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 第 4 期

2021 年 8 月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小农户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
作用及处境变化

陈奕山

[摘摇 要] 摇 新中国在小农户大量存在的起点上推进农业现代化,客观上无法离开小农户而另辟蹊径,
农业现代化所取得的已有成就也离不开小农户的贡献。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的作用体现在各个

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各家各户被统一组织起来,集中力量改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和发展粮食生产,输送

粮食支援城市重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小农户的分散决策和生产行为汇

合起来,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农产品生产结构调整和农产品商

品化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小农户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农户的生产决策自主性和粮食消

费受到计划体制的抑制;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环境下,弱势小农户难以掌握高价值的现代生产要素、
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和增加在产品销售中的利益份额。 在市场化环境下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公
共部门应更加重视保障弱势小农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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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小农户。 基于这一事实,实现农业现代化大致可通过两种路径:一是对标欧
美的规模化农场,大规模减少小农户数量并发展规模农业;二是以小农户为基础并引进新要素和新
技术发展现代化的适度规模农业。 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远超任何一个欧美国家的总劳动力数量,
如果考虑采取第一种方式且物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人们也必须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从农业中转
移出来的劳动力往何处去才能够实现稳定就业,社会是否可能因无处就业人口激增而发生剧烈动
荡? 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变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个
较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不可操之过急,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一时看不清
的不要急着去动冶 [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冶和“发展多种
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冶,这意味着,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导向不是排挤小农
户,而是要立足于小农户,采取第二种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

那么,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呈现出什么样的“历史大进程冶,小农户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什么作用,其
处境又受到什么影响? 过往历程能够为更好地“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冶提供什么启
示? 为此,本文将基于公开统计数据,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分析小农户在其
中的作用及处境的变化,为有关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讨论提供历史演变图景以及思路参考。

农业现代化是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的过程,分析农业现代化进程及小农户在其中的作
用和处境,需要先明了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征,才能分析改造的方向和小农户在其中的地位。 下
文首先概述 1949 年以前中国农业的特征,接着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现代化进程,继而结合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演变,分析小农户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作用及处境,最后进行总结。

一、1949 年以前中国农业的特征

农业生产首先满足的是人们“吃饱穿暖冶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再满足“吃好穿好冶的需求。 水利



基础设施条件、生产要素结构的情况制约着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从而关系到人们能否“吃饱穿

暖冶,而农产品生产结构、产品商品化率关系到能否“吃好穿好冶。 在学术讨论上,虽然对于什么是“现
代农业冶,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采取了不同的定义方式[2 - 3],但归纳起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改

善基础设施条件、引进和利用现代生产要素、面向社会需求开展生产并多元化农产品生产结构、构建

公平高效的商品化产销渠道这四个方面的根本要求。 本部分将依次从水利基础设施条件、生产要素

结构、产品生产结构、产品商品化率四个方面对 1949 年之前的中国农业发展情况进行概述。
先看水利基础设施条件。 每家每户经营小面积、细碎化的耕地是很长历史时期里中国农业的

基本面貌。 根据历史学家梁方仲所整理的数据,1887 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 2郾 41 亩[4]2 - 13。
根据美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调查,中国农场平均面积只有 1郾 51 公顷,不到同

期美国农场平均面积(63郾 47 公顷)的 2郾 4% ,且每个中国农场平均分为 5郾 6 块田块、11郾 6 个田

丘[5]102 - 104。 在长期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基本方式下,传统农业时代政府的财政收入、动员建设能

力和技术手段都较为薄弱,无力大范围改善水利基础设施;人数规模有限、联系松散、封闭保守的宗

族等传统组织也无法带领各家各户大范围开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这导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十

分低下。 据估计,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仍有一半的农地完全没有得到灌溉[6]117 - 119。 农业生产抵

抗天灾的能力薄弱,农业灾害和随之而来的饥荒频发[8]。 总体上,由于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存在巨大缺

陷,传统农业长期停留在“靠天吃饭冶的状态,政府和百姓只能被动地祈祷上天“风调雨顺冶。
再看生产要素结构。 传统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人力投入,且随着人口增长,个体家庭的生存压力

加重,每家每户在面积极其有限的耕地上大量增加人力投入,实行精耕细作,节约人力型的技术则

不受重视[7]。 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农民仍将大量时间用于人工除草、收集粪便、掏河泥等活动,希
冀通过在极其有限的耕地上增加人力投入来尽可能增加产出。 对此,卜凯比照美国农业的情形,一
方面惊叹于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程度:“中国田间的野草之少殊足令人惊异冶,另一方面则感叹于

到处游走、收集粪便还田的农民的生产低效率:“对于时间之不宝贵有如此者冶 [8]244,311。 这种高度

依赖人力投入的生产方式虽也使中国农民获得了“四千年农夫冶、注重实行生态和永续农业的美

誉[9],但这种生产方式(加上有限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所能实现的产出增长效果有限,农业长期

陷入伊懋可所称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冶 [10],中国的温饱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

前中国传统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淤,1940 年粮食单产只有 171郾 3 斤 /亩,全国平均

每人仅占有 418 斤粮食[11]220。 由于连年战争造成破坏和损失,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粮食单

产降至 137郾 2 斤 /亩,当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同样只有 418 斤于,这种产出水平远不足以保障小农

户实现基本温饱。
接着看产品生产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小农户不单要养活自己的家庭成员,还要向拥有更

多土地的地主、拥有更多资金的放高利贷者缴交土地租金、借贷利息。 在人均土地面积和单位土地

面积粮食产出都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小农户需重点考虑的生存难题是如何尽可能多地打粮食来养

活自家成员和应付地主、高利贷者的索取,他们很难获得更多空间来种植粮食以外的作物。 也就是

说,传统农业生产主要着眼于解决最基本的“吃饱冶问题,还无法通过多样化生产来满足更高层次

的“吃好冶需求,小农户的农产品生产结构单一化。 根据卜凯 1921—1925 年对河北、河南、山西、安
徽、江苏、浙江、福建 7 省的调查,粮食作物(包括谷物、豆类、薯类)面积占作物播种面积比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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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47 年期间,中国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稻、小麦、杂粮等谷物合计不超过 900 千克,全国每人每

年平均分得谷物不超过 300 千克(参见:许道夫.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41)。 根据卜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调查,中国农业劳动力在每单位玉蜀黍、小麦播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时间

分别是美国的 14郾 11 倍、23郾 08 倍。 但中国农场每单位面积玉蜀黍、小麦的产量甚至低于美国,如果加上美国农

场平均面积远大于中国农场等因素,美国劳动力平均每单位时间所产出的玉蜀黍、小麦产量分别可达到中国的

41郾 36 倍、24郾 63 倍(参见:卜凯. 中国农家经济. 张履鸾,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91、322、328、426)。
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编. 新中国农业 60 年统计资料.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92郾 6% [8]249 - 256。 此外,小农户缺乏足够的粮食来饲养畜禽(包括畜力):1949 年全国牛、马等大牲

畜存栏量仅有 6 002 万头、猪存栏量为 5 775 万头淤,按此计算乡村人均占有大牲畜仅 0郾 12 头。 因

此,肉食消费(所谓“打牙祭冶)对传统农业时代的小农户而言是一种奢求。
最后看产品商品化率。 在每户产出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小农户主要将粮食用于自家食用、

交地租、交高利贷利息,除此之外自然没有多少余粮可以向市场出售于———虽然小农户有时为了

偿还放高利贷者的货币利息而不得不在粮食收获后立刻以低价出售给市场以获得货币。 这抑

制了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升。 据吴承明估计,1840—1936 年期间粮食商品化率不足 30% [12]272。
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传统农业生产基本停留在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阶段,小农户并非面向社

会需求开展生产,社会整体还无法通过进一步的产品生产分工和市场交换来满足对于更丰富农

产品的需求。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结合以上概述,本部分依次从水利基础设施条件、现代生产要素投入、耕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

率、农产品生产结构、农产品商品化五个方面,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水利基础设施条件

1952 年中国仅有乡村水电站 98 个,1952—1979 年期间乡村水电站数量呈现加速增长趋势并

在 1979 年达到高峰(83 224 个),是 1952 年数量的 849 倍。 从平均装机容量来看,1979 年以前修

建的乡村水电站基本是小功率电站:1952 年水电站平均装机容量仅为 81郾 6 千瓦,1979 年进一步下

降到 33郾 2 千瓦盂。 和乡村小水电站的数量相近,1979 年中国有小型水库 83 561 座,另有大中型水

库 2 571 座榆。 水利基础设施条件的快速改善使得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迅速提升:1952—1979 年,中
国有效灌溉面积增长了 25 044郾 1 千公顷,增长率达 125% 虞。

1979 年后乡村小水电站数量呈快速下降趋势,小型水库数量也没有持续增长,但大中型水库

数量持续增长,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也保持持续增长(1979—2017 年增长 22 812郾 5 千公顷)。 总体

上,1979 年以前中国水利设施尤其是乡村小水利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为之后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

良好基础。 1979 年以前灌溉面积增长速度甚至明显快于 1979 年以后的增长速度;在 2018 年的小

型水库和大中型水库中,1979 年以前修建的分别占了 87%和 54% 。
(二)现代生产要素投入

传统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人力投入(加上非常有限的畜力),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开始,农
业生产对人力投入的依赖程度甚至进一步增强。 这反映在 1952—1978 年期间,农业用工强度不断

增长,其中三种粮食(水稻、小麦、玉米,下同)用工强度由 9郾 19 劳动日 /亩增长至 33郾 31 劳动日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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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4.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根据估算,从嘉庆中期到清末,每个粮农除自身口粮所需外可向社会出售的粮食数量由 121 斤降至 50 斤,据
此计算,有两个纯劳力的家庭可出售的粮食数量由 242 斤降至 100 斤。 如果再考虑家庭内其他非劳动力成

员的消费所需,则可供出售的粮食数量更少(参见:郭松义. 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 北京:中国农业出

版社,2010:212、220)。
水电站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20.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其中,单个水电站的装机容量 =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 衣乡村办水电站个数。
水库数据来源于 2009—2019 年《中国水利统计年鉴》。
灌溉面积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20.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0;《辉煌 70 年》编写组编. 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1949—201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增长 262郾 5% )淤。 如果将 1952 年的用工强度视作接近于新中国成立以前传统农业时期的水平,
那么 1978 年的用工强度水平比传统农业时期还要高出 2 倍以上。

人力投入的减少、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快速增加在改革开放后才成为现实。 先看人力投入的

变化,从 1978 年开始三种粮食用工强度不断下降,到 2005 年下降至 9郾 59 劳动日 /亩,这非常接近

1952 年的用工强度;2005 年以后用工强度继续下降,到 2018 年下降至 4郾 81 劳动日 /亩,为 1952 年

用工强度的 52% 。
再看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 在农用化肥投入方面,1978 年以前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施

用量极少,1962 年只有 63 万吨,1962—1978 年期间化肥施用量虽有增加但速度缓慢,年均只增加

51郾 3 万吨。 1978 年以后化肥施用量的增加速度明显提升,2014 年施用量达到 5 995郾 9 万吨,这一

期间年均增加 142 万吨。 在农药投入方面,根据可获得的统计数据,1991—2014 年中国农业生产

中农药施用量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年均增加 4郾 5 万吨于。 虽然缺乏 1990 年及以前年份的农药施

用量数据,但考虑到农药和化肥都来自石化工业,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农药施用量的变化趋势和化

肥施用量大致相同。 在农用机械动力方面,1970 年中国只有 2 165郾 3 万千瓦的农用机械动力,
1970—1994 年年均增加 1 318郾 2 万千瓦,1994—2014 年年均增加 3 712郾 7 万千瓦,呈现加速增长态

势。 分机械动力类型来看,1978 年以后小型拖拉机动力开始持续增长,并在 2012 年达到高峰;相
比而言,从 2004 年开始,适用于大田农忙生产环节(在传统农业中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环节)的大

中型拖拉机动力才开始持续增长,并在 2014 年超过小型拖拉机动力盂。 总体上,2005 年以后农业

生产转变为主要依靠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包括大中型现代农机),人力投入在生产要素投入结

构中的地位日趋弱化。
(三)耕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和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变化使得农业产出效率发生相应变化。 1978 年以前,
伴随水利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用工强度的持续上升,粮食单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1953—
1978 年,三种粮食平均单产由 139郾 2 千克 /亩上升至 221郾 4 千克 /亩,年均增产 3郾 3 千克 /亩。 粮食

单产已远高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 但是,同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实现同步增长

反而下降,1978 年的劳动生产率(6郾 6 千克 /劳动日)甚至已下降到不足 1953 年水平(15郾 2 千克 /劳
动日)的一半。 1978—2005 年,伴随用工强度的下降、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三种粮食单产没

有出现下降,而是从 221郾 4 千克 /亩上升至 393郾 1 千克 /亩,年均增产 6郾 4 千克 /亩,明显高于 1953—
1978 年的增产速度;而且,同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实现了明显增长,实际由 6郾 6 千克 /劳
动日增长至 41 千克 /劳动日,年均增长 1郾 3 千克 /劳动日。 2005—2014 年,在农业生产已转变为主

要依靠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条件下,粮食单产进一步上升,同时劳动生产率实现了更快速的增长

(年均增长 4郾 4 千克 /劳动日)榆。
结合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率的变化并进行前后对比可知,1978 年前后的中国农业有着显著不

同的增产条件和增产逻辑:1978 年以前现代生产要素缺乏,耕地产出率的提升离不开人力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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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工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建国以来全国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53 ~
1997). 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1999—2019 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

收益资料汇编的指标解释,1 劳动日等于 8 小时劳动时间。
化肥和农药施用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2019). 北京:中
国统计出版社,2020。
农用机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2019). 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2020。
生产率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建国以来全国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53 ~
1997),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1999—2019 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劳动生产率 = 三种粮

食平均单产 衣平均每亩用工。



大量增加;而 1978 年以后现代生产要素增加,耕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越来越依靠现代生

产要素投入,人力投入所能发挥的作用则越来越趋于弱化。 与劳动生产率在 1978 年以后才实现提

升的情况一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 1978 年以后才实现明显提升:1952—1978 年,人均粮食占

有量从 288郾 1 千克略微增加至 318郾 7 千克,只达到现行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400 千克 /人)的

80% ;1978 年以后人均粮食占有量明显增加,1997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至 401郾 7 千克;1998—
2007 年期间,人均粮食占有量由于受粮食收购价调低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但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都高于 1978 年以前的水平;从 2008 年开始,人均粮食占有量连年超过 400 千克淤。
(四)农产品生产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利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可耕地面积的扩大和耕地产出率的提高为扩大非

粮作物生产、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创造了空间。 1949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粮食占比高达

88郾 4% 。 1949—1957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加 32 958 千公顷,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增加23 674 千

公顷,占总播种面积增加幅度的 71郾 8% 。 1957—1962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下降17 015 千公顷,其
中粮食播种面积下降 12 012 千公顷,占 70郾 6% 。 1962—1978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加 9 875 千

公顷,而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20 000 千公顷的水平于。 综合这三个时期可看到,1949—1978 年粮

食播种面积占比已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从 88郾 4%下降至 80郾 3% ),非粮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则呈

现上升趋势,但非粮作物面积的增长始终以不压缩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根本前提。
1978 年以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总体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粮食播种面积有所下降且始终保

持在低于 120 000 千公顷的水平,2017 年粮食播种面积占比约为 71% ,明显低于 1978 年及以前年

份的水平,非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占比则相对提升。 与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上升相伴的是高

附加值作物播种面积占比的上升:1978—2017 年蔬菜和水果二者合计播种面积的占比从 4% 上升

至 20郾 4% ,其中蔬菜播种面积占比从 2郾 2%上升至 12% 。 可见,高附加值作物在农作物种植结构中

的分量趋于加强。 总体上,1978 年以后农产品生产结构调整加速,中国农业逐步走出只为满足“吃
饱冶需求的阶段。

(五)农产品商品化率

1978 年以前,自发的农产品交换市场被禁止,农户不能自由出售农产品。 但即使农户可以自

由出售农产品,也只有劳动生产率实现提升,农户才能够有更多的“余粮冶在市场上对外出售。 根

据可得统计数据,1991—2004 年期间,农户所产粮食的商品化率围绕 50%的水平呈小幅波动,这意

味着农户仍需将大约一半的自产粮食用于自家消费,商品化率虽已明显高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水

平(不高于 30% ),但自给自足的小农户生产特征仍然比较明显,这也反映了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
2005 年以后,伴随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粮食商品化率才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并于 2017 年达到

79郾 2% 。 与粮食不同,蔬菜主要是面向市场而生产,而不是着眼于满足农户自身有限的消费需求,
1998—2017 年期间历年蔬菜的商品化率都高于 90% 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盂。 综合各种产品的商

品化率来看,当下农户所产农产品中有 80%以上出售给市场,农产品商品化率已经显著提升,预计

将继续随着农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提升,自给自足的小农户生产特征将不断弱化。
综合以上考察可知,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现代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耕地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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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占有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
产品生产结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 北京:中
国统计出版社,2006;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8.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9;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Wind 数据库。
农产品商品化率数据来源于 1992—2019 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农产品商品化率 = 农户每亩

产品产量中用于出售的数量 衣每亩产品产量。



提升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水利基础设施条件和耕地产出率继续改善,同时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劳
动生产率、农产品生产结构、商品化率等继续改善。 新中国在小农户大量存在的起点上推进农业现代

化,客观上无法离开小农户而另辟蹊径,农业现代化所取得的已有成就也离不开小农户的贡献。 下文

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结合生产经营体制演变,分析小农户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及处境。

三、改革开放以前小农户的作用及处境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尽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紧迫任务,严峻的国际环境要求新生的共和国尽

快实现自立自强,国家整体工业体系亟待建立,乡村尽可能地增加粮食产量并支援重工业发展成为

特定历史时期的战略要求。 在工业基础薄弱及化肥、机械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供应仍严重缺乏时,
增加粮食产量要依靠改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也不得不像传统农业生产一样依靠大量的人力投入。
两千多年的中国小农经济历史表明,单家独户的力量极其有限,各家各户基本只能“靠天吃饭冶;宗
族等传统组织也无法从根本上带领小农户突破传统农业生产的水利设施条件局限。 同时,迅速改

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也无法通过市场化方式来实现,原因在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涉及范围广、投入

成本巨大、回报滞后,不可能成为倾向于短期逐利的市场主体所真正热心的事业,事实上也不在其

能力范围之内。 在时间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大量投入人力集中开展粮食生产也无法真正通过拥有

自主性的农户合作组织来推进,原因在于合作组织的自主产销决策可能偏离集中发展粮食生产、支
援国家重工业发展的整体战略意图。

1953—1978 年期间,中国逐步实施了行政计划色彩浓厚的农业集体化制度,作为自负盈亏、独
立生产经营单位的小农户被强制取消淤,各户的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被逐步纳入生产集体的集

中管理和统一安排。 因此,这一时期乡村小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和农业灌溉条件的稳步改善是各

家各户在生产集体的组织和调度下实现的。 没有各家各户的力量集合,这一时期的水利等基础设

施条件不可能得到显著改善并为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新中国不可能摆脱“看天吃饭冶的传统农

业生产困境,耕地产出率也不可能实现持续提升。
同时,这一时期国家的工业部门还无法为农业部门提供足够的现代生产要素和装备支撑。 在

化肥、机械等现代农资供应严重缺乏的条件下,为了通过增加人力投入提高粮食产量,大多数农户

被严格约束在粮食生产的范围内,选择产品生产类型、自主就业和人口自由流动的空间都受到限

制,由此粮食生产的用工强度甚至被提升到远远高于传统农业时期的水平。 事实也表明,水利基础

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用工强度的提升确实推动了耕地产出率的提升,增加了粮食总产量。
尽管这一时期耕地产出率、人均农产品占有量仍然不高,乡村温饱问题也尚未完全解决,但乡

村的各家各户仍然在统购统销政策下为城市提供了大量低价农产品,因此,各家各户事实上在“勒
紧裤腰带冶向工业部门输送农业剩余,帮助重工业实现积累,促进重工业发展。 中国工业部门能够

实现发展且在 1978 年以后向农业部门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为进一步改造传统农业提供物质装

备支撑,离不开乡村在前期的剩余输送。 毋庸置疑,农业集体化时期乡村各家各户的贡献为中国农

业和工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生产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且乡村面向城市的剩余输送源

源不断的情况下,乡村的劳动生产率、人均粮食消费量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无法实现增长。 1978 年

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粮食(原粮)、食用油、棉花分别仅为 248 千克、1郾 97 千克、0郾 38 千克于,分别

只及当年人均粮食、油料、棉花占有量的 77郾 8% 、35郾 8% 、16郾 5% 。 据估计,1978 年全国仍有 2郾 5 亿

人没有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占农业人口的 30% 以上[13]119。 总体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集体化

时期,耕地产出率的持续提升并没有为农户带来劳动生产率和粮食消费的提升,这在客观上挫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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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对于行政计划体制下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

四、改革开放以来小农户的作用及处境

(一)改革开放以来小农户发挥的作用

1978 年以后,在市场化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实施的背景下,数量庞大的分散小农

户重新作为配置农业生产资源和要素的基本单位。 一方面,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逐步走向市场化的

招标和筹劳方式,小农户从事生产的个体自由度提升,尤其是 2000 年开始税费改革后,“两工冶(义
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和筹资筹劳制度被逐步取消,村集体更加难以组织村内农户参加公共建设项

目[14]368 - 373。 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增强向农业部门提供现代生产要素的能力,而现代生产要素的选

择和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小农户的自主决策,小农户在比较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和产出

效益后调整要素投入结构,不再如传统农业时代和集体化时期一样高度依赖人力投入来追求增产。
而且,在非农就业机会涌现、外出务工兴盛的背景下,大量小农户基于收益比较的结果减少了农业

用工,大量增加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15]。 因此,1978 年以后现代生产要素在中国农业中的

大量应用离不开微观层面上小农户的自主决策行为。 现实中,我们看到小农户主要向采用市场化

经营方式的农资供销主体或机械化服务主体购买农用化肥、农药、动力机械等现代生产要素并投入

到农业生产中[16]。
从实际结果来看,数以亿计的小农户基于要素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各自调整要素投入结构的

微观行为在宏观上表现为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剧增,进而推动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农产

品占有量的明显提升。 中国小农户跳出了传统农业时代实行精耕细作但又食不果腹的“高水平均

衡陷阱冶。 1978 年以后小农户的自主决策行为还体现在可根据产品市场价格调整本户的农产品生

产结构以及自主决定向市场出售农产品两方面。 数以亿计的小农户自主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和产

品出售比例,在宏观上表现为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的比重和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升。
同时,在重工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农户以“剪刀差价格冶向工业部门输送农业剩余、

帮助重工业实现积累的必要性减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农户“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
下的都是自己的冶空间,而后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逐步松动并退出历史舞台。 农户不再需要被动

抑制自身粮食消费来支援国家建设,农产品消费也多元化,消费模式不断从“吃饱冶向“吃好冶转变。
总体上,市场化改革提升了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消费水平,改善了农户的生活。 需要思

考的问题是,小农户的前途是否会因之而呈现出一片乐观景象? 以下进一步从要素利用、生产类型

选择、产品销售收益分配等方面,分析市场化环境下弱势小农户的生存和发展处境。
(二)小农户的农业收益空间受到现代生产要素的挤压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并非通过市场化的招标筹劳方式;现代农业

生产要素的供给也并非通过市场化渠道。 而且,由于现代生产要素的供给数量相当有限,新要素的

引入和应用是在“土洋结合冶的提倡下开展的,该理念强调农药、化肥、农用机械等“外来冶要素淤的

应用要结合对农家肥、劳动资源、地方性生产经验知识等便于获得的“在地冶资源的利用。 这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化肥、农用机械等现代生产要素投入有所增加之时,粮食生产

用工强度并没有随之下降。 但是,当转换到市场化环境且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大量增加之时,小农户

较难以结合其所掌握的地方性生产经验知识,利用“在地冶资源来开展农业生产。
理论上,小农户可以“自主冶选择使用“在地冶资源或“外来冶的现代要素,如小农户可以在施用

农家肥和现代农用化肥之间进行选择,在使用人工收割和机械收割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然而,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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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大量增加并替代其他要素,即使某些小农户出于节约成本的动机而试图利用传

统生产要素,最终也难以实现。
首先,完全的家庭独立生产并不存在。 比如,劳力比较缺乏的小农户(尤其是老年户)需要其

他农户的协调和帮助才能完成农忙时的人工收割,如果大量农户都转变为使用机械收割方式,则能

够和某一户农户互帮互助以完成人工收割环节的农户就很少了,使得该户农户也不得不采用机械

收割方式。 从家庭内部来看,农业生产也无法单靠某一位家庭成员完成,而是需要不同家庭成员的

配合以完成不同的环节。 如果家庭内的青壮年成员都外出务工了,则老年人口会因无法单独完成

制备积存农家肥、人工收割等需要大量体力投入的环节,也只能求助于增加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或向市场购买相关生产服务[17]。
其次,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与种质资源的繁育更新互为因果,当下从事作物种植的小

农户已很难完全利用自留种,他们购买并利用现代种质资源就意味着必须同时配套购买和利用化

肥、农药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
再次,制备农家肥等传统生产要素要求具备一定的社区环境条件。 传统农业盛行诸如“一亩地一

头猪冶之类的农畜结合模式,农户将自家饲养畜禽的粪便还田,这与传统的社区人居环境条件相适应。
如果社区中的大量农户不再自制农家肥,也不再饲养畜禽,并且乡村“卫生整洁冶环境标准提升(如不

允许养猪和散养畜禽),则那些想自制农家肥的小农户就失去了社区环境条件的支撑。
最后,在不考虑长远环境后果的前提下,至少从短期来看,化肥、农药等现代要素投入的成本效

益比较结果显著优于传统要素投入———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将更多农业劳动时间节省出来以用于

非农就业的年轻乡村就业人员而言。 因此,小农户选择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形式上虽是“自由选

择冶,实质上却只是市场化环境及其短期逐利逻辑下的必然结果。
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远高于传统要素。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1978—2017 年三种粮食

生产的平均物质与服务成本从 29郾 36 元 /亩持续上升至 437郾 18 元 /亩,2017 年每亩物质与服务成本

占粮食产值的比例达到 42% 淤。 而且,高价值的现代生产要素(如现代农机)在农户之间的分配高度

不均,不同农户所能得到的获益机会也不同。 2017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每百人拥有农用排灌动力机

械、小型拖拉机数量分别为 11郾 1 台和 7郾 8 台,但每百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数量仅为 3郾 2
台和 0郾 9 台于。 这说明绝大部分小农户即使购买农用机械,也只能购买价格门槛较低的小型机械,他
们没有能力购置价格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大中型农机来完成大田收割等环节。 2004 年以来大

中型农机动力投入的加速增长是在市场化环境下推进的,少数拥有大中型农机的农户或市场主体能

够通过向市场出售农机服务来提高个体的收益,但绝大多数缺乏设备的小农户只能作为向市场购买

服务并支出相应费用的一方。 而且,有部分小农户本可以通过向市场出售人工收割等服务来提高农

业收入,但具有更高收割作业效率的大型农机服务的出现将他们挤出收割服务市场。
因此,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快速增加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农业收入但又无法购置昂贵要素

的小农户而言不只意味着“生产成本更贵冶,而且意味着其通过利用“在地冶资源在农业生产上获益

的机会变少了。
(三)小农户被锁定在低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的范围内

小农户如果停留在低附加值农产品生产的范围内,他们获取农业收益的空间将随着现代生产

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成本的腾贵而受到压缩。 那么,小农户能否通过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

来提高收入? 上文已指出,1978 年以来农产品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高附加值作物的种植比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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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成本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 建国以来全国主要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53 ~
1997). 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1999—2019 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201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农业农村部编.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2017.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 每百人拥有农用机械数量 =全国农用机械数量 衣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百人)。



升。 但实际上,平均而言,每家每户种植的高附加值作物面积非常有限。
图 1 综合不同省份的农业统计数据,描绘 1978 年以来各个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人均蔬菜和

人均三种粮食(水稻、小麦、玉米)播种面积的变化。 可以看到,无论在哪个年份、哪个地区,人均蔬

菜播种面积都远远低于人均粮食播种面积。 2017 年东中西部和东北等 4 个地区的人均蔬菜播种

面积分别为 1郾 6 亩、1郾 1 亩、1郾 2 亩、0郾 5 亩,都远远低于当年各地区的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依次为

5郾 7 亩、6郾 2 亩、4 亩、14郾 7 亩)。 这反映出,中国各地区的绝大部分小农户都没有规模化地种植高附

加值作物的条件,只能零散和少量地种植。

图 1摇 各地区第一产业人员人均蔬菜和粮食播种面积(1978—2017 年)淤

摇

淤摇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历年各省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
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 各地区人均作物播种面积 = 各地区合计作物

播种面积 衣各地区合计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于摇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201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盂摇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9.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正是

因为非农收入已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一人务工全家脱贫冶成为共识。

摇 摇 事实上,小农户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既不能脱离市场需求,也需要考虑自身对于生产成本的承

受能力。 单就生产中的直接物质与服务费用而言,蔬菜种植的单位面积费用已远高于粮食等大田

作物种植的费用。 例如,2017 年单位面积蔬菜种植的物质与服务费用比粮食高出 1 459 元,前者是

后者的 4 倍多。 如果再考虑扩大经营规模前期所需投入的固定资产(如温室大棚)成本、土地租金

费用以及平时所需的更多生产用工费用,即使将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搁置一边,大多数小农户也难

以独立承担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成本。 在市场化环境和分散经营的背景下,能够在果

蔬种植、畜禽养殖等领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必然是资金相对充裕、风险承受能力更高的高收入农

户或者其他市场主体,大部分小农户以从事低附加值农产品生产为主。
(四)小农户在农产品销售中的利益分配被压低

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下降是各国普遍规律,1978—2018 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

比也从 27郾 7%持续下降至 7郾 2% 于。 这导致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占比越来越低,
2017 年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至 25% ,而非农收入已经

成为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盂。 统计数据和大量实地调查结果都表明,现实中越是依靠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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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收入的小农户,其收入水平往往越低淤。 而且,第一产业产值所代表的收入由多方参与分

配,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小农户只能得到农产品终端销售收入中的一部分。 在农产品商品化率不

断提升的情况下,小农户能够在产品终端销售收入中获得多大的份额,关系到大量依靠农业维

生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升前景。 但是,单家独户很难独自开拓市场销售渠道,小农户和市场销

售渠道占有者的议价地位严重不对等,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农户在产品销售上的利益会受到强势

市场主体的挤压。
图 2 根据已有的农产品价格统计数据,描绘 1997 年以来生产者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及其占终端

销售价格比例的变化。 1997—2018 年,生产者出售各类农产品的价格以及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

(或大中城市超市价格)都趋于上升,但生产者出售价格低于集贸市场价格(或大中城市超市价格)
的幅度也趋于拉大。 2002—2018 年,生产者出售粳稻、蔬菜、苹果的价格和集贸市场(或超市)价格

图 2摇 生产者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及其占终端销售价格的比例(1997—2018 年)于

摇

淤摇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16 年全国农户登记人员中有 57郾 3%未从事非农行业(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编.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资料.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根据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

据,有接近 50%的农村住户没有非农工资性收入,这些住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 8 056 元,比有工资性收入的

农村住户的人均年收入(10 629 元)低 2 573 元;既没有工资性收入也没有家庭非农经营收入的农村住户的人

均年收入更低,只有 6 477 元,其中家庭总耕地面积(包括承包地和租种他人的耕地)不高于 8 亩的住户的人均

年收入进一步降低,只有 6 050 元。 可见,收入单一依赖农业的小农户更可能处在农村的收入底层。
于摇 数据来源于 1999—2019 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4—2019 年的《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

2007—2013 年的《中国物价年鉴》;2014—2017 年的《中国粮食年鉴》。 生产者所得占农产品终端销售价格的

比例 =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 衣 农产品集贸市场(或大中城市超市)价格。 其中,蔬菜集贸市场价格取大白

菜、黄瓜、西红柿、菜椒和四季豆 5 种蔬菜的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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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差幅度分别由 0郾 39 元 /斤、0郾 53 元 /斤、0郾 98 元 /斤扩大到 1郾 42 元 /斤、2郾 05 元 /斤、2郾 52
元 /斤;同一时期,生产者出售粳稻、蔬菜价格占集贸市场价格的比例分别由 60% 、41郾 5% 下降至

48郾 9% 、33郾 1% ,生产者出售苹果价格占集贸市场价格的比例波动比较明显,但在大多数年份里占

比都低于 50% ,2018 年占比为 47郾 5% 。 生产者出售小麦价格占城市超市小麦粉零售价的比例也

趋于下降,2006—2016 年从 57郾 3%下降至 48郾 1% 。
综合来看,农户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占农产品终端销售价格的比例已经不足 50% ,且总体呈现

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小农户出售粮食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价格占终端销售价格的比例趋于下降,
反映小农户在产品销售环节的利益份额受到占有产销渠道的强势市场主体的挤压。

这种情况不利于缩小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低收入农户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当

下即使在乡村内部,收入分化也趋于加剧:2000 年乡村高收入户(收入水平位于前 20% )的人均收

入是低收入户(收入水平位于后 20% )的 6郾 5 倍,2018 年扩大到 9郾 3 倍淤。 毫无疑问,乡村的低收

入户中必然有不少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基本社会保障兜底的家庭,但这类家庭绝非全部,对于

那些具有劳动能力并因年龄、受教育程度、技能、家庭特殊因素、环境条件等种种因素限制而无法外

出就业,只能从低附加值农产品生产中取得劳动和经营收入的农户(特别是中西部大田生产地区

的小农户),公共部门需提供必要的现代生产要素支持,帮助他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在产品销售

中的利益分配比例,才有助于减缓日趋加剧的乡村居民收入分化趋势。

五、结束语

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前后衔接、不断推进的进程,小农户是这一进程的基石所在。
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乡村的千家万户对促进农业现代化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 在前一时期

体现在参与水利基础设施尤其是小型水利设施建设,以及以低价农产品为国家重工业发展输送大

量农业剩余等方面;在后一时期体现在自发增加利用现代生产要素、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提升农

产品商品化率等方面。 但是,在前一时期带有浓厚行政计划色彩的集体生产方式下,作为独立生产

经营单位的小农户被消解,农户多数时候只是在执行上级的生产和建设指令;在后一时期不断加深

的市场化环境下,弱势小农户的利益空间则受到强势市场主体的挤压。
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中国仍会有数量庞大的小农户,改善小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生存处

境,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降低系统性社会风险的客

观要求。 未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将继续沿着市场化的道路前行,发展生产更要尊重小农户的自主

性,绝不可能退回到对各家各户的生产经营进行集中、强制性安排的计划体制老路。 但是,弱势小

农户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应该被遗忘在市场之中。 公共部门应该合理调动资源,为仍需以农业谋

生的弱势小农户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支持,帮助他们加强联结与合作,使他们能够通过合作分享资

源,共同增强市场地位,并分摊生产成本和风险、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增加在产品销售收入中的

占有份额。 而且,我们始终要牢记,能够帮助弱势小农户加强联结与合作的,必然是将“以人民为

中心冶确立为工作导向和发展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组织,而不是那些只是把小农户及其所

拥有资源当作获利工具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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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Small Farm Household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Situation i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CHEN Yishan

Abstract摇 China promote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farm house鄄
holds. Small farm households ar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ir roles are as follow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arm households were unified and organized, concentrated on improving water conservan鄄
cy infrastructure and grain production,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un鄄
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market鄄oriented reform, the decentralized independent decision鄄making and production of
small farm households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 input,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armers蒺 autonomy in production decision鄄making and grain consumption was restrained by the planned syste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market鄄oriented environmen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vulnerable small farm household
to grasp modern production factors of high value, expand the production of high value鄄added products and improve product
sales income.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roviding support to vulnerable small farm household and help them strengthen cooperation.
Keywords摇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mall farm household; Agricultur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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