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的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的制度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109134454

10位ISBN编号：7109134458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出版社

作者：刘洁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的制�>>

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对我国小农生产经营制度提
出了严峻挑战。
基于此，本书认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是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不断调整的过
程，是对我国基本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
围绕这一命题，本书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即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现实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
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部分在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的基本内涵、行为基础、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变迁的历史
轨迹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美国、法国、日本的农业企业化的国际经验及趋势，以及现行农业
双层经营制度的缺陷，指出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基本线索，提出农业企业化是我国农业生产经
营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
    第三部分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的制度变迁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包括
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
内在机制主要通过对农产品的生产特性和交易特性变化的分析，认为网络型组织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的基本形式。
从生产特性看，随着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农业生产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越来越小，农业生产标
准化技术使得劳动的计量和监督成本也逐步降低，加上农村熟人社会特质，使农业组织较大规模劳动
的代理问题得到削弱，这就为突破小农家庭组织的边界提供了可能。
但由于农业本身是一个以一种生命体适应另一种生命体的过程，以及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在一段时
间内，农业生产组织仍然以农户家庭为基础，但农户行为具有了典型的企业化特征，如专业化生产、
土地适度规模化、利润导向、雇工经营等。
从交易的三个维度看，伴随农业生产专业化和优质、安全农产品的生产，资产专用性程度越来越高；
随着农产品生产突破季节性的限制，农产品交易频率也逐步增加；农业的市场风险不断增加导致其不
确定性增加。
这三方面的综合作用也提出了以企业替代市场来组织农产品交易的命题。
总之，农产品的生产特性和交易特性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该是一种以企业为网络核心、以农户
为网络成员，二者之间组成一种契约或产权关系，实施企业化经营的网络型组织。
外在机制通过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的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以及工具理性主义和演化理性主义制
度观的分析，提出我国农业企业化需要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进中
要充分考虑制度的潜在需求，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在
政策供给方面的导引作用，强调国家在宪法和政治领域上提供制度供给来推进农业企业化，并为制度
变迁起到支持和保障作用。
作为制度创新的初级主体应该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第四部分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制度实现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农业企业化的实现需要沿着农户
企业化和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化两条线索，并以农户企业化为中心，集体经济组织企业化与农户企业化
协同演进。
    农户企业化包括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企业化和农户组织企业化。
现阶段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如下特点：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土地细碎化程度高，农产品的商品化
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对社会化服务的依赖增强，雇工经营有了一定的市场
。
总的来看，农户生产经营企业化程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已经进入农业企业化的成长期。
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企业化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按照各因素影响程度重要性不同依次是农户的技能、政
府对规模经营的支持程度、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七地调整频率等。
    农户企业化的组织模式按照农户是否具有独立性可分为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模式
和农户作为农业生产车间的一体化模式，这两种模式的适用范围不同，演进路径也不一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的制�>>

家庭农场在专业化基础上逐步走向合作化，建立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
一步演变为农业企业，这种路径可概括为“农户+公司”模式。
它可能对于二、三产业相对比较发达，大多数农户已经退出农业生产，不再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地区是
可行的。
一体化模式通过“大农”对“小农”的带动，将农业生产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经营职能留给“大农
”，而小农自己已被企业化进“大农”的管理系统，按照“大农”的统一部署从事农业生产，农户与
农业企业之间通过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结成共同体，可概括为“公司+农户”模式。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户还以农业为主，推行这种“大农”与“小农”并存的二元经营格局
可能是现实的选择。
    我国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既有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又有新型社区集体
经济组织。
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如多重目标性、非法人主体性、产权模糊性等，越来
越成为农户企业化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企业化改造。
改造目标和方向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建立产权相对清晰、治理结构合理的股份合作社。
新型社区股份合作制虽然在产权结构上较传统社区经济组织更加合理，但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产权问题
，主要表现为：集体股的设置容易导致产权模糊；个人股权仍不完整性；产权设置的福利和公平取向
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新型社区集体经济功能的发挥，需要对其进一步完善，如减持或取消集体股、
开放股权、增加个人股的流动陛、促进社区型向企业型合作社转变等。
    第五部分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的制度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构建了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化
为核心，包括了农业企业家生成、剩余劳动力转移、农地规模经营和农业投融资制度的政策体系。
农业企业家的培育是农业企业化的发动因素，农地规模经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成为农业
企业化的主要限制因素，同时农业企业化也对农业的投融资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我国农业企业家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的农地制度不利于农业企业化经营；不完全的农业剩余劳
动力转移方式也限制了农业企业化进程；农业投融资制度也不利于农业企业化。
需要从一个战略高度，结合世界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国际经验及发展趋势，科学地认识我国农业生产经
营制度演进的基本规律，以新农村建设中的“生产发展”为工作主线，将农业企业化作为农业政策的
核心目标，构建有利于农业企业化的制度框架，将农业企业家生成、农地规模经营、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投融资制度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通盘考虑，为农业企业化的顺利推进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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