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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是农业强国建设中的本源性生产主体
 

文 / 郜亮亮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如何建

设农业强国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

了重要讲话。根据讲话的核心精神可

知，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要实现

的农业现代化，一是具备经营体系强

的特征；二是“以适度规模经营”为

发展方向。这表明，农业现代化需要

各类强大的经营主体，更需要强大

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厘清各类经营

主体的特征，既是农经研究的基本任

务，更是“三农”政策找准抓手的必

要条件。本文认为，在众多的经营主

体中，家庭农场是一种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契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从生

产环节、生产激励和科学研究三个维

度看，家庭农场是具有本源性特征的

生产主体。

家庭农场具有生产环节的本源

性。家庭农场处于农业生产环节的最

前端，是直接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等要

素进行农业生产的行为单元，其生产

效率、稳定性，标准化、绿色化水平

都将影响后端环节主体和整个农业产

业链的效率、韧性及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现实中的家庭农场联盟、家庭农

场领办或加入的合作社、与家庭农场

有生产关联的龙头企业，都是以家庭

农场为前端主体的派生性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具有生产激励的本源

性。任何一个国家，农业都面临劳动

力监督问题，都需要在解决劳动力监

督和实现规模经营之间找到平衡点。

家庭经营符合农业生产特点，在不同

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生产力发

展水平中都有广泛的适应性。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在于用“家庭经

营”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监督问题，

家庭农场首先保持了“家庭经营”这

一内核，其次还在原来小农户基础上

扩大了生产规模（实现了适度规模经

营）。因此，在众多的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中，家庭农场是较好解决了农业

劳动力监督问题的生产主体。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党的农村政

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家庭农场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最顺其自然地坚持和完善的典型模

式，充分证明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发展优势。

家庭农场具有科学研究的本源

性。当中国农业进入多元经营主体发

展阶段时，农经研究就进入了分析单

元多元化时代。农经研究不再也不能

只是关注小农户这种传统的分析单元

问题，应该强化对家庭农场等适度规

模经营主体的研究。经济学的个人主

义方法论强调，只有个体行为人才是

社会的本质，也是唯一自主的本体

层次，制度、社会结构、宏观现象等

都是个人行为的派生实体或者附带现

象。只有找到了农经现象中最微观的

那个决策单元，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现

象背后的理性决策。现阶段农经研究

中家庭农场的地位就相当于小农户在

以前农经研究中的地位，都是举足轻

重的。家庭农场是典型的适度规模经

营主体，理应进入研究视野；对那些

由处于生产环节最前端的家庭农场衍

生出来的各类合作组织或生产组织的

研究，也应把家庭农场作为最微观、

最根本的分析单元，否则事倍功半。

综上，家庭农场是中国特色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中的本源性生产主

体。建议创新深化农地“三权分置”

改革，在充分尊重“承包权”意愿的

基础上更好发挥“所有权”“统”的

作用，进一步提升“经营权”的稳定

性，建设更加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

为家庭农场获得连片、经营权稳定的

土地创造条件。针对小农户更重要、

更迫切的是支持他们成为家庭农场，为

他们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本文是 2023 年度中央农办、农

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软

科学课题“中国特色适度规模经营研

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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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