耕地占有的强烈欲望
,

导致农户不可能轻易放弃所经营的耕地
。

耕地是特殊的物

品
,

农户占有耕地的原因很难归结为某一方面
。

农户占有耕地具有多维取向
:

保险取向
、

生

产取向和政治取 向等
。

这一切就有碍于运行机制的阶段性跃进
;
其二

,

我国农业劳动力就

地转移模式
,

易于延长耕地流转型机制在农户数目增加阶段的运行区间
。

农业劳动力就地

转移模式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互为因果
。

因此
,

促进运行机制阶段性跃进
,

农村工

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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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运行机制阶段性跃进
,

其实质就是耕地产权制度的创新
。

历史上任何一次耕地制

度变革
,

尽管初衷可能是政治取向
,

但最终还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所提 出的客观要求
。

这种

要求不会 自发满足
,

耕地制度的变革都是政府依靠政策力量强制实行
,

政府在促进运行机

制阶段性跃进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

我国农村耕地属社区所有
,

客观上为推进阶段性跃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

尽管如此
,

农

户耕地规模扩大是长期性过程
。

政府应适时采取有效政策
,

促进农户耕地规模变动机制阶

段性跃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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