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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零饥饿”是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简称２０３０议程)所含１７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 (SDGs)的第二个目标 (SDG２).本文回顾了基于联合国的粮食安全与

农业可持续,分析了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 (RBAs)在推动２０３０议程及SDGs中的角

色,回顾了中国与 RBAs的关系.结果发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是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且SDG２与其他１６个SDGs紧密互联;RBAs是２０３０议程及其相关

SDGs的有力推动者和重要参与方;虽然中国是 RBAs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其中国籍

员工的代表性仍然有待提升.面对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中国应抓住机遇,参与

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的国际治理中去.最后,提出基于２０３０议程的中国与 RBAs
的合作建议以及中国农业外交建议.
关键词:联合国;２０３０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三大粮农机构;农业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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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关系到国民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当今世界,存在许多与

粮食饥饿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国际性问题.粮食安

全和农业可持续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是

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

具权威和代表性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在粮食安全和

农业可持续等全球治理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始于千年发展目

标后的２０１６年,其包含经济、社会、环境３个维度

的１７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零饥饿”是其中的第二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粮食和农业处于该议程的核心

位置.面对世界农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势,
在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中国与联

合国在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领域拓宽和加深合作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从历史角度出发,回顾了与联合国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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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相关的议程;其次,分析了联

合国三大粮农机构在推动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角色;第三,回顾了中

国与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的关系并分析了其中国籍

员工的代表性情况;第四,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基于

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与联合国三

大粮农机构的合作建议和中国农业外交建议.

２　基于联合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２１　国际公约和契约中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从历史角度看,若干基于联合国的国际公约和

契约都涉及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１９９１年４月,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在荷兰登博斯召开

了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会上通过了 «登博斯宣

言»,并提出了 “持续农业及农村发展”的战略.

１９９２年６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了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此次会议吸取２０世纪人类发展对

于自然环境破坏的教训,提出了 “既能满足当代人

需求,同时又不危害子孙后代生存发展需求”的可持

续社会发展模式.该会议通过的 «２１世纪议程»在其

第１４章 “促进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中提出了

相应的１２个方案;会议签署的 «关于森林问题的原

则声明»的 “原则/要点”的 “６d”强调了永久性农

作物作为可持续的再生能源和工业原料的作用;会议

通过的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四条 “承诺”强调

农业生产活动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农业应做好气

候变化适应的准备.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在意大利罗马召

开了首届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WFS).为实现 “可持

续的粮食安全”,此次会议通过了 «世界粮食安全罗

马宣言».该宣言重申了 “人人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

营养的粮食”及 “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将营养不良的人数

减少到目前人数的一半”的 WFS目标.会议还通过

了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为实

现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７项承诺,并指出到２００６年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对前述宣言的进展进行评估并

对 WFS目标的指标进行中期审查.２００２年６月在

意大利罗马召开了第二届 WFS,会议发表了 «世界

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宣言»,该宣言重申了 “可
持续农业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有根本的重要意义”.
会议呼吁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

门等各方,形成一个 “战胜饥饿国际联盟 ”,并在

２０１５年前实现 WFS目标.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６日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会议围绕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农业等一系列主题进行了

讨论.会上通过了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

计划»和 «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２０１２年６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会议通过了 «我们憧憬的未来»,该文件强调了绿色

农业、绿色林业等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

性.通过上文梳理可知,粮食和农业在国际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不同时期,粮食和农

业的可持续问题的背景和关注点随着国际可持续发

展潮流的发展而变化.

２２　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

“消除饥饿,确保营养”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２０００年９月在纽约召开了联合国千年首

脑会议,会上提出了被１８９个国家通过的 «联合国

千年宣言»及８项千年发展目标 (MDGs).MDGs
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 “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是

MDGs的第一项目标 (MDG１).MDG１有３项具体

目标,与粮食和农业直接相关的为具体目标 １C
“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将挨饿人口的比例减半”.
具体目标１C又包含两个官方指标,即 “１８ 五岁

以下儿童中体重不达标的比例”和 “１９ 低于最低

食物能量摄取标准的人口比例”[１].对于１C 的落

实,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全球挨饿人口将近减半,但仍有

约７９５亿人营养不良,包括０９亿名５岁以下儿

童[２].据估计,２０５０ 年世界人口将增长至近 １００
亿,粮食与饥饿问题仍然是人类社会的重大挑战.

２３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粮食安全和农业

可持续

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的重要性在２０１５年后全

球发展议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在 MDGs之后,

２０１５年９月在纽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１９３
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 «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２０３０议程).该文件为２０１６—

２０３０世界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指导,其

现今包含１７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１６９项具

体目标 (Targets)及２３２个相关指标 (Indicators).

SDGs跨越经济、社会和环境３个相互关联的可持续

发展维度.与 MDGs相比,SDGs即针对发展中国

家,也针对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相关联性、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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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参与性、灵活性和包容性.SDGs的２３２个指

标按数据收集的难度分为３个层级.层级Ⅰ:概念

上明确,国际上有确定的方法,标准可行,且在指

标相关的地区至少５０％的国家以及人口中能够定期

产生数据.层级Ⅱ:概念上明确,国际上有确定的

方法,标准可行,但数据不能从国家中定期产生.
层级Ⅲ,没有确定的国家方法或指标尚无标准,但

方法和标准正在或将会被建立或测试[３].根据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２０１９年４月的

最新报告,“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

促进可持续农业 (零饥饿)”是SDGs的第二项目

标 (SDG２).其包括８项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２１、

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a、２b和２c),前５个具

体目标关乎发展成果,后３个具体目标关乎实施方

法.其包括 １３ 个 指 标,层 级 Ⅰ 指 标 ８ 个 (指 标

２１１、 ２２１、 ２２２、 ２５１、 ２５２、 ２a１、

２a２和２b１),层级Ⅱ指标５个 (指标２１２、

２３１、２３２、２４１和２c１)[３].值得注意的是,

１７个 SDGs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粮食和农业是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是实现全套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的关键 (表１)[４].然而,SDGs的具

体目标及指标多、范围广、跨度大,其执行、监测

和反馈也存在资金、技术、体制等难度,需要国际

社会和所有利益相关方一同努力.
表１　粮食和农业问题与１７个SDGs

粮食和农业问题的体现 对应的SDGs

　世界约８０％的贫穷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SDG１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 (无贫穷)

　虽然生产的粮食足够所有人,但全球大概仍有８亿饥

饿人口
　SDG２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零饥饿)

　良好的健康起于充足的营养 　SDG３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良好健康与福祉)

　营养的食物是学习的关键保障 　SDG４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优质教育)

　妇女生产了约１/２的粮食却少有获得土地的途径 　SDG５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性别平等)

　可持续农业有解决水资源短缺的能力
　SDG６为所有人提供清洁的水和卫生的环境,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清洁饮水

和卫生设施)

　现代食品系统严重依赖石化能源
　SDG７每个人都能获得价廉、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化能源 (经济适用的清洁

能源)

　农业的增长在低收入经济体中能让贫困减半
　SDG８促进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促进人人

有体面工作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农业在发展中国家中约占１/４的 GDP
　SDG９建设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产业、
创新和基础设施)

　土地改革能给予更公平的农村土地权 　SDG１０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减少不平等)

　农业投资可以推迟无序的城市化 　SDG１１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生产的粮食约１/３被丢失或浪费 　SDG１２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SDG１３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气候行动)

　水产品提供了约３０亿人２０％的动物蛋白 　SDG１４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水下生物)

　森林包含了超过８０％的陆地生物多样性
　SDG１５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地管理森林,防治

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陆地生物)

　消除饥饿能为和平与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SDG１６创建和平和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

各级建立有效、可问责和包容的机构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伙伴关系能为饥饿人群发出更大声音
　SDG１７加强执行手段,恢复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活力 (促进目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４]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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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３０议程下的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

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是２０３０议程和 SDGs的

有力推动者和重要参与方.联合国三大粮农机构为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联合国世界粮食

计划署 (WFP)以及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由于三大粮农机构的总部都在意大利罗马,又被称

为 RBAs (United NationsRomeＧbased Agencies).

FAO 提 供 政 策 支 持、数 据 收 集 和 技 术 援 助 等;

WFP关注人道主义危机和发展相关工作,并提供

粮食和物资援助;IFAD促进融资和投资,特别是

对于小农户和农村贫困人口.RBAs积极参加了联

合国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的磋商,并在 SDGs和相

关指标制定上相互合作[５].RBAs致力于消除农村

地区的极端贫困和解决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在落实

２０３０议程和实现 SDGs上,三者的工作是相互补

充的.

３１　２０３０议程下的FAO
FAO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６日成立于加拿大魁北

克,１９４６年１２月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现

在其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在１３０多个国家拥有办

事处.FAO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拥有１９４个成

员国,２个准成员 (法罗群岛和托克劳群岛)和１
个成员组织 (欧盟).FAO的工作核心是 “实现人

人粮食安全”,其宗旨为 “提高各国人民的营养水

平和生活水准,提高所有粮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效

率,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促进世界经济的发

展,并最终消除饥饿和贫困”.FAO是联合国系统

中历史最长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

间国际领域粮农组织[６].在推进２０３０议程和监测

SDGs达成上,FAO 是一系列SDGs指标的监管机

构 (监管机构之一)和促进机构 (促进机构之一).

FAO是 SDG２ (零 饥 饿)、SDG５ (性 别 平 等)、

SDG６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SDG１２ (负责任消

费和生产)、SDG１４ (水下生物)和SDG１５ (陆地

生物)６个SDGs的２１个指标的唯一监管机构或监

管机构之一,约占所有指标的１０％.同时,FAO
也是 SDG１ (无 贫 穷)、SDG１４ (水 下 生 物) 和

SDG１５ (陆地生物)３个 SDGs的４个指标的唯一

促进机构或促进机构之一 (表２)[３,７].具体目标和

指标可能随着后续的执行和讨论会有所改变,这也

体现了SDGs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表２　FAO在SDGs及其指标中的角色

目标 具体目标指标 层级 (更新后) 监管机构 促进机构

SDG１无贫穷 　１５２灾害经济损失 Ⅱ √

SDG２零饥饿

　２１１饥饿 Ⅰ √

　２１２粮食不安全程度 Ⅱ √

　２３１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生产力 Ⅱ √

　２３２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收入 Ⅱ √

　２４１农业可持续性 Ⅱ √

　２５１a保护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２５１b保护粮食和农业动物遗传资源
Ⅰ √

　２５２家畜品种风险状况 Ⅰ √

　２a１公共部门对农业投资 Ⅰ √

　２c１粮价波动 Ⅱ √

SDG５性别平等
　５a１妇女获得农业土地所有权 Ⅱ √

　５a２妇女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平等权利 Ⅱ √

SDG６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６４１　水资源利用效率 Ⅱ √

　６４２水资源压力 Ⅰ √

SDG１２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１２３１　全球粮食损耗 a (Ⅱ),b (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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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目标 具体目标指标 层级 (更新后) 监管机构 促进机构

SDG１４水下生物

　１４４１鱼类种群可持续性 Ⅰ √

　１４６１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 Ⅱ √

　１４７１　可持续渔业增值 Ⅱ √

　１４b１小型渔业入渔权 Ⅱ √

　１４c１海洋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Ⅲ √

SDG１５陆地生物

　１５１１森林面积 Ⅰ √

　１５２１可持续森林管理 Ⅰ √

　１５３１土地退化 Ⅱ √

　１５４２山区绿色覆盖 Ⅰ √

　１５６１平等和公平分享遗传资源惠

益政策框架
Ⅰ √

　　注:“√”表示有FAO参与.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３]和 [７]整理所得.

３２　２０３０议程下的 WFP
WFP成立于１９６１年,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

是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组织.WFP由世界粮食

计划署执行局掌管,该执行局包括３６个成员.WFP
的宗旨为 “以粮食为主要手段帮助受援国改善粮食

自给制度,消灭饥饿和贫困”.近年来,WFP通过

从 “粮食援助”到 “粮食协助”的战略转移,参与

世界粮食安全议题、提高欠发达地区能力建设、改

善粮农弱势人群生存条件及其应对能力[８].WFP将

自身的目标及其战略与２０３０议程对接,尤其是与

SDG２ (零饥饿)对接.对于 WFP的宗旨 “支持各

国实现零饥饿”来说,SDG２ (零饥饿)是其职责核

心目标.WFP 的 «粮食署战略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强调其在SDGs上的两大战略宗旨是 “支持

各国实现零饥饿”和 “合作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

标”(表３)[９Ｇ１０].

表３　WFP战略宗旨与SDGs

WFP战略宗旨与SDGs

战略宗旨１:支持各国实现零饥饿

职责核心目标 与职责核心目标相关的目标

粮食署的职责核心目标:SDG２ (零饥饿)

SDG２的战略目标

　 与 粮 食 获 取 相 关 的 目 标:SDG１
(无贫穷)、SDG８ (体面工作和经济

增长)、SDG１０ (减少不平等)

　战略目标１:

　通过保护粮食获取,消除饥饿

　战略目标２:

　改善营养

　战略目标３:

　实现粮食安全

　与营养相关的目标:SDG３ (良好健

康与 福 祉 )、SDG４ (优 质 教 育 )、

SDG６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战略目标的结果

　战略目标１结果１:
人 人 都 能 获 取 粮 食.
到 ２０３０ 年,所 有 人,
特 别 是 穷 人 和 弱 势 群

体,全 年 都 能 获 取 充

足、营 养 和 安 全 的 食

物 (SDG２的具体目标

２１)

　战略目标２结果２:
人 人 免 受 营 养 不 良 之

苦.到２０３０年,使每

个 人 都 能 免 受 营 养 不

良 之 苦,到 ２０２５ 年,
实 现 国 际 商 定 的 儿 童

发 育 迟 缓 和 消 瘦 目 标

(SDG２的具体目标２２)

　战略目标３结果３:
小 农 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得 到 改 善. 到

２０３０年,与２０１５年相

比,小 农 收 入 和 生 产

力 水 平 得 到 提 高,粮

食 安 全 和 营 养 状 况 得

到改善 (SDG２的具体

目标２３)

　战略目标３结果４:粮

食系 统 具 有 可 持 续 性.
到２０３０年,粮食系统具

有可持 续 性,采 取 具 有

抵御能 力 的 做 法,帮 助

保持生 态 系 统;加 强 面

对气候 变 化、极 端 天 气

和灾害 的 适 应 能 力;大

力提升 土 地 和 土 壤 质 量

(SDG２的具体目标２４)

　与粮食可供性相关的目标:SDG１２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SDG１３ (气候

行动)和SDG１５ (陆地生物)

　与粮食署存在更广泛和跨领域相关

性 的 目 标:SDG５ (性 别 平 等 )、

SDG１６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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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WFP战略宗旨与SDGs

战略宗旨２:合作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战略宗旨２的目标:SDG１７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SDG１７的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４:支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战略目标５:合作取得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

战略目标的结果

　战略目标４结果５:国家加强落实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能力.为能力建设提供的国际支持,
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的支持,提

供公共服务,改进国家计划的实施以实现各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通过加强技术转让、
创新、改进数据收集和质量以及分享知识实现

(SDG１７的具体目标１７９)

　战略目标４结果６:支

持可持 续 发 展 的 政 策 连

贯一致.消 除 饥 饿 和 促

进可持 续 发 展 的 政 策 连

贯一致,支 持 通 过 集 体

努力,实 现 各 方 面 可 持

续发 展 (SDG１７ 的 具 体

目标１７１４)

　战略目标５结果７:发

展中国家获得一系列用于

发展投资的资金资源.由

多渠道提供的更多资金资

源推动发展中国家采取持

续连贯行动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 目 标 (SDG１７ 的 具

体目标１７３)

　战略目标５结果８:分享知识、专

长和技术,加强全球伙伴关系,支持

各国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

道主义和其他情况下,为响应伙伴号

召,粮食署提供共同服务,调集和分

享知识、专长、技术和资金资源,包

括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实现上述

目的 (SDG１７的具体目标１７１６)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９]和 [１０]整理所得.

３３　２０３０议程下的IFAD
IFAD是根据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的世界粮食会议决

定、成立于１９７７年的国际金融组织.IFAD 总部

位于意大利罗马,其宗旨为 “通过筹集资金,以优

惠条件提供给发展中的成员国,用于发展粮食生

产,改 善 人 民 营 养 水 平,逐 步 消 除 农 村 贫 困”.

IFAD是唯一专注于通过农业和农村发展减轻农村

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金融机

构.IFAD从 “为粮食生产设立长短期和政策支持

项目以提高农业生产” “给贫困地区贷款以消除贫

困”两个方面为发展中国家 (地区)提供扶贫支

持[１１].IFAD在其相关领域支持２０３０议程的推进

而且是 SDG１ (无贫穷)的具体目标１４的指标

１４２ (层级Ⅱ)的促进机构之一[３].IFAD 的报

告 «２０３０议程:为什么对IFAD 重要»指出其在

减贫和农业安全、赋权妇女、农村经济、农业气候

变化应对以及地方能力建设５个领域的工作与１３
个SDGs直接相关联 (表４)[１２].

表４　IFAD的工作与SDGs

　IFAD的工作 　IFAD的作用及相应的SDGs

　通过投资提升小农的生产能力和收入,减少农村贫困和粮食不

安全

　IFAD发挥核心作 用:SDG１ (无 贫 穷)、SDG２ (零 饥 饿)、SDG１０
(减少不平等)

　支持农村妇女的权利赋予 　IFAD做出重大贡献:SDG５ (性别平等)

　培育包容的、多样性的和有生产力的农村经济
　IFAD做出贡献:SDG８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９ (产业、创新

和基础设施)、SDG１１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投资可持续农业,提高小农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

　IFAD起到支持作用:SDG６ (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SDG１２ (负责

任的消费和生产)、SDG１３ (气候行动)、SDG１４ (水下生物)、SDG１５
(陆地生物)

　加强地方机构能力和自然资源治理能力 　IFAD起到支持作用:SDG１６ (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１２]整理所得.

４　中国与RBAs的关系

４１　中国与RBAs的交流与合作

RBAs多年来在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援助项目,
中国也积极参与和支持其相关工作.中国从１９７３年

以来,一直为 FAO 理事会成员.多年来,FAO 在

中国实施了２００多个总额高达６０００多万美元的援助

项目.中国在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４年分别向 FAO 捐助了

３０００万和５０００万美元的信托基金用于支持南南合

作,并通过与FAO 的南南合作项目向２８个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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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派遣了１１００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１３].中国

于１９７９年参加 WFP活动,从１９８７年起 (除２００８
年)一直担任其执行局及其前身成员.１９７９—２００５
年,中国总共接受 WFP约１０亿元的无偿粮食援助

项目.由于中国在脱贫和解决温饱问题上取得了巨

大成就,自２００６年起 WFP结束在中国的常规粮食

援助项目,中国由其受援国转变为其捐赠国.中国

于１９８０年加入IFAD,从１９９６年起一直担任其执行

董事 (２００５年担任其副执行董事).中国在意大利

罗马设立了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代表处 (粮代

处),其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驻外机构,负责与

RBAs的多边农业外交与国际合作.２０１６年６月４
日,中国—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圆桌会议在陕西省西

安市举行,RBAs主要负责人访问中国,会议发表

了 «中国与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关于加强和拓展南南

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会议强调了中国将与

RBAs继续保持包括南南合作在内的现有合作,并

加强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共同推动２０３０
议程[１４].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国农业农村部和 RBAs
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联合发布 «中国农业农村部与

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关于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

实现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合声明».声明指

出RBAs愿意发挥各自能力、优势和专长,推动各

自机构的战略和计划与中国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进行对接,并与中国一同深化

南南合作、共同推动２０３０议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

４２　RBAs的中国籍员工情况

中国是 RBAs的重要合作伙伴与经费支持方,
也是世界重要的农业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但

是,包括RBAs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籍员工无

论从数量还是职位上都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不相匹配.以 FAO 为例,中 国 籍 员 工 数 量 低 于

FAO 常规计划预算下所需中国籍员工的最低人数

(１５人).再以 WFP为例,２０１７年对其捐赠排名前

６位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依 次 为 美 国 (３６６８％)、欧 盟

(１６７８％)、德国 (１３５４％)、英国 (８６１％)、加拿

大 (２９２％)和 日 本 (２５４％).中 国 在 ９６ 个 对

WFP进行捐赠的国家和组织中排名第１３位,捐献

金 额 占 WFP ２０１７ 年 接 受 捐 献 金 额 的 １０８％
(表５)[１６Ｇ１７].２０１７年,WFP 有１４６３位较高级别员

工,中国 籍 员 工 按 级 别 所 占 比 例 为 P２ 专 业 级

１７５％、P３专业级１０９％、P４专业级０５９％、P５
专业级 ０３４％、D１ 主 任 级 ０９２％ 和 D２ 主 任 级

２０４％.WFP的助理秘书长级和副秘书长级没有中

国籍,中国籍员工总人数为１３名,仅占 WFP较高

级别员工总人数的０８９％.WFP中中国籍员工的数

量与传统西方大国 (意大利１２４位、美国１１１位、
法国８０位、加拿大７３位、英国６６位、日本４５位、
德国４５位)仍有较大差距,甚至低于澳大利亚 (２６
位)和印度 (２６位).该组织主要负责人的 ASG助

理秘 书 长 级 为 印 度 籍,USG 副 秘 书 长 级 为 美

国籍[１７].

表５　WFP２０１７年 G２０国家捐赠和较高级别员工分布

单位:美元,名,％

G２０成员

(除欧盟)
２０１７年 G２０捐献情况 ２０１７年 G２０较高级别员工分布

捐献金额 排名 P２ P３ P４ P５ D１ D２ ASG USG 总数

中国 ７３６１８１０９ １３ ２ ６ ２ １ １ １ １３
阿根廷 ５００００ ８５ １ １ ２
澳大利亚 ６５１３７８５４ １６ ２ ４ ９ ５ ６ ２６
巴西 １０７３１１１２ ２８ ２ ３ １ ６
加拿大 １９９６２６２９８ ５ ３ ２１ １５ ２０ １２ ２ ７３
法国 ３２７９８１９７ ２０ ５ ２８ ２２ １８ ７ ８０
德国 ９２５４８４１１９ ３ ５ １４ １３ １０ １ ２ ４５
印度 １００６３８９ ５３ １ ９ ４ ５ ４ ２ １ ２６
印度尼西亚 １ ３ ４
意大利 ３６３７７８７６ １７ １１ ４８ ３２ ２５ ４ ４ １２４
日本 １７３４８３６１３ ６ ６ ２０ １１ ４ ３ １ ４５
墨西哥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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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G２０成员

(除欧盟)
２０１７年 G２０捐献情况 ２０１７年 G２０较高级别员工分布

捐献金额 排名 P２ P３ P４ P５ D１ D２ ASG USG 总数

俄罗斯 ３３７０００００ １９ １ ５ ３ ９
沙特阿拉伯 ８３０００８７ ３０ ０
南非 ３６９０３２９ ４０ １ ４ ２ ７
韩国 ３３８３９３４１ １８ ２ ４ ３ １ １０
土耳其 ２ １ ３
英国 ５８８３２３２６５ ４ ２ ２０ １２ １８ ８ ６ ６６
美国 ２５０６２７７４０７ １ ２ ２５ ２２ ４０ １３ ８ １ １１１
２０１７年总数 ６８３３４８０８４６ １１４ ５５０ ３３９ ２９６ １０９ ４９ ５ １ １４６３
中国占比 １０８ １７５ １０９ ０５９ ０３４ ０９２ ２０４ ０８９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１６]和 [１７]整理所得.

５　基于２０３０议程的中国与RBAs的合作建议

以及农业外交建议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外交对于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和国家战略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

由于意大利罗马是 RBAs总部的所在地,罗马成为

世界农业外交的中心.面对２０１５年后全球发展议

程,中国应抓住机遇,参与到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国际治理中去.在与 RBAs长期交流与合

作的基础上,与 RBAs共同推动包含 SDG２ (零饥

饿)在内的２０３０议程和SDGs.基于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基于２０３０议程的中国与 RBAs的合作建议以

及中国农业外交建议.

５１　做出中国贡献,承担大国责任

支持RBAs在２０３０议程、 «巴黎气候协定»和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等国际议程中的工作.针

对SDG２ (零饥饿)等SDGs及其具体目标和相关指

标,结合国情和农情设立针对中国的相关指标体系并

建立数据收集、指标监测及指标评估体系.积极与

RBAs等国际涉农机构及联合国营养常务委员会

(UNSCN)、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CFS)、全球粮食

和营养安全高级别工作组 (HLTF)等机构进行沟通

与合作.与上述机构开展关于２０３０议程相关指标的

数据收集、实施、跟进和评估的国际交流和讨论.在

南南合作和多边合作框架下加强与RBAs在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需要帮助的国

家和地区提供粮食援助、技术指导、资金援助和人员

培训.落实中国与 RBAs的双方声明及备忘录,如

«中国与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关于加强和拓展南南合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谅解备忘录»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关于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积极配合 RBAs对中国工

作计划的落实,如FAO的 «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别规划框架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以及 WFP的 «五年

国别战略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许多中国提出的国

际发展倡议都强调通过国际合作确保粮食安全和推动

农业可持续发展,如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 «共同推

进 “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中非

十大合作计划”和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

作共同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等.中国与 RBAs
在上述倡议下可以开展积极深入的合作.例如,中国

在IFAD设立了 “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推动２０３０
议程及其涵盖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的SDGs的达成.

５２　分享中国经验,促进合作互鉴

进一步总结和分享中国在２０１５年前发展议程中

关于粮食与农业方面的工作经验.中国提前实现了

MDGs中将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同时实现了

１９９６年 WFS的目标 “２０１５年前将饥饿人口数量减

半”.因此,中国在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分别获得 FAO
针对上述两个目标达成的表彰.中国有关机构如农

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

心等,可通过RBAs等国际组织平台讲好 “中国故

事”,将中 国 经 验 与 世 界 分 享.同 时,要 虚 心 向

RBAs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学习粮食安全和农业

可持续方面好的思路、方法和经验,相互借鉴.做

好有关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和国家在２０３０议程中粮

食与农业方面政策、倡议和措施的研究和总结工作.
充分开展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中在粮食与农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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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交流合作.将中国在推进和落实２０３０议程及其

涉农目标上的经验与世界分享,为世界各国搭建沟

通和互鉴的平台.中国在２０３０议程的粮食安全和农

业可持续方面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 «全国农

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 «国家农业

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方案»和 “国家农业可

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的评选.中国有关机构如农

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中心、中国国际发展知

识中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中国常驻联合国粮

农机构代表处,以及相关院校和智库如中国南南农

业合作学院和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等,可积极与

RBAs及其驻中国代表处沟通、交流与合作,共同

举办有关２０３０议程及其涉农目标的国际会议、论

坛、研讨会和培训.

５３　推送中国人才,参与全球治理

加大培养并输送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国际

组织人才,从而解决中国籍员工代表性不足问题.
培养素质过硬、专业扎实、业务精通、外语熟练、
视野开阔的农业外交和农业国际组织人才.拓宽与

RBAs等国际涉农组织的人力资源交流与合作,继

续并扩大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向 RBAs选送准专业

官员 (APO)和访问专家,鼓励并支持符合条件的

人员申请青年专业官员 (JPO)、客座研究员 (FelＧ
low)、实习生 (Intern)和志愿者 (Volunteer).在

农业高校、院所开设关于国际组织、２０３０议程与可

持续发展、农业外交等的课程、讲座和培训,为科

研工作者和在校师生了解并参与国际组织及农业全

球治理提供信息、渠道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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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农业智库迫

在眉睫.中国农业智库曾为中国 “三农”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在新时代,面对新的挑

战,中国的农业发展对中国特色农业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中国农业

智库具有政治性、系统性、实践性、独特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并分析了目前中国农业

智库存在高度依附于政府、市场机制不完善、社会影响力较小等问题,从人才培养、
合作交流和战略把控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特色;农业智库;智库人才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２

１　引言

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发

展进入了新常态,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转型,国际局

势更加纷繁复杂.党和国家的决策需要明确的方向

和准确的决断,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的实施需

要智库提供建议和支撑.可以说,全球已进入一个

崭新的智库时代,智库成为全球治理中战略发展的

源泉.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智库研究项目”
(TTCSP)研究编写的 «２０１７年全球智库报告»,全

球一半以上的智库资源集中在北美洲和欧洲等发达

国家集中的地区,发达国家掌握着大多数优势智力

资源为自身利益服务.从智库的发展状况来看,最

近１０多年美国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新兴智库增长率

有所下降;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的新兴智库数量不断增加,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自身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

中对于智库的强烈需求.中国智库建设在近几年表

现突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在全球顶级智

库综合榜单中,共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化智库

(CCG)和 上 海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院 ７ 家 中 国 智 库

上榜[１].
党中央越来越重视智库的作用,逐步把发展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制度.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专门印发了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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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建设的意见»,对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事业做出

了重要决策部署.这带动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的全面兴起,全国各地的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

出.从智库建设背景来看,中国基本形成了官办智

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三驾马车并行的发展格局.
智库作为现代决策的智囊机构,是科学民主依法决

策的重要支撑.智库能帮助政府提高决策水平,在

战略决策的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的农业智库对中央１号文件的制定、农业

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等有着重

要的导向作用.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国 “三农”事业的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
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需要总体性、全局性的规划,
需要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振兴

策略.新的时代赋予了农业智库新的使命,也对中

国农业智库的组建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严

格的标准.

２　文献综述

智库是指由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
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
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政策进行调查、
分析和研究,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和思想等

公共研究机构[２].智库最初是指制造一种封闭安全

的环境———保密室,用以制定作战计划和战略部

署[３].到２０世纪下半叶,智库逐渐形成了党政军智

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３大主要类别[４].考虑到

各国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学者们对

于智库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安德鲁里奇将智

库定义为 “一种独立的、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的

组织.其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也主要依靠这些

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５];兰德公司的创

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把智库比喻为内容丰富的

“思想工厂”和有着明确目标、发散思维、用于前进

的 “头脑风暴中心”[６];薛澜和朱旭峰认为中国特色

智库是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

机构[７].
近几年,智库影响力方面的研究是智库研究的

热点.智库的影响力体现了智库的研究成果对于政

府和社会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体现了公共研究

团队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态度,对于评价智库的运

行效果和指导智库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目前,
关于智库影响力的研究主要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

究.智库影响力的理论基础以智库研究员、官方决

策者和公众多方利益的互动交流与协调为基本路线

展开,主要包括以下３个方面的理论体系:一是以

专家知 识 为 出 发 点 的 两 大 群 体 学 说 和 启 迪 模 型

等[８Ｇ９];二是以政治权力和决策者为出发点的多元理

论和精英理论等[１０Ｇ１１];三是以政策形成过程为关注

点的多元主流分析框架[１２].在定量研究方面,通过

计量统计方法和数据库管理技术实证研究智库的影

响力逐渐成为主流方式.Ruble估计了从１９９７年７
月到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２家经济政策智库和智库里的

１７１名学者的新闻能见度,是首位利用计量方法定

量分析智库影响力的学者[１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麦肯博士的研究团队从２００６年起每年都会发布 «全
球智库报告»,它被认为是关于智库影响力和评价的

权威指南.国内方面,陈升和孟漫通过建立 SPSS
数据分析模型,以中国３９家智库为样本进行分析,
发现智库性质对于智库规模、智库产出和智库影响

力没有显著影响,而智库产出对智库规模与智库影

响力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１４].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

研究中心项目组和李凌采用基于调查问卷的主观评

价法,从不同层面和维度评价智库的状况、特点和

发展趋势,建议推动智库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政府

对智库的引导,为智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１５].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较好地理解和把握智库的

内涵、组成、发展状况及影响力机制等.然而,现

有文献主要注重对智库本身的机制和影响路径进行

研究,且多从智库总体内涵展开,关于农业智库方

面的研究文献较少.在国内,仅有梁丽和张学福对

美国农业智库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资金流转等

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发展壮大中国农业智库可借

鉴美国经验,但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１６].宾夕法尼

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在 «全球智库报告２０１７»中强

调了其认为最紧迫的两个议题:正在逼近的全球食

品和水资源安全危机以及非洲智库的可持续危机.
«全球智库报告２０１７»指出,智库必须为解决这些

困境发挥关键作用,并呼吁全球行动.这也意味着

中国必须加快农业智库的建设和部署.农业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和动力.
因此,要想大力发展农业、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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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智库体系,为发展农业

提供理论支撑和战略引导.基于此,本研究将着重

分析中国农业智库的组成、性质特征和作用,并提

出建设中国农业智库的政策建议.

３　中国农业智库建设情况

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农业智库数量的增长速度

显著提高,农业智库总数相较以前提高了５０％,其

中大学型农业智库占比达６０％.同时,农业智库的

规模显著扩大,人才数量相应增长,其中２０~４０人

的农 业 智 库 占 ５５５６％,４０ 人 以 上 的 农 业 智 库

占２２２２％.
此外,中国农业智库建设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

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三农”事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以下４件事情与农业政策研究和农业

智库建设密切相关,切实改变了中国农业、农村和

农民的面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民

的生活水平.一是农村体制变革.中国的农村改革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现了乡村经营总分

结合的经营体制.这种制度上的改革,给予了小农

户自主经营决策权,放活了生产主体,调动了亿万

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

高效配置.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中国又创造性地提出

了 “三权分离”,使农业经营体制与现代装备、现代

科技有效对接,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综合要

素生产力的提升,对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的道路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是解决了１４亿人

的吃饭问题,使８亿人实现了脱贫.中国还将在

２０２０年使农村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三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

进程,为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实现了人类迄今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转业转移.四

是有效应对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在大幅度

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建立和不断完善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强农富农

惠农的政策体系.
在以上重大成就实现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

坚持改革开放,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重中之重的位

置,强化惠农政策的引领,共发布了１９个中央１号

文件.在农村改革的发展进程中,每一份中央１号

文件的起草,农业智库都发挥着重要的参谋作用和

支撑作用.许多农业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文

件起草,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农业智库在实践

中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４　中国农业发展对农业智库提出的要求

中国农业智库对农业发展起着规划和引领作用,
农业智库的研究成果对党和国家制定和颁布决策有

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为了更好地发挥中

国农业智库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政策建议作用,需明

确中国特色农业智库的发展理念、工作性质和学术

要求等.因此,应在以下方面对中国农业智库的建

设提出更高的要求.
(１)保持农业智库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党中央

高度重视农业政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

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加强农村工作领导和农业农

民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

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都有专门的农业政策研究机构,
农村政策的研究出台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

农业智库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业智库严格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贯彻党的宗旨,坚持为人民服务.
党的领导是中国农业智库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２)保持农业智库组成成分的系统性.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部门,中国农业智库形成了系统的组织

架构;农业智库的决策咨询服务方式表现为从宏观

到中观再到微观的整体推进过程;农业智库一般是

在充分吸收基层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开展顶层设计,
形成系统决策意见.在组织层面,有党领导的研究

机构,也有科教部门的机构,形成农业管理人员、
农业科教工作者、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者分工明确、
相互配合的体系.在研究层面,形成中央宏观、省

级中观、县域乡村微观的三级研究体系.在研究内

容上,统筹考虑 “三农”问题,系统思考农业与工

业、城镇化与国际化问题,更加重视绿色发展.
(３)保持农业智库探索问题的实践性.中国农

业智库的成果来自 “三农”实践、服务 “三农”实

践.中国农业智库围绕 “三农”发展实践开展研究

分析,提出务实管用、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中国

农业智库提交的决策建议是对基层实践的归纳总结

和理论概括,理论和实践联系紧密,决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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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符合中国农业发展实际需要.从实践中来,经

过政策和理论升华后,又回到实践中去,能够切实

解决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可以与时俱进地指

导和服务好中国农业发展实践.重视调查研究,尊

重人民群众的创造,使农业智库具有鲜明的特色,
中国农业和农村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都来自基层的

实践和农民的创造.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

源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是农业政策机构基层经验

的总结提升,最后上升为政策制度在全国推广实施.
(４)保持农业智库战略研究的独特性.中国的

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均与西方国家不同,农业资

源禀赋、发展状况、现代化发展路径也与西方国家

不同.这就使得中国农业制度和农业政策的研究重

点和主题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不能过度依赖西方

理论体系,而应基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基本国情,
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中

国 “三农”事业４０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只能用中

国的 “三农”理论来解读,只能用中国的范式来

解释.
(５)保持农业智库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中国幅

员辽阔,既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也有寒带和寒温

带地区;既有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又有分布较为

集中的中西部贫困区域.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

模式各异,这决定了农业制度研究的多样性.中国

应借鉴其他国家农业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准确定

位新时代背景下农业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战略主

体要深入思考和全面谋划创新路径,拓宽国际视野,
谋定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强化问题导向、应用导向

和实践导向,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大力

提高中国农业制度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

５　中国建设农业智库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农业智库建设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快

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要注意保持发展的 “速度”
与 “质量”的平衡性.发展初期,智库本身可能并

未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未能把问题研究和政策需

求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在农业智库市场化以及传播智库成果等方面存

在以下问题.
(１)受到研究经费来源等多方面的限制,农业

智库依附于政府的现象较为严重.目前,中国某些

农业智库未能履行自身应尽职能,更多的是对当前

实行的农业政策进行宣传和解析,丧失了学术研究

的独立性和战略制定的前瞻性.如果这种情况长久

发展,会使农业智库变成某些政治精英所掌控的政

治资源以及对外发声的平台,形成 “政治垄断观

点”[１７].Ostrom 指出,在政策制定时国家提供了政

策的利益相关者平衡相互关系的行动舞台,在行动

舞台的社会空间中,个体间进行着相互作用、交换

商品和服务、解决问题、相互支配或斗争[１８].在正

常稳定的国家治理程序中,需要多方商讨以达成一

致,以协调和平衡各方的利益,而并非一家独大,
以自身利益为主.智库的独立性不是与党和政府的

路线、方针相背离,而是在承接项目和建言献策中

秉持中立、公正、科学和客观的原则,不为委托方

的局部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１９].
(２)农业智库市场发展不健全,尚未形成良好

的竞争机制.目前,中国农业智库以官办智库和高

校智库为主,民间智库数量较少.在农业政策思想

市场上,政府是市场的需求者,而官办智库、高校

智库和民间智库等各种类型的农业智库是供给者,
供求双方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体制并不完善.从供给

的角度来看,中国民间智库数量较少,影响力较低,
不能与官办智库相提并论,未形成多元化智库共同

发展的趋势.由于智库类型的单一性以及农业智库

对政府的依赖性,供给方的市场环境过于紧缩,智

库的思想较为单一且具有对现有农业政策的默认一

致性,智库之间的思想并不能很好地交流和沟通.
然而,多元化智库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追求智

库系统性和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从需求的角度来看,
目前农业政策思想市场上存在的主要需求者也可以

说是唯一的需求者是政府.政府掌握了智库市场的

大部分资源,非常容易对农业智库产生垄断力量.
农业智库的成果不应仅为政府所有,而应该让广大

社会组织和公民共享.这样既能起到很好的传播效

果,也有利于对政策效果进行定性评价.
(３)农业智库的影响力较小,未能和外部社会

形成互动共联机制.目前,中国的农业智库主要是

针对政府的需求来制定战略和评估战略的,结构组

织和功能效用较为单一,在政府的行政体制外农业

智库的产品并没有广泛传播.以美国农业智库为例,
美国农业智库会通过出版著作、发表学术论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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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并积极与

其他智库进行沟通,从更为广阔的领域以更加开阔

的视野来创造思想、制定战略,在与外界智库的交

流和合作中不断提高思想产品的质量.此外,美国

的农业智库十分注重在公众面前发声,提出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宣传自己的思想产品,通过开通推特

账号等网上新媒体方式加强与美国公民的互动.

６　建设中国特色农业智库的建议

(１)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与西

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的 “三农”问题并非是

照搬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模仿西方的农业发展模

式就能轻松解决的.针对中国的 “三农”问题,必

须建设基于中国基本国情、中国农民和中国土地的

中国特色农业智库.中国特色农业智库的本质特征

在于其实践性.制定农业政策之前必须要经过广泛

调研和实地考察实践.农业智库应该注重在实践中

加深与农民的交流,切实基于农民的根本利益研究

问题和制定政策.此外,应对４０年来中国农业农村

改革发展的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总结发展规

律,丰富和完善中国 “三农”理论体系.按照党的

十九大的总体部署,要围绕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乡

村振兴战略开展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
要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和中央１号文件的要

求,就 “三农”中心工作和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展

开深入盘点研究,组织专题讨论以形成决策咨询报

告,更好地服务宏观决策.
(２)广泛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增加农业智库

的人力资本.人才是中国特色农业智库的核心,也

是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源泉.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美

国的 “旋转门”机制,在政府和农业智库之间形成

人员流转机制,为政府培养具有高专业素养的复合

型人才,同时增加智库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经验和公

信力[２０].此外,要增加中国特色农业智库对于人才

的吸引力,农业智库应充分利用政府资金、私人捐

赠以及社会捐赠等资金加大研究人员的福利待遇,
通过减税等优惠措施以及人才引进计划等增加农业

智库对于人才的吸引力.在培养人才方面,随着一

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老专家逐步离开智库队伍,
亟须资深专家通过 “传、帮、带”的培育和训练机

制,把智库参与决策的经验更好地传承给新的一代,
形成智库人才梯队,使中国特色农业智库成为优秀

决策咨询人才的蓄水池.
(３)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形成农业智库的

品牌效应,提高竞争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重大问题需要跨学科跨领域合作才能解决.农

业智库同样要加强与其他领域智库的沟通与合作,
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保持学科的深度

和广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去解决问题以提高竞争

力和影响力.中国特色农业智库不应仅着眼于国内,
而应把握世界农业的总体发展动向,加强与国际机

构的学术合作,在世界智库市场中竞争,提高智库

的公信力和知名度.例如,法国的欧罗普基咨询公

司平均每年要和５８０个企业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其

中６０％是国外企业;巴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２/３的业务是对外的,每年大约签订包括３０个国家

在内的３００多个合同;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

的国际业务也十分活跃,每年接受国际方面的个别

委托研究与咨询合同２０００余件,与全球６５个国家

的８００多家公司保持联系[２１].
(３)加强对战略整体的把控.中国特色农业智

库应始终对战略制定实施的整体过程保持强大的掌

控力.在战略的前瞻性方面,应基于当前研究预测

发展趋势,解释发展规律,把握发展方向,为可持

续发展提供战略预案.在战略的认证方面,通过大

量的实地调研、经验研究和学理分析,形成科学的

调研论证报告、专题分析报告、社会统计报告和社

会经济模型等,为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战略

的协调方面,促进战略部署内外要素的合理配置,
共同服务于总体性的战略部署.同时,在落实总体

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应不断调整具体的工作目标,
确保战略目标始终处在可控的范围内.前期评估应

揭示可能的利好因素和困难因素,中期和后期评估

应及时总结经验和发现问题,保证各项战略任务的

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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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国际经验探讨中国
家庭农场最优规模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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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农场是解决中国农业当前面临的低收入与劳动生产力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

之一.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农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中国的家庭农场最优规模上涉及

较少,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表明不同地区、不同经营作物的最优经营规模差距较大,
即使相同地区、相同经营作物,使用不同的最优规模衡量标准,得到的家庭农场最优

经营规模也存在差距.本文总结了世界发达国家农场发展经验和规模演变规律,得出

家庭农场规模的调整一要配套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二要考虑经营者管理能力和经

营成本,三要考虑生产率等相关因素.并基于国际经验对中国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

给出４条建议:一是因地制宜因户制宜,二是配套产业完善服务,三是重视教育加大

培训,四是创新模式与时俱进.
关键词:家庭农场;最优规模;国际经验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３

１　引言

中央１号文件连续７年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培育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而家庭农场作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构成,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

建的关键.自２０１３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

持发展家庭农场,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

途径之一,家庭农场在各地逐渐兴起,并开始成为

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各地在掀起建立家庭农场热

潮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无论是学术

界还是家庭农场经营者都关注的问题就是家庭农场

经营的最优规模到底是多少.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可知,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占有量少,在技术水平

和要素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扩大经营规模可以

降低平均成本提高收益水平,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

度时,再增加要素的投入,产量增加比例会小于要

素投入增加比例,成本上升收益下降.正如朱启臻

等所说,农业生产经营要规模,更要适度,农业生

产会经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规模报酬

递减３个阶段,规模过大会导致粗放耕作等土地利

用的不经济性[１].倪国华和蔡昉也证明在农业技术

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种植面积与亩 (１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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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hm２)均粮食产量呈倒 U形关系[２].因此,家

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值,在这

一最优规模上经营家庭农场能够使经营者收益最大

化,提高农户收入.
家庭农场在国内兴起时间较晚,但在国外一些

国家早已盛行.例如,Foster和 Rosenzweig提出,
如果将面积较小的农场土地流转到一起并实行机械

化,既可以提高生产率又可以释放潜在的劳动力去

发展工业[３].这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土

地低效率种植问题很有启发.因此,借鉴国际经验,
从国际视角出发梳理国外家庭农场演变发展的规律,
尤其是规模的变化,并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

际情况,对中国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给出指导性建

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２　国外家庭农场的发展和规模演变

纵观早期历史记录,并没有农场规模增加的数

据显示,这可能是因为战争影响了人口普查的参与

度,导致数据对人口规模和税收制度等基本信息反

映欠缺.２０世纪以来,FAO的数据记录使农场规模

趋势变化的相关研究成为可能.该数据表明在一些

收入较高的国家中,北美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农场

平均规模大于同等条件下的欧洲国家.美国农场的

平均规模是英国的两倍,而英国是欧洲国家农场平

均规模最大的国家.关于影响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

因素也有很多探讨,一是土地的质量,如澳大利亚

和北美洲国家的土地肥力较低,干旱的土地只能用

来 作 为 大 牧 场. 二 是 经 济 发 展 和 地 理 因 素,

Eastwood等提出,GDP与农场规模呈现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每单位 GDP的增加意味着农场规模的大

幅度扩张,尽管相关关系中的系数较小,但影响显

著程度很高,瑞士和巴西就是很好的例子[４].三是

人为因素和人类活动,例如殖民主义就留下了很大

影响,亚洲和非洲的西部、中部很多地区有大片没

有被殖民者控制的农地,这些农地依然保持很小的

地块,而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南部、
东部等这些被殖民者控制的地区农地分布极为不均

衡,农地规模差异很大.很多土地改革的动机就是

为了改变农场规模,通常是为了增加农场规模.对

于土地稀缺的国家很少有大的土地结构调整[５],但

土地资源充足的国家在建立大农场方面增加投资,
形成非家庭合作的农场模式[６Ｇ７].

关于家庭农场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准确的定义,
一直处于讨论、不断补充完善的过程.但大家一致

认为通过家庭农场的定义应该可以界定谁应算入家

庭成员,雇佣的劳动力是否应该算入其中,家庭成

员是否全职在农场工作,以及要不要算入劳动监管

之中.土地生产关系的家庭农场理论起源于交易成

本,尤其是雇佣劳动力的监督成本,而不是技术规

模经济,因为技术规模经济并没有考虑人的介入因

素,而是解释农业企业的组织构成[８].Eastwood等

认为家庭农场是至少有３个职业农民是由家庭成员

提供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４].至于交易成本,假设

有一个要素市场可以保证所有要素是可以获取的,
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信息成本表现

为中介费用,但是和中介费用稍有区别,因为信息

成本产生于寻找、训练和监管劳动者.当前,各个

国家从经营用工、经营职能、享有权利等方面对家

庭农场有不同的界定标准和不同的扶持政策,各个

国家的家庭农场也显示出不同的经营特点和规模特

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个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情况

国家 概念定义 扶持政策 主要特点 规模类型

美国

　美 国 农 业 部 «１９９８ 年 农 业 年

鉴»: “家庭农场”应满足５个条

件:生产一定数量用于出售的农

产品户;有足够的收入;农场主

自行管理农场;由农场主及其家

庭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可在农忙

时使 用 季 节 工, 可 雇 少 量 长 期

农工

　１８６２年 «宅地法»:充分肯定人

们拥有土地的权利,标志着小土地

私有制在美国的确立

　高度机械化、高度科技化、完善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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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家 概念定义 扶持政策 主要特点 规模类型

法国

　１９６０年 «农业指导法»:规定根

据土地流转的性质和规模向土地转

出方提供不同的财政补贴,国家财

政投资对农业相关信贷实行优惠政

策,特别是对规模化经营的农场实

行政策倾斜

　发展特色农业、实施专业化生产 中小规模

日本

　关于家庭农场没有明确规定,但

明确划分农户与经营体;农业经营

体指直接或接受委托从事农业生产

与农业服务,且经营面积或金额达

到一定规模的农业经济组织;根据

组织属性,农业经营体可分为 “家
庭经营体” (类似于家庭农场)和

“组织经营体 (法人)”

　１９５２年 «农地法»:以法律形式

确保 土 地 小 规 模 经 营 的 合 法 性;

１９６１年 «农业基本法»:允许土地

所有者将农业土地委托给小规模农

业合作社经营;政府出台法律法规

鼓励农田租赁和作业委托等形式的

协作生产

　注重农业新技术、新设备使用;
注重农产品深加工,打造品牌;注

重三产融合,精细经营,发展观光

农业

小规模

２１　美国农场发展及规模的演变

美国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农业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条件.美国农业以大农场为特色,并

且农场一直呈现成长扩张的趋势,为了研究其中的

原因,对美国农场做出以下分析.在美国,商业性

质农场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小农场的经营者主要以

非农收入或退休金为生,因为这些小农场主的平均

年龄在５５岁以上,他们把经营小农场作为退休生活

的活动[９].美国的商业农场由成百上千的农场组成,
这些农场始终处于扩大或者缩小的过程之中.农场

的大小有时用规模衡量,有时用面积亩数或特定农

产品的产量来衡量,但若用农产品的产量来衡量,
农场大小已成倍扩张,这并不意味着典型的商业农

场以任何非农团体的标准衡量都正在变大或有能力

操控市场.在一些商品行业中,如鸡蛋、特定的水

果、坚果或蔬菜行业,美国国内市场多数产品都是

由少于１００家主要的生产者提供,这些行业的生产

和销售之间联系紧密,因此只需较少的监管成本.

２２　法国农场发展及规模的演变

法国国土面积不大,但农业发展在世界处于领先

位置.法国大革命爆发导致封建土地制度土崩瓦解,
国会通过立法将封建阶级土地出售给农民,小农经济

开始发展.由于土地分散难以发挥规模优势,１９世纪

末土地开始集中化经营管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政府加大对农业的重视,实行一系列举措推进农

业现代化进程,如颁布土地规模化扶持政策、农业发

展结构调整政策、对家庭农场减免税收或补贴的政策

等,政府的鼓励使法国家庭农场发展迅速,规模化经

营浪潮兴起.但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２０１３年法

国政府调整了２０００年颁布的 «农业发展方向法»,对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进行控制,防止土地过度规模化、
集中化经营[１０Ｇ１１].目前,法国家庭农场实现了经营模

式多样化、生产体系专业化、农工商一体化.

２３　日本农场发展及规模的演变

日本地少人多,土地分散,老龄化严重,从客观

条件来说并不适宜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的家庭农

场[１２].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前,日本农业生产的主要形

式就是小农经营,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很多

农民进入非农业部门工作,土地抛荒现象愈发严重.
于是１９６１年日本政府颁布了 «农业基本法»,推动农

业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并逐渐允许土地的流转交

易,放开对农户拥有耕地规模的限制.但由于城市化

进程中农户对土地预期收益较高,不愿意流转土地,
日本家庭农场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规模上

一直没有大的突破,始终保持小规模经营为主导的格

局[１３Ｇ１５].目前,日本家庭农场主要走精细化、产业

化、信息化、品牌化、科技化、智能化和高端化路

线,打造小而精、小而美的家庭农场.

３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演变的国际经验

３１　农场规模扩大要配套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

一是配套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英国和美

国的研究显示,平均成本最小的农场规模是５０hm２,

英国的混合农场规模达到２５０hm２.在美国的伊利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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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州,这种规模的农场仍很大程度依靠家庭劳动力

经营,因为美国有一个全国性的、随季节流动的、
活跃的收割机租赁市场.规模经济能够从劳动专业

化中产生,农场具有规模效益,更有利于实现机械

化生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农场规模

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是配套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产业的发展.农产

品是有生命的动物性和植物性产品,具有易腐蚀变

质、不易储存、季节性、周期性和地区性等特点,
农产品的加工不仅提高了其产品附加值,更使作物

的存储变得容易.经过加工机械磨粉之后的小麦或

水稻,无论是由大农场还是小农场的生产者带到市

场上销售,差别都不大.农场产品的需求取决于产

品特质和生产过程特色,在这个过程中监管的交易

成本是规模经济的.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从发展中国

家购买园艺产品时,不仅要求产品高质量、统一标

准,而且要确保控制杀虫剂的使用和雇佣童工的情

况[１６].这些监管本身就有巨大的规模经济,但并不

确定是否会随规模增加而降低.此外,农产品种类

需求的预期增长也会影响农场的规模、数量和新的

商业模式,如该农产品是否能够作为食品、饲料、
原料等,这一趋势在拉丁美洲和东欧表现显著[１７].

三是配套相关技术革新与管理服务水平的发展.
好的农场管理者会加大资本投入用于技术革新,增

强竞争力并从中获益.现在美国很多农场主都会去

专门的咨询机构购买技术服务,如咨询动物健康和

营养、肥料和杀虫剂等的使用时间和数量等.这有

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在减少劳动力或提高土

地的单位产出方面.这种情况下,农业研究产生新

技术,这些技术使更有能力的管理者获益,经营大

农场用更少的成本却有更高的生产率,其结果就是

强化了生产率的提高.农业补贴项目在美国农场的

演变过程中似乎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农场规模在扩

大,而许多商业农场在衰落,并且经营者无论有无

补贴都在转变行业.在特定的农产品上,农场项目

规划影响了农场的模式和规模,但是影响农场转型

的更大因素不是５％获利的补贴,而是市场对创新、
革新的回馈.

３２　农场规模调整要考虑经营者管理能力和经营

成本

一是考虑资本相关交易成本.大农场通常从风

险较低的官方渠道贷款,小农场则通常向当地借款

者贷款,对于当地借款者来说,信用监管的成本很

低,并且强制贫穷消费者还款的机制比降低风险更

重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信用供需的分离,小生产

者能够得到正式官方部门的信用认可可能性比大规

模的生产者小,这反映出低需求或低供给.Kochar
利用单变量的Probit模型发现８１％的农户无论在一

般土地,还是很有可能得到贷款的灌溉用地上都没

有取得官方贷款.当供给和需求分离时,贷款配给

的估计概率下降到４０％.昂贵的信贷交易成本影响

了农场规模的扩大、新技术的采用和生产效率的

提高[１８].
二是考虑劳动力相关交易成本.农业劳动监管

成本与工业不同,工业中的机械是固定静态的,只

需要工人去操作他们,但在农业中,劳动力和机械

都是动态的,增加了监督和管理的成本[１９].因此,
这些成本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显得尤其重要,这些劳

动力相关交易成本决定了劳动力结构只是短暂季节

性雇佣的家庭农场结构.雇佣劳动者的监管成本和

规模农场中持续的技术回报并不是完整的家庭农场

理论,还缺少经济发展和农场均衡规模之间的关系.
技术进步增加了地租,减少了农场规模;如果土地

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少于在产出中的土地占比,
劳动集约技术就会增加地租和农场规模;土地要素

集约技术会吸引家庭种植大片整块土地,从而增加

地租使农场规模减小.概括来说,家庭农场理论表

明,农户家庭的效用、资本要素成本的下降和农业

生产发展趋势都将使农场规模增大.

３３　农场规模调整要考虑生产率因素

农场规模在解决贫困国家低生产率问题上起到重

要作用.贫穷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农场规模差异很大,
一般情况下,贫困国家的农场规模较小.世界最贫困

的２０％国家,平均农场规模面积为１６hm２,而世界

最富裕的２０％国家,平均农场面积为５４１hm２,相差

约３３倍.面积少于２hm２的农场在贫困国家占７０％,
但在富裕国家只占１５％;２０hm２以上的农场在贫困

国家几乎没有,但在富裕国家占到总数的４０％[２０].

Ali和 Deininger以非洲农业为例研究农场规模与生

产率之间的关系,得出农场规模与单位产出和影子

利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当考虑的利润是市场

价格而非产出或影子利润时这种负相关关系就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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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９].通常大农场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

农场规模的大小能够潜在影响农业生产率.美国农

业普查数据表明,一个劳动力在最大的农场和最小

的农场中生产力会相差１６倍.其他数据也显示发展

中国家劳动生产率随着农场规模增大而提高[２０].

４　中国家庭农场最优规模的探讨

４１　当前关于中国家庭农场最优规模的研究

中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

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黄宗智和彭天生提出,中

国农业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

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这样的

交汇会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和劳动需求的增加,
农业面临低收入与劳动生产力过剩的问题[２１].解决

这一问题需要重塑城乡关系,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

程,这意味着还会有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小规模农业发展潜力有限,借此契机将农村的土地

流转整合,鼓励发展家庭农场,既可以突破小规模

农业潜力局限的困境,又可以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

得到充分利用,增加农业收入.
各国农场的发展经验表明,农场规模与经济发

展和地理因素、成本因素、生产率和人为因素等显

著相关.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农场规模的增加;劳动

成本相对于资本成本要高时会促进农场规模的扩张;
大农场相对于小农场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殖民掠

夺、土地变革等人为历史行为也对农场规模的大小

起着影响作用.美国的大农场成为其农业的特色,
一直很盛行,但仍然在扩大,究其原因是出于降低

监管成本的考虑,是技术革新、管理能力和生产力

进步的结果,但也有很多商业大农场由于技术创新

瓶颈等原因面临着衰落.
关于家庭农场最优规模到底是多少,中国学者

也有很多研究,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表２).总的来

看,不同地区、不同经营作物的最优经营规模差距

较大,即使相同地区、相同经营作物,对于最优规

模的衡量标准也不同,得到的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

模也存在差距.

表２　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的研究情况

单位:hm２

序号 地区 经营项目 最优规模 来源

１ 湖南省 粮食作物 (水稻) １３２３ 邹运梅、何清泉 (２０１９)[２２]

２ 河南省 粮食作物 (小麦、玉米) ２８４~４４１
(若雇工可达８８３hm２)

关付新 (２０１８)[２３]

３ 上海市 粮食作物 (水稻、小麦) ８１３~８４０ 孔令成、余家凤 (２０１８)[２４]

４
劳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５万元

的地区 (上下浮动２０％)
粮食作物 ３３３~４６７ 何秀荣 (２０１６)[２５]

５ 河南省 粮食作物 ９６０ 张成玉 (２０１５)[２６]

６
除香港、澳门、台湾和

西藏外的３０个省、市、自治区

综合经营 ８７３~９

粮食作物 １５６~１５７３
倪国华、蔡昉 (２０１５)[２]

７ 黑龙江省 粮食作物 ６０~６６６７ 朱启臻等 (２０１４)[１]

８ 南方和北方地区 粮食作物
２００~４００ (南方)

４００~８００ (北方)
钱克明、彭廷军 (２０１４)[２７]

９ 江苏省宿迁市 粮食作物 ３９０ 朱方林等 (２０１４)[２８]

１０ 四川省(人多地少的山地丘陵地区) 粮食作物 (小麦、玉米) １６７~２３３ 王国敏、唐虹 (２０１４)[２９]

１１
全国 (适用于近年来兴起的

“中农”小规模家庭农场)
大田作物 １３３~３３３ 黄宗智 (２０１４)[３０]

１２ 平原地区
大田作物 ２０００

蔬菜 ２００
党国英 (２０１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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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基于国际经验对中国家庭农场最优规模的建议

(１)因地制宜因户制宜,根据资金、技术、管

理水平等调整家庭农场规模,不盲目贪大求全.中

国家庭农场最优规模的探讨必须要放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考虑.截至２０１７年,全国家庭农

场数量超过８７７万户,其中纳入农业农村部门管理

的家庭农场达到４４５万户.中国要考虑多少农民从

事农业是合适的,是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的,进而因地制宜地确定当地家庭农场的最

优规模.国际上很多国家发展大农场,但中国的出

路不必等待未来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必照搬美国

式的大农场,传统资本主义模式的农场并不适合中

国,兼种植—养殖为一体的小家庭农场更符合中国

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３２].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大型家庭农场,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型家庭农场,还

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小型家庭农场,都是因地制宜经

过历史积累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家庭农场一定也要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中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劳动生产率、交易成本、监管成本、政府税收、
补贴政策和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选择最适的规

模,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２)配套产业完善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和农业基础设施,解决家庭农场发展的后

顾之忧.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家庭农场

发展的必要保障,美国、法国、日本都有完善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家庭农场提供技术、生产、
管理、销售等环节的支撑服务,使专业的人做专业

的事,降低规模经营的风险.中国的家庭农场发展

过程中特别需要农业组织或协会的支持和帮助,一

是技术扶持,形成良好的产学研转化体系,帮助家

庭农场的经营者与科研机构建立联系,既可以获得

技术上的指导又能够接触并使用新技术新品种;二

是管理推动,如成立家庭农场协会,为家庭农场的

经营者提供一个交流互学的平台,为处于困境时期

的农场提供短期经营管理指导服务;三是营销服务,
成立专门的农产品销售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为农场生产的产品进行推广销售服务,让家庭农场

经营者把时间精力全部用于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上.
(３)重视教育、加大培训,打造一支爱农业、

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用

人才带头人队伍.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与普通农户不

同,除了要掌握传统的生产种植技术外,还应该了

解市场需求、新品种新技术前沿信息,具备良好的

经营管理能力和机械科技运用能力.因此,应该加

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的培训力

度,不断提高农业经营者的素质水平和经营管理能

力,同时逐步引导农村青年才俊返乡发展,为家庭

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４)创新模式与时俱进,探索新合作模式,融

合其他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一方面,随着农业

经营模式的多样化,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扩大不一

定要通过土地面积的增加来实现,可以通过家庭农

场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合作来实现,例如通过帮

助想成立家庭农场的农户提供新品种种苗、种植技

术、销售渠道形成合作.另一方面,创新经营模式

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经营更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变得可

行,例如 “股份＋”模式,在流转农户土地时,可

以让农户选择收取一次性流转费或以土地入股每年

分红两种地租方式,流转土地的入股农户可优先成

为农场的雇工,领取地租之外的工资,在保障家庭

农场有序运营的同时带动小农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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