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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决定农民的收入，而且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历史上看，农产品价格每次大的波动，都对

国民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仍是如此。农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农业的生产方式，目前，很多学者对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及其转变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研究，李远东（2009）认为，农场制是取代农户制的最佳途径；金高峰

（2009）通过调查，探讨了经济贫困村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董国礼、

李里、任纪萍（2009）则研究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目

前，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如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缓

慢，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仍有许多困难，如何在信息化条件下加

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进而大幅提高农民收入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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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消极影响

设农村生产函数为 Y = f (K,L)，其中 Y 表示农村总产出，K 表示投入的资本数量，

L 表示投入的劳动数量，它是关于 K,L 的递增函数，即 ∂Y∂K > 0，∂Y∂L > 0 ，假设这一生产

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即 f (λK,λL) =λf (K,L) ，则 f (K
L
,1)= 1

L
f (k, l) = Y

L
，令

k = K
L
，y = Y

L
，分别表示农村人均产出，农村人均资本投入数量，则 y = f (k,1)= f (k)，由

此可以看出，农村人均产出是关于农村人均资本投入的递增函数，因此，提高农村人

均资本投入是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而农村人均资本投入可以通过以下

途径加以提高，在投入劳动数量不变的条件下增加资本投入的数量，或在资本投入不

变的条件下减少劳动投入的数量，或者既增加资本的投入，又减少劳动投入的数量。

首先分析资本的投入。目前，我国农村基本上还是以农户家庭生产为主要经营

方式，对农户来说，拥有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家庭投入的劳动数量也是固定的，因

此，唯一变化的投入要素是资本，设代表性农户的生产函数为 Yi = g(Ki)，其中 Yi 为该

农户的产出，它是关于农户投入资本数量 Ki 的递增函数，具体如图1-1所示，该生产

函数的特点为：当资本投入很少时，产出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递增地增加，但当资本

投入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时，产出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递减地增加。假设农户决策在

于是否增加资本投入，如果增加投入，需要新增资本 ΔK ，如购买农业机械、进行农田

水利建设等，新增资本后产出的增加为：g(Ki +ΔK) - g(Ki)，新增资本的成本为 rΔK ，其

中 r 为资本的价格，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显然，只有当增加资本带来的

新增收益超过新增成本，农户才会增加资本投入，即农户增加资本投入的条件为

g(Ki +ΔK) - g(Ki) > rΔK (1-1)

图1-1 农户的生产函数

Y
g(Ki+△K )
g(Ki)

O Ki Ki+△K K

g(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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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农业机械设备、农田水利建设等需要大量资本，即 ΔK 很大，在资本价格 r 不

变的条件下，导致新增资本成本 rΔK 很大，而农户因为土地数量有限且较分散，难以

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等的生产能力，因此，产出的增长极为有限。如图1-1所示，当资本

数量由 Ki 增加到 Ki +ΔK 时，虽然产出由 g(Ki ）增加到 g(Ki +ΔK) ，但产出增加很少，

原因就在于虽然农业机械等的生产能力很强，但由于单个农户存在农业机械等生产

能力过剩，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常常导致（1-1）式不能满足，此时，农户不会增加资本

投入。

农户需要新增资本投入 ΔK ，由于我国农户以家庭生产为主，自有资金往往不足

以满足农户购买机器设备、农田水利建设对资金的需求，还需要向外融资，假设农户

自有资金的比例为 1 -α，还需要向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比例为 α，(0 <α < 1)，即需要

借入的资金为 αΔK ，金融机构要求农户提供抵押品，设农户向金融机构提供的抵押品

的价值为 B，记 B = δΔK ，δ 表示抵押品的价值占新增资本的比例或倍数，金融机构不

会按抵押品的价值向农户提供贷款，而是按其一定的比例提供贷款，记这一比例为

β ，(0 < β < 1)，即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的贷款数额为 βB = βδΔK ，β 的大小是金融机构

确定的，金融机构确定这一比例，以保证当客户不偿还贷款时能够通过拍卖抵押品收

回贷款本息，设银行认为农户中有比例 P,(0 <P < 1)的客户会偿还贷款，另外 1 -P 比

例的客户不会偿还贷款，在农户偿还贷款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能够收回贷款本息

βB(1 + r) = βδΔK(1 + r)，在农户不能偿还贷款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拍卖抵押品，拍卖的价

值为 ηB =ηδΔK ，其中 0 <η < 1表示拍卖的价值占抵押品价值的比例。当然，如果这

一价值超过贷款本息，金融机构收回贷款本息，向客户归还剩余价值，这种情况下金

融机构没有任何损失，但如果拍卖价值低于贷款本息，金融机构只能获得拍卖价值，

自 己 要 承 担 剩 余 损 失 ，金 融 机 构 在 最 坏 的 情 况 下 的 期 望 收 益 为 ：

PΔK(1 + r) +(1 - p)ηδΔK ，金融机构确定贷款比例 β ，以确保自己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

收回贷款本息，即

PβδΔK(1 + r) +(1 - p)ηδΔK≥ βδΔk(1 + r)
解得 β≤ η

1 + r
当 β < η

1 + r 时，记此时的 β 为 β* ，金融机构在最坏情况下的期望收益仍然高于贷

款本息，金融机构适当提高贷款比例 β ，只要 β* < β≤ η
1 + r ，就仍然有利可图，这会吸

引其他金融机构以更高贷款比例 β 向农户提供贷款，最终竞争的结果导致 β = η
1 + r 。

令银行愿意提供的贷款数额与农户需要的借款数额相等，即 αΔK = βδΔK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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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α = βδ ，当 α > βδ = ηδ
1 + r 时，αΔK > βδΔK ，即获得贷款的数额低于需要新增资本

的数额，此时，农户不能够获得足够的贷款来增加资本投入，因此农户不会增加资本

投入。对于农户来说，能够用来抵押的物品很少，而且价值很低，即抵押品占新增资

本的比例或倍数 δ 很小，同时农户能够用来抵押的物品常常是住房或农具等，由于抵

押品的专用性和农村市场不发达，常常导致拍卖成本高，拍卖的价值占抵押品价值的

比例 η非常小，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常常导致 α > βδ，这种情况下农户不能够增加

资本投入。

再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分析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的可能性。金融机构作为独

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它选择贷款的对象，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这里仍然记抵

押品的价值为 B，贷款占抵押品价值的比例为 β ，金融机构的收益率为 rB ，抵押品拍

卖的价值占其实际价值的比例为 η ，央行规定的发放贷款的利率 r ，它是一个固定

值①，金融机构每笔贷款前要对贷款对象进行审查，记这一成本为 CS ，对于每一笔贷款

来说，这种成本基本相同，可以认为其固定不变，因此，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收益为

βB(1 + rB) = βB(1 + r) -CS

由此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收益率为

rB = r - CS

βB
= r - CS

ηB
(1 + r)

相对于其他产业的贷款需求者，农户能够用于抵押的财产 B 少，而且，抵押品拍

卖的价值占其实际价值的比例 η低，从而导致金融机构向农户贷款的收益率低于向

其他产业贷款的收益率，再加上农业的自然风险、经营风险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因此，

金融机构不愿意向农户提供贷款，农户自然也就没有资金来增加资本投入了。

由上面的分析知，由于我国农村主要以家庭生产经营为主，风险大，可用来抵押

的财产少，银行不愿意向农户发放贷款。近年来，我国很多金融机构撤出农村市场，

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大幅下降，[6]很多乡镇，很难发现银行网点，也证明了这一点。由于

自有资金不足，又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农民无法购买农业机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同

时土地数量有限，难以发挥这些设施、设备的生产能力，因此，农民把自己积累的资金

存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把这些资金输入城市，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的网

点，只吸收存款，不发放农村贷款，是纯粹的抽血机，这就导致我国农村的资金大量流

向城市。据测算，向城市倒流的资金每年在 6 000亿左右，平均每个县流出的资金约

为9 亿元。[7]这样，以家庭为主要经营单位的、建立在落后技术基础上的、以手工劳动

为主的农业经营模式，导致收入低、资产少、积累少，使得农户无法获得足够的贷款，

①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央行规定贷款利率浮动的上限，每家金融机构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

都会以利率上限提供贷款，这种情况等同于固定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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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增加资本投入。因为农业技术创新需要资本的投入，并且很多农业技术创新物

化到农业机械、设备上，不增加资本投入就阻碍了农业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农业

经营只能建立在低技术、手工劳动为主的基础上，即农业只能采用传统经营模式，于

是形成恶性循环（如图1-2）。

图1-2 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恶性循环

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困境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不仅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稳

定发展，最终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发展建

立在高技术基础上的、面向市场的、规模化的、分工明确的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生产

方式的组织形式常见的有两种，一是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另一种是

农民为了共同的利益，自愿联合形成的一种互助性的经济组织——新型农业合作社。

（（一一））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

我国农村现在的经营体制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际经营

中，农户往往是自主决策，分散经营，既不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又很难适应市场需求的

变化。因此，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基础上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合理分工，实现规模化经营，这就需要一个组

织者——龙头企业。龙头企业需要有相当数量的资本，良好的市场经营组织管理能

力，这不是普通农户能够担当的。龙头企业一般来说是其他产业的资本投入到农业

形成的农业企业，这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投资于农业，从事农业活动；二是投资于农

产品加工业，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

11．．其他产业资本直接投入农业经营的困境其他产业资本直接投入农业经营的困境

如果能够吸引其他产业的资本投入到农业，租用农民的土地直接进行农业经营，

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农业的资本投入，还能促进出租土地的农民向其他产业转移，将会

从两个方面增加农民的收入。那么，影响其他产业资本投入农业的因素是什么？有

没有可能吸引其他产业的资本投入到农业中呢？

传统农业经营模式

无法增加资本投入

收入低、资产少

无法获得足够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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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租用每单位土地每年可以获取收益 R，支付租金费用为 CZ ，交易费用为 CJ ，

投入农业需要购买农业机械、修建农田水利设施，这是一个固定投入，记这一固定成本

为 FC，除此以外，还需要雇佣农业工人，投入种子、农药等，这与土地数量有关，随着土

地数量的变化而变化，记每单位土地每年的变动成本为 θ ，设该企业租用的土地数量

为 M ，租用期限为 T 年，则该企业平均每年需要投入的资本数量为 FC
T

+ θM ，设投资

农业实际的收益率为 re则 (FC
T

+ θM)re =M(R -CZ -CJ) ，re = M(R -CZ -CJ)
FC
T

+ θM = R -CZ -CJ

FC TM + θ 。

企业投资农业，要按农业风险获得相应的报酬，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r ne = rf + βn(rm - rf )，
其中 r ne 为按农业风险要求获得的利润率，rf 为无风险利润率，rm 为市场利润率，βm 为

农业风险系数，它衡量了农业的风险。只有投资农业的实际收益率不低于按农业风

险要求的收益时，才能吸引其他产业投资农业，即

re = R -CZ -CJ

FC nM + θ ≥ r ne = rf + βn(rm - rf )
解得

TM≥ FC
R -CZ -CJ

rf + βn(rm - rf ) - θ
（1-2）

如果（1-2）式为严格大于号，则表示投资农业的实际收益高于期望收益，会吸引

更多其他产业的资本投入农业，这些资本以提高租金进行竞争，导致租金 CZ 上升，这

会导致（1-2）式右边的值下降，直到左右两边相等为止。因此，投资农业的条件最终

会变成

TM = FC
R -CZ -CJ

rf + βn(rm - rf ) - θ
（1-3）

农民出租土地，每年每单位可获得租金收入 CZ ，每个农民拥有土地 m单位，农民

从事其他经营（打工、做生意、农产品加工等）每年平均获得的收入记为 w①，为便于分

析，我们假设农民从事所有经营的风险相同，即所有收入的折现率都为 r ne ，则出租土

地的农民在 T 年内获得的收入现值为

(CZm +w)(P /A,r ne ,T)
不出租土地，自己耕种，每年获取的收入为 R ，利用农闲时间从事其他经营获取

的收入为 RV ，则不出租土地的农民在 T 年内获得的收入现值为

(Rm +RV)(P /A,r ne ,T)
①农民从事其他经营每年获取的收入是不相等的，可以先把它们折算成现值 P ，再假设每年收入相

等，都为 w，利用 w(P /A,r ne ,T) =P ，就可以计算出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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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A,r ne ,T)为年金现值系数。

只有当出租土地的收益不低于自己经营的收益时，农民才会出租土地，即

(CZm +w)(P /A,r ne ,T)≥(Rm +RV)(P /A,r ne ,T)
即当 w≥(R -CZ)m +RV 时，农民才会出租土地。

因为农民的技能是有差异的，有的擅长农业经营，有的擅长其他经营，设农民从

事其他经营每年的收益服从均值为 u，方差为 σ的正态分布，则满足上述条件的农民

所占的比率为

P( )w≥(R -CZ)m +RV =Pæ
è
ç

ö
ø
÷w≥ (R -CZ)m - u +RV

σ
= 1 -ϕæ

è
ç

ö
ø
÷

(R -CZ)m - u +RV

σ

这里的 ϕ表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设农民共有 n人，因此，愿意出租土地的农民人数为

P [w≥(R -CZ)m +RV]= é
ë
ê

ù

û
ú1 -ϕæ

è
ç

ö
ø
÷

(R -CZ)m - u +RV

σ
n

出租的土地数量共有
é

ë
ê

ù

û
ú1 -ϕæ

è
ç

ö
ø
÷

(R -CZ)m - u +RV

σ
nm，即

M = é
ë
ê

ù

û
ú1 -ϕæ

è
ç

ö
ø
÷

(R -CZ)m - u +RV

σ
nm

代入（1-3）式，有

T
é

ë
ê

ù

û
ú1 -ϕæ

è
ç

ö
ø
÷

(R -CZ)m - u +RV

σ
nm = FC

R -CZ -CJ

rf + βn(rm - rf ) - θ
（1-4）

u 表示农民从事其他经营的平均年收入。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农民文化水平低，

缺乏从事其他经营的必要技能，即 u较小，从而导致（1-4）式左边较小。

σ表示农民从事其他经营平均年收入的标准差。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农民的文化

素质普遍较低，从事其他经营获得的收入相差不大，即 σ较小，这也致（1-４）式左边

较小。

长期出租土地，需要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这就涉及相应的法律条款，与此相关的

信息和知识对于农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农民出于谨慎的考虑，不愿意签订该合同，

而短期出租土地，如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租赁双方常常不需要签订任何合同，双方只

需要达成口头协议就能成交，这就导致农民出租土地的时间短，即 T 小，导致（1-4）式
左边较小。

由于传统经营模式的影响，现在各地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普遍比较落后，绝大多

数设施还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建设的，年久失修，已经千疮百孔，基本不能发挥作

用，因此，投资农业就必须重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而这些建设的成本非常高，即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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