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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探索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专访许锦英研究员

我国是农业大国。持续30多年
的农村改革的深远意义就是通过发
展市场经济，引导小农经济走向现代
化之路。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许锦英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小
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研究，其
代表作《小农经济整合路径与制度创
新研究》2012年荣获山东省第26次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收入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二批）。
日前，笔者就此成果产生的过程、主
要内容、社会效益以及治学体会专访
了许锦英研究员。

访：许老师您好！祝贺您的《小
农经济整合路径与制度创新研究》入
选《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请您谈
谈从事该项研究的初衷与动因。

许锦英（以下简称许）：好的。《小
农经济整合路径与制度创新研究》是
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一般
意义上讲，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由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过程中，都会
面临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不相适应
的矛盾。我国当时的情况是，一方
面，由于诸多历史原因与自然禀赋，
造成了7亿农民耕种1.3亿公顷耕地，
平均每个家庭经营规模不足 0.3 公
顷，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随着城镇
化发展，即便90%的农民都成功转移
到城镇，农户平均耕地规模仍然不足
5公项。然而，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
大国，无论是从承担国际义务还是保
障国家安全角度出发，都必须依靠自
身的发展，尤其要解决好用18亿亩耕
地养活14亿甚至更多人口的粮食安
全和7亿农民收益不断增长等问题。
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悖
论。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基本国策决
定了我们的现代农业尤其是粮食生
产，既不可能走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中通过土地集中形成
现代化大农场的路子，也不可能走日
本等国家以高补贴、高进口替代维持
高成本低产出的小农经济的路子，更
不可能走强制集体化的老路；只能寻
求小农经济基础上，兼顾公平和效益
不断增长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一种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现代市
场经济规律的小农经济整合路径与
制度。

个人的经历与偏好，也是我一直
关注小农经济整合与发展之路问题
的重要原因。我曾在农村插过队，体
会到农民的艰辛。因而1977年考大
学时，选择了农机学院的农机化专
业。大学还没毕业，农村就推行了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如何在家
庭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发展我国的农
业机械化、现代化，就成了我的一个
心结。毕业后，我有幸直接参与了山
东农业机械化与规模经营发展战略
的研究和探索，感受到农民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
从中发现了分工专业化应当是我国
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2003年
我完成了个人专著《农机服务产业化
——我国农业转型的帕累托最优制
度安排》。这本书恰逢其时，农业部
赴山东调查组负责人看到这本书便
打电话与我约谈，为国家2004年出台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提供了直接
的理论支持。这使我进一步看到，我
国的小农经济可以依靠农业与机械
化经营主体的分工专业化，走出一条

无需改变土地产权和经营规模的现
代农业规模经济。这对于在稳定家
庭承包经营体制、稳定农民基本社会
保障的前提下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
至关重要。于是我设计申报了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整合小农经济的路径
与制度创新研究》，并获得立项。

访：这个课题的确很好，很有现
实价值。这也是一项需要花大气力
进行调查研究的项目。为此，您作了
哪些调研工作？

许：调研经历了三年多时间。主
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两种方
式。问卷调查主要是依靠省市县区
各级部门帮助，实地调查主要是课题
组成员对山东东中西部有典型意义
的农村组织和农户进行实地访问和
座谈。我们还随同一农机服务合作
社到河南周口店地区，对山东大型机
械跨区作业进行了实地考察，并随机
到当地农村与农民交谈并进行样本
调查。通过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
一手材料，为课题研究奠定了很好的
基础。

访：这一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主
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成果发表后，产
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许：《小农经济整合路径与制度
创新研究》主要是提出和证明了以下
若干观点：

1.农业的分工专业化是继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兴办村镇企业、成立
农民专业合作之后我国农村改革的
第四次伟大创举。

2.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不是整合小
农和效益递增的唯一途径，土地使用
权的流转集中和农业规模经济的可
持续增长应当是也可以是专业化分
工的结果，其资源配置效率甚至可以
更高。

3.分工专业化是提高效率的内在
要求，合作是减少专业化交易成本的
内在要求，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小农
经济的合作，是我国以家庭承包制为
基础的小农经济整合尤其是粮食生
产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和最佳目标模
式。

4.农民自主创新的“专业化服
务＋农户”和“专业化服务＋分工的
小农+合作社”的路径与制度，完全能
够突破小农经济规模和体制对现代
农业的约束，使小农经济与机械化、
现代化大生产并行不悖。

5.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与
制度差别的主导因素是制度，本质区
别是农业产中的分工专业化水平。

对策建议是在对未来我国粮食
主产区分工专业化趋势不可逆转、分
工专业化的速度和水平取决于国家
相应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制度环境的
基本判断下提出的。主要有：（1）确
立分工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战略，
创新小农整合路径与制度，走内涵式
可持续增长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2）大力培育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农
业生产服务业，构建专业化、现代化、
合作化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3）加
强制度创新，优化政策环境，为小农
经济整合路径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及其学术
价值：

（1）发现并证明了我国农民自主
创新的农业资本技术服务主体与土
地经营主体分工专业化，以及在此基

础上的合作化，是整合我国小农经济
交易成本最低，资源配置效率最高，
农民、企业、国家共赢，可操作性最强
的帕累托最优制度改进。

（2）提出了“专业化服务＋分工
的小农+合作社”的路径与制度能够
完全突破小农经济的规模和体制对
现代农业发展的约束，使小农经济与
机械化、现代化大生产并行不悖，形
成比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效益更高、制
度变迁成本更低、可持续发展后劲更
强的现代农业大生产的生产能力，最
终能以“明确产权，模糊地界，多数人
做地主，少数人种田”的方式，平稳变
革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

（3）初步验证了包含分工专业化
因素的生产函数，并得出对结论有力
的支持数据。

研究成果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新
制度经济学理论，诠释我国小农经济
分工专业化的市场行为，并证明了速
水—拉坦资源禀赋决定论、规模经济
理论与舒尔茨市场小农理论的局限，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
论。

研究成果对国家和地方相关政
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前期成果的核
心观点被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
采纳。文件指出：“鼓励农业生产经
营者共同使用、合作经营农业机械，
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机大户和农机专
业合作组织，推进农机服务市场化、
产业化。”主要观点和对策建议被农
业部、省政府及部门采纳，多次用于
正式文件和领导讲话，并被写入十二
五规划。《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
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0］22号），农业部《关于加
快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意见》（农
机发[2009]6号），《山东省农民专业合
作社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43
号），省政府2011年13号文件《山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
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国
家和省十二五规划等，都采纳了我们
的主要观点和对策建议。

访：您深入的调研工作和研究成
果的社会影响充分体现了严谨治学
精神。请您再谈谈治学的体会。

许：谢谢褒奖！如果说有什么治
学体会的话，那就是：认定目标、坚持
不懈，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不达目
地、决不罢休。

非常幸运，我见证和伴随了农村
改革以来山东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全
过程，亲自参与了我省机械化与规模
经营试点发展战略的政策研究。深
深感到社会实践是形成科学理论的
重要源泉，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强大
动力。我取得的所有研究成果，无不
归功于社会实践。深入实际、深入农
村，长期跟踪式地观察农民的经济行
为，对理论与实践存在矛盾的问题，
深入研究，反复求证，从中探索我国
农民走向现代化的适当路径，是我最
热衷的学术追求，也是我最重要的治
学体会。

访：您在科研过程中感受最深的
心得是什么？

许：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三点吧。
一是从实际出发，不迷信权威。
任何理论都是在不断的完善中

逐渐接近真理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

此，西方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比
如，规模经济是东西方经济学经典理
论的重要内容，具体到农业，长期以
来主流经济学理论观点，是足够大的
土地规模才能承载大机械。我国人
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保障公平的价
值取向决定的农业经济体制长期不
变的基本国策，证明我国以扩大土地
规模为目标的规模经营，此路不通。
改革初期，我国采取了农业机械的小
型化战略，后来才发现，依据竟然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西奥多.
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发展理论。他在
论证市场小农的合理性时有个著名
的论断，就是农业机械无限可分。但
是在我国，很快就出现了土地板结和
机械化技术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
1997年，我用山东农业普查的数据做
了一个比较分析，发现当年我省实有
拖拉机动力平均每公顷2.18瓩以上，
比美国基本实现机械化时的0.15瓩
高15倍左右，甚至比拥有世界最昂贵
农业机械的日本还高出0.38瓩/公顷，
而我们的机械化水平却低得无法与
人相比。这一研究结果让我很震
惊。一方面，我们缺钱缺得很厉害，
农民负担很重，一方面我们又在如此
低水平重复投资，浪费有限的资源。
这种现象说明，探索我国小农经济走
上农业现代化之路，不能照搬所谓权
威理论，而必须一切从中国农村实际
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广大农民
利益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二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对权威的置疑和批评，不仅要有

事实依据，更要有理论依据。因此，
我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理论。舒尔
茨的市场小农理论，让我辩证地认识
了农民的理性和有限理性；亚当·斯
密的分工专业化理论，让我洞悉了农
民在国家完全取消了对机械化支持
政策后，还一意孤行地投资机械化，
并迅猛发展大规模的农机跨省区作
业的真实原因；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
和政府管制理论让我搞清了规模经
营与分工专业化所形成的规模经济
的本质区别；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让我能说清楚我国和美国为什么会
更容易自发产生农业产中的分工专
业化，以及农民为什么会在专业化后
又选择加入或组成合作组织；产权理

论、分工理论等帮我找到了农业生产
合作组织有效规避集体行动搭便车
的解。还有，凭借自己多年对我国农
业生产现状的深入了解和调查取证，
对速水—拉坦的资源禀赋诱导技术
变革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对
国家农业政策在规模经济和技术选
择两方面的失当进行了评价，两篇论
文后来都发表在核心期刊了。

三是坚持实践导向，深入解析问
题。

在治学理念上，我非常推崇科斯
先生的一句铭言，大意是：我们一定
要关注现实中的市场，而不是课本中
的市场。他的治学态度和理念，令他
在二十六岁时就写出了《企业的性
质》这样高水准划时代的文献，把主
流经济学抽象掉的在市场经济中至
关重要的交易成本，这样一个对投入
—产出甚至经济组织能否存在以及
存在的边界等等决定性因素，用分析
企业这样一个基本经济细胞因何存
在的平常视角，引入并创新了制度经
济学，并因为其不仅作为理论，更作
为一种思想方法，而具有的对现实超
凡的解释力和穿透力，在50多年后获
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这对我影响
极深。

理论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用来欣
赏的东西，它的本质或者说存在的价
值，是透视现实、指导实践的工具。
一般理论尚且如此，应用理论研究更
要关注现实，从实际出发，准确认识
和把握实际问题的本质，提出最恰当
的解决方略。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从现实出
发，不仅仅是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从现实中发现奇迹、规律，
向基层创新实践学习的重要内涵。
我的研究成果，一半来自书本，一半
来自农民和基层组织的创新。分工
专业化、合作化，就是我先看到农民
的实践，然后寻找到理论依据的。我
所做的，只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说
明了农民经济行为的原因，用农民的
实践结果证明了理论和政策的正确
或不足，找出符合国情也符合经济规
律的方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农民
的创新实践引领我进入科学研究领
域，并成就了我的相关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院外宣办蔡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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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著《《农机服务产业化农机服务产业化———我国农业转型的帕累托最优制度安排—我国农业转型的帕累托最优制度安排》，》，成为国内用成为国内用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现代农业发展方式的第一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现代农业发展方式的第一人，，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
论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整合小农经济的路径与制度研究整合小农经济的路径与制度研究》》,,对我国现代农业对我国现代农业
发展方式的预测和建议发展方式的预测和建议，，完整地进入了省完整地进入了省、、部级领导的决策和发展规划部级领导的决策和发展规划，，农机农机
服务合作社在全国服务合作社在全国、、全省出现了突破性发展全省出现了突破性发展。。最终成果最终成果《《小农经济整合路径小农经济整合路径
与制度创新研究与制度创新研究》，》，20122012年荣获山东省第年荣获山东省第2626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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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库》（第二批）于2016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文库》收录了山东社
会科学院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作品。其中，许锦英主编的《小农经济整合路径与制
度创新研究》一书收录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