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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制约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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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农业集

约化发展是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集约化经营活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率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主要特征的

农业发展过程;我国的农业集约化发展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需求及其价格信号、农业公共科研部门与农资厂商

行为、农业产业集聚度与合作组织职能、农业基础设施及农业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提出了推动我国农

业集约化发展的政策建议:切实保护农民工利益,促进农业劳动力有效转移;完善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激励机制;

优化省域范围内的农产品种植布局;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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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十二五”及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虽然与转变农

业增长方式相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内涵更为丰

富。在农业自然资源刚性约束不断增强、农业劳动

力日益紧缺的形势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

向集约型转变,依然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路

径。而农业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质

就是通过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不断提升农业集约化

水平的农业发展过程,简称农业集约化发展。因而,
深入剖析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制约因

素,对于正确认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本路径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科学制定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了学

者的关注,但长期局限于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

经营观。而从近期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农业集约

化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揭示了农业集约化发展中

存在问题、提出了农业集约化发展的路径及相关政

策建议[1-5]。但这些研究侧重的是各种经验分析,而
对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思

考。本文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农业集

约化发展的内涵出发,在揭示农业集约化发展内在

机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分析农业集约化发展

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涵分析

由于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以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

为基础、以农业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主要特征的

农业发展过程。因而,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概念以

及农业集约化水平的衡量标准的界定,是理解农业

集约化发展内涵的前提。而从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

作中可以发现,对此存在2种不同的理解。

1.古典经济学的理解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

税赋原理》一书中率先对农业集约化经营与粗放式

经营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同量资本和劳动

投入在不同的土地上,就属于“粗放”的农业耕种方

式;而等量资本和劳动投入在同一块土地上,就属于

“集约”的农业耕种方式[6]。随后,马克思以及德国

农业经营学派代表人物布林克曼继承了李嘉图的观

点 ,并认为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在一定面积的土

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资本或者劳动力”的经营方

式[7-8];据此,农业集约化水平便可以用单位土地面

积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来衡量;而农业集约化发

展便可以视为通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

多的资本或劳动力要素,以不断提升土地利用率的

农业发展过程。

2.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解

与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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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核心过程不同的是,以Solow、Swan等

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才是经济

增长的决定因素[9-10]。正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

想,西奥多·W·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

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入新的现代农业

生产要素,而引入新生产要素的过程实际就是农业

技术的变化[11]。由此可见,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

解,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通过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来

降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以全面

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经营方式。农业集约化水平便主

要体现农业生产率上,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劳动

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指标来衡量。农业集约化发

展便可以视为通过广泛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不断提

升农业生产率的农业发展过程。
尽管,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发展观仍然具

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仍然被当前许多文献所沿用;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农业集约化发展观更能反映

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而且也被许多重要决策文件

所认可。

  二、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内在机理
分析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农业集约化发展是

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的集约化经营活动为基础,以
农业生产率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主要特征的农

业发展过程。对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研究,便可从农

业集约化经营行为与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两个互相

关联的层面展开。这二者的内在联系是:农业集约

化经营行为是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升是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不断

扩散、集约化经营效率不断改进的结果。

1.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分析

(1)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的诱因。根据速水佑

次郎等的诱致性农业技术变迁理论,可以假设农业

生产经营单位是以户或家庭为主(以下统称为农

户)[12]。如果某些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增加并引发

其价格上涨,那么农户为了获取更多的农产品销售

收入,必将扩大该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规模。但是生

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只能

靠增加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随着这

些生产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将导致这些生产要素

变得更为稀缺,从而反映在要素市场上生产要素价

格的上涨,这无疑会促使生产经营成本的快速增加。

因此,为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产品销

售利润,农户会主动寻求可以减少稀缺农业生产要

素投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也即是说,农产品市场

需求的增长和农业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变化,将通

过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诱导农户采用节

约稀缺生产要素的现代农业技术从事集约化经营

活动。
(2)农业集约化经营行为的实现。在农户经营

为主的前提假设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便不具备工

业企业那样的自主研发或创新能力,他们从事农业

集约化经营活动所需的现代农业技术就只能够通过

外部获取。而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正是承担了农业技

术的研发任务,农资厂商则负责将农业技术转化为

可以被农户使用的农业生产物质资料。当农产品市

场需求或农业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变化诱导农户去

寻求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时,农户便将这种需求反

映给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和农资厂商。这些机构在接

收到农户技术需求信息后,便据此开展技术研发和

农资生产活动,并最终将所取得的相关成果通过农

业技术市场或农资市场提供给农户。由此,农户集

约化经营所需的现代农业技术便可以获取,农业集

约化经营活动便得以实现。也即是说,农业集约化

经营得以实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农户、农业公共科

研部门和农资厂商三者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
2.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机理分析

由于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升是农业集约化经营

活动不断扩散、集约化经营效率不断改进的结果。
因此,对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机理的研究可以划分

为以下2个方面:
(1)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机理。农业集

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主要表现为采用现代农业技术

的农户数量的增加。Bass研究指出,技术扩散活动

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基于大众传媒的

外部因素;二是基于已采纳者与未采纳者之间信息

交流的内部因素[13]。就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

散而言,这种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来自相关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可以从公共利益出发,通过多种路径对农

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产生积极外部影响。比

如:政府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通过各种农技推广培训

活动;政府财政部门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激励农户采

用现代农业技术;政府的公共传媒通过电视、广播、
网络等多种渠道对采用现代农业技术进行宣传等。
而农业集约化经活动扩散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来

自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相互模仿、相互感染。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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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网络与传染病感染网络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

用传染病模型对其扩散机理进行理论解释[14]。根

据传染病模型把某地区农户划分为2类,即“感染个

体”(已采用技术者)和“易感个体”(未采用技术者)。
在“感染个体”的示范带动下,“易感个体”对于现代

农业技术会逐步由观望向模仿采用转变,继而成为

“感染个体”再对其他“易感个体”产生影响。
(2)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改进机理。农业集

约化经营效率就是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后,农户实际

农业产出与该技术的理论产出的对比。通常而言,
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农户的实际农业产出会低于

理论产出。但是,农户可以通过对该技术的不断学

习,最终到达熟练并有效利用该技术,从而促进农业

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改进。而舒尔茨认为,对农户进

行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户能够熟练并有效利用现代农

业技术的关键。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户学会使用农

业技术的时间就越短,其集约化经营效率就越高。

Lucas在吸收阿罗“干中学”理论和舒尔茨人力资本

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

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

来自2个方面,一是通过正规教育获取的人力资本;
二是通过“干中学”获取的人力资本。而且相对于前

者而言,“干中学”获取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15]。

Foster等则进一步论述了通过“干中学”积累的人

力资本对农业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
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来

自2个方面:一是自身的“干中学”;二是与他人学习

交流的“干中学”[16]。由此可见,农业集约化经营

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农户在集约化经营过程中,
通过自身以及农户间的“干中学”促进了自身人力资

本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的制约因
素分析

  1.农业集约化经营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产品市场需求受限、价格信号失灵难以对

农业集约化经营产生诱导。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是

农业生产者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从事农业集约化经营

的重要诱因。我国农产品市场需求主要受到以下2
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农产品本身缺乏需求弹性,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消费可能出现下降。比

如《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分别由2000年的82.3kg/人、

250.2kg/人,下 降 到 了2010年 的81.5kg/人、

181.4kg/人。二是根据阿林·杨格分工水平决定

市场规模的思想,农村劳动力的非有效转移,将制约

工农产业之间分工水平,从而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增

长形成限制[17]。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

移的过程中,难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与

工资待遇,致使其不得不在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

间徘徊。对于这部分农民工而言,其对农产品的需

求很大程度上靠自身的农业生产自给解决,而不是

通过市场需求实现,进而对农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

形成制约。
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诱导

作用主要是通过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信号实现的。在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资本的积累长期依赖于工

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虽然,近年来国家提出了工业

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但是整个经

济发展已经对廉价农产品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一旦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可能导致全面的通货膨胀。
由于对上述问题的担忧,国家在对农产品价格在进

行保护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这就使得

农产品市场价格难以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价格信

号由此失灵,对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诱导作用便由此

降低。
(2)农户与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及农资厂商间缺

乏有效互动阻碍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实现。农业公

共科研部门与农户的互动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

制。由于现行科研评价制度的缺陷,农业公共科研

部门技术研发活动对农户农业生产实际的关注度降

低,而对于发表高级别科研论文、申请高级别科研课

题的关注度提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农业公共科

研部门研究成果与农业生产实际存在严重的脱节。
即一方面存在大量的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另一

方面农户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农户的农

业集约化经营活动也就难以实现。
农资厂商与农户的互动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

当前农资厂商在经营过程中把赚取利润放在首要位

置,却忽视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导致对农业生

产经营者的服务不到位。农资厂商的市场竞争手

段,除了普遍意义上的广告宣传外,更多是采用低价

劣质策略,而不是靠提升服务质量。由此一方面导

致了农业生产者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中经常受到

欺诈而利益受损;另一方面由于农资厂商对农业生

产者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服务,致使农业生产者难

以有效掌握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而对农业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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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的实现形成制约。

2.农业集约化水平提升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1)产业集聚度低、合作组织功能弱化制约了农

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农业产业集聚度低、生
产分散强,增加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难度。
虽然,现有文献利用省域层面的数据的研究表明,我
国农业产业集聚度由1981年的0.41提高到了

2008年的0.66[18]。然而,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对
于以丘陵山区地形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域层

面的农业产业集聚度可能并不能代表其农业生产的

集中性。这是因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即使省域

层面的农业产业集聚度提高,但是省域内部由于地

理条件的制约,以及土地流转存在的障碍,农业生产

的分散性仍然较强。农业产业集聚度较低、生产分

散性强,无疑会增加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成

本,进而对其形成制约。
农民合作组织技术服务功能弱化,不利于农业

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

散,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公共部门的技术推广、财政扶

持、媒体宣传等行为,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农业生产经

营者之间的相互“感染”。而农民合作组织的蓬勃发

展,为农业生产经营者间的相互“感染”提供了很好

的载体和平台。然而,现有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组织

更多的是为农户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以农业

技术服务相对欠缺且服务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农户

的差异化需求[19]。由于农民合作组织技术服务职

能的弱化,农户从事集约化经营活动的相互“感染

率”会下降,进而对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形成

制约。
(2)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制约了农

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提

升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重要保障。这是因为农业

生产使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结合,现代农业

技术能够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和基础

设施与之相适应。近年来,虽然国家对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的强度不断增加,但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
比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资比重较大,而小型农田水

利设施的投入不足;建设性投资比重较大,而农业基

础设施后续维护投入不足。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农业生产急需的农业基础设施缺乏,或者农业基础

设施不能正常发挥其作用。在农业基础设施比较欠

缺或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形下,现代农业技术的使用

效果会受到削弱,即相对理论产出而言农户采用技

术的实际产出会更低,从而制约农业集约化经营效

率的提升。
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户熟练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提

升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内在要求。随着工业化进

程的推进,农业部门比较效益较低会损害农户在农

业生产领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这主要表

现在2个方面:一是通过接受正规教育提升人力资

本的农业劳动力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从农业部门转

向非农产业部门,导致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缩减;二是

各级地方政府对通过非正规教育提升农业劳动力人

力资本重视程度不够,不利于农业生产经营者人力

资本的长期积累。在农业人力资本存量不断缩减和

有效积累不足的情形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对现代农

业技术熟练掌握并有效使用的难度增加,进而制约

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农业集约化发展就是通过采用现代

农业生产技术的集约化经营活动,而不断提升农业

生产率或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农业发展过程。农产品

市场需求变化和农业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变化可以

诱发农户开展集约化经营活动,而农户、农业公共科

研部门以及农资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又为集约化经

营活动的实现提供了保障。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活

动的不断扩散和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不断改进,
农业集约化水平将得以提升,进而促使农业集约化

发展。然而,就我国农业集约化发展而言,农产品市

场需求受限、价格信号失灵难以对农业集约化经营

产生诱导;农户与农业公共科研部门及农资厂商间

缺乏有效互动阻碍了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实现;产业

集聚度低、合作组织功能弱化制约了农业集约化经

营活动的扩散;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制

约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效率的提升。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推动我国农业集约化发

展的过程中,可以得到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切实保护农民工利益促进农业劳动力有效转

移,进而提升农产品市场需求量;并逐步建立农产品

价格稳定增长机制,使其能客观反映农产品市场需

求状况。二是完善农业公共科研部门激励机制,支
持发展民间农业科研组织,促进农户与农业科研部

门有效互动;增强对农资厂商的社会责任监督,严厉

打击各种坑农害农行为,提升其对农户的服务职能。
三是优化省域范围内的农产品种植布局,提高生产

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增强农民合作组织的技术服

务职能,为农业集约化经营活动的扩散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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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结构,增强对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和后续维护的投资支出,积极探索民

间资本投资机制;建立有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机制,
增强对农户的职业技术培训,鼓励吸引城镇居民到

农村创业,从而提升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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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InternalMechanismandConstraints
ofAgriculturalIntensificationDevelopment

LUOFu-min,DUANYu-chua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Abstract Basedonperspectiveofneoclassicaleconomics,thispaperexplorestheinternalmecha-
nismandconstraintsofagriculturalintensificationdevelopment.Theresultshowsthatagriculturalin-
tensificationdevelopmentisbasedonintensivemanagementactivitiesadoptingmodernagriculturaltech-
nology,anditistheagriculturaldevelopmentprocesswiththemainfeatureofimproving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orthelevelofintensification.However,agriculturalintensificationdevelopmentofChinais
mainlyconstrainedbythefactorsincludingagriculturalproductsmarketdemandanditspricesignals,the
behaviorofagriculturalscientificresearchdepartmentsandagriculturalmaterialsfirms,agriculturalclus-
terdegreesandthefunctionsofthecooperationorganization,agriculturalinfrastructureandagricultural
humancapitallevel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policysuggestionsonhowtopushforward
China'sagriculturalintensificationdevelopment:earnestlyprotectingtheinterestsofmigrantworkersto
promotetheeffectivetransferofagriculturallaborforces;improvingpublicagriculturalresearchsector
incentives,optimizingtheagriculturalcultivationlayoutwithinprovincialregionsandoptimizingthe
publicinvestmentstructureofagriculturalinfrastructureandsoon.

Keywords agriculture;modernagriculture;agriculturalproductivity;themarketofagricultural
products;intensificatio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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