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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化的农村股份制集体生产模型

李红亮

(西南交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

四川 成都 61 00 31 )

【摘 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曾经大大提高 了我国农业生产力
,

但其 自身也存在弊端
。

随着

农业的发展
,

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 了农业生产率的进一 步提高
。

本文以四川省西 昌市为例 (很大程

度上代表 了西部农村的发展状况 )
,

从 多方面深入分析 了农业 生产率受到桂桔的原因
。

笔者对这个

突出的问题进行了调研
、

分析
,

并提 出了
”

企业化的农村股份制集体生产模型
”

的设想
。

这种生产模

式能节省大量劳动力
,

使农业剩劳动力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
,

并且 自身具有融资能力
,

能解决农业

机械化过程中的资金问题
,

并能产生规模效应
,

提高农业生产力
。

【关键词】 企业化 ;
农村股份制

; 生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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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
,

13 亿人口 中有大约9亿是

农民
。

只有农民摆脱了贫困
,

我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共同富裕
。

而实际上农民的收人问题 日益困扰

着中国
。

国家的经济在增长
,

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

高
,

但同时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加大
。

2 0 X[ )

年城乡差距为 1: .2 79
,

如果考虑到官方公布的数据的

水分
,

加之城市居 民享受的各种福利 (如福利住房
,

公疗
,

单位发放的实物等隐性收人 )其真实差距可能

达到 1:5
。

究竟是什么因素侄桔着农 民收人的进一步

提高呢 ? 笔者带着这问题
,

在从 200 2年底到2 00 5年 1

月的这段时间里
,

三次在从 四川省西昌市的西郊乡
,

小庙乡
,

西乡乡
,

安宁镇和琅环乡当中的9个村近 300

户农民中进行 了调查
,

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

并提出

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

1 现实状况

西昌市地处四川省西南的凉山彝族 自治州
。

人

口 5 6
.

8 8万
,

其中城市人 口 19
.

11 万
,

农村人 口 37
.

7万
,

分别占总人 口 的3 .3 7和6 6 .3 %
。

200 2年国民生产总值

5 2 3 1 1 2万元
,

人均 G D7P 500 .2 元
,

西 昌市耕地面积

7 7 5 89 0亩
,

占总 面积 的 19 .4 8%
,

粮食作 物在安宁河

谷地带以水稻
、

小麦
、

胡豆为主 ; 在二半山 区以玉米
、

洋芋
、

荞子为主
。

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十分明显
。

西昌市绝大部

分农民家庭种植的都是粮食作物
。

而粮食作物的价

格本来不高
,

其收人— 尤其是农业收人非常低
。

例

如调查中西乡乡三柏村的一位有 20 多年中种地经验

的农民李某
,

就给我算了一笔帐
,

种植水稻和小麦

(四川地区的耕作一般为一年两季
,

春种水稻— 称

之为
“

大春
” ,

秋种小麦— 称之为
“

小春
”

)
,

一季大

春的投入和收入如表 l( 在不交纳农业税的情况下 ) :

一亩地一季大春的纯利润也就是 300 元不到
。

一

表 1

投人 谷种 薄膜 肥料

2 5元 10元 90元

种植水稻的投入和产出

犁地 农药
播种

、

插秧
、

管理
、

收割
、

晒制及加工的人工
合计

80元 20元 3oo

收人 风干稻谷 60() 公斤左右一约 800 元

季小春的收支如表 2 :

一亩地一季小春的纯利润同样也不到 300 元
。

也

就是说一个农 民一年的农业收人尚不足一名中学生

一年的学费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西昌市农村也 出现了进人城

镇或外地打工的热潮
。

其形式多种多样
,

如从事建

收稿 日期
: 200 5一 10一 18

作者简介
:

李红亮 ( 198 3一 )
,

男
,

西 南交通大学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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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种植小麦的投入和产出

投人 麦种 肥料 犁地 农药
播种

、

插秧
、

管理
、

收割
、

晒制及加工的人工
合计

30元 9 0元 6 0元 0 1元 2 10元

收人 风干小麦 400公斤约 60 0元

筑工人
,

搬运工
,

司机
,

家政清洁工
,

保姆等职业
。

尽

管这些都是 比较 卜层的职业
,

但许多民工往往一个

月就能挣到
一

亩地一年的收人
。

正是这个原因
,

在调

查农村人日 的年龄结构时
,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统计

结果
。

下面是从西昌市中的九个村抽出的农村家庭

共计 14 75 人的抽样调查统计
:

长住的农村人 口中
,

0一 6岁的幼儿占 .8 5%
,

6一 18

岁的 (绝大部分是学生 )占4 8%
,

18 ~ 45 岁的精壮劳动

力仅古 17
.

6%

—
其中妇女的比例达 87

.

1%
。

而 45 岁

以上的 中老年人 占 25 石%
。

因此有人戏称农 村为
“
6 1一 3 8一 9 9部队

” 。

18一 4 5岁的劳动力中
,

女性的6 3%
,

男性的9 4%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

因此 6 1
,

38
,

99

就分别代表长住于农村最大的三个部分的人 口

—儿童
,

妇女
,

老人
。

其中
,

袁家 山村某组
,

1 8~ 50 岁的

人 口中 100 %全部从事打工赚钱的劳动
,

由于种植粮

食的利润远远低于打工所能赚的钱
,

因此他们或将

田地租出或不种
,

日常生活中就购买粮食
。

这就是西

昌市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奇怪现象
。

而外出打工的民工也面临很多的难题
。

一方面

他们不能脱离农村的土地
,

一般来说一户家庭不会

所有的人都出去打工
,

因为他们不能脱离他们的土

地
,

这是他们农 民的身份所决定的
。

另一方面
,

他们

在进人城市的过程中会面临重重的障碍
。

首先是制

度上的因素
,

城市里的很多职业民工都不能从事
。

其

次是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

要

么因为户口 问题
,

要么因为他们无法支付昂贵的费

用
。

所以民工外出打共 只是
“

离土不离乡
,

进厂不进

城
” 。

因此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在家与打工的城市

之间来回的迁徙
。

这样 的民工潮给国家的交通运输

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

正是打工的收益远高于农耕
,

所以农民外出打

工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

工业工资水平高于农

业劳动者的收人水平是是农业剩余劳动向工业部门

流动的直接动因
。

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业耕作的

低效率和低利润率
。

2 农业低效率原因分析

自从 198 1年西昌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

后
,

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并 自主生产
。

于是农 民

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

而主动改善耕地质量
,

积极

改进生产工具
,

提高生产技术
,

以提高产量
。

在这种

形式下
,

农 民的劳动生产率
,

粮食的产量和农民的生

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

因此在劳动生产率

大大提高以后
,

一定量的劳动就只需要较少的一部

分人就能完成
。

根据上文西乡乡三柏村李某的数据
,

一个农民一年花在一亩地上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不

到3 0个整工作 日
。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农民的地都用

来种植粮食
,

那么他一年有 11 个月的时间 (当然不是

连续的 )是处于农闲
。

于是在农村耕地不能增长的条

件下
,

就产生了一部分相对过剩人 口不需从事农业

劳动
。

而且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的劳动时间由于生

产率的提高而大大减少
,

他们也能获得很大一部分

不必从事农业劳动时间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一部

分农民脱离了劳动
,

这就成为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的

可能性
。

虽然一方面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
,

但另一方面
,

它却还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

平
。

究其原因
,

有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很少
,

人均仅

1
.

2亩
,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是 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
,

因

此耕地被分得十分琐碎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生

产力发展的同时
,

也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
。

因此根

本无法产生规模效应
。

生产成本无法进一步下降
。

第二
,

在调查过程中
,

我们了解到很多农民仍在

使用牛耕这种古老的方式
,

在农业劳动时
,

大多还是

肩挑
,

背扛
,

手挖

—
几乎是全手工操作

。

并不是由

于我们国家缺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

而是由于每个

家庭的耕地面积很小 (平均每人大约只有 1
.

2亩 )
,

大

型的机械化设备根本无法运用
,

因此在农村就只能

普及小型的机械化生产甚至保 留了许多原始的生产

方式
。

即使可以使用小型机械化设备可以使效率提

高
,

并使他们能有能力耕种更多的土地
,

但是他们始

终只有大约平均每人 1
.

2亩的土地
,

所 以他们并不需

要很高的生产效率
。

第三
,

农村存在着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

因为在

现在的技术水平 F
,

每个农民的耕种能力远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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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亩
。

因此
,

农村存在数额巨大的剩余劳动力
。

目前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规模在 1
.

5亿左右
,

而随着

劳动力数量的持续增加
,

剩余劳动力的绝对量也将

不断增加
。

假设按照这个比例
,

西昌市则存在 .4 3万

的剩余劳力
。

尽管他们可以在上述除耕作时间外的

11 个月中外出打工
,

但还是被束缚在了土地上
,

无法

完全脱离土地
。

加之一部分农民在城里根本就找不

到工作
。

这些人就构成了农村的隐性失业人 口
。

第四
,

在完成该作品的过程中
,

偶然发现还可以

用一个概率模型严格地从数量上来解释低效率
。

在

西昌农村
,

有很多农户种植洋葱
。

由于洋葱种子价格

昂贵
,

每家农户都要在葱苗长好时和种子成熟时进

行看守
,

以防被盗
。

我们作这样的假设
: 有 8 0块葱地

,

每块葱地被盗的概率为 .0 01
。

我们用下面两种方法

来看守
:
( l) 由4人看守

,

每人负责 2 0块葱地 ; ( 2) 由 3

人看守
,

共同负责 80 块葱地
。

我们来比较两种方法下

面
,

发生被盗事件而没人及时处理的概率
:
( l) 按第

一种方法
,

记 X为
“

第一人看守的2 0块葱地中同时发

生被盗事件的葱地的块数
” ; iA ( i=1

,

2
,

3
,

4) 表示第 i

人看守的20 块葱地中同时发生被盗事件
。

那么
,

当每

个人看守的葱地有两块或以上的葱地 发生被盗事

时
,

他将不能及时处理
。

此时X服从二项分布B 一 ( 20
,

.0 01 ) 则 8 0块葱地中发生被盗事件而不能及时处理

的概率为
:

P !X ) 2 }
二P ( A I U A Z U A 3 U A 4 ) ) ( A I )

而根据二项分布概率公式
:

P ( A I ) = P }X ) 2 }” 0
.

0 17 5 3 2

P {X 妻 2 } > 0
.

0 1 7 5 3 2

即80块葱地中发生被盗事件而不能及时处理的

概率大于 0
.

0 17 5 3 2

( 2 )按第二种方法
,

记 Y为
“
8 0块葱地中同时发

生被盗件事件的葱地的块数
”

此时 Y服从二项分布

B一 ( 80
,

.0 01 )
。

故 80 块葱地中发生被盗事件而不能及

时处理的概率为
:

P IY ) 4 }二 0
.

00 9 8

于是我们看到
,

第二种方法出现
“
80块葱地 中发

生 被 盗 事件而 不 能及 时处 理
”

的情况 的 概率

( .0 00 98 )远远小于第一种 ( .0 0 17 5 3 2 )
。

然而
,

第一种

方法却要 比第二种多一个人
。

换句话说
,

在这种情况

下
,

三个人共同完成一个任务的效率却比四个人单

独完成要高的多
。

上面只是用数学严格的证明
,

而现实中的情况

比这个更糟
。

村民们并不是一人看守 2 0块葱地
,

而是

一人看一块
。

那么八十块葱地就会需要 80 个人看守
。

而这种偷盗事件又是小概率事件
,

实际上
,

如果这 80

块葱地是一家人的话
,

他就可以将葱种植在同一片

地里
,

那么只需要一个人看守就行了
。

所以在这个例

子中
,

他们的方式每天就浪费了79 个劳动力
。

因此
,

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在许多情况下
一

译致了

低效率
。

3 企业化的股份制生产模式

在美国
、

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过

程中
,

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化是两条必由之路
。

我

们来分析一下要实现这两个 目标需要的条件
。

首先
,

生产规模不能太小
,

否则耕作每亩土地的

边际成本非常高
。

第二
,

资金和技术问题的解决是一

个必要条件
,

大型的机械设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靠

农民家庭根本无法办到
。

第三
,

人力资源问题
。

虽然

第一和第二可以解决
,

但是
,

农民本身并不具备现代

化生产的素质
。

所以
,

我们还需要相当的专业人才
。

而企业化的股份制生产恰好可以适应现代化生

产的要求
。

我们来看这样一种模式
:

首先将农村企业

化
,

形成一个相当于企业的集体组织
。

在这个组织

里
,

有决策机构
,

有监督机构
,

有技术工作人员
,

农民

将土地以股份制人股的形式集 中
,

是这个股份组织

的股东
。

企业化的股份制生产模式可以直观的由下图表

示
:

资资本市场场场 技术术

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企业化的股份份...

农户 (股东 ))))) 制集体体

这样的企业化的组织较之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

产有以下优点
:

1
.

这种模式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力
。

以机械化的

生产代替手工劳作
,

其效率可以提高数倍甚至数十

倍
,

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

就拿农民李某的种植经验来

看
,

一年若种植一季大春和一季小春
,

总共需要 的劳

力为2 1人 /天
。

举个例子
,

假设机械与人工的效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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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达到 4
: l

,

那么如果采用机械化 的生产
,

那么一年

就可以节省巧人 /天 (按西昌市农村的劳力价格大约

30 0元 )
,

这个成本相 当于一亩地一年 收益 的大约

50 %
,

大大提高了收益率
。

采用这种方式后 (如果其

它条件不变 )
,

这个企业化的组织将农民按原来的方

式能获得的收益全部支付给农民后
,

每亩地还会有

大约 300 元的收益占从农民的角度来看
,

他就不必从

事农业劳动
,

仍能获得和原来一样的收益
,

甚至还有

红利
。

2
.

农 民将土地集中后
,

部分农 民将不再从事农

业生产劳动
,

可以不再受土地的约束
,

特别是农村中

的剩余劳动力将被解放出来
。

3
.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这种机械化生产 ? 其

最关键的地方是资金— 单户农户根本无从获得的

资金
。

而股份制的模式却可以解决
。

这个企业化的

集体组织即可以通过内部进行融资
,

也可以进行外

部融资
,

例如银行贷款
,

融资租赁
,

达到一定规模后

甚至可以发行债券
,

发行股票
,

吸收投资
。

那么
,

有资

金作为基础
,

这个集体组织就可以引进先进设备
,

先

进技术和专业人才
。

农业将实现专业化
,

机械化
,

现

代化
,

生产率将大大提高
。

4
.

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品只有很少部分是不经过

加工而直接进人市场的
,

相反
,

西昌市的农产品只有

很少部分是经过加工和再加工进人市场的
。

而现在

主要农产品由过去的短缺状态 向结构性过剩转变
。

由于我国小规模的
、

分散性的家庭农业生产缺乏与

市场更加有效的沟通机制
,

所 以在产品的流通过程

中就存在一个
“

剪刀差
” 。

而采取这种模式以后
,

这个

企业化的集体组织或者直接与厂家挂钩
,

可以进行

专业的加工和再加工
。

然后农产品在进人市场
。

这

样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
。

另外
,

进行产业化的生产

可以促进农业的专业化
,

并抑郁塑造农产品品牌
,

提

高竞争力
。

同时
,

这种企业化的集体组织以及农产品

的加工和再加工产业还可以吸收摆脱土地束缚的农

民
,

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

这样
,

农民既是股东又可

以是员工
。

5
,

我国农业人 口虽多
,

但是他们虽然是生

产的主体
,

但不 占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
,

属于弱势群

体
,

靠单打独斗很难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

这种企

业化的生产模式可以大大提高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

竞争力
。

.6 有利于农村吸收高素质人才
。

农业 自身的特

点要求这种企业化的集体拥有比非农业企业更为丰

富的组织资源
,

更强的创新能力
,

才能克服农业具有

先天性的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产业化发展 的限

制
。

然而在调查 中
,

没有一个农民受过大学教育
。

大

学生毕业之后一般也不会选择农村
。

原因很简单
,

一

是收益太低
,

条件太差
,

二是农村根本没有他们的用

武之地
。

但在企业化的经营模式下
,

农业的机械化和

科技化生产将大大增加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

农业

人员素质的提高将对农村生产力水平的飞跃作出重

大贡献
。

在西昌
,

也出现过类似的生产模式
。

西昌学院农

学系的李成佐教授就尝试了一种
“

高校
+ 农户

”

的模

式
。

在他的模式下
,

他与农户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
,

他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部分投资
,

并负责组织管

理以及市场营销 ; 同时由农户进行生产管理
。

这种模

式做到了科技与农业的结合
,

农业与市场的结合
。

取

得了不错的效益
。

但是
,

这种模式以及一些
“
公司+

农户
”

的模式并没有做到生产资料的结合和耕作方

式的改进
,

农户仍然是分散生产
,

给组织管理带来巨

大的困难
,

也无法产生规模效应
。

另外
,

还出现了
“

家庭农庄型
”

的生产模式
。

个别

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农户对土地进行承包
,

进行经

济作物的种植或养殖
。

也取得不错的成效
。

这种模

式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
,

而且将土地的出租人从农

业生产中解放了出来
,

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专业

化
。

但缺点在于这种
“

家庭农庄
”

缺乏技术支持和资

金支持
。

较之这些集体化的经营模式
,

这种企业化的股

份制经营模式显然更具有优势
。

4 注意的问题

1
.

必须有一个监督机构对这种企业化的集体组

织进行规范与监管
。

必须保证农民应有的权利不能

受到侵害
。

同时
,

其内部也必须有一个监督机构
,

对

该集体组织的管理者进行监督
。

而由每个农民股东

组成的股东大会应该是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利机构
。

他们对集体组织的重大事务进行民主表决
。

2
.

国家必须对该企业化的经营范围进行监管
,

从某种程度控制其经营范围
。

因为粮食生产始终关

系国民生计
。

从 1 998 年到 200 3年
,

粮食产量从 2亿吨

下降到 1
.

7亿吨
。

而粮食价格上升是 CPI 上升的主要

因素
,

它对 C PI 的上升的贡献 率一直保持在 71 % -

9 4%
。

粮食价格的波动对 C PI 具有重要的影响
。

如果

不对这种集体组织的经营范围进行一定限制
,

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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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耕地面积减少
,

粮食供求 紧张
,

进而导致 C PI 的

增长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
。

3
.

必须正确地处理这种农业股份企业化与土地

流转的问题
,

并正确处理集体与农户的关系
,

遵循
“

自愿
,

依法
”

的原则
,

保障农民的权益
。

4
.

尤其重要的是
,

必须将这种生产经营模式 与

城市化紧密结合起来
。

因为由于生产效率的大大提

高
,

农村的剩余劳力必定会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
。

如果不合理安置这部分剩余劳力
,

将增加社会的不

稳定因素
。

5 结论

西昌农村的农业生产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

部地区农业状况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使得农业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得

到了很大的提高
,

使农民解决了温饱
,

也曾经促进了

生产力的发展
。

然而
,

在市场经济竞争 日益激烈的今

天
,

农民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
,

城乡差距进一步扩

大
,

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却从另外一个方

面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
,

阻碍了农业 的机械化和

现代化进程
。

同时
,

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

他们在进人城市的过程中却又不能摆脱土地 的束

缚
。

基于上述情况
,

一种企业化的股份制集体生产模

式能使农民中的剩余劳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
,

并有

利于实现农业的专业化
,

机械化
,

大大促进农业生产

率
。

同时
,

企业化的股份制集体自身
、

农产品的加工

产业以及与这种企业化的股份制集体挂钩的企业能

吸收一定的剩余劳力
。

与此同时
,

这种企业化的股份

制集体也必须加以监管以及规范
,

才能保证农民的

利益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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