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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视角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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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为探索劳动生产率视角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可行路径#在测算和分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进行跨国比较以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农业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梳理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有效路径$结果表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包括单位农产品收益)土地生产率和人均土地规模#其

中#扩大人均土地规模是农业供给侧改革所不可回避的有效路径#需要通过纵向的专业分工和横向的规模经营'迂

回(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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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农业与非农产业收益率的

趋同!而达成这种趋同的关键是农业人均产出或产

值的提高(

#

)

*二元经济体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关

系着农民增收'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易和要素流动以

及新型城镇化进程!最终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现阶

段非农收益吸引着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农业生产

方式缺乏效率和自生能力!制度束缚和政策激励不

足使农业收益无法支撑农民收入的提高*在中国城

市化率超过
'"\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的背景下!旨在构建一个经营有规模'生产有效率'

服务有社会'竞争有优势'产业能自立的中国特色现

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本是并且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因此!另辟蹊径寻找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具有迫切性*本研究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总结了当

前我国农业发展所呈现出的典型化事实!通过对劳

动生产率进行因素分解和跨国比较提出下一阶段的

主要任务$以降成本为主线适度压缩单位农产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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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以补-技术短板.为手段增加土地产出率&以补

-制度短板.扩大人均土地规模!并寻找实现农业规

模经营的-迂回.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使用

的统计数据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

)

!

农业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及跨国比较

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

S*=,96:

(

H

)和

019,9+

;

(

%

)为阐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变

以及
K9Z2:

(

'

)

'费景汉等(

I

)为解释二元经济问题均

涉及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G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标

志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理解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维度*如表
#

所示!中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与
DP0C

"

D+

4

-,2=-62),/)+

95),)Q255)&)

<

9+-62),-,>>989.)

<

Q9,6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简称
DP0C

#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排在

前
%

位的国家为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分

别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H%AI

倍'

!FAG

倍'

!'AF

倍和
!HA'

倍!农业劳动生产率排名最低的墨西哥也

达到了中国的
#AF'

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滞

后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分散化小农生产方式的-规模

不经济.导致的农业总产值过低!另一方面则是改革

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禁锢造成的-农业内卷化.!即农

业内部不断累积剩余劳动力引发的-分母效应.*

表
)

!

+:)9

年中国及部分
MO7L

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R-@.9#

!

3

4

+25*.6*+-..-@)+

<

+)>*562826

;

2,012,--,>:)Q9DP0C5)*,6+29:2,!"#'

美元%人

国家

0)*,6+

;

农业劳动生产率

3

4

+25*.6*+-..-@)+

<

+)>*562826

;

国家
!!!

0)*,6+

;!!!

农业劳动生产率

3

4

+25*.6*+-..-@)+

<

+)>*562826

;

中国
012,- H!%"AHI

卢森堡
K*?9Q@)*+

4

!%GHHAII

比利时
W9.

4

2*Q '$#G'AG#

墨西哥
U9?25) '$FIA'I

捷克
0=951 !H'!#AI"

新西兰
X9Z 9̀-.-,> $!$FFA"'

丹麦
C9,Q-+[ 'F#"HA%#

挪威
X)+Z-

;

##!"I%A''

芬兰
L2,.-,> '$#G$A$%

波兰
V).-,> I"$FA"!

法国
L+-,59 ''$H#AGH

葡萄牙
V)+6*

4

-. ##%"IAH!

德国
9̂+Q-,

;

!G#F'A%%

斯洛伐克
J.)8-[2- %'I%!A%#

希腊
+̂9959 #FI$HA%'

斯洛文尼亚
J.)89,2- #HH'!A!I

匈牙利
Y*,

4

-+

;

#I'$%A$#

西班牙
J

<

-2, %F''"AI'

爱尔兰
E+9.-,> !G'#IA'#

瑞典
JZ9>9, I%%"$A!I

意大利
E6-.

;

%!#F'A%G

瑞士
JZ26=9+.-,> !'!IHAG"

日本
(-

<

-, !"F#$AH!

英国
W+26-2, 'H#%!A%'

韩国
J)*61S)+9- #FI!"AI$

美国
3Q9+25- GI"FFAIH

拉脱维亚
K-682- #%''"A''

澳大利亚
3*:6+-.2- FHG##A%F

!!

注$数据来源为
DP0C

*

X)69

$

C-6-->-

<

69>/+)QDP0CA

!!

此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资本和技术要素的

流动将会使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出趋近的

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

#$G$

+

!"#%

年期间!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逐渐

增大!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而且远低于三大产业的平均水平*劳动

生产率滞后于其他产业且在跨国比较中具有显著劣

势构成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典型化事实!如何提高劳

动生产率成为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直面

的命题和任务*

)*)

!

农业人均收入$价值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

令
U

表示用价格作为-公约数.计算的农业增

加值!那么农业人均收入!即价值意义上的农业劳动

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U

%

7

Z

U

%

B

]

B

%

7

"

#

#

式中$

B

为农产品产量!

7

为劳动力投入数量*

如表
!

所示!美国单位农产品收益提高对农业人

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为负'农业人均产量增加对人

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为
#'$AG\

&日本单位农产品

收益提高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为负'农业人均

产量增加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为
#!HAH\

&中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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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单位农产品收益提高和人均产量增加对农业

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各约占一半*同时!考察期

内!只有中国的单位农产品收益逐年上升!原因

在于规模不经济所导致的较高的生产成本以及

农业支持政策措施的一般性影响*以玉米'大豆

为例!

!"#'

年玉米和大豆的收益率为负!成本提

高-倒逼.价格管制!农业生产几近全部依靠财政

补贴维持*

表
+

!

)@3:

+

+:)-

年美国#日本和中国农业人均收入的分解情况

R-@.9!

!

R19@+9-[>)Z,)/2,5)Q9

<

9+5-

<

26-2,3Q9+25-

!

(-

<

-,-,>012,-/+)Q#$F"6)!"#%

年份

O9-+

美国
3Q9+25-

日本
(-

<

-,

中国
012,-

"

U

%

7

#%

"美元%人#

"

U

%

B

#%

"美元%
[

4

#

"

B

%

7

#%

"

[

4

%人#

"

U

%

7

#%

"美元%人#

"

U

%

B

#%

"美元%
[

4

#

"

B

%

7

#%

"

[

4

%人#

"

U

%

7

#%

"美元%人#

"

U

%

B

#%

"美元%
[

4

#

"

B

%

7

#%

"

[

4

%人#

#$F" '"%#G "AG" G#$## #!'%! 'A%G !!$% I%# "AG' F'H

#$F' 'HI"# "A'H #""!#$ #'"IF %AFI H#"H $H% "A$G $IH

#$$" 'HHGF "AI" F$#%' #G#"I 'AHH H!"$ #!!! #A#% #"G%

#$$' %%!IF "AI" G%!#H #GH!I %A'H HF!G #GHH #A%% #!"#

!""" %#!%# "A%% $HH!' #$!I! %A$% HF$$ #$I% #AI$ ##I"

!""' G'!HF "A%F #'GF#G #$HIH %AHI %%HG H"$" !A"I #%$F

!"#" GG"'$ "A%% #GI#G# !"F'% %AII %%GG '%IH !A%! !!'$

!"## $IHII "A'% #G$H$I !"II! %A'! %'IF IFF# !A'# !GH$

!"#! FGF%$ "A'% #I!'#I !H!#F %AG" %$HG I'GI !AI" !'!%

!"#H #"#$$H "A'H #$%"GH !HG$H %AG# '"'I G##% !AG# !IH"

!"#% $HG%# "A%$ #$!HI' !%"HI %AG" '### G''H !AF# !I$#

年均增长%
\

389+-

4

9

-,,*-.

4

+)Z61

#AF% d#A"I !A$% #A$H d"A%% !AHF GA'! HA$' HA%%

变化
01-,

4

9

5 6 5 5 6 5 5 5 5

!!

注$数据来源为
a)+.>W-,[

数据库*-

U

%

7

.表示农业人均收入增长&-

U

%

B

.表示单位农产品收益&-

B

%

7

.表示人均农业产量*

-

5

.表示数值上升!-

6

.表示数值下降*

X)69

$

C-6-2:/+)Q a)+.>W-,[>-6-@-:9A

-

U

%

7

.

+9

<

+9:9,6:619

<

9+5-

<

26-2,5)Q92,-

4

+25*.6*+92,5+9-:9>

&-

U

%

B

.

+9

<

+9:9,6:619

*,26-

4

+25*.6*+-.2,5)Q9

4

!

-,>

-

B

%

7

.

+9

<

+9:9,6:619

<

9+5-

<

26--

4

+25*.6*+-.

<

+)>*562),A

-

5

.

+9

<

+9:9,6:-,2,5+9-:92,6198-.*9

!

-,>

-

6

.

+9

<

+9:9,6:->95+9-:92,6198-.*9A

!!

值得警惕的是!农业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农

业产业特殊论.帮助形成了对农业进行保护的政策

体系!实施效果伤害了生产效率!致使农业陷入发展

困境*

DP0C

数据库中对各国农业政策'尤其是农

业支持程度的量化用
\VJP

"

V+)>*59+:*

<<

)+6

9:62Q-69

!生 产 者 支 持 估 计 百 分 比#'

\ 0JP

"

0),:*Q9+:*

<<

)+69:62Q-69

!消费者支持估计百分

比#'

\ ĴJP

"

9̂,9+-.:9+8259::*

<<

)+69:62Q-69

!一

般服务支持估计百分比#和
\RJP

"

R)6-.:*

<<

)+6

9:62Q-69

!支持总量估计百分比#表示!分别代表对

生产者'消费者'一般服务和行业总体的支持力

度(

F

)

*

\VJP

数值越高!代表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

支持力度越大!对市场的扭曲作用越明显*如表
H

所示!

#$$'

年 日 本 对 生 产 者 的 保 护 程 度 高 达

I!A!#\

!此后逐年下降!

!"#'

年为
%HA"G\

&美国

的
\VJP

指标波动受政策影响较大!

!"#'

年与

#$$'

年相比持平&

#$$'

年中国的
\VJP

为
IA#%\

!

此后逐年上升!

!"#'

年为
!#AH%\

*此外!

DP0C

数

据库在
\VJP

指标下设置了
X30

V

"

V+)>*59+,)Q2,-.

-::2:6-,595)9//2529,6

!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和
XV0

V

"

V+)>*59+,)Q2,-.

<

+)69562),5)9//2529,6

!生产者名

义保护系数#!前者是农业总收入与以边境价格计算

的农业总收入之间的比率!用来测度市场信号影响

农业生产的方向和程度!后者是指生产者获得的价

格"包括基于产量的补贴#与边境价格比率*从时序

上看!美国和日本的
X30

V

和
XV0

V

均逐年递减!但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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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始终高于美国&中国则逐年上升!

!"#'

年农产 品国内价格达到了国际价格的
#A!'

倍*

表
,

!

)@@9

+

+:)9

年美国#日本和中国对农业生产者保护程度的变化情况

R-@.9H

!

01-,

4

9:2,619.989.)/

<

+)69562),)/-

4

+25*.6*+-.

<

+)>*59+:2,3Q9+25-

!

(-

<

-,-,>012,-/+)Q#$$'6)!"#'

年份

O9-+

美国
3Q9+25-

日本
(-

<

-,

中国
012,-

\VJP

%

\ X30

V

XV0

V

\VJP

%

\ X30

V

XV0

V

\VJP

%

\ X30

V

XV0

V

#$$' $AG% #A#" #A"% I!A!# !AI% !A'% IA#% #A"I #A"I

!""" !!AII #A!$ #A#% '$AGH !A%F !AHF !AGG #A"! #A"#

!""' #'A"% #A#G #A"I 'HAG$ !A#I !A"F GAI% #A"F #A"%

!"#" FA'G #A"$ #A"! '%A'' !A!" !A"# #'AH" #A#F #A#%

!"## FA"# #A"F #A"# '#AH" !A"' #AF' #"AH% #A## #A"G

!"#! FA%' #A"$ #A"# ''A"% !A!! !A"' #GAFG #A!# #A#F

!"#H IA$" #A"G #A"" '!A#G !A"$ #A$! #$A%I #A!% #A!#

!"#% #"A"" #A## #A"H %$A'" #A$F #AF! #$A%' #A!% #A!#

!"#' $A%% #A#" #A"! %HA"G #AG' #AI# !#AH% #A!G #A!'

变化
01-,

4

9

% % %

6 6 6 5 5 5

!!

注$数据来源为
DP0C

数据库*

\VJP

表示生产者支持估计百分比!

X30

V

表示生产者名义支持系数!

XV0

V

表示生产者名义

保护系数*-

%

.表示数值平稳!-

5

.表示数值上升!-

6

.表示数值下降*

X)69

$

C-6-2:/+)QDP0C>-6-@-:9A\VJP+9

<

+9:9,6:619

<

+)

<

)+62),)/V+)>*59+J*

<<

)+6P:62Q-69

!

X30

V

+9

<

+9:9,6:619

V+)>*59+X)Q2,-.3::2:6-,590)9//2529,6

!

XV0

V

+9

<

+9:9,6:619V+)>*59+X)Q2,-.V+)69562),0)9//2529,6A

-

%

.

+9

<

+9:9,6:-,:6-@.9

2,6198-.*9

!-

5

.

+9

<

+9:9,6:-,2,5+9-:92,6198-.*9

!

-,>

-

6

.

+9

<

+9:9,6:->95+9-:92,6198-.*9A

!!

\0JP

表示农业支持政策措施向农产品消费

者转移的补贴总额!正值代表消费者获得补贴!负值

则代表消费者被隐蔽征税*如表
%

所示!考察期内

美国的
\0JP

略有波动!但总体趋势变化不大&日

本和中国的
\0JP

均为负!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农产

品消费者因支付高价格而处于-被征税.状态!但日

本逐年下降'中国逐年上升*

\ ĴJP

表明政府对一

般服务的依赖程度!该指标越高对市场的扭曲作用

越小*考察期内美国变化不大!日本和中国则逐年

降低!说明政府的农业政策指向逐渐偏离了一般

性服务'加大了市场扭曲*

\RJP

是政府对农业整

体的支持力度!美国和日本逐年下降!中国则逐年

上升*

在要素和商品流动性增强的条件下!补贴和保

护终究无法替代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一国采用高强

度'严重扭曲市场机制的农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不具

有操作性!中国农业正面临着严峻而紧迫的挑战*

结合美国和日本的发展经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背景下降低单位农产品收益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必然趋势!根本途径在于-降成本.!在全球化趋势下

有利于-去库存.!提高农业人均收入在于提高人均

产量*为了进一步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径!我

们对农业人均产量作进一步分解*

)*+

!

农业人均产量$实物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

Y-

;

-Q2

等(

$

)为讨论
#FF"d#$F"

年美国和日

本的农业发展状况!进而探寻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形

成机制!提出实物意义上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B

%

7

Z

B

%

@

]

@

%

7

"

!

#

式中$

@

代表土地!左边第一项为实物意义上的农

业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农业产量&右边第
#

项为单位

土地产量!第
!

项为土地
d

劳动比率!即人均土地规

模!两者的乘积构成了理解实物意义上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美国土地生产率提高对人均产量增长的贡献约

为
G#A%\

!日本土地生产率提高对人均产量增长的

贡献约为
!FA#'\

!中国土地生产率提高对人均产

量增长的贡献约为
'$AI\

*总体而言!中国的农业

人均产出和人均土地规模距离美国和日本差距较

大*

!"#%

年!中国农业人均产量为美国的
#A%"\

'

日本的
'!AI'\

!土地生产率为美国的
GGA"G\

'日

本的
$IAF\

!人均土地规模仅为美国的
#AF!\

'日

本的
'%AGI\

*此外!美国和中国的农业人均产量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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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赖于提高土地生产率!日本则依赖于扩大人 均土地规模*

表
-

!

)@@9

+

+:)9

年美国#日本和中国农业政策支持程度的变化情况

R-@.9%

!

01-,

4

9:2,-

4

+25*.6*+-.

<

).25

;

:*

<<

)+62,3Q9+25-

!

(-

<

-,-,>012,-/+)Q#$$'6)!"#' \

年份

O9-+

美国
3Q9+25-

日本
(-

<

-,

中国
012,-

\0JP \ ĴJP \RJP \0JP \ ĴJP \RJP \0JP \ ĴJP \RJP

#$$' IA%! #"A"" "A'G d'IAGI !'A#I #AFH d'A$" !%AGI !A'I

!""" #A#$ GA## "AG! d%$A'H #$AFI #A%! d"AF" I"A$H #AI#

!""' $AI" $A'H "A'' d%FA"F #GA!% #A#G dHA%F H"A#$ !A"H

!"#" #%AHF #!A#G "A'% d%%AF$ #HA"" #A#G d#HA%$ #HAG% !AI#

!"## #'A%! IAFI "A'% d%%A!# #GA!I #A!H dIAF! #GA!% #AF!

!"#! #%AI! IAF! "A'' d%GAGG #'A"" #A!$ d#'AH" ##A'H !A$!

!"#H #GA'% ##AF% "A'! d%!A$H #IA%H #A!! d#GA"# ##A## HA#"

!"#% ##AF$ FA"% "A'I dH$AF" #IA%" #A#! d#IAI" #!A"I HA"H

!"#' IAI$ ##AHI "A%! dHFA%F #IAGH "A$G d!"AF% $A'# HA#'

变化
01-,

4

9

% %

6 6 6 6 5 6 5

!!

注$数据来源为
DP0C

数据库*

\0JP

表示消费者支持估计百分比!

\ ĴJP

表示一般服务支持估计百分比!

\RJP

表示支

持总量估计百分比*-

%

.表示数值平稳!-

5

.表示数值上升!-

6

.表示数值下降*

X)69

$

C-6-2:/+)QDP0C>-6-@-:9A\0JP+9

<

+9:9,6:619

<

+)

<

)+62),)/0),:*Q9+J*

<<

)+6P:62Q-69

!

\ ĴJP+9

<

+9:9,6:619

<

+)

<

)+62),)/ 9̂,9+-.J9+8259:J*

<<

)+6P:62Q-69

!

\RJP+9

<

+9:9,6:619

<

+)

<

)+62),)/R)6-.J*

<<

)+6P:62Q-69A

-

%

.

+9

<

+9:9,6:-,

:6-@.92,6198-.*9

!-

5

.

+9

<

+9:9,6:-,2,5+9-:92,6198-.*9

!

-,>

-

6

.

+9

<

+9:9,6:->95+9-:92,6198-.*9A

表
9

!

)@3:

+

+:)-

年美国#日本和中国实物意义上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分解

R-@.9'

!

R19>95)Q

<

):262),)/-

4

+25*.6*+-..-@)+

<

+)>*562826

;

2,3Q9+25-

!

(-

<

-,-,>012,-/+)Q#$$'6)!"#%

年份

O9-+

美国
3Q9+25-

日本
(-

<

-,

中国
012,-

"

B

%

7

#%

"

[

4

%人#

"

B

%

@

#%

"

[

4

%

1Q

!

#

"

@

%

7

#

%"

1Q

!

%人#

"

B

%

7

#%

"

[

4

%人#

"

B

%

@

#%

"

[

4

%

1Q

!

#

"

@

%

7

#%

"

1Q

!

%人#

"

B

%

7

#%

"

[

4

%人#

"

B

%

@

#%

"

[

4

%

1Q

!

#

"

@

%

7

#%

"

1Q

!

%人#

#$F" G#$## HGG! #$A"G !!$% %F%H "A%G F'H !$%$ "A!$

#$F' #""!#$ %GIH !#A"% H#"H 'F%G "A'H $IH HF!F "A!'

#$$" F$#%' %G'' #FAG' H!"$ 'F%I "A'' #"G% %H!' "A!'

#$$' G%!#H %I%' #'A$F HF!G I""H "AI% #!"# %II% "A!I

!""" $HH!' 'F'% #'A$% HF$$ I!'G "AI! ##I" %G'I "A!%

!""' #'GF#G I%'# !%A%I %%HG I#'% "AG! #%$F '!!I "A!$

!"#" #GI#G# I$FF !'A!# %%GG 'F'% "AGI !!'$ ''!G "A%#

!"## #G$H$I IF#$ !IAH# %'IF I"#! "AGI !GH$ 'G"# "A%F

!"#! #I!'#I '$!' !GA%H %$HG I#H% "AF" !'!% 'FH" "A%H

!"#H #$%"GH GH%" !IA%% '"'I I#"' "AFH !IH" 'FF$ "A%'

!"#% #$!HI' GIHG !'A#$ '### I"F" "AF% !I$# 'FFI "A%I

年均增长%
\

389+-

4

9

-,,*-.

4

+)Z61

!A$% !A#" "AF! !AHF "AIG #AG" HA%%

!

!A"' #AHI

变化
01-,

4

9

5 5 5 5 5 5 5 5 5

!!

注$数据来源为
DP0C

数据库*-

B

%

7

.表示人均农业产量&-

B

%

@

.表示单位土地产量&-

@

%

7

.表示人均土地规模*-

5

.表示数值上升*

X)69

$

C-6-2:/+)QDP0C>-6-@-:9AB

%

7+9

<

+9:9,6:619

<

9+5-

<

26--

4

+25*.6*+-.

<

+)>*562),

&

B

%

@+9

<

+9:9,6:*,26.-,>

<

+)>*562),

&

@

%

7+9

<

+9:9,6:

<

9+5-

<

26-.-,>:5-.9

-

5

.

+9

<

+9:9,6:-,2,5+9-:92,619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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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难点

当前!我国农业已经逐渐脱离了解决食品供给和

农民收入的阶段!进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新时期*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现代生产要素叠加出现'生产效

率不断提高!但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很低&劳

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逐年上升!资本替代劳

动的过程加速!但全行业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加剧&户籍

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缚导致-离农不离地.'-进城不弃

地.和-弃耕不流转.现象突出(

#"&#!

)

&受限于小农生产方

式的规模不经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遭遇发展瓶颈*

图
)

!

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

L2

4

A#

!

R19:6+*56*+-.+9/)+Q

<

-61)/-

4

+25*.6*+-.:*

<<

.

;

:2>9@-:9>),619

<

9+:

<

956289)/.-@)+

<

+)>*562826

;

!!

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着力点在于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扩大人均土地规

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财政

补贴体制改革提高农业竞争力!其中的重中之重就

是扩大人均土地规模(

#H

)

*也就是说!我国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亟需以-补短板.为手段!通过-降成

本.去库存!最终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图

#

所示*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于适度压缩单位农产品

收益'提高土地生产率'扩大人均土地规模!其中!压

缩单位农产品收益的关键在于降成本!物质成本'人

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降低取决于农业生产是否达到

了规模经济!表现为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土地

规模的扩大*根据前述的分析!我国土地产出率已

经达到日本的
$IAF\

'美国的
GGA"G\

!在环境约束

日趋收紧的条件下上升空间十分有限*因此!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扩大人均土地规

模!由此证明了主流文献以及现行政策主张的基本

导向$促进土地流转以谋求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有

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农户在市场上的谈判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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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降低交易费用!同时还能提高市场价格信号的

有效性*但是!扩大人均土地规模困难重重*根据

农业部经管司-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发布的

相关 数 据!

!"#%

年!我 国 农 户 经 营 土 地 规 模

"AIG1Q

!以下的占比高达
F'A$\

!

HAHH1Q

! 以上

的占比仅为
#AH\

!与
#$$I

年相比小农经营格局有

逐年固化的趋势*一方面!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

安排使得土地成本显性化!租地者所支付的土地租

金连年攀升(

#%&#I

)

&另一方面!土地是农民所拥有的不

可替代的-人格化财产.!相比可替代财物具有更为

显著的禀赋效应!土地在空间上的界定使其天然地

具备-产权地理垄断.特征!农地经营权对承包权的

依附则进一步强化了土地的-产权身份垄断.

(

#%

)

!以

上特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农户提高对土地重要性的

评价'抑制农地流转*此外!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率

极低甚至为负导致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流转的积

极性不高!河南'山东的家庭农场甚至出现大规模

-退租.'-跑路.现象!短期内强制推进土地集中难以

实现*那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的无路

可走了吗1

,

!

可行性路径$横向规模经营和纵向专业分工

为了解决短期内土地无法大规模集中的难题!

国内学者通过调研探讨了不同地方的实践!并由此

形成了关于农业如何实现规模经营的初步结论*孔

祥智等(

#H

)以河南荥阳的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为

例探讨了-非土地集中.的规模经营!提出以合作社

为中心'以深化服务作为依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基本方式*谢琳等(

#G

)和罗必良(

##&#!

)对四川省崇州

市的-农业共营制.进行了案例剖析!认为以土地-集

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为主的制度

内核将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可

以看出!以上研究均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

所提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可能形式*

从世界农业规模经营演进路径来看!美国西部

地区
$"\

以上的牧场主为了实现规模扩张选择了

将饲养环节外包给周边的饲养户&在直接扩大土地

经营规模进展迟缓时!日本选择了-迂回.分工的生

产模式!即不直接触动小农户的土地产权!而是鼓励

农户将过去由自己从事的耕种'植保'收割等生产环

节外包给外部专业化服务组织!使众多小农户服务

需求聚合为社会化需求!既形成匹配于专业化服务

组织的服务规模需求!又能改善农户的分工效率*

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

背景下!我国能够运作的仅有-土地经营权.!盘活并

进一步细分-土地经营权.就成为破题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基本思路是$在坚持家庭经

营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扩大专业化分工'创新农业

规模经营方式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

率*即一方面要在纵向上形成不同地域特色的专业

化分工经济!另一方面!要从单一的着眼于土地流转

以谋求种植规模经营!转向在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

推进经营权的产权细分以谋求分工经济!进而将种

植及养殖规模经济'服务规模经济'加工规模经济和

物流规模经济融合以实现农业整体的规模经营!应

该成为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基本方向*因此!农业生产

应基于横向和纵向的专业化分工构建不同环节的规

模经济!从而寻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迂回.路径

"如图
!

所示#*

基于全产业链构建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体系!可

从以下
%

个方面开展$

第一!要实现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化!即土地和

资本的集聚*一方面!改革户籍制度以赋予农民改

变永久居留地的权利!探索有效的激励方式加快推

进土地集中!避免撂荒或粗放耕种&另一方面!充分

发挥政府财政的杠杆作用以使社会资本积极投资农

业!拓宽新型经营主体的贷款渠道!促进资本的

集中*

第二!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要从产业链上游向

下游!即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推进*种植业和养

殖业的产出直接制约着中间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当

前我国狭小的户均规模限制了社会服务规模化'增

加了双方的谈判难度!分散化的小农种植和养殖必

将提高与第二产业加工商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降

低激励*

第三!发展农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产业政策

问题!还涉及民生和粮食安全*政府的作用应着重

体现在促进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和第一产业经营规模

的扩大上!要素规模化和第一产业规模化实现后!第

二'三产业的规模化由市场可自然形成*

第四!除全产业链视角下的横向分工以外!还要

根据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经

营纵向分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塑造区域品牌经

济*最后!要处理好规模经营和家庭经营之间的关

系*在激励机制和市场信号正确的前提下!遵循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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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全产业链视角下的纵向专业分工和横向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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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2=-62),-,>1)+2=),6-.:5-.9)

<

9+-62),/+)Q619

<

9+:

<

956289)/619Z1).92,>*:6+

;

51-2,

产要素相对稀缺性从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农民作为

生产方式现代化的活跃的且富有创造性的主体!完

全能够通过适当的技术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自行选

择最佳的家庭经营或规模经营方式*

-

!

总结与启示

本研究运用统计指标对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

测算和分解!进行了充分的跨国比较以借鉴国外发

展经验!进而论证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基于此!梳理了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路径*研究表明!提高劳动生产

率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关键!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从单位农产品收益'

土地生产率和人均土地规模这
H

个方面着手!其中!

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要素和商品流动性增强的条件

下!中国的单位农产品收益不仅不具备提升空间!未

来还需要进一步压缩&土地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水平

逐渐接近!在生态环境约束日趋收紧的条件下操作

空间十分有限&人均土地规模的绝对水平距离发达

国家差距较大!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

以上
H

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比较来

看!当前我国单位农产品收益同时面临国内农产品

生产成本-地板.和国际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

约束!未来通过-降成本.'-降补贴.以适度压缩有难

度*在耕地-红线.和资源环境的制约下!相比发达

国家我国土地产出率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扩大人

均土地规模是农业供给侧改革所不可回避的有效路

径*但是!土地作为农民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人格

化财产.!具有更为显著的禀赋效应!土地所天然具

备地-产权地理垄断.和农地经营权对承包权的依附

造成的-产权身份垄断.使得短期内实现土地规模化

困难重重!退耕'退租频频发生且撂荒'粗放式耕种

现象逐年恶化*-去库存.的前提是-降成本.!-降成

本.的落脚点是-补短板.*未来一段时期内!要以补

-制度短板.和-技术短板.为重点进一步释放改革红

利!通过纵向的专业分工和横向的规模经营-迂回.

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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