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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研究热点演化与

新兴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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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梳理总结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的总体概况、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以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和

中国知网 CSSCI 数据库文献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 HistCite 和 VOSviewer 文献计量软件对年度发文量、高被引

作者、引文编年图以及热点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1）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年度发文量呈现波动

上升态势，且发文集中于国内外权威期刊上。2）国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主题丰富，相互之间印证密切，学界研

究重点从早期的经济效益逐渐转型到社会和生态效益，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力、贫困、健康营养、食品安全、气候

变化和资源环境等研究方向。3）国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虽起步较晚，但鉴于中国特殊国情农情，研究主题更为

细化，主要包括粮食安全、农民增收、面源污染、产权制度改革、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研究方向。

另外，受国际思潮的影响，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研究也逐步向气候变化和营养均衡等方面转变。综上，未来中国

还需要从农业规模经营基础理论体系构建和研究方法创新、新兴研究方向探索以及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

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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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ummarize the general overview，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and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CSSCI database literature we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HistCite and VOSviewer bibliometrics 

software were comprehensiely used to analyze and visualize the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highly cited 

authors， citation chronology charts， and hot keywords，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large-scale operation shows a fluctu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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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ward trend， and the publica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authoritative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2） The 

research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large-scale management are rich and closely corroborate each 

other.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economic benefits to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in the early stage， mainly including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overty， health and nutrition， food safety， climate change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3） Although the research on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 China has a late start， the research 

themes are more detailed in view of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gricultural situation， mainly 

including food security， farmers’ income， surface pollution，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In add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trends， 

the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in China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s climate change and 

nutritional balance.  To sum up， China needs to deepen the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 

basic theoretical system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large-scale operation， 

exploring the emerging research direc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s； bibliometrics； HistCite； VOSviewer

农业强国需围绕农产品生产大国建设和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中国

作为人口大国，兼具“大国小农”农情，打造农业强

国不仅要靠科技创新、市场和投入创新，还要靠制

度创新［1］。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变革滞后于人地关

系变化与乡村产业发展需求［2］，中国农业现代化面

临着农业增速放缓、农民收入不高、城乡差距较大

和城市化进程受限等困境［3］。数据显示，中国农村

承包经营规模在 0. 67 hm2 以下的农户有 2. 1 亿，且

农户经营着全国 1 亿 hm2 的耕地，小农分散性的特

点致使其难以融入现代农业［4］，且细碎化的农地经

营已不再适应农业强国建设的需求。另一方面，数

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等方面发挥显著优势［5］。但中国受农村劳动力弱质

化、农地经营规模小而散以及农村空心化等因素的

影响，农业数字化转型面临阻碍。

农业规模经营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实现乡村

振兴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为之努力

的共同趋势［6-8］，因而成为摆脱农业转型困境的密

码［9］。且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情，发展农业规模

经营尤为重要。为此，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政策部

署，不断完善农业规模经营的制度体系。自 1978 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业规模经营大致

经历了萌芽、倡导、探索和推进 4 个阶段［10］，中国政

府曾多次对农业规模经营的顶层设计做出全方位

部署。2014 年，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引导农村土地

经营权有序流转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

见》［11］，文中提到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有利于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增产和农民增收。随后，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12］明示，现代农业发展应积

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引导多种形式的

规模经营，如土地流转型和服务带动型。2019 年中

国政府又发布《关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的意见》［13］，该意见指出农业规模经营的发

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中国小农经

营仍然是常态，要平衡协调好小农户与农业规模经

营的关系。

新时期下，中国政府再一次强调，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方向。同时，随着信息技术

革命的快速扩散，数字要素已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农业规模经营也被赋予了新的数字内涵。今

后，中国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趋向将日益凸显。那

么，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未来走向又将如何？学界

研究趋向又在哪？为此，有必要对国际与国内文献

进行系统梳理。一方面，在梳理分析以往文献的基

础上，总结出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结

合数字要素的内在逻辑，从而探寻中国未来农业规

模经营的顺延导向；另一方面，通过比对国际视野

与国内视野，找寻出农业规模经营的共性与个性问

题，从而有助于中国农业规模经营数字化转型的创

新与发展。

基于此，为整体把控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领域

的研究概况，如年度发文量、高被引作者与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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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键词等，本研究综合运用 HistCite（History of 
Cite）和 VOSviewer 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对国际

WoS（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 CSSCI 数据库文

献进行全面梳理，重点评述国内外研究热点的 3 个

维度和 4 个方面，继而明晰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以

期达到丰富农业规模经营理论研究、加深对该领域

整体认识与把握的目的。

1　研究设计

1. 1　数据来源

本 研 究 的 文 献 样 本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知 网

CSSCI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WoS）核心合集数

据库。为保证文献质量，中文选取 CSSCI 期刊、外

文选取 SCI和 SSCI期刊作为本研究的检索数据库。

其中，中文文献检索主题词为“规模经营”，来源类

别为“CSSCI”（考虑到后文关键词分析的精确性，特

剔除中英文扩展），学科为“农业经济”，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18 日”，得到国内文献 1 694 条；外文文

献针对农业规模经营的表述方法不一，本研究参考

学者 Lund 等［14］、鄢姣［15］和罗富政［16］的研究，设置外

文 文 献 检 索 主 题 词 为“Farm Size”，引 文 索 引 为

“SCI-EXPANDED、SSCI”，文献类型为“Article”，
语种为“English”，检索日期同上，得到国外文献

2 229 条（其中，中国学者发文文献占比仅为 8. 7%，

不影响后续国际文献分析）。

1.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涵盖农业规模经营相关研究的年度文献发文数、

作者分布等情况，对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研究领域进

行总体概括。其次，借助文献计量软件 HistCite 和

VOSviewer 对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析近年

来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研究进展与脉络趋势 。

HistCite［17-18］软件是 SCI 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研发

的一款新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它可以帮助作者了解

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获取各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

主要功能包括 Yearly output（年度发文量）、Make 
graph（引文编年图）等。VOSviewer［19］软件是荷兰莱

顿大学研究人员开发的一款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工

具，主要对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挖掘研

究热点，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主要知识图谱涵盖聚类

视 图（Network visualization）、标 签 视 图（Overlay 
visualization）和密度视图（Density visualization）。

2　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研究概况

2. 1　发文量趋势分析

一定阶段的发文数量可以反映出一个领域在

该阶段的发展和知识积累情况。本研究基于上述

文献样本数据，绘制出国内外农业规模经营研究文

献年度发文量对比图（图 1）。从国内外文献数量层

面可知，1998—2001 年为研究初始阶段：国内外文

献发文数均不足 50 篇，且国内文献发文数量高于国

际文献数量。2002—2013 年为平稳增长阶段：国内

外文献年度发文量逐年攀升，且国际文献数量连续

多年超过国内文献数量，这说明该阶段国际学者对

农业规模经营的研究热度比国内更高。 2014—
2017 年为波动上升阶段：2014 年国内发文量首次突

破 100 篇，超过国际发文量，这与国家出台鼓励发展

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有关。2016 年

国际发文量后来居上，达到此阶段的峰值 123 篇。

2018—2022 年为快速增长阶段：国际文献数量呈现

井喷式增长，最大值为 2022 年的 237 篇，可以看出

国际学者们在农业规模经营领域空前高涨的探索

热情；而国内发文量趋于平缓，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2019 年发文数达到历年来的最大值 138 篇。

2. 2　高被引作者分析

本研究借助 HistCite 软件，对国际领域农业规

模经营研究的高影响力学者进行统计分析（表 1）。
按文献发文量来看，排名前列的高产出作者分别

是 ：普 利 莫 斯 卡 大 学 Bojnec S、南 非 西 北 大 学

Oladele O I、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 Ferto I 、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学 Mishra A K 以及密歇根州立大学

Jayne T S 等；按本地总被引量（TLCS）排序来看，

排名前列的高影响力作者分别是 ：康奈尔大学

Barrett C B，世 界 银 行 Deininger K、Bojnec S 和

Jayne T S，浙江大学 Gu B J 和 Ferto I，北京大学

Huang J K 以及浙江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 Jin S Q
等学者。可以发现 Bojnec S、Ferto I 和 Jayne T S 这

3 位既是文献高产出学者又是高被引学者，他们为

农业规模经营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借助 VOSviewer 软件，生成国内农业规模经营

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图 2）。可以看出，农业规

模经营领域形成了以罗必良、孔祥智、诸培新、杜志

雄和周应恒等为首的研究团队，所在机构分别为华

南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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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和江西财经大学等。其次，农业规模经营领域

也零星存在着一些学术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如霍

学喜、孙新华、尚旭东和郭晓鸣等，但研究还不具

规模。

3　国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进展

3. 1　引文编年图分析

本研究借助 HistCite 软件中的 Graph maker 功
能，通过设定“Select by=LCS；Limit=50”，以此绘

制出国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的引文编年图（图 3），
通过年份及连线梳理出研究的演进脉络。

第一部分：孤立节点较多，连线稀疏，文献相对

独立，缺乏互相引用，文献出现时间总体较早，以节

点 88、86、105、173 和 809 为代表。该阶段学者聚焦

分析农业规模经营成因及效益问题。早期，学者

Huffman 等［20］和 Foltz［21］比较关注美国农业结构变

化以及农场进入、退出和规模化背后潜藏的力量等

问题，他们认为农场专业化能提高农作物全要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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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内外年度发文量趋势分析

Fig. 1　Analysis of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in China and abroad

表 1　国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影响力排名前 20 的学者

Table 1　Top 20 highly influential scholars i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s research

排序

Sort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Author

Bojnec S

Oladele O I

Ferto I

Mishra A K

Jayne T S

Kumar A

Rahman S

Giller K E

Kassem H S

Baiyegunhi L J S

Recs/篇

16

16

13

13

11

11

11

10

10

9

TLCS/
频次

94

3

39

12

88

4

11

11

0

5

TGCS/
频次

398

33

154

200

683

33

175

577

50

122

排序

Sort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作者

Author

Deininger K

Demircan V

Gu B J

Ma W L

Huang J K

Singh R

Barrett C B

Bravo-Ureta B E

Conradie B

Jin S Q

Recs/
篇

9

9

9

9

8

8

7

7

7

7

TLCS/
频次

95

2

78

15

37

2

97

19

10

33

TGCS/
频次

679

28

648

339

343

5

564

252

65

276

注：Recs （Records） 代表文献记录数量；TLCS 代表本地总被引量；TGCS 代表数据库中总被引量。

Note： Recs （Records）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records； TLCS represents the total local citation volume； TGCS represents the total 
number of citations in th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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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Fig. 2　Mapping of collaborative networks of authors of domestic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s research

每个节点代表一篇文献（节点数字是软件为每篇文献赋予的唯一编号），方框大小则代表文献被引频次高低，箭头连线代表文献间的引证关系。

左侧括号内数字表示所在年份相关文献发表的总篇数。

Each node represents a literature （the node number is a unique number assigned by the software to each literature）， the box size represents the 
frequency of cita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arrow line represents the ci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The number in the left parentheses 
represents the total number of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year.

图 3　国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引文编年图

Fig. 3　Chronological map of cita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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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尤其在提升农业机械服务程度和降低农用化

学品价格等方面。农场规模和农民进入、退出的变

化还会受到土地政策的影响，如降低土地开发压力

和调整土地价格等。Sumner［22］发现美国农场持续

增长的动力源自农业技术创新、管理方式改进以及

农业生产力提高等。

第二部分：引证节点文献增多，连线较为紧密，

发文时间主要集中在 2003—2014 年，以节点 126、
130、249、317、493、760 和 613 等为代表。该阶段学

者聚焦分析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生产力之间的关

系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逆生产力”关系。诸

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来验证“逆生产力”的存在，如

Lamb［23］从土地质量差异和市场失灵角度，对印度

地区“逆生产力”关系展开调查；巴西地区“逆生产

力”关系则是由于当地信贷市场缺位和农民技能异

质性所导致［24］。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逆生产力”

关系存在质疑。学者 Kimhi［25］认为赞比亚的农场规

模只有在较小地块面积时才会存在“逆生产力”关

系，一旦农场规模超过一定阈值时，农业规模经营

和 农 业 生 产 力 之 间 则 会 呈 现 出 正 比 例 关 系 ；

Townsend 等［26］在研究南非葡萄酒时发现，农场规

模与土地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反比关系较

为薄弱。

第三部分：文献之间引证关系最为紧密，节点距

离明显更近，发文时间主要集中于 2012——2019年，以

节点 183、657、835、861、928、1085 和 1093 等为代

表。该阶段对农业规模经营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学者开始基于一定的指标数值，如土地面积或者农

业总产量等，对农业规模大小进行衡量；而且对于

不同地区或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农业规模经营也

有了更细致的认识。随着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全球

农业日益分化，人口结构转变和非农就业使得农场

规模发生变化［27］。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

力水平等的差异，各国农场规模分布呈现出显著的

区域差异。如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以大农场为主，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以小农场为主，其本质区别

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28］。澳大利亚地区农

业生产力的提升并不完全依靠农场规模，如大型农

场往往通过改变自身生产技术来实现更高的生产

率，小型农场规模经营则需要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

其他挑战所需的能力和资源，诸如技术、创新、信息

共享和管理培训等［29］。

3. 2　国际研究热点分析

本研究利用 VOSviewer 软件，通过绘制关键词

可视化知识图谱（图 4），梳理分析国际农业规模经

营的研究文献。其中图 4 为聚类视图，每个圆圈和

标签代表一个元素，每个元素颜色代表其所属聚

类，不同聚类赋以不同颜色。由文献聚类分析得

知，当前国际农业规模经营的研究重心聚焦于以下

3 个方面：一是经济效率维度；二是社会效益维度；

三是生态安全维度。

1）农业规模经营首要关心的是经济效率的问

题，即农场规模与农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包

括早期的“反向关系论”，后期的“U 型论”和“正向关

系论”。在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下，农场规模与生产

率的反比关系占据主流地位，即农业生产率随着农

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所以小农场在提升生产效

率方面反而更具优势，使得政府推行平均地块的政

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一论点最早由 Sen［30］在

分析印度农业发展时提出。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

的发展，技术更新和设备改良等速度不断加快，同

时，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持续

向非农行业转移，使得小农场最初的生产力优势逐

渐 弱 化 ，而 农 场 规 模 与 土 地 产 出 率 的“U 型 关

系”［31-33］和“正向关系”［34-36］逐步显化，并最终实现规

模回报。进一步分析发现，农场规模与生产力“关

系论”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如早期的“反向关系论”便存在以下 4 个方面的

诱发因素。首先是市场缺位。一是劳动力市场缺

位。过剩劳动力拥有极低的机会成本，这推高了小

农场的土地产出率，最终便衍生出了农场规模和农

业生产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二是土地市场缺位。

农地产权不明晰导致土地流转受限，从而抑制土地

集中和规模经营；另外，土壤肥力、土地质量等引发

的级差地租也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37］。三是

金融市场缺位。由于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信息不

对称的存在，信贷部门往往设置较高的贷款条件，

以规避因信息不对称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风

险。而较高的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使得小农场资金

受限，农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为此，小农场主只

能通过追加劳动力要素以替代资本要素的方式，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38］。其次是风险应对方式。相

比大规模农场，小农场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

能力不足，因而农户倾向于选择能够规避风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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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模式，如在同等地块上，小农户会不计成本地投

入较多劳动力和资本，并种植多种作物。这种做法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39-40］。再次是要素资源错

配。部分中大型农场农业生产率低下往往是因为

资源要素错配现象凸显［41］，生产投入组合不合理，

如种子、化肥和农药等配比失衡。另外，地块质量

不一、劳动力监管不到位、非农就业和资本市场摩

擦等均会导致农场要素错配现象，从而降低农场的

全要素生产率［42］。最后是技术水平问题。农场的

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发达国家通常依赖完

备的机械化水平实现规模经济，而发展中国家通常

采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提高单位面积技术效率，以

实现最佳规模收益。

2）农业规模经营除了要考虑经济效率之外，还

兼顾社会效益，如保障粮食安全、促进非农就业和

改善居民营养健康水平。一是保障粮食安全。各

国在应对粮食安全问题时，依靠农业规模经营的机

械化、规模化和技术集成化等优势已成为发展共

识［43-44］。农业规模经营一方面能够实现农业生产全

过程机械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确保生产各环节可

监控、可溯源，从而有助于节本增效［45］；另一方面，

通过技术研发、品种改良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推广模

式，持续改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品比较优势，以

强化农业竞争力和规避贸易赤字。二是增加社会

福利。农业规模经营能够刺激农业新技术采用和

减少生产成本，实现农业生产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向

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从而催生出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使得农业劳动力不断向非农行业转

移。而非农就业能促进农民增收，改善贫困农民的

经济条件；另外，兼业农户通常将兼业所得的工资

性收益转向投入到农业生产或提升自身农技水平，

从而获取更高的农业经济回报，以此形成良性循

环［46］。由此，农业规模经营在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的

同时，促进了非农就业，进一步优化调整了社会福

利结构，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47］。三是优化居

民膳食结构。农业规模经营能够增强农户抵御自

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改善农户风险预期，使

得农户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继而实现

多元化生产［48］。在居民改善营养健康水平需求的

推动下，谷物、糖类、油料、蔬菜和水果等农产品不

断增加［49］。农产品市场品种增加，提供各类人体所

需的营养物质，有助于优化居民膳食结构，不断改

善居民饮食质量［50-51］。另外，农户通过生产高附加

值农产品，实现家庭增收，进一步增强了农户优化

每个圆圈和标签代表一个元素，每个元素颜色代表其所属聚类，不同聚类赋以不同颜色。图 5 同。

Each circle and label represents an element， and the color of each element represents its cluster.  Different clusters are assigned different colors. The 
same as Figure 5.

图 4　国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聚类视图

Fig. 4　Cluster view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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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膳食结构的动机和能力［52］。

3）近年来，农业规模经营的生态效益日益受到

国际学者们关注。一是维护生物多样性。规模农

场凭借资金和技术等资源优势，其抗风险能力较

强，并且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作物品种结构，

从而实现多元化生产，因而相比于小型农场，规模

农场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且农村景观也更为多

样［53］。规模农场打造的多元化一体模式既能促进

经济发展，实现农户增收，又可以保护改善农村环

境，塑造人文、自然景观，维护生物多样性［54］。农场

规模大小会影响农户参与农业环境改善的意愿，且

大农场比小农场表现更好［55］。二是促进碳减排。

规模农场拥有完备的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56-57］，凭

借科学管理和农技更新等优势，其农药和化肥利用

率更高，节本增效能力更强。规模农场通过制定科

学合理的生产预案，实现农业生产全程的机械化；

同时，为保障土壤肥力，实施成熟作物轮作技术和

精准农业［58］，极大减少了农地面源的污染，这对保

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59］。

综上所述，早年国际学者研究重点在经济发展

和社会变革方面；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

们环保意识、健康意识和安全意识等不断增强，近

些年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气候变化、化肥减量和碳减

排，同时，将粮食安全和人类营养健康纳入同一分

析框架。

4　国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进展

4. 1　高被引文献分析

由于 HistCite 软件只支持对英文文献数据进行

分析，无法绘制中文文献的引文编年图，因而本研

究提取了农业规模经营领域高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的文献，通过绘制三线表（表 2），进行横向对比分

析。与国际高被引文献的关注点不同，国内较多关

注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效果、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适应性和农业现代化问题等方面。

表 2　国内农业规模经营领域前 10 名的高被引文献

Table 2　Top 10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 China

排序

Sort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Author

许庆，尹荣梁，章辉

高强，刘同山，孔祥智

张照新，赵海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

土地问题》课题组，张曙光

朱启臻，胡鹏辉，许汉泽

刘凤芹

许汉泽，李小云

楼栋，孔祥智

黄 延 信 ，张 海 阳 ，李 伟 毅 ，

刘强

罗必良

题目

Title

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

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

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困境摆脱及其体制机制

创新

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

论家庭农场：优势、条件与规模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

农村为例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

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的 多 维 发 展 形 式 和 现 实

观照

农村土地流转状况调查与思考

农地经营规模的效率决定

期刊

Journal

《经济研究》

《经济学家》

《改革》

《管理世界》

《农业经济问题》

《管理世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改革》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村观察》

被引频次

Citation 
frequency

787

661

600

499

458

449

446

439

40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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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国内有关农业规模经营的探讨，经

历了由“农业去规模化”到“农业规模化”的转变。

早在 2000 年，罗必良［60］提出农业本质上并不是一个

有显著规模效率的产业，相反中国的小农经营更具

效率。刘凤芹［61］在探讨东北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效

果时也提到，大规模土地经营和小规模家庭经营在

粮食产量、经营收益和成本节约上并无差别，小规

模反而更具优势。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一

方面，市民化程度加深，从而引发市场需求迅速扩

大［62］；另一方面，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且农业增收效

益低下 ，进一步刺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

移［63］。在农业劳动力减少和市场需求激增的双重

压力下，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亟需另寻发展路

径［64］。而农业规模化经营凭借生产机械化、技术集

成化和管理科学化等优势，能够及时调整种植结构

和生产规模，从而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65］。

当然，农业规模经营并不是以规模为导向，而

是要充分考虑区域特性、经营主体需求、市场容量

以及政策等因素。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既要能满足

家庭劳动力人口需求，又要考虑家庭的有效劳动能

力 ，这样才能确保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最

优［66］。另外，农业规模经营还要协调好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大户以及传统农户等之间的

关系，遵从农业自身发展规律，不可为了规模而规

模，为了机械化而规模化［67］。

4. 2　国内研究热点分析

本研究利用 VOSviewer 软件，通过绘制关键

词可视化知识图谱（图 5），进一步分析国内农业

规模经营的相关文献。当前国内农业规模经营的

研究重心聚焦于以下四方面：一是农业规模经营

内涵界定，二是农业规模经营约束条件分析，三是

农业规模经营实践路径探讨，四是农业规模经营

效果评价。

1） 农业规模经营内涵界定。一是度量指标。

早期国内研究者一般采用土地规模大小这一指标

来界定农业规模经营［68］。近年来，随着农业强国

建设的深入推进，农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农业规

模经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度量指标也更加细

化，具体包含效率尺度、收入（成本）尺度和产量尺

度等［69］。因此，针对不同层面，农业规模经营度

量指标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如在粮食安全层面，

考虑效率或产量尺度最佳；在农户增收层面，则应

考虑收入或成本尺度［70］。二是经营主体。孙中

华［71］通过对比规模经营与传统小农经营，发现 2
种模式的经营主体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小农经营

主体是家庭个体农户，而规模经营主体则包括职

业农民、规模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

头企业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这些被统称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方

向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即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

合与合理配置，具体是指在既定条件下，生产者通

过适度扩大土地规模，使得土地、劳动力、资本和

技术等资源禀赋配置趋于合理，以达到最佳规模

效益的一种状态［72］。

2） 农业规模经营约束条件。中国农情国情

使然，规模经营发展过程面临多重约束。首先，土

地 禀 赋 约 束 。 规 模 经 营 首 要 解 决 土 地 产 权 问

题［72］，农地制度改革的诸多探索也均强调产权明

晰的重要性［73］。同时，受农地产权问题的影响，

农地的经济功能远低于其社会保障功能，因而农

户持有土地的诉求较为强烈，不利于农地流转，从

而阻碍了规模经营的实现［74］。其次，劳动力禀赋

约束。农业劳动力普遍呈现出老龄化和女性化的

特征，他们小农意识浓厚，现代化观念不足［75］；同

时，由于人力资本能力偏弱，他们持有土地进行生

产经营的意愿不强，从而不利于规模经营主体的

形成［76］。第三是资本禀赋约束。信贷体系不健

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贷款门槛较高和财政贴息

不亲民等问题阻碍着规模经营的投资行为［77］。最

后，风险和技术禀赋约束。农业生产周期长，使得

经营主体面临农时约束；农机具具备较强的资产

专用性且沉淀成本高，经营主体面临农机约束较

大；规模经营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需要一定的技

术人才储备，经营者也会面临农技约束［78-79］。

3） 农业规模经营实践路径。本研究将农业

规模经营约束条件与地方实践经验相结合，发现

国内农业规模经营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以土地

流转为主的农地规模经营、以作业服务外包为主

的服务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和服务外包并举的“双

规模”经营模式。农地规模经营是规模经营基本

形式，它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上的延

续和发展。从现实结果来看，国内土地流转比例

并不高［80］，滞后于理想化的规模经营，并没有改

变小规模土地经营的现状；且由于土地经营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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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隐含着经营风险、制度风险和社会保障风险，

使得经营权流转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农地规模

经营的增产增收效果有限。由此，以土地托管和

生产环节外包为主的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模式衍

生而出，它既缓解了土地资源禀赋约束［81］，分散

了土地经营权的制度风险［82］，又保留了土地对农

民的生活保障功能。当然，土地规模化和服务规

模化在我国农业转型发展当中存在良性互动关

系。一方面，作业服务规模化兼具规模经济和分

工经济优势，在获取规模效益的同时，也相应促进

了土地规模化［83］。另一方面，土地经营规模的增

加，相应刺激作业服务规模化的发展，为其提供充

足的市场容量［84］。在实践路径选择上，具有生产

能力优势的农户，可通过流转土地、扩大规模，实

现农地规模经营；具有交易能力优势的农户，可借

助生产性服务外包和农业专业化分工，实现服务

规模经营［85］。此外，“双规模”经营还需考究农户

自身禀赋异质性、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

选择农业规模经营发展模式的最优组合与多元路

径，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86］。

4） 农业规模经营效果评价。本研究梳理文

献得知，国内学者大多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层

面来分析农业规模经营的实施效果。规模经营经

济效果评价指标通常包含 2 种：一是粮食增产问

题，以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以

及资本化率等来定义；二是农民增收问题，以农户

收入、生产成本最小化及利润最大化等来界定。

规模经营选取指标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各异。夏

永祥［87］认为中国更适合采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效

率指标来评判农业效率和竞争力，而不是土地生

产率，在这一层面上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更有利。

王建英等［88］在考量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和农业

机械化等的作用之后，指出农业转型期以单产和

亩均利润来衡量土地生产率更合理，此时与农业

规模经营正相关。郭庆海［69］表明规模经营收入尺

度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促进土地合理分配。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开

始关注环境问题，认为规模经营是衔接小农户与

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赵宁等［89］通过规模经

营化肥减量机理对比分析发现，农地规模经营与

化肥减量呈现“U 型”关系，服务规模经营则保持

中立性关系，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通过促进服

务规模经营的发展，继而对化肥减量化产生间接

效应。曹铁毅等［90］则认为“以规模减肥”，不如

“以托管减肥”，农户参与土地托管程度越深，化肥

减量效果越好。农用化学品投入是农业碳排放的

主要来源［91］，碳减排除了依靠化肥农药减施，还

可以借助绿色技术采纳，技术进步和规模经营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实 现 了 粮 食“ 增 产 ”和“ 减 碳 ”

双赢［92］。

图 5　国内农业规模经营研究聚类视图

Fig. 5　Cluster view of domestic 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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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通过分析国内农业规模经营的 4 个方面，

发现早期研究停留在土地规模经营、产权制度改革

以及土地产出率问题上；近年来研究趋势逐渐转到

农业分工、服务规模经营、粮食安全和绿色发展上，

并进一步细化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农业环境效率

及化肥减量等。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综合运用 HistCite 和 VOSviewer 可视化

计量分析软件，对 WoS 和中国知网 CSSCI 数据库

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得出结论如下：

1）农业规模经营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近年来

国内外年度发文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自 2019 年以

后，国内文献数量与国际发文量的差距逐渐拉大，

且发文多见于国内外权威期刊上，中国农业规模经

营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规模经营相关理论与观

点逐渐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与尊重。2）农业规模

经营研究内容差异显著。发达国家得益于较高的

经济发展水平，且历经长时间的批判探索与辩论反

思，农业规模经营实践早已迈入稳定成熟阶段，因

而学界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的经济效益逐渐转型

到社会和生态效益上来，如贫困、健康营养、食品安

全、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等。而中国长期处于发展

中阶段，农业规模经营相关研究立足于粮食安全和

农民增收问题，兼顾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等生态效

益。虽然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关注食品安全和营

养健康等方面，但由于起步相对较晚，研究成果也

相对有限。因此，国内学者可借鉴国外成熟化和体

系化的理论研究，并结合自身国情农情，挖掘新的

研究议题，以丰富和扩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规模

经营研究内容。

纵观国内外学界，气候变化、大食物观以及碳

排放问题是学者重点关注的核心议题，并将长期存

续，国内外学者可结合农业规模经营开展更深层次

的研究与探讨。同时，新时期下信息技术革新的迅

速开展，数字化趋向已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伴随着数字要素的注入焕发

出强大的发展动能。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农业规

模经营发展的一般规律，并结合信息技术革命的内

在逻辑，将二者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的数字化转型。对此，国内学界可从以下方面进行

思考和探讨：首先，要秉持在继承中发展的态度。

针对一些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传统研究方

向应予以采纳，如农地制度改革、产权发展、土地流

转、乡村振兴和适度规模经营等问题；对于一些新

兴研究方向应逐渐加深，如数字经济、农业分工、绿

色生产、化肥减量、种植结构调整和双规模化路径

探索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好农业规模经营数字化

转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等问题。其

次，需重视农业规模经营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和研

究方法的创新，进一步明晰规模经营的内涵、概念

和界定准则，创新出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探讨农业规模经营的内在机理，分析农业经营

规模的最优区间，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农业规模经

营发展的最佳道路。最后，加强国内外跨国家、跨

学科和跨领域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农业规

模经营问题不只是单一化、分散化与个别地区的问

题，而应该用全面、系统、多学科与多维度的眼光看

待，实现综合研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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