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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发展、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运用宏观层面与微观主体视角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两个家庭农场典型案例

进行系统研究，并对其经营模式与发展路径加以比较发现，两个家庭农场分别基于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

视角出发，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效，对于其他家庭农场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示范性作用。然而，在家庭

农场经营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缺乏农业保险托底、农业经营贷款难、土地流转障碍以及

临时雇工短缺等，这些都亟需有关支农、扶农、惠农的政策性保障措施予以重点倾斜。基于此，为促进家

庭农场高质量发展，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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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在曾福生对“农业经营模式”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家庭农场经营模式”赋予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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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营模式及路径选择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

在选择方式，是家庭农场发展定位的重要体现。
自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家庭农场

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迅速，其经营模式亦呈现多

元化发展趋势。家庭农场的形成与发展是对我国

家庭经营制度的继承和完善［1］，亦是农业生产经

营由“多而散”向“少而精”的过渡转变。培育壮

大家庭农场，有利于促进农村形成支柱产业，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助力农村产业兴旺［2］。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是家庭农场经营形式和经

营方式的有机统一①。研究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及

发展路径，能够为家庭农场发展积累理论基础，为

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注入思想活力，将对家庭农场

主体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范

式。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主体对接方面。按照主体对接划分，以“农户+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为基础，可以将家庭农场经营

模式归纳延伸为“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户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和“农户+家庭农场+社会

化服务机构”经营模式［3］。以“家庭农场+合作

社”经营模式为基础，又可以延伸出“家庭农场+

合作社+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超市”“家庭农

场+合作社+直销( 社区) ”“家庭农场+合作社+合

作社自办加工企业”和“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

企业”五种经营模式［4－5］。除此之外，还涌现出

“家庭农场+农场主协会”“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

服务”等经营模式［6］。这一系列特征现象表明，家

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合与合作正在不

断深化发展，家庭农场开展联合与合作的经营模

式更是为其生产经营实现节本、增产和增效增添

了保障［7］。二是经营结构和区域典型方面。从经

营结构来看，朱启臻等认为最为理想的模式是多

种经营的综合性农场，它能够使农业的综合价值

得以具体体现［8］。按照区域典型家庭农场发展的

划分，现已形成上海松江、浙江宁波、安徽郎溪、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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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延边和湖北武汉五大发展模式［9］。三是经营规

模与生产效率方面。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主要受

制于生 计 需 要 下 限 和 经 营 承 受 上 限 的 条 件 约

束［8］。一些学者认为小型农场更具生产效率［10］，

“小而精”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

路［11］。同时，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家庭

农场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12］，但

这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13］。由此可

见，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理念受到了广泛认

可［14－16］，这种理念是家庭农场自身发展受土地租

金、成本收益、经营结构、社会化服务和议价能力

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而逐渐形成的［17］。四是发

展理念方面。我国家庭农场目前已开始呈现生态

和低碳化经营发展的特征［18］，但家庭农场总体上

仍处于粗放式发展，其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的比重

依然偏低［19］，绿色生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20］。
此外，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正日益成为集生产和服务于一体的新型

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发挥

着核心作用［21－22］。为进一步引导、扶持和推动家

庭农场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经营环

境显得尤其重要［23］。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对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和

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这对本文研究开展具

有重要借鉴意义。但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有关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研究大多是较为宏观层面的

归纳，在从家庭农场案例实践着手，深度挖掘其内

在机理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此外，家庭农场的

发展路径与农场主个人经历、政策、土地、劳动力

和资金等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深入实践，将家庭农

场发展路径系统地放入到整体框架中来进行研究

分析。因此，本文基于 2019 年 5 月笔者对来自辽

宁和吉林的两个典型家庭农场的深度访谈资料，

对家庭农场的经营发展概况进行深入探讨，以期

系统剖析其内在机理，揭示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

形成及发展路径选择的典型特征。

二、样本地区家庭农场的发展概况
与经验比较

( 一) 辽宁、吉林两省家庭农场发展概况

两省在家庭农场发展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

家庭农场总体上均已达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截

至 2018 年底，辽宁省家庭农场共计7 887个，其中

县级以上示范性农场1 869个。辽宁省家庭农场

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 253. 7 亩，平均每个家庭农

场拥有劳动力 4. 3 人，其中家庭成员 2. 8 人，常年

雇佣劳动力 1. 5 人。吉林省家庭农场总数达到

26 800个，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2 141个。
家庭农场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 200 亩，平均每个

家庭农场有劳动力 3. 39 人，其中家庭成员 2. 46
人，常年雇佣劳动力 0. 93 人 ( 见表 1 ) 。由此看

出，吉林省家庭农场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辽宁省，但

其家庭农场户均经营土地面积小于辽宁省。此

外，在户均劳动力数量方面，辽宁省较吉林省高出

将近 1 人。总体而言，吉林省和辽宁省家庭农场

户均土地经营规模都位于 200－300 亩之间，达到

了适度规模经营水平。

表 1 吉林省和辽宁省家庭农场总体发展概况

项目 辽宁 吉林

家庭农场数量 /个 788 7 26 800

县级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数量 /个 1 869 2 141

家庭农场经营土地总面积 /万亩 200．07 537

家庭农场平均土地经营规模 /亩 253．7 200

家庭农场平均拥有劳动力数量 /人 4．3 3．39

家庭农场平均拥有家庭成员数量 /人 2．8 2．46

家庭农场平均拥有常年雇佣劳动力数
量 /人

1．5 0．93

数据来源: 与两省主管部门座谈所获取的资料信息

( 二) 辽宁、吉林两省家庭农场的发展经验与

问题

两省在培育家庭农场方面拥有各自的发展经

验，但均面临着一些现实制约因素。辽宁省通过

合理控制经营规模、打造精品特色农产品和加快

产业融合发展来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吉林省则通

过建立家庭农场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构建“产加销

一体化”经营模式和推动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来发展家庭农场。尽管两省家庭农场发展都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但两省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同时

也面临着现实问题，如农场主老龄化、教育程度

低、生产成本高和产品缺乏竞争力等(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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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吉林省和辽宁省家庭农场发展经验与问题

省份 经验 问题

辽宁

1．合理控制农场规模

2．打造精品特色农产品

3．注重产业融合发展

1．家庭农场主老龄化、受教育程度低

2．家庭农场支持政策难落实

3．家庭农场自身抵御风险能力不足

4．运营管理不规范

吉林

1．建立示范家庭农场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2．逐步构建“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模式

3．推动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1．家庭农场生产成本高，增收难度大

2．自我发展机制不健全

3．缺乏人才支撑

4．产品缺乏竞争力

数据来源: 与两省主管部门座谈所获取的资料信息

① 家庭农场 A 位于辽宁省，家庭农场 B 位于吉林省。
② 转出土地农民在农场中工作的工资为 100 元 /天。

三、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经营概况
( 一) 家庭农场典型案例基本情况
案例 1: 家庭农场 A 于 2014 年注册成立，2016

年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①。农场主一家 5 口
人，农场主高中毕业后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先
期种植十几亩地，为追求更高收入，2014 年开始流
转土地，并于当年成立家庭农场。农场主配偶属
于职业农民，生于农村且一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农场主儿子、儿媳带着孩子在外务工，基本不参与
自家农场生产经营。家庭农场 A 共经营土地 340
亩，其中流转土地 330 亩，主要以种植优良品种水
稻为主，现已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此外，农场 A
通过采用产销一体化经营方式，塑造优质大米品
牌，极大地拓宽了市场渠道，提高了农产品附加
值。在不断经营发展中，该家庭农场逐渐形成了
“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自办加工企业”的经营
模式，其生产的品牌大米远销抚顺、辽源、通化、长
春、通辽和天津等城市。由于树立了良好的品牌
信誉，家庭农场 A 所生产的优质大米在当地拥有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案例 2: 家庭农场 B 于 2014 年注册成立，农场
主属于大学生返乡创业典型，目前担任村委会副
主任一职。目前该农场家庭成员共 7 人，农场主
承担农场经营的主要工作。农场主父母和配偶均
在自家农场工作，儿子和女儿目前正处于上学阶
段，其姐姐基本不参与农场生产经营( 当地镇上工
作) 。目前该农场共经营土地 860 亩，其中 785 亩
用于粮食生产( 自家承包地 35 亩、流转土地 750
亩) ，75 亩开荒鱼塘用于渔业养殖，土地流转共涉

及 35 户农户。同时，该农场基于风险分散理念，

采用种养结合的经营方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主
要从事水稻、玉米和黄豆等粮食种植，肉鹅、鸡鸭
等畜禽养殖，以及农产品加工与销售，旨在提供优
质、安全和健康的绿色农产品。通过利用互联网
平台宣传，在市区设立绿色农产品直营店，对外提
供农机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 B 逐渐形成了“家庭
农场+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直营店”的经营模
式，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并显著增加了农场收益。

( 二) 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比较与分析
1．经营模式。家庭农场 A 采用“家庭农场+社

会化服务+自办加工企业”的经营模式( 图 1) ，主
要以种植优质品种水稻为主，此外还种植少量玉
米( 7．5 亩) 。为促进土地集中连片，适应机械化作
业，农场 A 通过流转周边农户土地以避免分散化
经营。但在土地流转具体过程中，当地有些村民
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为解决这一问题，农场
主通过求助当地村委会予以居中协调，为不愿意
转出土地的农户提供就业机会，以雇佣的方式将
农户吸纳为家庭农场劳动力，从 而 实 现 双 方 共
赢②。农场 A 经营发展的主线是生产优质大米，

通过引进良种、机械化生产经营和应用测土配方
技术，从而实现精准施肥、改良土壤肥力、提高作
物产量和增加农场收益。此外，为更好地优化资
源配置，家庭农场 A 在满足自家生产需要之余还
为周边农户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以拓宽增收渠
道。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方面，家庭农场 A 配备有
2 000 平方米的稻米加工厂房，通过对稻谷进行一
系列加工处理，最后对成品大米进行真空处理和
纸盒包装，实现了优质大米的标准化生产，这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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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优品质的农产品处理方式满足了消费者对
粮食的差异化需求。

① 该农场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生产出来的原始农产品收入、为周边农户提供服务的收入、农产品加工及销售收入。其中，农
产品加工及销售收入包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加工后的溢价收入和收购来的原始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收入。

图 1 家庭农场 A 经营模式

家庭农场 B 通过采用“家庭农场+龙头企业+
社会化服务+直营店”的经营模式，在农场治理和
产品销售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土地流转方
面，农场 B 相对农场 A 较为顺利。此外，农场 B
经营的土地更为集中连片，极大方便了家庭农场
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同时，为树立品牌意识，该
农场注册了品牌商标，目前经营有粮食作物( 高
粱、水稻、甜玉米、食用玉米、马铃薯和黄豆) 、家禽
( 鸡、鸭、鹅和猪) 、各种蔬菜以及鱼类。这种多种
类种养结合的方式降低了市场价格波动和自然灾

害等带来的风险，形成了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但
这也同时使农场 B 面临着生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
现实问题。在产品宣传推广方面，农场主利用抖
音、快手等互联网平台积极宣传自家农场生态种
养的经营理念，这对其产品销售起到了极大的促
进作用。另外，该农场与当地龙头企业开展密切
合作，由龙头企业对其生产的初级农产品进行加
工、包装，而后农场以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销
售。2018 年农场 B 线上( 网络销售) 和线下( 直营
店) 两种方式的收入分别占到农场加工产品销售
收入的 25%和 75%①。

图 2 家庭农场 B 经营模式

2．经营特征。基于表 3 对两个案例农场基本
情况的呈现及比较，可归纳总结出以下六个方面
的经营特征。

表 3 案例家庭农场经营特征比较

类别 项目 家庭农场 A 家庭农场 B

农场主特征

性别 男 男

年龄 /岁 47 38

受教育程度 高中 大学

从业属性 职业农民 返乡创业

是否担任村干部 否 是( 村委副主任)

接受过哪些培训 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农场管理

农场经营特征

经营类型 纯种植 种养结合

经营范围 水稻、玉米 粮食、蔬菜、鱼、家禽

经营面积 /亩 340 785

生产方式 机械化生产 不完全机械化生产

是否与龙头企业合作 否 是

是否注册商标 是 是

是否为农业部门认定的示范农场 是( 省级示范农场) 是( 省级示范农场)

是否有日常收支记录 是 是

家庭农场年纯收入 /万元 70 50

土地租金 /元 /亩 700 500

地块数 /块 5 1

是否签订合同 是 是

土地流转难度 较难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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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场主从业经历不同，但都具有农业农

村的丰富经验。本文两个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的农

场主均为男性，但在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此外，

二者在从业经历上存在明显不同，农场主 A 属于

职业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的“老把式”，具有相当

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农场主 B 则主要是基于对

农业生产经营的热爱，同时本身又生于农村，这促

使他大学毕业后走上了返乡创业的道路，成为了

一名职业农民。
第二，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不同但都具有较强

的学习能力。农场主 A 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

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源

和资本，从而弥补了受教育程度的短板。农场主

B 受过高等教育，虽然农业生产经营的经验较少，

但是其学习能力、思维方式和开拓精神较一般普

通农民突出。此外，农场主 B 不仅加强对生产技

术的学习，而且还参与了当地政府组织的国内外

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考察培训，这种国际化视野为

其家庭农场走上生态种养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在对两个家庭农场典型案例调研中发现，当

地政府对家庭农场主的技能培训较多属于“大水

漫灌”型，未能够按照农场经营类型进行具体且有

针对性的培训，从而造成政府技能培训方面的低

效率甚至无效率，引致部分农场主对相关技能培

训逐渐失去兴趣。这意味着，技能培训要适应农

户自身经营发展的特征，应体现因人制宜、分类培

训和专业具体的培训理念。

① 由于两个家庭农场进行土地流转在时间上具有不一致性，此处所列两个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租金价格均为二者进行土地流转的
最新成交价格。

第三，专业化与分散化并存，各有优势和条件

约束。两个家庭农场在经营结构上的差异，具体

表现为专业化与分散化经营并存，各具优势又各

有不足。从农场经营来看，农场 A 种植结构比较

单一，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全程使用机械化生

产，属于专业化生产经营方式。通过注册商标从

事品牌经营，采用产加销纵向一体化发展的方式，

农场 A 年纯收入达到将近 70 万元。然而，由于农

场 A 种植结构单一且未购买农业保险，普惠性保

险又不足以对经营风险托底，从而增加了农场生

产经营风险。农场主 B 则充分运用风险分散机

制，通过多种类种养结合的经营方式以抵抗自然

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具有较高的风险抵

抗能力，属于典型的分散化经营方式。需要指出

的是，虽然家庭农场 A 采用多种类混合经营方式

在抗风险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产品专业

化方面必然会受到制约，从而导致产品缺乏规模

优势。
第四，土地经营规模较大但基本上与其经营

能力和发展需要相适应。在经营面积方面，二者

土地经营面积均超过了 300 亩，这与我国“大国小

农”的总体水平虽有所出入，但总体上符合东北地

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特征，与当地的生产力发

展水平相适应。对于二者在土地经营面积上的差

异，主要是农场主基于理性经济人考虑，结合自身

经营结构上的特点，对农场利润最大化做出的自

发性选择。经营范围方面，农场 B 经营种类较为

复杂，不适合完全机械化生产经营，较农场 A 需要

配置更多的劳动力协同机械设备从事生产经营。
而农场 A 经营种类较为单一，且自办大米加工厂

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省去了与龙头企业合作

的中间环节，适合完全机械化生产经营，这在提高

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农场收益。
第五，土地租金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对农场

经营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从土地流转方面来

看，家庭农场 B 的土地租金为 500 元 /亩，低于农

场 A 的土地租金 700 元 /亩①。近年来，土地流转

租金持续上涨，2014 年家庭农场 A 土地流转租金

仅为 400 元 /亩，由于同行竞争，2019 年土地流转

租金上升到 1 000 元 /亩。农场 B 于 2010 年开始

流转土地，当时租金仅约为 50 元 /亩，实行一年一

签合同制，随后逐渐上升到 300 元 /亩( 2013 年) 、
600 元 /亩( 2014 年) 、800 元 /亩( 2015 年) ，而后

土地租金价格保持稳定，维持在 500 元 /亩左右。
土地租金的持续上涨增加了农场生产成本，制约

了农场的发展与持续性增收。
第六，土地规模逐年增加且趋于集中连片，这

有助于推动家庭农场实现高质量发展。农场 B 土

地集中连片，所流转的土地形成一整块土地，而农

场 A 经营的土地分为 5 块，其中最大的一块土地

为 160 亩，最小的一块土地为 21 亩。总体来讲，

农场 A 土地虽然未能形成集中连片，但土地较为

平整且地块分散程度较小，仍然适合机械化生产

经营，但是也因此提高了机械作业的难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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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不集中连片促使农场主 A 增强了流转土地

和扩大规模的经营意愿。只有继续流转土地扩大

经营规模，才能进一步提高农场 A 的农业生产效

率和经营效益。此外，从表 3 可以看出，二者在土

地流转过程中都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这

反映出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发展趋势，也侧面表明

农场主对于合约必要性的重视。
3．劳动雇佣。两个典型案例农场均有常年雇

工且偏好于雇佣关系型劳动力。家庭农场 A 中

有家庭劳动力成员 2 人，家庭农场 B 中有家庭劳

动力成员 4 人，二者均拥有常年雇工 4 人。在常

年雇工中，亲戚成为雇佣的首选，这表明家庭农

场在常年雇工选择中更青睐于选择关系型劳动

力。对于此，访谈中两位农场主均表示选择亲朋

好友一方面是因为农场主对亲朋好友的熟悉程

度较高，双方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有效

降低雇主在劳动雇佣过程中的摩擦性成本和信

息搜寻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熟人( 亲戚、朋

友) 更具有责任感，在农场工作过程中能够更加

尽职尽责地履行合约。这表明，熟人社会观念在

家庭农场发展尤其是劳动雇佣方面具有重要的

决定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熟人社会在家庭农场

生产经营中的作用，既有利于凝聚家庭农场各成

员力量，形成更为紧密、彼此信任的劳动分工体

系，又有利于保障家庭农场发展的稳定性与 持

续性。
农场经营性质不同使得二者在常年雇工工资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就农场 A 而言，田间管理工

作相对其他工作任务较重，从事田间管理工作的

雇工工资为 4 万元 /年，其他类型工作的工资则为

1. 2 万－1. 3 万元 /年。相对于农场 A，农场 B 除农

机手每月工资4 500元( 一年发 8 个月工资) 外，其

他常年雇工工资均为3 600元 /月( 见表 4) 。由于

农场 B 为不完全机械化生产经营，在更大程度上

需要人与机械的协同配合，使得农场 B 常年雇工

的平均工资高于农场 A 的平均工资水平。
临时雇工方面，由于家庭农场 B 为多种类混

合经营，农忙期间自然需要大量的临时雇工以满

足农场经营需要，临时雇工一天最多可达 20 人，

工资为 150 元 /日。农场 A 由于机械化程度较高，

农忙时节所需临时雇工数量相对较少，一天最多

可达 10 人，工资也低于农场 B 的临时雇工工资水

平。这表明，机械化生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了农业劳动力，降低了家庭农场的雇工成本，但其

临时雇工工资之间的差异则是由当地劳动力市场

整体外部环境所决定的。

① 所购置农机设备须在当地农机购置补贴目录之中，才能获得相应补贴。

表 4 案例家庭农场劳动雇佣概况比较

类别 项目 家庭农场 A 家庭农场 B

常年雇工

常年雇工数量( 人) 4 4

其中，亲戚( 人) 4 3

朋友( 人) 0 0

其他( 人) 0 1

工资
田间管理: 4 万元 /年 农机手 4500 元 /月( 一年发 8 个月)

其他: 1．2 万－1．3 万元 /年 其他: 3600 元 /月

临时雇工
临时雇工数量( 人 /日) ≤10 ≤20

工资( 元 /日) 100 150

4．固定资产。两个案例农场的固定资产总值

均较高，且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农场 A
和 B 均购置了大量农机具，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

向资本密集型的过渡。二者机械设备总值分别达

到 70 万元和 80 万元。固定资产总值方面，在包

含场地、厂房、设备的情况下，农场 A 和农场 B 分

别达到了 120 万元和 200 万元。此外，农场 A 和

农场 B 农机具购置累计补贴分别达到了 13 万元

和 25 万元①。除农机具补贴外，为推动家庭农场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当地政府对家庭农场 B 修建

晒场定向补贴资金 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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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案例家庭农场固定资产概况比较

项目 家庭农场 A 家庭农场 B

农机具种类及数量 /台
拖拉机 ( 2 台) 、收 割 机 ( 1 台) 、插 秧 机 ( 1
台) 、深松机( 1 台) 、旋耕机( 1 台) 共计 6 台

拖拉机( 4 台) 、收割机( 3 台) 、粉碎机( 1
台) 等农业机械和运输车辆共计 21 台

机械设备价值 /万元 70 80

固定资产总值( 场地、厂房、
设备) /万元

120 200

是否获得补贴 是 是

农机具补贴累计金额 /万元 13 25

四、案例农场典型案例的发展路径
两个案例农场的发展路径不同，但在生产经

营上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见表 6) 。家庭农场 A
以“产业延伸、品牌经营”为发展路径，采用纵向一

体化的经营发展方式，专业生产优质大米。通过

将自家生产的大米定位在中高端消费目标市场，

打造优质大米品牌以扩大市场，避免产品在市场

上产生同质化现象，从而获得具有竞争性的市场

价格。家庭农场 B 则采取“生态循环、种养结合”
的发展路径，一方面将鸡、鸭、鹅、猪等畜禽产生的

粪便作为养鱼饲料，同时利用鱼塘水进行农田灌

溉。另一方面将粮食作物加工后产生的稻糠和谷

糠等作为畜禽养殖饲料。通过循环种养的发展路

径，农场 B 实现了零化肥投入，有效遏制了化肥面

源污染，这对于推广家庭农场采用绿色生产方式，

走高质量、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起到了一定的

示范作用。同时，家庭农场 B 较农场 A 面临更少

的现实制约因素，但二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均缺

乏农业保险托底。由于缺乏农业保险托底，家庭

农场面临着更多不确定的经营风险，这亟需建立

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尤其是针对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出台专项保险，尽可能规避各类风险

引致的经营损失。此外，贷款融资难是家庭农场

发展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虽然家庭农场拥有大

量农机具以及其他固定资产，但农机具等不能作

为有效抵押物而获取银行贷款，导致目前我国家

庭农场依然面临着信贷支持缺乏和贷款渠道较少

的现实障碍，这在农场 A 的生产经营中得以具体

体现。此外，农场 A 在经营过程中还表现出土地

流转难和雇工短缺等问题。土地流转是确保家庭

农场规模化、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发展的重要保

障，但是由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部分农民宁愿

土地撂荒也不愿意流转土地，从而出现土地流转

障碍，使得家庭农场呈现土地碎片化经营的特征，

这制约了农场的规模经营发展。再者，我国农村

地区劳动力流失严重，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尤其

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则更为严重，农村的空心化

和老龄化问题造成了家庭农场在农忙季节雇佣劳

动力方面存在较大短板。
对于家庭农场的未来发展规划，农场主 A 表

现出扩大经营规模、生产有机农产品的经营意愿，

农场主 B 则表现出打造生态观光旅游农业的经营

意愿，二者都凸显出对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视。就

二者发展理念而言，农场 A 的发展理念更多体现

在降低成本的规模经济方面，而农场 B 则旨在多

元经营、种养结合与生态观光销售一体化，更多表

现在循环经济方面。虽然二者发展理念不同，但

各具优势，对于引领家庭农场发展均能起到一定

的示范性作用。

表 6 案例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比较

项目 家庭农场 A 家庭农场 B

路径

选择
产业延伸、品牌经营 生态循环、种养结合

制约

因素

土地流转较难、农忙雇

工难、自 然 灾 害、缺 乏

保险托底、贷款难

自然灾害、缺乏保险

托底

未来

规划

扩大经营规模、有机农

产品认证

打造 生 态 观 光 旅 游

农业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两个家庭农场典型案例进行系统

研究，并对其经营模式与发展路径比较分析，得出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尽管两个典型家庭农场已经

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依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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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农业保险托底、农业贷款难、土地流转障碍和

临时雇工短缺等对其高质量发展形成了现实障

碍，亟需有关支农、扶农、惠农的政策性保障措施

予以重点倾斜。第二，两个案例农场分别基于“规

模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在生产经营

方面各具特色与优势，为培育壮大家庭农场队伍

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经验。家庭农场 A
经营发展基于“规模经济”理念，从事规模化、产业

化和品牌化经营发展。家庭农场 B 则从“循环经

济”理念出发，通过多种类混合经营，从而降低生

产成本、弥补农业生产的天然弱质性，增强农业抵

御风险的综合能力。第三，两个典型家庭农场在

经营发展过程中均表现出发展生态农业的经营意

愿，表明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方面已经具备生态

自觉性。第四，两个典型农场均对外提供农机社

会化服务，体现出家庭农场既作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又作为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的双重主体地位。
( 二) 政策建议
1．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促进农业抵押贷款有

效多元。实行农业保险托底，拓宽农业抵押贷款

渠道，增强家庭农场抵御风险的综合能力。第一，

加大家庭农场扶持力度，发展政策性综合保险。
根据家庭农场经营概况进行建档，实行一户一档

制，推出种植业和养殖业综合保险，全面实行农业

保险托底，做到家庭农场经营保成本，切实提高家

庭农场的抗风险能力。第二，发展农业再保险，形

成风险分担机制。实施农业再保险，尤其是向经

营规模大、生产专业化程度高的家庭农场重点倾

斜，化解家庭农场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特大自然

风险和市场风险。第三，推行家庭农场固定资产

抵押贷款。将家庭农场农机设备、厂房设施等纳

入农业抵押贷款范围，着力解决好抵押贷款难题，

为家庭农场融资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2．促进土地流转集中，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

模经营。土地流转集中是保障家庭农场适度规模

经营的关键。第一，建立家庭农场主与农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首先，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

励农户以土地出租、入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土地流

转。其次，对于土地流转意愿不高的农户，可以以

雇佣形式将其吸纳为农场劳动力，为家庭农场适

度规模经营发展提供保障。第二，基层组织应做

好农场主与小农户之间的协调工作。对于土地流

转过程中出现的交易障碍，村委会要予以居中调

解，推动双方实现合作共赢。第三，家庭农场经营

规模需要适应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农场主应根

据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以及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

合理控制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避免过大或过小造

成生产效率损失，从而保障家庭农场发展的持续

性和稳定性。
3．树立产品品牌意识，促进家庭农场持续节

本增收。发挥农产品品牌效应，拓宽农场增收渠

道，可以缓解土地租金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带来

的经营压力。第一，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品

牌优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鼓励符合条件的家庭

农场对其农产品进行“三品一标”认证，增强农产

品市场综合竞争力。第二，树立规模经济和循环

经济理念。根据家庭农场的经营特征调整其经营

结构，从事适度规模经营或循环经营以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第三，推动家庭农场开展农机社会化

服务。充分发挥家庭农场的双重主体身份，在农

机具闲置期间对外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拓宽农

场增收渠道。第四，利用“互联网+”优势，推动线

上线下市场融合发展。利用“抖音”“快手”等互

联网平台，开展农产品线上宣传与销售。同时，鼓

励家庭农场设立直营店销售农产品，减少中间商

差价环节，为农场持续增收注入活力。
4．建立农业劳工市场，提高农场主综合管理

水平。解决好家庭农场雇工难题，提高农场主综

合素质能力，是家庭农场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条

件。第一，支持乡镇搭建劳动力市场平台，满足农

场用工需求。鼓励乡镇政府将当地农业剩余劳动

力统一纳入劳动力市场平台，并对劳动力供需信

息予以及时发布，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供求关系，为

家庭农场用工提供保障。第二，按照家庭农场经

营特征，结合农场主自身条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

家庭农场职业技能培训。如根据家庭农场以及家

庭农场经营模式对农场主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技能

培训，从而满足各类型家庭农场的技能培训需求，

提高培训效率。第三，构建家庭农场友好互助平

台。借助微信、QQ 群等社交平台将农场主纳入统

一管理系统，以此增进农场主在技术、管理和信息

等方面的交流，形成良好有效的互助支撑体系，进

而保障各家庭农场互促共进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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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Mode and Path
Selection of Family Farms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ypical Cases

LAI Xiao-dong1，DU Zhi-xiong2，GAO Liang-liang2
( 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102488，China;
2． Ｒ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5，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w types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es，family farm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coordinat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promote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realiz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macro level analysis and micro subject perspective，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wo typical cases of family farms，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ir management
model and path selec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wo cas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ircular economy respectively，which have achieved good management effect and can set example for other
family farms． 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family farms development，there are still some constraints，such as the
lack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the difficulty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loans，obstacle in land circulation，
shortage of temporary employees and other practical problems，which are in urgent need of policy security
measures to support agriculture． Based on thi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this paper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family farm; management mode; path selection; cas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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