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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时代命题以来，针对在中国“大国小

农”的基本国情和农情下，如何客观地探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衔接路径，

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对小农户生产经营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的考察，在综合国内外相关

文献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概念界定和关系阐释，并结合相似国家的成功案例，旨

在得出建设性的启示，为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支撑。实现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除了需要持续探索多元化的衔接路径并积极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之外，

还必须在尊重小农户作为主体的前提下赋予其充分的经济自由，利用一切有效的方式和手段鼓励支持小

农户与外界建立沟通联系，并肯定其寻找经济机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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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realizing the 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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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ence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has become the fo-
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to objectively explore the path of convergence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view of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big country, small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situation. How to 
objectively explor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
cultural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convergence path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ll farmers’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and inter-
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synthe-
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ed literature, and combines the successful cases of similar coun-
tries, aiming to draw constructive insights to provide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theo-
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organic convergence of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
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continuously exploring diversified connection paths 
and actively learning from foreign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respect small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premise to give them full economic freedom, and make use of all 
effective ways and mean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 link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by small farmers and to affirm their behaviors of searching for economic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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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 年冬，改革开放的号角响彻神州大地，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户以“18 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

垮了集体化生产经营方式，率先实施了“大包干”(即包干到户)，带来了生产成果的大量富余和生产效率的

快速提高，同时也见证了自 1958 年以来以行政力量强制确立的旧有集体化生产经营方式的彻底溃败。而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经营，同时生产经营单位恢复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态[1]。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施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这一制度，农户获得了对土地的长期承包权，使他们

能够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享有相应的收益。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地激发了小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

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农业生产。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打破了以往公社对农村生产力的束缚，

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脱离了行政控制的集体化生产方式的广大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走向不同

程度的富裕。这种高度同质的分散化生产经营方式与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人地矛盾尖锐、人口流动受到

严格管制的基本国情、农情相吻合。在适应时代生产力水平的背景下，这种生产经营方式显现出一定进步性，

其经济合理性得以彰显，同时在客观上迅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农村精神面貌

的改善，并助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飞。但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人口流动

管制的日益宽松、农业相对收益的逐步下降等现实状况引致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逐步退出农业生产活动，

转向劳动报酬相对较高的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1。 
在国际农业竞争愈发激烈、国内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且传统农业进入转型升级的普遍背景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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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小农户在具体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克服小农户参与大市场的不利地位等固有难题，将

小农户带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让小农户共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分享时代发展红利成为现阶段农业发

展的重大议题，也是改善当下小农户发展困境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在实践

路径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既有文献研究多以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视角出发展

开研究，强调其主体地位和作用发挥，而作为衔接过程中另一重要主体的小农户却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

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尊重。本文将从小农户视角出发，着重关注小农户自身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

以期对当下相关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现阶段，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最重要的是在尊

重小农户主体地位并保护小农户合理权利权益的基础上，引导小农户不断提高自身理性化程度并借助现

代农业提供的生产技术手段，辅以完善可靠的法律体系和依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政机关，在多方合力下

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建立起小农户和现代农业与特定的市场伦理、经济结构之间的亲和性关系。 

2. 关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关系探讨 

国内外学术界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关系进行探讨时，涌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将二者关系描

述为互斥性和选择性亲和关系两种。一是互斥性关系，即强调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之间的排斥和自发矛盾。

二是选择性亲和关系，即强调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之间的相关性和内在联系。对于这二者关系的探讨结果

直接影响了对衔接路径的探索态度，因此成为两种观点的理论分水岭。 

2.1. 互斥性关系 

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传统农业理论，认为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与现代农业的规模经济存

在发展模式上的自发矛盾和本质差异，导致二者难以相容。实践层面，这一观点指出小农户面临诸多现

实困境，如生产技术滞后、市场交易能力不足等，进而否定小农和现代农业衔接的理论可能性。 
正如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认为农业发展的方向是土地国有化与生产社会化，预言“土地国有化越

来越成为一种必然”[2]。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将“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摇摆于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

将以小农阶级为主体做基础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斥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断言道“同时又是空想

的”[3]。因此马克思坚定认为小农及家庭经营是落后的，是“农业领域内的旧社会堡垒”[4]；是“原始

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的根源[5]，马克思对小农户的否定不加掩饰并伴随

其一生。马克思的挚友兼理论上的“第二提琴手”恩格斯亦在其《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针对小农户的

落后性评论道：“一句话，我们的小农，正如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他是未来的无产者”并且“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6]。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纲领的《共产党宣言》

亦宣称：“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并下结论道：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7]。作为欧洲典型农奴制国家的沙俄针对小农的保守性与落后

性亦不乏尖锐刺耳的批评声音。在 1903 年第三届国家杜马常会上，米留可夫承认说道：“1905 年年底

以前，政府和地主都认为农民是一种保守力量”；甚至身为第一任沙俄大臣会议主席的维特也认为：“专

制制度的支柱应当(而且可以)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民族派”[8]。反观国内持此类观点

的相关学者亦不在少数。其主要观点为一家一户的分散性小生产作为一种具有恢复特征的制度性安排，

有其自身的固有局限性，解决不了农户的致富问题和农业现代化问题，也必然导致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

经济运行机制[9]。更有甚者，提出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消灭小农经济的道路选

择没有最优解，传统小农经济的消亡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10]。少数学者依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论

分析框架得出：中国农村当前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实际上是一种“自给自足型小农经济”的结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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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进而主张“小农消亡论”[11]。 

2.2. 选择性亲和关系 

此类观点强调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之间的相关性和内在联系，认为二者具备衔接的理论可能性和实践

路径。在理论层面，这一观点依据小农户作为小农经济的实践载体，释明其独特的适应性与包容性，强

调小农户能够与不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并通过合作与创新实现与现代农业多重形式的衔接。在实践层

面，该类观点指出小农户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非经济功能的重要作用，如传承农耕文明、

保护村落传统文化、维持农业生态环境等，为二者之间的衔接提供实践路径。小农户家庭经营作为中国

农业主要经营方式的长期存续与当前农业发展困境之间存在着现实冲突，为两者之间的衔接提供了广阔

的理论探讨空间，而二者明面矛盾下所隐涵的选择性亲和关系，则为它们的衔接提供了理论可能性。 
目前持泛此类观点的以国内学者居多。尽管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发展之间存有种种矛盾，但可以通

过构造具有整合功能的服务型组织载体，克服小农户的局限性并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12]。小

农经济之所以在日本和中国等东亚国家长盛不衰，是历史理性的选择。农业大规模经营或农业商业化与

当下中国国情相悖[13]。此外，亦有学者指出小农户在维护粮食安全、提供劳动力、维系农村社区功能以

及传承农耕文明等非经济层面发挥着独特作用[14]。总体而言，虽然“去小农化”的主张和声音是当下我

国农业发展的主流，但小农户的长期存续依然在社会稳定、粮食安全、文化传承、乡村治理等方面发挥

着稳定和促进作用。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存续的价值需要被认真审视[15]。诸如呼吁通过对小农

户的适当指导，充分发挥小农户投入小、灵活性强、农闲时间充足、适应能力强的优势。结合社会化服

务体系，搭配利好政策来促进衔接进程的说法仍然活跃在学术界[16]。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小农户

的规模日渐萎缩，但小农户仍会大量并长期存在。在当前农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坚持扶持

小农的长期性基本策略[17]。时至今日，农户家庭经营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活动仍是中国农业生产领域的基

本现实。虽然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极大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业收入占农户家

庭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户将土地流转出去，将家庭劳动更多地投入到相对报酬更高的

城市务工市场，但当下中国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小农户仍是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绝对主体[18]。不可否认，

由于小农户自身特点以及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因素，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存在一系列潜在矛盾。然而，

全球范围内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成果表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相反，

有广泛的实证依据支持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农业现代化的可能性[19]。 

3. 关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概念探析 

3.1. 小农户 

“小农户”这一概念具有广阔的历史开放性，既有研究成果多从农地经营规模、农产品销售总额、

资源投入数量、劳动力独立经营能力及农户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等不同角度对小农户这一主体进行直观的

描述和界定。对于小农户的概念界定而言，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口径，同时，小农户的内

涵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制度的变更也在不断的丰富。权威性、学术性综合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

全书》对小农如此定义道：“小农是小土地所有者或农业劳动者耕种土地的一个阶级的任何成员。小农

经济通常具有比较简单的技术，按照年龄与性别分工，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元、以自给自足为明显特征、

兼具劳动者平均生产率和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双低的特点”[20]。《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尝试通过

限定非小农的范围去界定小农，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小农家庭放在一个以它得到 = 土地和市场为基础

的广阔范围内，排除按日计酬的劳动者类型一端，再排除资本主义农场主类型的另一端，在两个极端之

间即是小农的范畴；但同时对小农定义的开放性客观事实予以肯定：“什么是小农？即使把我们地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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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点限制在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以西的欧洲，并把我们时间上的焦点限制在过去的 1000 年，定义问题

依然存在”[21]。世界银行将经营耕地面积不超过 2 公顷的农户归属于小农户[22]。恩格斯在《法德农民

问题》一文中尝试从小农的主体构成和统计标准双角度解构小农定义，以期科学、严谨、完整地界定小

农，他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

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 [6]。“小块土地

的所有者或租佃者”规范了小农质的规定性层面的主体构成和土地经济关系；“土地的两个限度”则释

明了小农量的规定性层面的界定统计标准；由此达成了小农定义中的质与量双重规定性的结合与统一。

聚焦于国内，若以小农的历史性变迁为研究对象来阐述小农户的特征状况，则大致可概括为从“五口百

亩之家”演变为“小、少、散”：一曰规模小，二曰财产少，三曰分布散和联系散；小农户基数如此庞

大，相互之间却如此隔膜，被割断了精神和社会联系将处于孤立状况[23]。若将小农户放进小农经济及社

会变迁进程中，则可以被概括为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其剩余农产品主要用来满足非农业部门

的消费需要[24]。诚然，小农户的定义需要考虑质与量的双重性质，其经济形态也应受两个极限制约，即

上限应受劳动力的经营能力制约，下限受基本生存需要影响[25]。针对小农户的量化界定，亦有学者提出

小农户定义中的“小”既可以指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亦可以指农业经营收入的绝对数量[26]。而根据资

源禀赋的分类，亦可从另一角度阐释农业微观主体的形成；据此而产生的以家庭为单位，在生产与消费

上的整合形成了小农户，包括自给型和商品型两种形式[27]。全国农业普查采用了经营规模和农产品销售

额双重统计口径来界定农业经营户与规模农业经营户，其中，经营规模被确定为主要判定标准，以量化

的形式明确了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及农牧副渔相关服务业的规模化标准；另外，农产品销售额暨其他

条款也被用作判定标准，将未达经营规模化标准但全年农林牧渔业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 10 万元及以上的

农业经营户，如各类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大户也被归类为规模农户[28]。 
小农户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亦是当下中国农业生产经营制度中的基本经营单位。据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农户数量约有 2.07 亿，其中小农户数量约有 2.03 亿，占农

业经营户总数的 98%，其经营耕地面积约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 72%2。就我国而言，当下小农户往

往具有如下特征：1) 农业经营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土地细碎化严重，耕地规模小而分散；2) 农业科技利

用率低，大型农机具保有量小；3) 劳动力接受教育年限短，人力资本投资不足；4) 生产效率低，抗风险

能力弱；5) 农业兼业化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小农户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理性精神，现有研究已通过对传

统农业的特征作进一步分析证明：“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少见的”。小农户

并不愚昧，相反具备一定的理性精神，“他们对市场的变动能做出迅速而正确的反应，经常会为了多赚

一个便士而斤斤计较。他们多年的努力，使现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了最优化，外来的专家也找不到

有什么低效率之处”[29]。现阶段我国的小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呈现出专业分工更加细致、生产经营更加依

赖农业外要素的参与、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特征。综上所述，本文将小农户界定为一种农业微

观主体，其主要特征为根植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主要依靠家庭成

员作为主要劳动力，在个体承包地进行小规模生产经营，并将生产与消费相结合。 

3.2. 现代农业 

从农业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现代农业”被视为与“传统农业”相对应的概念。2007 年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现代农业的内涵包括利用现代物

质条件来装备农业，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改造农业……以及培养新型农民以促进农业发展 3。此外，亦不

 

 

2参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 
3参见 https://www.cirs.tsinghua.edu.cn/document/20140120/282.html。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4.147096
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ypcgb/qgnypcgb/
https://www.cirs.tsinghua.edu.cn/document/20140120/282.html


闫博涵，罗倩倩 
 

 

DOI: 10.12677/hjas.2024.147096 776 农业科学 
 

乏学者从经济贡献的角度对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进行了界定。其主要观点为传统农业无法对经济增长做

出贡献，只有现代化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与出路

在于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29]。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具有显著的历史性与开放性，

不同地域应该具有不同的特质，因此，对其内涵的理解应关注时序性和特殊性[30]。要将农业现代化视为

一个动态、渐进、阶段性的发展过程[31]。与改造传统农业相配套的，是不可忽视在此过程中保护农民权

利的重要性。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依赖于压迫或消灭家庭经营，而应该通过市场经济的社会化背景下充

分发挥农民的自由个性来实现[32]。 

4. 国际经验与启示 

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都曾饱受“三农”问题的困扰，并受农业发展

条件的限制，催生出迥然不同的农业发展范式。中国的特殊性一方面根植于历史原因的“路径依赖”，

另一方面也是普遍问题在这片土地上的积重难返[33]。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的命题，明确了我国引导、扶持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基本路线和顶层设计。面

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这一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议题，应以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审视问题，善用他山之石，

充分汲取相似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与智慧。据此，本文选取了日本和印度作为典型案例，以深入分析其

农业发展经验，以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4.1. 日本农协发展模式 

日本农协的成立与发展与当时日本国情紧密相关。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且多山、耕地资源贫乏，人均

耕地面积较小，极为有限的土地资源加速了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农户生产经营方式的形成。战后的

日本通过进行农地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旧有的土地地主所有制，并通过法律手段将土地出售给小农户，

创造了大量自耕地和自耕农。此后，通过颁布和实施《农地法》，对农地转让做出严格限制，并通过法

律形式明确规定个体农户所能拥有的农地上限，进一步强化了“自耕农主义”倾向。自此，日本形成了

以土地细碎化、小农户生产经营为明显特征的农地私有制度。 
上述举措虽然解放了日本农业生产力，但也导致了土地细碎化和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弊端，这些问题

阻碍了日本农业的后续发展，并且也面临着如何解决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难题。据 2010 年数据

显示，日本户均耕地面积仅为 1.18 公顷，拥有超过 10 公顷耕地的农户仅占总数的 0.6%，而在 2015 年，

拥有 0.1 公顷以下耕地或者年销售额低于 50 万日元的小农户数量达到 141 万户，占同期农户总数的 39.5%，

相比 1975 年增加了约 37 个百分点 4。受政策倾斜福利、财税减免等有利发展条件，日本农协发展迅速，

成员不断增加。截至 2018 财年末，日本农协成员达到 1049 万人，基本实现了全国农村全覆盖。同时形

成了完善的基本覆盖全国农村的基层农协(合作社)、都道府县级联合会和县级中央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以及国家级 JA 联合会的三级组织架构。除此以外，还设立农林中央金库、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互助保险联

合会、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连)合会以及全国农业协同组合医疗卫生联合会等机构通过开展相应的储蓄、

保险、采购销售和医疗业务满足农协成员的生产生活需求 5。此外，农协自成立之初便具备部分非正式政

治属性，它依靠与政府的紧密联系获得政治谈判资格，以农户利益代言人身份出现，争取更高的农业补

贴数额、提高小农户的议价能力与谈判地位。其次，农协通过行政手段对农产品市场进行干预，调和了

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并保护地方农业利益[34]。最后，农协的业务范围十

分广泛，每个农协的事业范围多由其成员自主决定。这些范围涉及面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农药化肥等农

 

 

4参见 http://www.cirs.tsinghua.edu.cn/sannjcyc/2666.jhtml。 
5参见 https://www.zennoh.or.jp/zh-hans/cooperatives/jagroup.html。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4.147096
http://www.cirs.tsinghua.edu.cn/sannjcyc/2666.jhtml
https://www.zennoh.or.jp/zh-hans/cooperatives/jagroup.html


闫博涵，罗倩倩 
 

 

DOI: 10.12677/hjas.2024.147096 777 农业科学 
 

业药剂的采购、农牧产品的集中贩售、农业相关的信托业务以及卫生福利事业等 6。在农村流通领域，超

过 90％的农产品销售通过农协组织进行，甚至开展收购稻米的业务也被委托给农协[35]。农协发展模式

成功地缓解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日本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作用不

容忽视。 
日本的农业发展状况与中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具有人多地少、生产经营规模小、土地细碎化严

重等鲜明特征，更为相似的是，两国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高度相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均为小规模经营农

户。日本在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对于中国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4.2. 印度绿色革命模式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其主要地理区域构成包括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中部的恒河平原以及南部的

德干高原。该国地势多样，气候普遍炎热，大部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光照时间长，降水充足，全年

高温。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形与气候为印度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大多数农业生产区可以实

现一年三熟。印度人口众多，列世界首位。截至 2022 年 12 月，印度人口数量接近 14 亿 170 万。按国内

生产总值计算，印度现已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7。 
同中国类似，印度也是传统的小农户占绝对主体的农业大国，印度有 5.137 亿劳动人口，其中 50%

从事农业或农业相关行业，以占 GDP 比例来看，农业占 GDP 的 18.1%8，且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土地占

有不均衡。在上述资源约束下，建国后尼赫鲁政府实施了意图改革生产关系的以土地改革和生产合作化

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同中国及前苏联的“计划农业”一般，尼赫鲁政府的农业

现代化战略最终走向失败，再次验证了单纯地运用行政权力去干涉推行农业经济改革并不能摆脱经济规

律的制约。面对不断恶化的农业局面，后续甘地政府转向了一条以提高农作物单产为目标、以生物化学

技术为依托、以农作物高产品种为核心、辅以可控的供水、农用化肥及农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绿色

革命”9式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极大加速了印度农业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绿

色革命”两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印度政府除了推广良种、生物化学技术以及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外，还采

取一系列综合援助措施，促进了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印度农业现代化。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工商一体化的支持政策，设立了具有合作性质的全国领导机构——小农农工

商联合体，以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36]。其次，通过完善的金融信贷政策，以满足农户需求，

全方位多层次地支持农户的生产经营，并联合全国保险公司降低农户的贷款门槛，拓宽了农户的融资渠

道[37]。最后，重视数字信息技术在改善农户生产方面的作用，向农户提供市场信息数据库等数字信息服

务[38]。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状况和国情，采取了各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首先，

日本利用遍布全国的农协机构作为载体，为小农户提供普遍性和综合性的全方位社会化服务，从而积累

了实现小农户基础上农业现代化的宝贵经验，这种经验对中国泛农业合作社机构的规范化具有启示意义。

但同时，日本农协作为在政权主导下成立并与政权联系紧密，主要由日本农民及农业经营者所组成的宣

称自主、自立型的农业合作组织已然成为一支附有鲜明政治目的涉农利益集团和不容忽视的“压力团体”

之一。这俨然不适合中国的政治架构和制度要求。其次，印度通过政权强力推行以提高农作物单产为目

 

 

6参见 https://org.ja-group.jp/about/group/。 
7参见 Akhilesh Pillalamarri，2023，https://thediplomat.com/2023/01/india-is-the-worlds-most-populous-country-what-it-means/。 
8参见 https://www.dawn.com/news/1176411。 
9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或称为第三次农业革命(Third Agricultural Revolution)，是指一组 1950 年至 1960 年代末之间的一系

列研究技术转让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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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以生物化学技术为依托、以农作物高产品种为核心、辅以可控的供水、农用化肥及农业机械化为主

要内容的“绿色革命”，极大推动了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和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成功解除了粮食短缺

的困境并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最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对类似资源禀赋同样农业状况

的中国实现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印度式的“绿色革命”在取得显著成效

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弊端也日益阻碍农业现代化程度的后续进一步

提高。第一，单纯依靠技术的投入并不能实现农业产量的持续增加，与农地生产相关的配套管理技术和

产权制度设计等的落后状况对农业现代化的阻力日益增加。第二，政权力推的金融信贷支农等政策使财

政状况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使得对农业生产性投资难以为继，继而影响到相关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

程。 

5. 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中明确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的历史性课题，充分展现了党对小农户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对中国国情农情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

刻把握和将小农户逐步带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历史决心。在中国“大国小农”国情下，小农户家庭经

营仍是主要的农业经营模式，其长期存续的趋势不可忽视。实现农业现代化并非意味着消灭小农户，而

是要在其基础上优化生产格局，使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必须摒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小

农户消亡论”，因为小农户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构成部分，其底线是不让小农户在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掉队。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需要充分认可和利用小农户所具备的合理生

产力，与现代农业形成生产力联合[39]，以夯实乡村振兴和产业振兴的基础。 
本文通过对日本和印度等相似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分析，阐述了在小农户基础上实现农业

现代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尽管小农户面临资源禀赋和历史惯性等诸多不利条件，不同国家形成了迥然

不同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范式和经验。因此，在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大背景下，

中国应结合当前国情和农情，借鉴相似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通过改革传统农业制度路径，合理运用农

业发展范式，积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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