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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该走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组织化道路，而非过度依赖通过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带动小农户的单一路径。黑龙江省 K 村通过做实村集体统筹功能，以小农户组织化为基础开展

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提供了新的参考路径。研究发现，激活村

集体统筹功能，有效组织和动员村庄精英示范规模种植，克服了规模经营前期的农地细碎化问题，带

动了小农户自组织整合土地生产要素; 整合体制内、外资源，统筹购置先进农机并组织农机服务队，

提高了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激活了村集体的服务动能; 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供给，使

小农户能够与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接，为小农户创造了保护性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以

村集体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巩固了村级农业生产性公共服务供

给能力，有利于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长效机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以村级组织联合

为主要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实践，充分释放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潜力，并拓展形成更大范围

的组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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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农业政策多次强调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先进科学技术、机械设备、发展理念以及市场化和规模化的运作方式。这些
发展条件均与分散、兼业的小农户种植不相适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并在随后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强
调要以多种形式组织和带动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由此，建立统一的合作平台和组织
化衔接机制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关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组织化路径讨
论主要有两条思路: 一种思路是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
的组织和带动。学者们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合作社 /龙头
企业+小农户”的组织模式能够降低小农户的组织和交易成本［1］，有效应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的
矛盾［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与小农户形成互促共生的关系，在无意中改造小农户，并为小
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服务，小农户也能通过效仿提升自己［3］。在诸多的组织载体中，合作社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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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理想载体［4］。但是，也有学者注意到这种主流思路存在
的问题。有学者从企业、合作社对小农户带动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指出这种带动作用是一种涓
滴效应，这种效应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是有待考量的。小农户既不能被龙头企业带动，也很难被
专业合作社带动［5］，而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获利为目的，通过隐形的雇佣关系，与小农户产生
了不平等交易［6－7］，不仅不能解决小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问题，反而使小农户与市场之间
增加了一个中间商［8］。

另一种思路是增强小农户的自主发展能力，强调现代农业发展中小农户的主体地位。学者
们认为虽然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去小农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小农户与小农经济在
中国特殊国情和农情下所具有的价值［9］。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的基础和底色，应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10］，培育具有小农户强自主性的现代农
业发展形式［11］，如综合农协的纵向一体化服务［12］。同时，应鼓励具有内生动力的小农户联合
和合作。但是，有学者注意到在快速发展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极容易成为现代农业的
“边缘人”或利益受损者［13］，不可能自发实现高水平的合作［14］。“还能赋权”等市场经济话语体
系，会让小农户失去基本保障［15］。

综上，无论是主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性，还是强调小农经济的现实性，实际上都表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
一方均构不成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需从制度创新、组
织突破等多方面出发［16］，探索以新组织载体为基础的内生性组织化路径，突破小农户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合作的互斥格局。已有学者认识到村级组织对突破现代农业发展困境的重要性，认
为村级组织具备小农户欠缺的话语权和统筹能力［17］，是农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是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衔接更好的桥梁和纽带［18］。但问题是，在农业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市场化和专业化的
趋势下，日益衰弱的村级组织如何脱颖而出，承担起组织小农户的任务，协调小农户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起来? 黑龙江省 K 村在充分发挥村级组织
统筹功能的基础上，开展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实践，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组织化困境

近年来，不少研究指出小农户组织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徐旭初［19］提出组织
化的农民才能够彰显他们的主体地位。吴重庆等［20］指出要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振兴的主体
性。但正如陈锡文［21］所说，农业生产中的组织化、社会化程度正是现代农业建设最为薄弱的方
面。在村级农业生产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组织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期分散家庭经营下的组织和管理困难。小农户组织化不仅是要将小农户组织起
来，更是要将小农户的土地资源整合起来。但是，由于青壮年离土离乡、村内劳动力老龄化，农
村土地出现了出租、转包、互换、委托经营等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现象。看似土地由于集中到少
数人手中而更容易经营和管理，实则小农户和种植大户手中的土地更难集中到村级进行统一管
理，这加剧了土地经营的异质性，给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第二，组织中的多重主体责任和利益关系难协调。在现代农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处于较
为弱势的地位，极易在组织化的过程中被公司、企业、大农户侵占利益，并成为风险转嫁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服务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会在组织小农户和土地整合中发挥很好的作
用［22］。但是，作为服务型主体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在组织小农户的过程中因激励机制缺乏
表现出动力不足的现象。而且，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村庄能人的共同参与，如何协调村集
体、村庄能人和小农户之间的责任利益关系异常复杂。在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中，农业生产盈

721

第 2 期 钟丽娜，吴惠芳，梁栋 集体统筹 :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组织化路径



亏的责任主体容易转向带头发展的村干部和村庄能人。如果出现经营不善问题，小农户会较少
考虑风险因素而质疑组织者和管理者，导致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无法开展。

第三，小农户对接专业社会化服务困难。现阶段，农业社会化服务通常由专业的市场经济
组织提供，缺少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机制。一方面，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对接
市场社会化服务，而市场经济组织对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需要组织化的
小农户形成一定规模，采取统一经营管理的形式，从而减少服务供给的交易成本 ; 另一方面，无
论是中农、大农，还是联合的小农户，均需要一定的公益性服务，而专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协调
私利和公益之间存在困难。

第四，村级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衰退。村级组织是嵌入村庄内部的治理单位，具有组织和
保护小农户的天然优势。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衰退，村级组织的各项服务功能减弱，既难以满
足小农户的公共服务需求，也难以将分散家庭经营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
机衔接亟需村级组织统筹功能的回归，增强村级组织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和自主服务的能力，为
小农户组织化进而增强小农户的市场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虽然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存在诸多组织化困境，但是小农户组织化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
重要性毋庸置疑。需要强调的是，实现小农户组织化不仅是为了整合土地资源，更是为了创造
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奠定组织基础。接下来，本文将以 K 村的村集
体土地规模经营实践为案例展开分析，以阐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组织化路径。

三、集体统筹: K 村土地规模经营的组织化实践

( 一) K 村案例简介
2019 年 9 月上旬及 12 月上旬，调研团队赴黑龙江省北部的 K 村就村集体开展的土地规模

经营实践进行了为期 13 天的驻村实地调研，对驻村工作队、村组干部、村民等 21 人进行了深度
访谈。为了持续关注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开展情况，2020 年 3 月下旬，笔者多次通过电话和视
频会议等方式再次对村书记和土地规模经营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K 村是典型的大农业、大农
村地区，以黑土地为主，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计资本。K 村总人口 3089 人，现有耕地面积
17646 亩，其中旱田 12700 亩，水田 4946 亩，常年以大豆、水稻、玉米等大田粮食作物种植为主。
K 村虽有肥沃的黑土地资源，但常年保持传统的家庭经营方式，农民的土地经营效益低、收入
少。村集体仅作为土地的发包方，无任何经济收入来源，甚至处于负债状态。

需要强调的是，K 村户均耕地面积多达 20 亩，其中户均旱田面积约为 14．5 亩，且土地较为
集中，呈条状分布，具有良好的土地规模经营生产条件，较一般性村庄更适宜统一经营土地。而
且，全村约 2 /3 的人口外流，土地经营老龄化和土地流转现象突出。据统计，2016 年之前，有 50
多户农户的土地流转经营面积超过 100 亩，其中有 2 户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达 240 亩，其余土
地多由年龄偏大的老人种植。统一土地经营能够在巩固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减轻小农户的农业
生产负担。

2017 年开始，K 村充分挖掘土地资源和生产条件优势，在不冲击小农户生产和生活的基础
上，计划组织小农户探索以村集体为基础的土地规模经营创新实践。为此，K 村成立了村集体
性质的农机合作社，并统筹扶贫资金购置了配套农机具，为小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服务。村集体
土地规模经营打破了原子化形态的种植模式，使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得以进入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规范产前生产资料使用，享受产中先进农机服务和科学技术指导，把控产后销售环节，形成
农业产业的组织化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使小农户出现“回归”的趋势，流
转土地重新回到小农户手中，并交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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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K 村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的实践逻辑
1．统筹村庄发展的组织动员
村级组织是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开展的重要组织基础，村干部作为其中的治理主体，更是

集体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治理能力强的村干部能够运用权威、关系、人情等地方性知识有效
组织和动员村民，充分利用村庄资源和生产优势，统筹规划集体产业。但是，长期以来，K 村村
干部的主要职能是政策传达、盖章等简单性事务处理，负责乡村社会的“维稳”，未开展集体性
产业规划和发展，村干部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动员能力逐渐衰退。2017 年，K 村在承担脱贫攻坚
的政治任务中，计划以村集体为单位组织小农户开展土地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工作开展的
前提是激活村级组织统筹运作机制。K 村从重组村两委班子入手，选出了凝聚力强、治理能力
强的村两委，尤其是选举了政治素质高、市场意识敏锐、群众基础好的村支书，为村集体土地规
模经营的筹划和运作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

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农业产业经营项目，小农户对新的农业经营方式
接受力较弱。一方面，小农户认为家庭经营的收益更高 ; 另一方面，小农户认为土地规模经营是
为村干部创造谋利空间。因此，村干部必须要在产业发展初期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利用自己的
权威影响力和敏锐的市场观察能力吸引村内种植大户示范规模种植。首先，通过理论学习、情
感传导、技能培训等方式将有潜力的种植大户培养成党员致富带头人［23］，加强他们的村庄共同
体意识和规模种植能力。其次，村干部鼓励种植大户扩大土地流转面积示范规模经营，并积极
为他们争取土地规模经营的相关政策补贴。其中，种植大户曲某在 2017 年之后多次扩大土地
流转经营面积，从 2016 年的 246 亩扩大到 2018 年的 2000 亩。再次，受到政策补贴和未来规模
经营盈利预期的吸引，村干部鼓励扩大面积的种植大户和有意愿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将土地交由
村集体性质的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顺利解决了产业发展初期面临的农地细碎化问题，带动
了小农户的参与。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村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负责的土地托管面积达
4734 亩。2020 年，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新增入社土地面积约 1000 亩 ; 另外，村干部鼓励不愿
意土地托管的小农户自发组织起来将土地连片实行代耕代种，以享受较为低廉的农机服务。
2019 年，村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代耕代种土地面积达 7966 亩。可见，村集体统筹和村庄精
英的组织动员是激活集体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带动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机制。

2．统筹农机服务的资源整合
舒尔茨［24］认为传统农业处于一种特殊的均衡状态，在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下，农业生产水

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最优水平，单纯依靠规模的变化并不是农业现代化中经济增长的源泉，
必须引入一种以上新的农业生产要素，才能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但是在传统粮食生产区域，
农业的均衡状态更加牢固。新农业生产要素的引入和有效运用必须要从经营体制上创新，并依
靠一定的组织载体才能实现。K 村是粮食主产区，先进的农机装备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
要生产要素。在现有乡村经济水平和农户家庭收入条件下，除大户拥有几台中小型机械外，去
组织化的小农户往往无法与市场上的先进农机服务对接。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农机服务与农户
需求相矛盾，农户可能因为价格过高或所需服务量小而无法享受到农机服务［25］。

2017 年，K 村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成立村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以引入先进农机和统一土
地经营打破原有农业生产的均衡状态。但是，先进农机价格昂贵，村级统筹购置农机的首要问
题是资金从何而来。K 村面临村集体经济薄弱和国家项目资金投放碎片化两大难题。为此，K
村提出走资源整合的综合发展之路，通过体制内、外的资源整合实现农机统筹购置。第一，整合
扶贫资金和农机购置补贴。村干部先后多次整合扶贫资金 350 万元，购置了大马力拖拉机 5 台
套、农机具 12 台套、联合收割机 1 台套。农机具作为村集体资产，由村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
统一管理。第二，争取村外农机资源。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黑龙江省多个贫困村在农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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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的模式下收到先进农机装备，但这些农机装备利用效率低，许多农机处于闲置状态。K 村
村干部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将邻村闲置的 1 台大型农机争取到本村农机合作社。资源的有效
整合将 K 村金融资本困境转化为物质资本优势，直接增强了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

农机管理由 8 人组成的农机队负责。其中，村支书代表村集体负责统筹安排和监督农机作
业 ; 1 名车队长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负责管理农机合作社机械 ; 6 名农机手由村内种植大
户和返乡务农的农机手组成，负责具体农机作业。种植大户由于自身经营土地较多，拥有中小
型机械，懂得农机操作，能够成为土地规模经营的农机手，而且种植大户拥有丰富的种植经验，
是农机合作社管理人员的最佳人选。

农机合作社对农机的管理必须遵循两个原则 : 一是公平公正。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农机手使
用农机，均需按照统一规定价格支付费用。二是对责到人。农机作业期间，必须由选定的专人
负责农机，2 人负责一台机械，既能相互监督，又能相互帮助保证作业安全。农机作业按照工作
质量有奖有罚，激励农机手高效完成作业任务。农机对内、对外使用 : 对内服务于土地托管和代
耕代种，均以小农户为主体，制定小农户能够承担的优惠价格; 对外用于机械出租，通过承包土
地深耕深翻和秸秆还田任务收取作业费，这也是农机合作社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村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统一经营下，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是简单的土地发包方，而是
村集体土地的经营者、管理者、服务者，也是自身经营的监督者。村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不同
于专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保证盈利空间，否则难以维持自身发展，而村
集体以服务小农户为目的，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为小农户提供服务，解决分散小农户农机雇佣成
本高、大农无力购买先进大马力农机的问题。

3．统筹农业发展的服务全程化
村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不仅提供农机服务，而且统筹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

为组织化小农户提供系列社会化服务，解决了许多小农户办不了和办不好的问题，激活了村集
体的统筹运作功能。同时，也为解决乡村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提供了方案。

首先，统一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在农业产前环节，集体统筹增强了农户议价权，村干部以村
集体的名义与种子公司协商，争取了较为优惠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数据统计显
示，2019 年，K 村在集体统一购买种子环节节省 4 万元，在统一购买化肥环节节省 27 万元，在统
一购买农药环节节省 3 万元。

其次，统一农业生产服务。在农业产中环节，村集体以农机合作社为统筹服务载体，在民主
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统一价格，为组织化小农户提供耕、种、防、收等生
产环节的服务，其统筹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专业服务组织提供的价格。如在 2019 年大豆种植
中，K 村农机合作社一亩地的代耕价格为 18． 20 元，农户自己雇佣农机代耕一亩地则需要约
66．67 元，中间相差 48．47 元。优惠的代耕服务费用满足了小农户的农机需求，也有机会让小农
户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土地托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外出打工，也可以在村内工程队的带领下去
外地从事水稻种植等农业生产活动，获得日均约 100 元的工资，解决了土地规模经营后劳动力
空闲的问题。除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外，K 村以组织化的方式统一提供农技指导。农业生产资
料和生产服务的组织化供给为农技部门统一指导提供了便利，解决了农技下乡的“最后一公
里”难题。村级组织与相关农技部门和专家对接，为农户统一提供田间指导，并定期组织管理土
地规模经营的种植大户外出培训，学习先进的管理和种植经验，进而可以帮助农户解决部分农
业生产难题。同时，村集体可以借助种植大户的力量向农户传播科学的经营理念，规范农户在
种子、农药、化肥等环节的生产行为，引导农户接受土地规模经营的管理方式。

最后，统一农产品销售。不同于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农业附加值低，销售
环节仍是农户获益的主要来源。一方面，K 村通过规范化的农作物种植，把控农产品质量，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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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农户在市场上的议价权。另一方面，K 村利用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特的市场地位与收粮公司
合作，避免了粮贩子的中间剥削行为，实现了农户在销售环节的增收。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烘托下，市场上形成了企业、公司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氛围。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收粮公
司的合作，使村集体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信息，以较为理想的价格统一销售农产品，农户不再需
要以等待的方式观望粮价。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农机合作社的土地托管农户净收益比代耕
代种农户一亩地净收益大约多 40 元，多出的净收益主要产生在卖粮环节。可见，村级组织统筹
协调能够有效应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

4．统筹责任与利益分配的长效机制
村集体性质的农机合作社不仅能够通过统筹社会化服务为小农户创造增收空间，构建组织

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机制，也能够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机服务积累资本，壮大村集体
经济实力，为进一步巩固村级农业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及推动农业产业提档升级奠定
经济基础，建立起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长效机制。

在小农户增收方面，2019 年，由于雨水较多，粮食产量减产，许多小农户入不敷出。而 K 村
通过争取政府的规模经营政策补贴和实行组织化经营模式，增加了小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土
地托管农户一亩地净收入 720 元，加之可以自由务工，大大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代耕代种农
户也通过享受优惠的社会化服务价格，减少了农业生产成本。更为关键的是，村集体土地规模
经营的开展，让小农户重新“回归”农业，不少小农户收回转出的土地，以小农户的身份重新入
社，不仅提升了小农户的收入水平，更增强了小农户与村级组织的关联。可见，村集体统一经营
和服务既能够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一面，又能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在农业投入再生产方面，截至 2019 年底，村集体已经积累了约 40 万元的经营性收入、500
万元的固定资产，其中多是大型机械。根据省级驻村干部多年帮扶农村的工作经验，每年乡村
建设的机械使用费占总投入的 1 /3 以上。村集体拥有机械，既可以为本村村级改造项目节资增
效，又可以承包外村工程增加村集体收入。村集体收入一方面用于扩大再生产，为产业提档升
级，如 K 村计划与邻村合作扩大土地规模经营的面积，并进行绿色产业发展试点 ; 另一方面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机耕道硬化、农田灌溉系统的修建等。

此外，村集体与小农户建立了利益、责任和风险共享共担机制，以小农户提前缴纳最低生产
成本费的方式，一方面减少运营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增加小农户的责任意识。村集体土地规
模经营强调村庄共同体意识，虽然小农户实行了土地托管，但是入社农户是村集体性质农机合
作社的一员，不能保证稳赚不赔，有义务与村集体共同承担风险。同时，小农户也可以和村集体
共同享受政府的代耕代种和规模经营补贴，村集体将代耕代种补贴按照 50%的比例返还给小农
户，平衡了村集体与小农户的土地规模经营收益。

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新机制

小农户的分散化和农地的细碎化经营是农业领域的一个老问题，其催生了小农户组织化与
细碎农地整合需求。但是，小农户组织化的形式和载体，及农地整合后的经营方式应该如何选
择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必须面对的新问题，也是影响乡村振兴走向的关键环节。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重要的是要解决两大问题 : 一是小农户组织化 ; 二是使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
体系。多地实践经验表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不应仅限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
户的带动，因为这种带动方式的实质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整合土地资源来赚取利润为目的，
而非真正的以小农户为本位的组织化，也非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
衔接也并非一定要将所有的小农户固定在土地上，而是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组织和合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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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常，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多以企业、公司等市场主体为载体，以其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
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忽略了小农户本就与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的有机衔接必须要创新组织化衔接机制。K 村集体统筹的土地规模经营实践可为探索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新机制提供思路( 图 1 ) 。

图 1 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运作逻辑

第一，激活村集体统筹功能，组织和动员村庄经济精英带头示范探索集体性质的产业，并引
导小农户接受科学的土地经营和管理模式，吸引小农户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现代农业经营。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总体方向是以强化家庭经营为主，弱化了集体统筹的发展方
向［26］。集体统筹相较于市场化的组织方式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通过利用村干部的权威影响
力和争取政策支持低成本组织种植大户带头示范发展集体产业，进而吸引小农户自组织参与，
达到小农户组织化的效果。因此，激活和强化村集体统筹功能是未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的重要方向，村集体能够成为新时期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组织载体。

通过村集体对农业产业的统筹规划，村集体、种植大户和小农户能够实现利益关联，激活村
干部和种植大户的服务和发展动力。种植大户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排头兵”，也是乡村治理的
“中坚阶层”［27］，能够承担集体产业经营和管理的角色，进一步驱动村集体统筹功能的发挥。有
学者认为种植大户等村庄经济精英的存在会产生少数精英资源俘获行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强
共同体意识对乡村精英逐利行为的规束。村集体产业能够培养村庄社会的共同体意识，有效化
解农民集体行动的困境。正如张乐天所说，任何人的行为都与他所欲达到的目标紧密相关，目
标因此而成为解析人的行为的钥匙［28］。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解析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中的精英
行为，他们并非“赢利型经纪人”，而是村集体统筹下的“保护型经纪人”。保护型村庄精英参与
村集体产业的目标不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是共同体意识影响下的利他行为。而且，不同
于市场化运作方式，村集体产业发展受到熟人社会道德和伦理等多重软约束机制的规范，为村
集体统筹提供了多重保障 : 一是农户多年的农业经营经验能够对村集体产业产生一定的收益预
期，这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和鞭策村庄精英更好地从事农业经营和管理 ; 二是村庄作为村庄精英
长期的生活圈，熟人间的言语评论能够间接约束村庄精英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村集体统筹经
营和管理，会改变“中坚阶层”的生计方式，迫使他们在没有规模土地经营之后外出打工，导致
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时间减少，影响基层治理［29－30］。这种观点是“资本下乡”型土地规模经
营可能发生的情况。与此不同，K 村通过吸纳“中坚阶层”参与村集体产业发展和村庄公共事务
管理，不仅没有影响基层治理，反而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有效构建了治理有效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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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兴旺的双效机制。
第二，充分利用村庄资源优势，合力整合体制内、外资源，提高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建

立以村集体为主导，以小农户为核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助力的合作体系。可见，在组织重组和
统筹功能激活的基础上，村集体能够重新成为国家惠农政策在农村的代理人。通过争取和整合
体制内、外资源，将金融资本困境转化为物质资本优势，直接提升了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
增强了村集体的自主发展能力。需要强调的是，虽然 K 村土地规模经营有行政力量的推动，但
这并不是其发展的根本原因，行政力量只能起到助推作用，村级组织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统
筹功能的回归才是土地规模经营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和可持续动力。

在村集体产业发展中，村集体和村集体性质的合作组织承担了重要的服务功能，统筹为小
农户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系列服务，构建了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的组织化服务体系。小农户
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和劳动能力选择土地托管或代耕代种，更好地满足了小农户的不同诉求。以
村集体为基础的土地托管和代耕代种不改变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是符合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规模经营创新方式。现阶段，土地托管和代耕代种多以村级组织为中
介，交由外部专业服务组织经营，较少出现以村集体为单位的自组织经营。村集体自组织统筹
经营较社会化服务组织经营有着独特的优势 : 一是村集体突破“服务外包”的方式，从中间人、
旁观者上升为经营主体，拥有发展的自主权和话语权，能够缩减自身盈利空间为小农户增收 ; 二
是村集体能够利用村级组织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村干部的社会网络关系，为集体产业发展争取优
惠的政策支持和市场合作。

第三，明确集体产业发展中的责任和利益分配关系，尽可能让小农户共享产业链收益。同
时，通过业务拓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巩固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能力，推动集体产
业提档升级。现阶段，小农户多被纳入现代农业分工体系，分工体系虽是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
但其中存在巨大的组织化困境。从市场经济的运行角度来看，现代农业分工体系的分配结果是
农户自愿、市场竞争的“正当结果”。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发展成
果的合理分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带动对小农户增收的覆盖面极为有限，且不可持续。
因此，有必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村集体内生发展动力，这既有利于为小农户创造保护性
发展空间，也有利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长效机制构建。

五、结论与讨论

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组织化道路，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现阶段，小
农组织化通常由企业、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小农户看似被组织起来了，但却失去了
其主体性地位，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搭乘的便车。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组织化路径要充
分体现小农户的主体性，避免过度依赖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的单一路径。K 村通
过发挥村集体的统筹功能，以小农户组织化为基础开展土地规模经营，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衔接提供了新的参考路径。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组织化路径关键在于村级组织统筹功能运作机制的激活。改革
开放 40 余年来，小农户农业经营中的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统一性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在市场化
的环境下也逐渐“网破线断”。近年来的资本下乡和各地层出不穷的土地制度改革都未能解决
农民经营过于“散”的问题，村集体“统”的功能和地位日益弱化。K 村通过激活村集体统筹功
能开展的土地规模经营实践，克服了小农户“散”的困境，践行了“统分结合”的创新经营模式。
通过有效组织和动员村庄精英示范规模种植，克服了规模经营前期的农地细碎化问题，带动了
小农户自组织整合土地生产要素; 通过体制内、外资源整合，统筹购置先进农机并组织农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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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提高了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激活了村集体的服务动能。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
化供给，使小农户能够与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接，为小农户创造了保护性发展空间。更
为重要的是，以村集体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巩固了村级农
业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利于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长效机制。村集体土地规模
经营实践既稳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有效适应了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了
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性农业产业，是符合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31］。因此，在巩固
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应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统筹功能，
增强村级组织对小农户的组织和服务能力。有必要在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
探索以村级组织联合为主要形式的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实践，充分释放村集体土地规模经营的
发展潜力，并拓展形成更大范围的组织化效应。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通过村级组织统筹发挥组织化功能具有一定限度，如对村干部和致富
带头人的激励机制空缺 ; 村集体发展农业产业防风险能力差 ; 村集体购置先进机械、养护机械的
成本过大 ; 组织后利益、责任和风险分割机制不完善。这些问题仍需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现
阶段，村级组织统筹功能的发挥在加强自主发展能力之外，需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提升社会化服务能力，避免村集体积累新的负债。另外，要建立权责明确的利益
联结机制，建立可持续的村级组织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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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ion of Village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Path of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Experience of

Enlightenment from K Village，Heilongjiang Province
ZHONG Lina，WU Huifang，LIANG Dong

Abstract: For it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China should take the way of organizing smallholders as
the main body，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he single path of driving smallholders through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K Villag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organizes smallholders to carry out
village collective land scal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village organizations，which
provides a new reference path for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It finds that， activa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village organizations， and effectively 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the village elite to demonstrate scale planting，both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land fragment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scale management，and drive smallholders to organize and
integrate soil production factors; By integrating resources to co-ordinate the purchas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teams，w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ability and activate the service momentum of the village organiza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supply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enables the smallholders to connect with the
modern agriculture socialization service system， creating a protective development space for
smallholders． More importantl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 strengthens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strength，and further consolidates the village organiz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bility，which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between smallhold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ractice of land scale management
in the form of village union，fully releas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village collective land scale
management，and expand to form a larger scope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
Keywords: Smallholders; Modern Agriculture; Co-ordination of Village Organizations; Scale
Management;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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