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眼看农资
——系列丛书之二

金土地的希望
高级庄稼医院应对家庭农场

钱建设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钱建设 ，浙江金华人 ，

1961年出生 ，自 1979年

起 ，一直从事农资经营工

作，现任浙江省金华市金土
地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总经

理，《中国农资》传媒全国理

事。曾出版《农资营销谋略》
一书，并在《中国农资》和

《农资与市场》等报刊、杂志

上发表多篇文章。



“钱”眼看农资
——系列丛书之二

金土地的希望
高级庄稼医院应对家庭农场

钱建设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土地的希望 ／钱建设著．——北京 ：经济日报出

版社，2014.3

ISBN 978-7-80257-609-4

Ⅰ．①金…Ⅱ．①钱…Ⅲ．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Ⅳ．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 029986号

金土地的希望——高级庄稼医院应对家庭农场

作 者 钱建设

责任编辑 陈 悦

责任校对 沈才启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65号（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4（总编室 ）63588445（发行部）
网 址 www.edpbook.com.cn

E-mail edpbook@1 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金华日报商务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92千字

版 次 2014年 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 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7-609-4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鼓

励和支持承 包 土地向专 业 大 户 、

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流转。 其中

“家庭农场 ”的概念是首次在中央

一号文件中出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金土地的希望——高级庄稼医院应对家庭农场》

一书应该算是老钱出版的“钱”眼看农资系列 丛书的第

二本书 了 。江南的文化传承 ，让老钱不但善于思考 ，更善

于记录 。我每次读老钱的书 ，都会有一气贯通的感觉 。老

钱的话朴实深刻 ，句 句 来自他的大半生浸泡农资圈的历

练 ，所有的逻辑都是从实践印证而 来 ，能够直接解答业

界对农资行业发展的疑惑 ，所以老钱的书我都是一口气

读完的 。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 注定了会紧紧跟随着农

业生产 关 系的 变 迁而改变 。 特别是在历 经了 30年家庭

承包责任制之后，今天的农业生产主体已经开始被种

植大户 、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替代 ，即便是

很多依然保持单户 家庭种植模式的地方 ，在播种 、收获

等需要大型机械化耕作的环节也由村委会统管起来 ，

这是由于留守农业生产力都是体力上的弱势群体决定



的。 而中央提出的土地流转改革思路，更是我国经济发

展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 ，不但改变农村的生产 关

系 ，还被上升到城 乡 发展一体化层面 ，将改 变我国整个

社会发展的 生产 关 系和基础结构。 老钱看到这点 ，而且

将农村生产 关 系作为 研究农资行业转型的基础 ，抓住

农村问题主要矛盾点，改变 了 农资行业以往从生产 力

角度研究的切入点。

对于土地流转政策和趋势的解读 ，老钱是准确的 。

特别是对家庭农场模型的见解，老钱提出 了 自己独特的

观点 。他认为 家庭农场有“五性”：主体的 家庭性 、生产的

专业性 、规模的适度性 、经营的 高效性 、经济的法人性。

“四需”：需具备土地适度集聚的条件 、需要良好的财产

权利保障 、需要具有一定科技装备的 支撑 、需要相应的

社会化服务配套。“五高”：对农资品种的需求高 、对农资

产品规格包装要求高 、 对农资产品收益效果要求高 、对

植保技术服务要求更高 、对土地流转状况关注高 。 老钱

意识到中国农业已经开始要从“口粮农业”转向“商品农

业”，正是因为农村社会结构和生产 关 系的转变 ，让农资

终端使用 者与农资供应商之间的需求与供给产 生了 变

化 ，继而推动了农资产品、服务、技术也随之创新。

老钱看农资的 角度 ，从纵到横、从外部因素到内部



动力 、从农村生产模式到农户消费心理 、从经销商转型

到技术服务，兼容并包 ，无所不谈。 实际上 ，老钱的观点

代表着一批正在思考改革的农资经销商群体。在传统农

资产业模式下，农资经销商就是农资产品的搬运商 ，早

期挣差价，后期挣物流管理费 。 其实农资人一直探讨连

锁 、农技推广 、价格战、差异化 、营销技巧 、全产业链服务

等方向，在战术上下足功夫 ，以便挣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今天的新形势下 ，农资人开始明白做农资已经不再是

简单的一买一卖 ，农资产业的发展需要与国 家宏观政策

结合在一起，需要成为农户生产的依靠 ，原本商业操作

成为 了一项更大的事业。老钱提出 了参照医疗体系建设

农资企业 ，让农资经销商成为一个生产技术和服务的供

应商。 实际上从技术服务和营销经验上 ，农资圈已经有

了非常良好的储备，而土地流转给农资人带来的已经不

仅仅是机遇，而是一个实 实在在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老钱提出的技术服务供应模型正是农资经销商和零售

商的归宿 。

古人说，做人要“三不朽”——立德 、立功 、立言。 据

说，我国历 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只有两个半 ，分别是

孔子 、王阳明和曾国 藩（半个 ）。 老钱在我心中虽 然不是

圣人，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农资人 ，他一直在思考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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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相 关

农资最大的相关是国家

的粮食安全，农贸市场的农

产品安全，消费者的餐桌上

的安全。 农资牵涉到这样重

大的安全，农资人要承担的

社会责任重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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