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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序 言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
业经营体系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
求。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是在推进小规模分散的家庭
经营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是稳定农业基础地
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是保持农产品长期有效供
给前提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确保农民共享现
代化发展成果、加快农民增收致富的需要，是既推进农村
劳动力加快转移、又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的需要，是有
效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伟大中国梦的需要。

２０１３年，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确立了粮食安全和农
业经营体制创新两项课题，集中了全省一百多名农业专家
进行调查研究，协作攻关。半年多来，由农经分团牵头协
调，与课题有关的蔬菜、水产、畜牧、农机、食用菌、资环等
分团与农经分团共同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分工合
作，精心组织，深入调研，经过努力，形成了这一成果。

关于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这一课题，由于涉及对以家庭
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和创新，
涉及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探索构建，涉及对新型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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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的引导和培育，因此具有相当的难度和深度。这一
成果仅是对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初步研究，在许多方面还
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

对于具体做好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这一课题，完善调研
成果，我认为要在充分认识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基础
上，还应该好好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１９８２年１
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
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基本经营
体制，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彻底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束
缚，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党和政府不断
稳固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走上
富裕的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创新农业生产
经营体制所要坚持的基本前提，即必须充分保障农民土地
承包经营权，必须以合法和农民自愿有偿为前提，不能限
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

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坚持多样性。当前，
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经营方式不断完
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农业
新型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正在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推
动力量。实践初步表明，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有助于克服分
散小规模农户的弊端，更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更
加适应国家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对于这
些自发孕育涌现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我们要注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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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导，跟上服务，加强培育，特别要在资金、技术、信息、
财税、项目、政策等方面逐步加大扶持和倾斜力度，不断促
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力争在未来形成以家
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等为依托，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以发达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保障，以健全的农村公益事业投入机制
为支撑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机制。

三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强化创新理念。首先要以推进
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动力，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农业人口向
非农产业转移，不断减少我省农户家庭经营的数量，提高
农业经营的质量，让更少的农户家庭来经营更多的土地，
逐步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使家庭经营能够适
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实现从传统家庭经营向现代农业
经营体制的转型升级。其次要以多元化的理念对统一经
营层次进行集成创新，构建既有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
务功能，又有合作制利益共享机制和主体多元化的新型产
业化合作经营层次。打破统一经营就是单一的村集体统
一经营的旧观念，树立新的统一经营观，推进社会化、市场
化、多样化的农业经营服务。三是社会化服务模式不能整
齐划一，搞一个地方一个模式，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模式。
基层涉农七站八所、农村村委会、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
业、农村能人，谁有能力谁领办，谁有能力谁当头。另外，
还要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完善创新利益联结机制，以强化龙
头带动的理念来加强农业产业链建设。

四是加强政策调研，总结创新成果。发现典型，总结
经验，升华推广，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的重要经验和工
作方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基层群众在实践中有着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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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创新，虽然有的是火花，有的是萌芽，有的是雏形，
但需要我们慧眼识珠，去发现，去挑选，去总结，去升华。
随着现代农业的推进，基层群众对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也有
着许多探索和创新，我们应加强调研，把发现典型、总结经
验、不断升华和推广创新成果作为一种常态工作来抓。

五是要深化农村改革，形成创新氛围。要以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要积极引导农
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引导民间资金兴办为农服务
的合作银行。要尽快制定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注册登记办
法，放宽登记管制。要尽快完善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
为农民提供更加周到、便捷、优质的政府服务。要强化氛
围营造，不断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社会环境。深
化农村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但是，改革毕竟
也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毕竟需要艰难的的探索和
创新，及时改革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要承担一定的
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大力营造深化改革、创新农业经营
体系的良好氛围，让改革者锐意进取、勇于改革，让各级政
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端正态度、支持改革，让所有涉农的部
门和组织热情参与、配合改革，让广大农民群众理解支持、
参与改革，让全社会舆论配合、声援改革。

陆懋曾
２０１４年２月



前 言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构建集
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创新农业经营
体制是在推进小规模分散的家庭经营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的需要，是稳定农业基础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是保持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前提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是确保农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加快农民增收致富的需
要，是既推进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又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
的需要，是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的农
业经营体制改革创新曾积累了许多经验，涌现了许多典型，产
生了重要影响。值此改革开放３５周年之际，遵照党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的要求，及时调研总结全省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新
经验、新典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山东省农业专家顾问团陆懋曾总团长的部署安排，在
总团办公室的亲切指导和有关市县的密切配合下，课题组通过
认真调查研究，几经研讨磋商、撰稿修订，形成了本报告。今汇
集出版面世，谨供各位同仁读者参阅并欢迎不吝斧正。

编著者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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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山东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调研总报告

第１章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明确
提出“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也强调“创新农业经营体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
要求“积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
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
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则对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
制创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业面临诸多挑
战，只有进行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在家庭承包
经营的基础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种粮大户、养殖大
户、专业合作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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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才能更好地提升农业经营规模，更好地整
合优化组配农业资源，更好地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城
乡统筹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一、完善农业双层经营，扩大经营规模

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主要是以家庭承
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小规模分
散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动力机制是农民付出的努力
与获得的收益直接挂钩，使农民对自己的付出所获得的收
益看得见，摸得着。所谓“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
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就是一个
其利益直接的生动写照。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
种农业经营形式极利于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
且这种组织形式能够很好地适应农业生产上的特殊性（如
农业劳动时间的季节性、劳动分工的困难性和劳动计量的
难以确定性等特性），曾一度极大地释放出农业生产力，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
开放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人口众多且土地资源稀缺，我国家庭农户的土地
经营面积过小，统计数据显示，我国２０１０年农户户均耕地

０．５公顷（７．５亩），约为欧盟的１／４，美国的１／４００，而山东
省的农户均仅有５亩多耕地，且存在不连片、大小不一、优
劣不等的细碎化现象，从而严重制约了农户经营规模。随
着交易环境的变化和国际竞争的增加，这种一家一户的组
织形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变化，再加上统一经营层次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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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直发挥的不够，小农户直接面向大市场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经营主导模式已经表现出经营规模偏小、信息严重
不对称、风险难以预测、交易成本显著加大、农业现代化水
平难以提高等劣势。很多农产品都经历了市场价格剧烈
波动，有时农产品价格过高却没有农产品可卖，有时农产
品价格低迷，则销售困难。

新型农业经营体制提供了一种制度手段，使分散的农
户联合起来组成自助的团体。农户在保持独立财产主体
和经营主体的前提下，通过农产品的集体销售或农业投入
品集体购买等环节上的联合，降低单位成本，实现产前和
产后的规模经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地块分散细碎
化、效益低下的弊端。一方面，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能够将
单家独户的农民生产活动加以合理组织，通过分工协作，
把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环节专业化、企业化，并利用一
体化组织替代农民直接进入市场，大大降低了农产品交易
成本；此外，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还利于把一家一户难以办
到的事情统一办理，统一服务，这又增大了一体化的实力
和规模，带来了内部规模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播
种机、收割机、机耕船等大型先进的农机具，还有滴灌、喷
灌、排灌等灌溉技术只能在连片的大田中使用，分散、零碎
的小片土地让它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小面积的分
散农户经营及其农业短期行为是制约农业科技转化为生
产力的重要因素。只有形成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或种养大
户，才能适应农业科技需求，使现代农业机械、现代节水设
施等技术得到推广普及；才能有利于职业农民生产经验的
积累和传递，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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