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推进中国农业竞争力提升

■ 党 国 英

―

、 关于规模经营

从长远看
，
中国农业要坚定 不移地走专业化的道路 。 中 国不能学 日 本 。 不

要夸大中 国和美 国在农业条件上的差距 。 高效农业是国家繁荣的基础 。 当前的

突出 问题是技术 的适度规模大于社会经济关系所能承载的适度规模 。 在实践中

还有一个具体问题 ， 是地租率过高 ， 妨碍家庭农场的盈亏平衡 。 社会经济关系

所承载的适度规模 ， 受城市化水平的制约 。 产权清 晰可 以扩大交易 。 例如 ， 小

产权房的交易价格要小于商品房交易价格 。 实践中看到一种
“

规模经济假象
”

。

例如 ，

一个人在惠州种 ５００ 亩菜地 ， 要扩大到 １ ０００ 亩 ， 是不是 因 为规模经济 ？

我看不是 。

关于规模经营 的政策鼓励导 向 ，
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

政府不鼓励过大的农

业经营规模 。 应 以农户农业纯收入达到非农产业居民家庭收入为标准确定最大

规模 。 但这个标准应不断调整 ，
不能学 日 本

，
几十年不变化 。 鼓励农地流转在

农民之间进行
，
但不限制城市资本下农村 。 仅鼓励城市资本主要在农业流通 、

服务和加工领域投资 。 提倡 以租地方式实现农地流转 ， 大 田租期 以 ８ 年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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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可适当延长 。 实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 ，
调整劳资关系 ， 提高城市居 民

收入
，
为农业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

二
、 互联网如何推进 中 国农业竞争力提升

农村电商如何提高农业竞争力 ， 这个题 目很重要 。 如果农村电商不能提髙

农业竞争力 ， 农业竞争力上不去 ， 跟农业有关系的电商也过不好 。 我们都知道 ，

商业活动推动产业专业化 ，
专业化能提高效率 。 流通更高效 、 农业更专业 、 食

品更安全是
“
一

亩 田
”

的平台 目 标。 它原本是
“

农业更科学
”

， 我说
“

更专

业
”

。 科学不
一

定有效 ， 因为中 国农村竞争力缺乏专业性 ， 专业农户 的 比例少 。

我主张用
“

专业
”

两个字来替代
“

科学
”

。

一

般来说 ， 市场化能够提高农业效率 ， 但是 比较一下欧美和 中国 ，
欧美农

业市场 自 由度似乎比 中国要低 ， 但欧美农业的竞争力却比 中 国高 。 比如现在资

本主义国家很多年不再发生牛奶生产多 了把它倒掉的情况 ， 而 中 国此类的事情

越来越多 。 因为他们是农场实行配额制 ，
去年开始取消掉 了乳业的配额 ， 因 为

中 国的市场太大 。 欧美农产 品贸易组织的 自然垄断程度高 。 很多欧洲 国家合作

社是跨国合作社 ， 丹麦有几个 ， 荷兰有几个 。 我建议全国搞十几个合作社就可

以
，
当然过渡期可以多

一

些 。

欧美的农户主要是先进技术支撑 的专业农户 。 还有大宗产品的标准化 、 均

质化 ， 这个对互联网有很大影响 。 消费者不一定在网 上订货 。 消费者大量地从

网上订货的话 ， 为 Ｂ２Ｂ
， 确实抓住了核心 。 大宗农产品 的标准化 、 均质化 ， 似

乎不必要个人订货 。 小宗产 品多品牌 ， 但贸易环节可以
一

体化 。 我注意到法国

的酒不少小 品牌 ， 其实经营者是
一

个大公 司 。

一

些化妆品也是 ， 有不同的品牌 ，

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大公司经营 。 中 国人有时候特容易 受某些西方朋友 的
“

忽

悠
”

， 法国写的书 ， 讲小的是美好的 ， 我们就简单相信了 。 人家到 了那个水平
，

有大的商业网络支撑 ， 所 以
，
小和小还不一样 。 我们跟着学

“

小的是美好 的
”

所以小宗农产品多品牌 ， 但是人家贸易是大公司管 ，
大公司管小商品 。 欧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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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贸易组织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体 。 合作社既是经济又是政治 。 还有
一个

，
欧

美农业形成体制内 的反哺系统 。 咱们中 国 ， 反哺农业主要靠政府 ，
而政府有效

率问题 。 欧美的就是农民的合作社 ， 形成了 内部的农业反哺系统 。 实际上人家

看起来是 自 由度不高 ， 组织化程度高 ，
表现为给农户

一个配额 ， 你可以把它理

解成内部管理措施 ， 相当于
一个工厂有几个车 间 ，

工厂 的老板说你这个车间生

产多少 ，
那不叫违反市场原则 。

电商对于欧美农产品贸 易业态有真正影响 。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 它是否会

打破 自然垄断形成的寡头控制市场的格局 ？ 欧美已 经形成一个大宗农产品贸易

格局 ， 可能不太会变化 ，
那么小宗农产品在点上平台上会降低广告成本 ， 但信

誉保障仍然是有规模化的服务 ，
贸易格局不容易发生变化 。 我的意思是 ， 欧美

国家看起来是寡头控制 ，
就是说流通服务里寡头控制基本上不会有变化 。

没有电商批发市场也遇到很多 问题 ，
比如荷兰的乳业有批发市场吗 ？ 它一

家把荷兰 、 比利时 、 瑞士全覆盖了 ， 它需要批发市场吗 ？ 不需要 ， 整个
一体化 ，

百分之九十几的覆盖率 ，
从原料到 销售 ， 实现了

一体化 ， 没有乳产品 的批发市

场 。 我想没有电商 ，
批发市场体系 也会有问 题 。 电商有可能替代传统贸易商 ，

除非后者也装备 电商技术 。 装备电商技术我不知道困难不困难 ， 但是我觉得欧

美国家装备得还可以 ， 现在要提高 中 国农业竞争力 ， 咱们 的电商要做
一些适应

性的调整 。

关于 电商 ，

一是必须走差异化的经营之路 。 我前面说了有大品牌 、 小品牌 ，

有不同的情况 。 二是必须掌握壁垒性强的规模化技术 ， 比如检测技术 。 它不只

是规模问题 ，
还要为信誉埋单

，
它必须为信誉负责 。 三是要挖掘农村的人力服

务资源 。 我们最近承担了
一个任务

，
决策层考虑要把 自治企业下沉到村民小组 ，

需要调查 。 我在调查时发现 ， 我们 自治组织管辖范围太大 ， 社区一级的 自 治机

制没有建立起来 ，
好多农村的人力 资源没有

一

网打尽 。 自 治体设置适度下沉后 ，

干部可 以不要工资 。 电商的腿伸长以 后 ， 如何降低人力成本？ 这个值得考虑 。

全国现在 ５０ 万个新农村 ， 若扩展到 ３ ００ 万
， 但是没有工资会如何？ 原来 ５ ０ 万

是要发工资的 。 当然这个人力资源的利用 ， 我觉得需要
一

些技术性的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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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电商的组织创新

电商必须 向大型
一体化企业方向发展 ， 仍然是考虑大宗农产 品和小品牌的

问题
，
根本上要解决竞争力问题 。 最近习总书记提 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 电商

主导的现代农村贸易商如何与农户形成命运共 同体 ？ 能不能把 自 己改造成合作

社 ？
“
一亩 田

”

有它 的商业 目标 ，
也有 自 己 的社会责任 目标 。 国外企业也经常

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二者如何平衡 ？ 要不要考虑大的组织创新 ？ 我觉得 以

后还可以探讨 。 例如 ， 要不要吸收专业农户作为 自 己 的社员 ？ 如果吸收 ，

一定

不能吸收兼业农户 ，
三亩地 、 五亩地的兼业农户 ， 公司要帮助他们转型 。 规模

太小 ， 玩不转 ， 成本很高 。 能不 能将分红作为社员资本 ，
记入社员资本账户 ？

你要直接收钱物 ，
他没有钱

，
你分红的时候就不给他钱

，
给他记账

，
慢慢成为

他的资本 。

如果说中国 的大型合作社 ，
占 中 国农产品市场十分之

一

，
就 了不得 。

一般

的龙头企业转成合作社几乎没有希望 。 我曾 经跟广东 的水产商做过一个探讨。

他们跟上海市场竞争 ，
可他们

一

去上海搞水产销售 ， 那个市场就掉价 ， 他们
一

走就涨价 。 顺德的水产是全国最厉害 的 ，
甚至在全世界范围看都不错 ，

规模水

平 、 技术水平等等 。 但是到了上海就不行 ，

一

去就掉价 ，

一

走就涨价 。

建立内部金融 ，
向社员提供资本服务 ，

搞差异化经营 ，
也有一个华丽转身

的问题 ， 如果转好 的话 ， 对 中 国整个农业 的命运很有影响 。 我现在担忧的是 ，

我们的现代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没有形成内部 的反哺 ， 因 为按照我的了解 ，
西

方国家的家庭农场基本上都亏损 ， 但是靠着合作社做了反哺 以后 ， 情况就不一

样了 。

（ 作者 系 中 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 室主任 ， 本文 系 作者在 中

国农村互联网金融论坛上的 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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