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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规模经济及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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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果从平均成本降低的角度来讲
,

在我国农业土地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着 3 种

规模经济
:

①经营者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
;

②零散土地改整所带来的规模

经济
;

③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公共设施
、

市场集聚
、

产业关联
、

服务等规模变动产生的效益流

入农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
。

前 2 种称为内部规模经济
,

后 l 种称为外部规模经济
。

以农户家庭

为依托
,

进行土地制度的创新
.

建立合作组织
,

实行有偿分享是粮食生产中土地规模经济利用

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粮食生产
.

土地经营
,

规模经济
,

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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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严峻的现实

1 9 8 5 年以来
·

我国随人 口 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

粮食消费以不可抑制的趋势呈刚性

增长
。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居民不同收入档次 口 粮消费情况的统计表明
,

在 人均 1 2 0 0

元以下的收入段
,

口 粮消费与收入增长呈正相关
,

即 口粮边际需求尚未达到递增转为递减

的拐 点l ` 。

这是 由粮食消费的特点所决定
。

虽然
,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引导居民消费
,

调

整居民消费结构
,

来适 当地减 止对粮食需要的压 力
,

但从 国内外食物消费的经验来看
,

食

物消费是刚性需 求
,

食物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

面临这种严峻的现实
,

使得我们不得不把粮食生产放在农业生产或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上
。

一般来说
,

农业的增 长有两条基本途径
,

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

一是提高土地生产率
。

农业发展的历 史表明
,

那些资源察赋以土地资源稀缺
、

劳动 力相对丰富为特征的国家
,

农

业技术创新的特点是节约土地和使用劳动
,

提高土地生产率
;那些资源察赋以土地资源相

对 丰富
,

劳动力相对稀缺为特征的国家
,

农业技术创新的特点是节约劳动和使用土地
,

以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因为
,

在前一场合
,

提高土地 生产率
,

在其农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

用
.

而在后一场 合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在其农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位置
。

我国是一个耕

地很稀缺的国家
.

同时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

在短期内
,

非农产业的发展 尚难

把剩余劳动 力完全吸收掉
。

在这种情况下
,

发展农业
,

发展穴村经济以及国民经济
,

只能增

加粮食产量
.

以追求最大土地生产率为最高 目标
。

2 土地规模经营 与粮食生产

如果从平均成本降低的角度来讲
,

在我国农业土地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着 3 种规模

经济
,

①经营者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 ; ②零散土地改整所带来的规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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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③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公共设施

、

市场集聚
、

产业关联
、

服务等规模变动产生的效益流

入农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
。

在这 3 种可能存在的土地规模经济中
,

前 2 种可称为内部规模

经济
,

是指经营者在土地规模变化时而 由内部引起的超额收益增量
; 后一种则称为外部规

模经济
,

是指整个行业或关联产业等规模变动而给经营者带来的好处
。

在前两种内部规模

经济中
,

前者可称为绝对规模经济
,

后者则称为相对规模经济
。

2
.

1 耕种土地面积扩大所带来的绝对规模经济与粮食生产

从理论上讲
,

经营者耕种的上地面积扩大 的规模经济可能有两个来源
:

其一是生产要

素的不可分性
,

其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由生产要素不可分性带来的规模经济虽不

象在工业生产中那样明显
,

但确实存在
。

随着土地规模 的扩大
,

总产量也随之增加
,

就会将

一定的固定 费用分摊到更大的土地面积和更多的产 品上
,

使得单位面积固定成太和单位

产品固定成本减少
; 在较大的土地面积上采用效率较高的机械或设备

,

也能达到单位面积

固定成本和单位产品固定成本的减少
;
农业生产是 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

,

受植

物生长过程的制约较大
,

不同品种要求的物质条件不尽相同
,

要求同祥作物必须实行一定

规模的集中种植
,

从而保证其品种纯度
、

产量和质量的稳定性
`“三。

经营者耕种的土地面积增加
,

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是明显的
。

只有土地面积达

到足够规模
,

才能实现合理的劳动分工
,

实现合理的专业化
。

土地规模愈大
,

劳动分 J二则愈

细
,

专业化程度则愈高
,

愈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

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
,

劳均占有耕地面

积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呈显著的正相关
。

我国农业芳动生产率低下
,

在很大程度上 与劳 沟耕

地少有关
。

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还证实
,

以土地面积作为衡量经营规模的指标
.

虽然在

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效果是显著的
,

但通常并不导致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

相反
.

经营规

模的扩大却导致土地生产率下降
。

根据 l , 8 8年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资料
.

随农户经营规模

的扩大
,

单位面积产量逐渐下降
,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单位面积产量呈负相关
。

土地经营

规模 0
.

33 h m
,

以下的农户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4 3 7 8
.

5 k g
,

随土地经营规模扩大
,

农户土地

经营规模 3
.

3 h m
,

以上农户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1 9 5 6 k g
,

后者仅占前者的 4性
.

67 %
。

与此

同时
,

每个劳动 力创造的种植业收入与土地经营规模呈正相关
,

即耕地经营规模越大
,

种

植业劳动生产率越高
。

土地经营规模 0
.

33 h m
,

以下的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4 03
.

3 0 元
,

经营规模 3
.

3 h m
,

以上的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11 故
.

26 元
,

后者约是前者的 3 倍 ’ 3 ! 。

由此可见
,

如果从我国粮食消 费需求和粮食生产的现状出发
,

以追求最大土地生产萝

为最高 目标来判断
,

我国目前就总体而言
,

尚不具 备利用土地面积的扩大所带来绝对规模

经济的条件
。

2
.

2 将分散
、

零碎的地块适当整合所带来的相对规模经济与粮食生产

土地经营的分散
、

零碎是我国农业中存在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

将分散
、

零碎的地

块适当整合可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相对规模经济
。

但利用这种形式的规模经济需要以下

两个前提同时存在
:

①农业生产 中生产要素的可分性具有下限 ;②现实中的上地零散程度

已以超过了生产要素可分性的下限
。

毫无疑问
,

第一前提是存在的
,

利用这种形式规模经

济的第二个前提也是存在的
。

在我国土地资源相对于 人 口来说极 为稀缺
,

1 9 8 7 年人均耕

地面积约为 0
.

0 89 h m ’ ,

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

这一状况决定了我国上地面积的绝对规模不

可能很大
12 , 。

而且
,

由于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
,

采取了按质量等级
,

距离远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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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配土地的方法
,

这更加剧了土地规模的小型化
.

造成 了土地相对规模较小的状况
。

据

对全国 3 万多农户抽样调查
,

平均每户承包的耕地 。
.

56 h m
, ,

分为 9
.

73 块
,

每块 只有 认

0 5 7 h m
, 。

不少地方
,

农户承包的地块
.

大的不过 。
.

0 67 h m
Z ,

小的只能 以分厘计量
,

有的农

户承包的耕地甚至多达 50 块之多 “ 。

这种土地的零散程度并未 比 30 年代有明显的改善
。

如果说 30 年代农田零星分散是导致农业经营低效率的原 因之一
,

那么这一原因至今仍然

存在着
。

与此同时
,

目前农业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了
,

从充分利用农业装备效率的角度看
,

土

地 可分性的下限大大提高了
。

据调查
,

手扶拖拉机进行耕耙作业时
,

一般把 3 30 m 作为最

小珍长
,

4 m 作为最小地宽
,

这就要求地块面积至少要在 0
.

13 h m Z

以上 ’ 三
一 。

一方面是土地

零散程度依然如故
,

另一方面土地可分性 下限大大提高了
,

说 明第二个前提仍然存在
,

由

于 两个前提都存在
,

所以利用将分散
、

零碎的地块适当整合获取相对规模经济是可行的
。

事实也是如此
。

河北省文安县急流 口乡界围村
,

根据群众的意愿和要求
,

对全村 2 20 h m
,

土地进行调整
,

把原有的小块土地调整为 65 个方田
,

每方 田 3
.

3 h m
, ,

每 30 人一个方 田
.

人 口较多的户最多占三个方田
,

人 口较少的户 一般只占一块方田
。

在土地绝对规模不变的

情况下扩大了相对规模
,

取得 一定的规模经济
。

1 9 8 5 年当年农业总收入为 57
.

4 万元
、

比

1 9 8 3 年增加了 3 6
.

哇万元
。

粮食总产由 19 8 3 年的 2 7 5 0 0 0 k g 增加到 一9 5 5 年的 6 9 5 0 0 0

k g
.

单产由 1 8 7` k g 增加到 5 4 2 2
.

5 k g
,

人均占有粮食由 2 5 0 k g 增加至11 6 3 1
.

5 k g
.

土地生

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提高
。

不仅如此
,

将分散
、

零碎的地块适当整合还可以相对地增

加土地可利用面积
。

由于地块分散
、

零碎
,

增加 了许多沟埂和地界
,

占用了不少耕地
。

例如

安徽省灵壁县郭西队
.

在 29
.

3 h m
Z

耕地中仅增加的沟埂
、

地界就多占了 ]
.

47 h耐
3 1 。

因

此
.

扩大土地相对规模
,

减少沟埂
、

地界是提高耕地利用率的重要途径
,

从而达到增加粮食

产量的 目的
。

2
.

3 外部规模经济与粮食生产

众所周知
,

现代农 业是与市场
、

社区服务设施
、

交通运输设施等密切相连的
,

因此
,

经

营者与这些外部服务的联系中客观地存在着规模经济
。

农业与工业相 比
,

具有生产季节性

和产品易腐性特点
。

同时在农业生产 中
,

对于某一生产要素来说存在着一个最大效率期
,

而且这个最适时期的范围很窄
,

早于或迟于这个最适时期的经营都会导致减产
,

这就使得

对农业生产必须进行及时经营
,

从而给农业生产要素的供应提出了要求
。

另外
,

由于农产

品的易腐性
,

还要求必须对农产品及时组织销售
。

国内外研究表明
,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
,

农户单位生产资料和单位产品交易 费用
.

与总交易活动的规模成反 比
。

这意味着节

约交易费用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外部提供的服务
。

事实也是如此
,

农业部对我国 3 2 0 0 个农

户所作的问卷调查表 明
,

目前农户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调整联产承包责任制或重新划分土

地
,

而是服 务
.

包括购买生产资料
.

提供灌溉
、

机耕
、

植保服务和技术指导
,

解决融资困难
,

组织水利建设
,

指导生产门路
,

解决产品销售等
。

由此可见
,

外部规模经济在我国土地经营

中的利用范围和潜力非常之大 , 5 。

3 土地规模经济的利用

获得或利用土地规模经济是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的本质所在
。

象人们对我国农业生产

中是否存在土地规模经济
,

或存在哪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济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一样
,

又、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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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或利用存在的土地规模经济也存在分歧
。

3
.

1进行土地制度的创新

进行土地制度创新
,

其主要内容是
,

逐渐推行土地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分离基础

上的国家
、

农 民双重所有制
,

即国家掌握土地的法律所有权
,

是土地的终极占有者
,

由此派

生出的主要职能有
:

宏观管理权
、

协调监督权
、

政策指导权
、

收益分享权和一定程度的处分

权
,

这些权益是绝对稳定的
,

不能随意更动 ;
农 民拥有土地的经济所有权

,

是土地的现实所

有者
,

主要派生出的职能有
:

经营使用权
、

自主决策权
、

收益占有权和必须的处置转让权 以

及有限的产权继承权
,

这些权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

根据实际可以进行必要的变动与主体

换位
。

这种土地制度从根本上杜绝和消除了原来土地两权适当分离的弊端
.

形成了稳定

化
、

明晰化
、

规范化的土地所有格局
,

是我们有效获取或利用土地规模经济的重要条件
。

3
.

2 实行家庭经营

农业生产具有生产周期 长
、

劳动场所分散
、

生产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多和农业生产的

经济再生产与 自然再生产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等特点
,

这就 要求经营者在全部生产过程
.

自

始至终地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照料
.

并根据 自然条件的变化 随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

要求农业

生产的经营者和劳劝者物质利益高度统一
,

而家庭所特有 的向心力
、

亲和力则恰好适应于

农业生产这方面的要求
。

土地具有固定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

使得农业劳动的投放 只能在广

阔的空间中进行
,

而不能象工业生产那徉集中进行
,

劳动投放的分散性和广延性使有效的

劳动监督难以 实施
。

因此
.

实践多次证明农业生产中任何大规模的集中劳动组织都必然以

低效率为代价
。

但家庭组织则不同
.

家庭是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墓层

组织
,

家庭成员之问的的特殊
“

和谐
”

关系
.

保证 了这个社会组织特殊的稳定性
.

具有很强

的
“
内聚力

”
和家庭成员的高度责任感 ` ’ 。

农业生产是季节性生产
.

农业内部各生产要素和

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经济和生态的有机联 系
,

使得农业劳动者在生产过程的内部

专业分工受到限制
,

这就要求农业劳动本身具有多用性和综 合性
,

即所谓的
“

全把式
”

的特

点
。

而家庭也正好容纳了不同层次的生产 力
,

能够实现内部成员最合理的分工
,

得到最有

效的管理
,

保证了农村劳 力
、

财力
、

物力的充分 合理利用
,

做到人尽其才
.

地尽其利
,

物尽其

用
。

3
.

3 建立合作经济组织

在农业中
,

对于外部规模经济
,

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加以利用
,

一种方式是建立合作组

织
,

另一种是实行有偿分享
,

即把外部规模经济 当作商品来处理
。

采用第一种方式
,

要把握

两个要点
:

一是允许农户 自愿出入
,

以防止免费搭车的行 为发生
; 二是确保家庭经营的独

立性
,

以追求双层经营的最佳祸合
,

或使家庭经营与超家庭的优势都得到最充分发挥
。

采

用第二种方式
,

则要妥善处理好一个问题
,

即如何形成有效激励来诱导这类设施和服 务的

供给
。

众所周知
,

在农业中
,

一旦形成了具有外部规模经济的设施和服务
,

如水利设施
、

道

路
、

良种化等
,

很难避免免费搭车
。

因此
.

不解决好有偿分享问题
,

这类设施和服务的供给

就会因缺乏刺激而严重不足
。

当然
,

对于国家来说
,

也有责任参与这类设施和服务的供给
。

据有关资料表明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
.

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
,

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
.

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的状况有所缓和
。

但是随工农业产品交换量的增加
,

农民通过
“

剪

刀差
”

提供的积累大幅度增加
,

19 8 6一 1 9 8 8 年分别为 8 9 3
.

6 亿元
、

1 0 45
.

2 亿元
、

1 3 02
.

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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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加上农业税
,

三年累计提 供积 累 3 3 87
.

4 亿 元
。

仅 19 8 8 年农村人均提供的积累额约

1 55 元
,

占当年农村人均收入的 27
.

5 %
。

除了
“

剪刀差
”
贡献外

,

农民还为农村工业化积累

资金
,

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义务
。

据农业部对 24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统计
,

1 9 8 9 年农村

人均负担相当于上年纯收入的 10 %一 13 %
,

仅村 留和乡统筹人均就达 37
.

1 元
,

相 当于上

年人均纯收入的 7
.

67 %
。

通过
“

剪刀差
” ,

税
、

费
、

提 留摊派
,

农 民创造的新价值中
,

有近

4 0 %流入城市
、

工业和 非规范的财政收入
〔’ 〕 。

实际上
,

从某 神意义讲
,

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应

主要表现在能使农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的这些设施和服务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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