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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获政策扶持家庭农场获政策扶持
农业投资初现新模式农业投资初现新模式

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已经面临效益递减困

境，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农业改革的十字路口。

家庭农场成为突破口。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

提出“家庭农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

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流

转，这些个人和机构将获得更多的国家补贴。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张晓山预计，农

业的规模化经营将会成为未来主旋律；扩大农业的规

模，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

张晓山表示，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在稳定提高土地

生产率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

这样使劳动者的收入实现较大增长，同时，使农产品

的有效供给得到保证。因此，农业规模化经营能够实

现双重目标，既确保农民的收入增长，又确保中国粮

食安全。

张晓山同时指出，中国的规模化经营和西方的大

农场经营模式将有所不同。因为中国的土地资源现

状是人多地少。所以中国是适度规模，不可能出现像

西方那样一个农户经营几千亩，乃至几万亩土地。

曾在美国承包农场达 6 年之久的北京车行天下

房车俱乐部董事长刘杰对记者表示：“中央一号文件

的发布，将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次深刻变革。

中国农业从小规模生产向规模化、市场化方向转型

已是大势所趋。但与美国相比，中国对家庭农场的

定义过于笼统，也没有准确的界定标准，其发展需要

循序渐进。”

土地撂荒现象有望缓解

事实上，在中国“家庭农场”是一个起源于欧美的

舶来品，它类似于种养大户的升级版，通常定义为：以

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

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 刘 杰 看 来，中 央 一 号 文 件 首 提 发 展“ 家 庭 农

场”，除了它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农业商品

化的进程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城镇

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导致的土地闲置

抛荒问题。

枣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何继伟在北

京郊区生活，一直关注家庭农场的发展。他说：“惠农

以及种地补贴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近年

来，农民不再以土地为生，一些地区的土地撂荒现象

十分严重，没有田埂的坡地上，根本看不出土地原本

的面目，令人痛心。”

山西省怀仁县南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书记马维

宗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很早就建议记者到下面走

走，“农民种田亏本，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曾经的良

田沃野长满荒草。另外，商业占地、圈地以及矿山开

采，都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废，农村的生

态环境已严重恶化。如果任由土地撂荒，将危及中国

粮食安全。”

要解决这一问题，家庭农场被视为一个突破口。

分析人士认为，必须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

加强国内的土地流转规模和力度。

“只要保持农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村办合作

家庭农场的探索就值得肯定。”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韩俊介绍，江苏省太仓市是国研中心一直

关注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示范基地，从太

仓模式来看，土地流转也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说家

庭农场。

太仓的做法是，农民集中居住后腾出的土地和农

户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合

作农场统一生产经营，入股农户获得股金分红，参与

生产农民获得薪金收入。

事实证明，在村级经济体，太仓推行土地、劳动

力、资金股份合作，使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渠道得到拓

宽。兴办合作家庭农场，不仅使闲置土地得到有效使

用，也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开辟了新

的路径。

“通过家庭农场，实现对农村闲置土地的开发，撬

动资金流向农村，大量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这是一

种改革举措，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拓展了空间，为

农民增加了利益。”韩俊如是说。

目前，太仓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阶段，

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经济社会基础，

强化了农业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地位。

中国家庭农场试点一波三折

家庭农场，这个原本在美国和西欧等国家已很成

熟的土地经营形式，如今正在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

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迅速拓展，在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农业部确

定的 33 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

已有家庭农场 6670 多个。

其中，武汉家庭农场的发展就是一个缩影。早在

2010 年，武汉市就开始不断健全和创新土地流转机

制，在推动土地向龙头企业集中的同时，还鼓励一些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通过承租、承包、有偿

转让、投资入股等形式，集中当地分散土地进行连片

开发，发展“家庭农场”。

但据记者了解，武汉家庭农场自一问世便遭遇重

重困难。

据农场主魏晓东介绍，他们自主研发的六种彩色

樱桃小番茄很受消费者青睐。

“ 虽 然 品 质 好 收 成 好，但 是 要 能 卖 出 去 才 会 有

利润。武汉市的家庭农场虽然初具规模，但由家庭

农 场 自 创 的 品 牌 寥 寥 无 几 ，能 叫 得 响 的 品 牌 就 更

少。再好的蔬菜，如果无品牌无包装就不能进商场

和超市，那么高端无机蔬菜就等同于普通蔬菜。”何

继伟如是说。

“亏了几十万元。”谈起前期的经营状况，武汉江

夏区麦牙家庭农场负责人徐治安显得有些尴尬。

魏晓东坦言，武汉市现有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都

比较小，生产和销售能力也很有限，单个家庭创品牌

有难度，亟需政府更多扶持。

刘 杰 认 为，中 国 家 庭 农 场 还 处 于 起 步 阶 段，政

府 不 能 只 鼓 励 大 面 积 建 设 家 庭 农 场 ，而 首 先 要 解

决 农 场 的 产 品 销 路 难 题 ，要 及 时 将 新 鲜 蔬 菜 卖 出

去 。 政 府 除 了 给 予 技 术 指 导 外 ，还 需 在 市 场 方 面

给予引导。家庭农场的产品不仅仅只是进入超市

和批发市场，还应拓展其它销路。同时，家庭农场

还 要 打 造 自 己 的 品 牌 ，在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的 同 时 要

“ 走出去”。

在 2011 年，武汉市政府采取了“先建后补”政策，

利用家庭农场盘活闲置土地，首批家庭农场试点初获

成效。截至 2012 年年底，政府扶持资金达 664 万元，

已扶持各类农业家庭农场 167 家，平均每个家庭农场

获补贴近 4 万元。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全

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10%以上，家庭农场农业年收入均

达 20 万元以上。

据悉，在武汉，一些懂农业技术、懂经营管理的农

村青年开始放弃到城里务工，愿意在家乡从事农业经

营活动，他们被认为是未来的职业农场主。

武汉市农业局表示，家庭农场运营成熟后，还将

探索“合作农场”、“公司+家庭农场+基地”等模式，降

低家庭农场的经营风险。

实际上，除了农业部已确定的 6670 多个“家庭农

场”外，还有很多农业能人通过承包土地开展规模种

植、特色种植等方式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农场主”，

也为“家庭农场”探索出一条新路。

中国的北大荒曾带着浓烈的军事色彩，这里曾以

屯垦戍边为主要任务建设军垦农场。在经历了 30 年

的改革后，这里催生出 20 多万位农场主，葛柏林被认

为是第二代北大荒家庭农场第一人。

从 1985 年开始，葛柏林就率家人在荒原上独自奋

斗，坚持种树绿化北大荒，致力于为后人重现昔日北

大荒的良好生态。为保护一片原始湿地，他曾数次以

自家的良田换荒地。

截至目前，葛柏林已开垦荒地 6000 多亩，承包经

营上万亩土地，先后给国家生产粮食数万吨，并添置

了价值数百万元的四五十台套大型农机具，实现了从

整地、种植到秋收的全程机械化，打造出一个现代化

经营的中国式家庭农场。

美国家庭农场的成功之道

在美国，农场是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90%左右的

农场是家庭农场，其余是公司农场。

“美国农民只占其总人口的 1%，却能养活所有美

国人。美国发展家庭农场的经验值得借鉴。”据刘杰

介绍，美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高，一个美国农民

耕种约 18000 亩土地，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活生生的现

实，这其中农业机械功不可没，是农业机械把人从繁

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在美国，农民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在土地上苦苦挣

扎的下等人。恰恰相反，农民很富有。刘杰说，在

1998 年，他在美国夏威夷一处冲浪圣地旁边承包了一

个 农 场 。 这 片 农 场 有 100 多 亩，一 共 只 有 6 个 人 管

理。农场种植各色瓜果蔬菜，成熟的果实被周边的宾

馆饭店全部采购，年利润有 10 多万美元。

刘 杰 特 别 提 到：在 美 国，家 庭 农 场 常 使 用 带 有

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大型拖拉机。这种拖拉机

由电脑控制，由卫星导航在田间作业，无需人工操作，

很多美国中等规模的农场和大型农场都已安装了

GPS 定位系统。另外，还有 20%的美国农场使用直升

飞机进行耕作管理。同时，他们还使用生物技术来提

高产量，通过签订期货合约来规避风险。

数据也显示，在 2010 年，美国所有农场的年收入

都超过 100 万美元，其中，家庭农场占 88%，他们的产

量占全美的 79%，美国大型家庭农场的农场主都是富

有的商人。

韩德森原来是美联储农业经济的高级分析师。

他 说 ：“2010 年 和 2011 年 ，美 国 农 业 收 入 一 直 在 增

长。美国农业净收入这几年每一年的增长率都超过

20%。农民现金充裕。”

与 此 同 时，美 国 农 业 补 贴 的 集 中 度 很 高，90％

以 上 的 农 业 补 贴 集 中 在 5 种 农 作 物 ：小 麦 、大 豆 、

玉 米、大 麦、棉 花 ，这 有 利 于 提 高 大 宗 农 产 品 的 市

场 竞 争 力 。 由 于 补 贴 与 农 作 物 的 面 积 和 产 量 挂

钩 ，大 型 家 庭 农 场 主 便 成 为 农 业 补 贴 政 策 的 最 大

受益者。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目前，大约 30％的大农场获

得了大约 70％的补贴，美国政府为了拓展海外市场，

还对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给予出口补

贴，提高了大农场的生产规模和竞争力。

刘杰认为，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给美国农民带来

了巨大实惠，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而且也缩小了城

乡差距。显然，补贴政策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优势，

提高了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美国之所

以能成为世界头号农产品出口大国，很大程度上靠的

就是补贴。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30 年前，中国农村的第一次改革由土地制度改革破题，实现了土地的

由“合”到“分”；30 年后，农村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土地由“分”到“合”已是大势

所趋，而地方对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且模式日渐增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家庭农场”，随着中国发展农业现代化和产

业 化 进 程 加 快，突 破“ 一 家 一 户”局 限，高 效 盘 活 闲 置 土 地，创 新 土 地 流 转 模

式，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将成趋势。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像候

鸟迁徙一样进城打工，有些还扎根城市。

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出现了“劳力荒”，村里留守的大多

是老人和儿童，导致大量土地闲置甚至荒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遭遇发展瓶

颈，零星的传统分散的土地经营模式收益甚微，无法继续发展，

也无法与国际农业市场抗衡。

中央一号文件无疑是破局之举。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发展

适度规模经营的做法值得肯定，这将是推动中国农业生产逐

步走上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道路的一条有效途径。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严重

不足，小农经济、土地家庭经营模式，还将长期存在，这是

中国农业最大的基本国情，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循序渐进。

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动制度。

在促进土地流转过程中，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坚持农地农有、农地农用，防止发生大规模土地

兼并。

对此，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日前表

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主要是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不提倡

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要兼顾劳动生产率

与土地产出率，把握好土地经营规模的“适度”。

如果家庭农场要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必须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某些人套取国家扶持资金，让家庭

农场健康有序发展。

土地，农民的家园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