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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通过构建综合性指标体系并采用改进熵权法对我国 2001～2015年期间全国 31个省份农业规模化经营

的初始禀赋做出客观评价。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逐年提升；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存在着

区域间的“阶梯式”差异，但差异不甚明显，且要素贡献大小不同；各区域内部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也不尽相同，且其

成长性相差也较大。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选择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具体实施路径；更加重视改善中西部地区农业规模化

经营的初始条件；中西部地区应根据本地初始禀赋状况选择农业规模化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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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and uses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1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re is a "lad
der" difference in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among regions, but the difference is not
obviou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factors is different. The initial endow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in
each region is different, and its growth is also differen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
tions" to choose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roving the initial conditions for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uld choose the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mode according to the local initial endowment.
Key words：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Initial endowment; Regional difference;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多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并力推的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模式改革举措。

“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出以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度”的确定问题上，如：郑少峰、卫

新、张成玉等 [1-3]对农业规模化经营特别是“度”进

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苏会等 [4]对农业规模化经

营的类型进行了考察。然而，较之农业规模化经

营“度”和类型等问题，还有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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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需要解决，即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需要什么样

的基础条件。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所需基础条件

即为初始禀赋。某地的初始禀赋决定着当地是否

适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开展农业规模化经营

甚至规模化经营的具体路径，因此，客观分析各

地初始禀赋状况对于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

经营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学界有所触及：张

海亮等 [5]注意到了农业规模化经营须具备农村二

三产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农村的

非农经济具有与农业经济进行社会化联系的沟通

体系等前提条件；张侠等 [6]较早地探讨了土地规

模经营的影响因素。然而，已有研究存在着选取

评价指标过少、仅选取了单一年度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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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忽略了各地自然条件差异、研究样本偏少等

不足。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试图通过构建综合性指标体系对我国 2001～
2015年期间各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初始禀赋做

出客观评价，并对当前东中西部各区域开展农业

规模化经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农 业 规 模 化 经 营 初 始 禀 赋 的 内

涵、目标与评价理论框架

1.1 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内涵与目标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概

念尚无统一界定。许庆 [7]认为，农业规模化经营

是指在既有条件下适度扩大生产经营单位的规

模，使土地、资本、劳动力生产要素配置趋向合

理，以达到最佳经营效益的活动；蒋和平等 [8]研究

认为，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指以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在既定的社会、经济和

技术条件下，强调对土地、资金、设备和技术等生

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合

理组织的同时，通过适当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从

而取得最佳综合效益的农业生产经营和组织形

式。可以看出，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在农业规

模化经营内涵方面学界观点基本一致，都强调农

业规模化经营是通过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农业

经营效益最大化的过程。

截至目前，学界关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目标

分歧较大。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农业规模化经

营的目标定位于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上。事实上，

单纯地追求农业生产经济效益更多的是农户的行

为目标，而对于作为经济社会管理者的政府而

言，特别是在其长期致力于经济发展而非经济增

长的语境下，加之农业生产活动本身又具有较强

的经济社会外部性，其力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目

标就远非提高经济效益这么简单，而是除了经济

效益外，还应至少包含保障粮食增产、确保社会

稳定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目标。

1.2 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的评价理论框架

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以土地为劳动对象、通

过培育动植物产品从而生产产品的劳动过程。农

业生产过程既包含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过程，又包

含了人类的劳动生产过程。动植物自然生长过程

需要一定的日照、气温以及降雨量等自然条件，

农业生产劳动需要一定数量的耕地、相关基础设

施和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自然条件、耕

地、基础设施、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者等就

构成农业生产的初始禀赋。

作为社会化程度较高、对生产力水平要求更

高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初始

禀赋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农业规

模化经营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内涵决定了农

业规模化经营需要一定的初始条件即禀赋；农业

规模化经营的“提高经营效益”内涵决定了其必

须以“农民增收”“粮食安全”“生态良好”等为目

标，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又依赖于由“自然条

件”“资源禀赋”以及“经营环境”等构成的初始禀

赋状况。另一方面，初始禀赋水平高低差异决定

了某地是否适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开展规模

化经营、甚至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具体实现形式。

鉴于此，本文从农业规模化经营内涵着手，以农

业规模化经营目标为导向，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之

间以及区域内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初始条件即初

始禀赋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改进初始禀赋

状况以及如何根据初始禀赋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度

规模化经营的实现路径。

2 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评价指

标体系、研究方法与评价结果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幅员辽阔、地形和地势差异较大，加之耕

地分布不均、人口密度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差异明显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之间乃至各区域

内省际之间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初始禀赋也存

在着较大差异。禀赋差异影响甚至决定了某地是

否适合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规模化经营“度”的

高低及其具体实现形式。Huffman等 [9]在研究农

地流转问题时引入了“农户初始禀赋”概念，并将

其细分为健康、人力资本存量、农业生产技能和

非农收入。本文探讨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

赋”除了“农户初始禀赋”以外，还包括与农业生

产密切相关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农业基础设

施、政府财政支持等方面的禀赋。实施农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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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评价逻辑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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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营的初始禀赋至少包括自然条件、资源（主

要指耕地和劳动力）、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农业生

产力水平以及农业劳动者文化和技术水平等五个

方面 [10]。日照时数、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雨量以

及复种指数构成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自然条件初始

禀赋；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户均农业劳

动力、农村家庭拥有的平均地块数及家庭平均地

块大小构成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资源初始禀赋；人

均 GDP、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经济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政府财政资金农林水支出、城镇

化率以及交通运输发展状况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

环境初始禀赋；各地拥有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大

中型拖拉机等构成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生产力初

始禀赋；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和农业科技人员数量

构成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劳动者素质初始禀赋。

本文将根据数据可得性原则以上述五种类型的初

始禀赋及若干具体衡量指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和

评价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初始禀

赋的差异性。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表1 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农业

规模

化经

营初

始禀

赋综

合指

数 A

注：1. C4数据来源于丁明军研究成果《1999~2013年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的时空演变格局》以及谢花林《1998~2012年中国耕地复

种指数时空差异及动因》；C17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2001~2015）；其余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新中国 60年农业统计资料》、各省市统计年鉴、各省农村统计年鉴及根据相关数据计算而得，同时为消

除物价变动对数据的影响，所有数据均根据历年 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2. 权重值根据下文所述的权重计算方法计算

而得

准则层

自然条件 B1

资源禀赋 B2

农业生产经营环境 B3

生产力水平 B4

劳动力素质 B5

指标层

日照时数 C1
年平均气温 C2
年总降雨量 C3
复种指数 C4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C5
农村居民家庭户均农业劳动力 C6

人均 GDP C7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C8

水库数量 C9
农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比重 C10

农林水支出 C11
城镇化率 C12

公路运输里程 C13
农业机械总动力 C14
大中型拖拉机数量 C15
平均受教育年限 C16
农业科技人员数量 C17

单 位

h
℃
mm
%

667 m2

人

元

元

座

%
亿元

%
km

万千瓦

万台

年

人

变量与综合指数的关系

同向

同向

同向

同向

同向

反向

同向

同向

同向

反向

同向

同向

同向

同向

同向

同向

同向

权 重

0.035
0.060
0.043
0.068
0.095
0.062
0.053
0.069
0.045
0.041
0.102
0.051
0.064
0.050
0.041
0.049
0.073

2.2 研究方法

改进熵权法目前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

域，其基本思路为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进行

客观赋权。通常说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

表明指标值的变异越大，其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

大，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其权重

也就越大。相反，其权重就越小。

2.3 评价结果

运用改进熵权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加权合

成，得到各地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综合指

数，见表 2。

表2 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综合指数值

省 份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2001
0.421
0.283
0.227
0.255

2003
0.343
0.396
0.328
0.338

2005
0.457
0.517
0.400
0.362

2007
0.470
0.563
0.417
0.507

2009
0.430
0.452
0.494
0.563

2011
0.490
0.575
0.507
0.643

2013
0.486
0.546
0.658
0.686

2015
0.516
0.545
0.713
0.703

均 值

0.453
0.486
0.469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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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区域差

异及变动趋势分析

借助于表 2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农业

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动趋势。

3.1 综合分析：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不断提

高，但要素贡献不均

从 2001～2015年期间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

禀赋的整体变动情况来看，五项与农业规模化经

营相关的禀赋指数均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农

业生产经营环境、资源禀赋、生产力水平以及劳

动者素质的不断改进促进了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

初始禀赋的不断提升。在此期间，全国农业规模

化经营初始禀赋指数由 2001年的 0.219提升到了

2015年的 0.736，增长了约 2.4倍，我国农业规模化

经营的初始禀赋提升幅度较大，表明我国推进农

业规模化经营的初始条件日益成熟。

从各要素的贡献来看（见图 2），2001～2015
年期间各要素贡献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表明除了

自然条件外，资源禀赋、农业生产经营环境、生产

力水平以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初始禀赋也获得

了提升。首先，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

动力大量向城市非农行业转移，一方面，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实际面积逐渐增加，而且在

续表2

省 份

吉 林

内 蒙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均 值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注：以上评价结果是根据表 1中的指标体系按照改进熵权法计算而得，计算年限为 2001～2015年，限于篇幅，本文进行了隔年

报告，但均值依然根据 2001～2015年期间的数据计算

2001
0.183
0.162
0.304
0.183
0.238
0.281
0.183
0.234
0.189
0.239
0.259
0.217
0.172
0.208
0.304
0.228
0.223
0.208
0.188
0.272
0.172
0.204
0.152
0.279
0.142
0.106
0.194
0.162
0.219
0.254
0.208
0.187

2003
0.282
0.218
0.356
0.282
0.318
0.356
0.245
0.278
0.363
0.341
0.323
0.301
0.195
0.267
0.237
0.350
0.265
0.286
0.211
0.214
0.208
0.197
0.293
0.394
0.217
0.287
0.273
0.263
0.285
0.320
0.271
0.256

2005
0.229
0.440
0.353
0.229
0.342
0.397
0.305
0.355
0.389
0.394
0.375
0.315
0.249
0.306
0.390
0.440
0.242
0.335
0.238
0.114
0.220
0.306
0.302
0.355
0.354
0.269
0.285
0.332
0.331
0.376
0.331
0.278

2007
0.409
0.357
0.445
0.409
0.341
0.493
0.407
0.444
0.323
0.523
0.467
0.456
0.510
0.387
0.498
0.421
0.349
0.481
0.376
0.292
0.351
0.359
0.436
0.407
0.392
0.365
0.485
0.420
0.419
0.456
0.402
0.388

2009
0.521
0.432
0.520
0.521
0.455
0.601
0.417
0.507
0.467
0.559
0.495
0.532
0.477
0.423
0.477
0.402
0.535
0.506
0.479
0.435
0.451
0.546
0.401
0.461
0.415
0.499
0.519
0.438
0.477
0.496
0.464
0.464

2011
0.616
0.601
0.640
0.616
0.593
0.487
0.542
0.596
0.531
0.498
0.489
0.680
0.630
0.501
0.584
0.632
0.567
0.555
0.599
0.565
0.575
0.637
0.608
0.488
0.573
0.559
0.582
0.586
0.568
0.564
0.564
0.577

2013
0.708
0.687
0.685
0.708
0.681
0.737
0.776
0.738
0.586
0.676
0.601
0.722
0.693
0.586
0.665
0.661
0.780
0.665
0.722
0.709
0.761
0.771
0.613
0.608
0.695
0.745
0.742
0.689
0.678
0.677
0.647
0.706

2015
0.793
0.705
0.670
0.793
0.732
0.787
0.837
0.758
0.658
0.763
0.711
0.737
0.663
0.634
0.773
0.669
0.845
0.767
0.815
0.744
0.797
0.838
0.737
0.592
0.815
0.868
0.796
0.850
0.736
0.717
0.708
0.785

均 值

0.469
0.451
0.498
0.469
0.463
0.518
0.465
0.490
0.439
0.500
0.466
0.496
0.450
0.414
0.491
0.475
0.476
0.475
0.454
0.418
0.442
0.482
0.443
0.448
0.451
0.462
0.484
0.468
0.456
0.468
0.453
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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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置”政策的推动下农地流转加速，从而有

利于农地向种植大户、种田能手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手里集中；另一方面，户均农业劳动力数量

减少，农村隐形失业逐渐减少，农业生产效率日

益提高。其次，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人

均 GDP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机械化

水平、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科技人员配

置水平等都不断提升，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各地区交通运输状况也在不断改

善，这些都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前提

条件。当然，构成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的五

大要素的贡献也有大小之别。各要素贡献值从高

到低依次为农业生产经营环境、自然条件、资源

禀赋、劳动者素质和生产力水平（见图 3），仅就

2015年来看，农业生产经营环境、自然条件、资源

禀赋、劳动者素质和生产力水平的贡献值分别为

9.702，4.703，3.584，2.785和 2.077。

3.2 区域横向比较：东中西部呈现“阶梯式”差

异，要素贡献个性与共性并存

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2001～2015年东

中西部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初始禀赋值分别为

0.468，0.453和 0.451，东部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

赋高于中部，中部又略高于西部，呈现出阶梯式

差异特征。表明在我国政府整体推进农业规模化

经营的大背景下，三大区域之间初始禀赋差异并

不明显，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现有水平及其速

度、地方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农业劳动者文

化素质等差异，三大区域特别是中西部与东部之

间初始禀赋差异呈现出逐渐拉大的趋势。

再从各地区来看，各区域的要素贡献既有相

似又略有不同（见图 3）。相似之处表现在：一方

面，各区域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自然条件和资

源禀赋得分较高，表明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既靠

天吃饭，同时又受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

均耕地面积以及户均农业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

自然条件越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均耕

地面积越大、户均农业劳动力越少，越有利于实

施农业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各区域以农业机

械化总动力和大中型拖拉机等为衡量指标的农业

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形成

的贡献值偏低，表明我国落后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顺利推进；再者，各区

域农业劳动者文化素质和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对农

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形成的贡献值也偏低，表

明当前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和农业科技人员配

置状况亟待改善。差异性表现在：由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劳动者

文化水平和科技人员配置方面，东部地区都明显

强于中西部地区。

3.3 区域内部比较：个别省份起点高但改善速度

较慢，而另一些省份起点低但改善速度较快

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各省初始禀赋各异，且呈

现出个别省份起点高但改善速度较慢而另一些省

份起点虽低但改善速度较快的特征。东部地区北

京和辽宁两省起点较高，但改善速度较慢，2015
年初始禀赋值分别为 2001年的 1.2倍和 2.2倍，而

江苏则是起点虽低但改进速度较快，2015年初始

禀赋值为 2001年的 4.6倍；中部地区安徽、河南、

内蒙古、湖北以及吉林等省虽然起点偏低，但改

进速度较快，期末值是期初值的 3～5倍，而山西

虽起点较高但改进速度较慢，期末值仅为期初值

的 2.8倍；西部地区西藏、青海、甘肃和新疆等起

点低但改进速度较快，期末值是期初值的 5～8
倍，而四川和陕西两省起点较高但改进速度偏

慢，期末值仅为期初值的 2～3倍。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省初始禀赋改善情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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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用各省期末年份 2015年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

禀赋值除以期初年份 2001年的禀赋值（用 Q表
示），并按其大小分为三种类型：低成长型（Q<3）、

中成长型 (3≤Q≤5)和高成长型（Q>5）。结果见表

3。结合表 2和表 3可以看出，在 2001～2015年的

15年间，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初始条件均得到

表3 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改善类型划分

初始禀赋改善类型

Q值

地 区

低成长型

Q<3
北京、天津、辽宁、山西、陕西、

上海、江西、湖南、广东、四川

中成长型

3≤ Q≤ 5
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

山东、河南、广西、海南、重庆、云南、宁夏、江苏、

湖北、贵州、西藏

高成长型

Q>5
甘肃、青海、

新疆

了较大幅度的改善，河北、内蒙古等 18个省份的

初始禀赋都达到 3倍及以上，特别是以新疆、青

海、甘肃等为代表的西部省份的改善幅度都达到

了 5倍及以上。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首先，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既受到自然条件

优劣、耕地面积大小以及土壤类型等“先天性”因

素的影响，又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对农业

的重视程度、劳动者科技文化水平等“后天性”因

素的制约，这些“先天性”和“后天性”因素构成农

业规模化经营的初始禀赋。初始禀赋不同，农业

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度”及其实现方式也就各异。

其次，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初始条件日益成

熟。整体上看，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逐

年提升，政府财政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状况等

在内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改善较大，为实施农业

规模化经营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第三，我国

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赋存在着区域间的“阶梯

式”差异，但差异不甚明显，且要素贡献大小不

一。总的说来，东部地区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禀

赋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

区。第四，我国各区域内部农业规模化经营初始

禀赋也不尽相同，且成长性相差也较大。个别地

区虽起点较高但改善较慢，而另一些地区起点虽

低但改善较快。

4.2 政策建议

首先，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推进农业规模化

经营。各地应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选择产前、产

中或者产后某个环节进行规模化经营。国家相关

部门应尽快制定出台关于农业规模化经营实施路

径的指导性文件，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路径的多

样化。其次，更加重视改善中西部地区农业规模

化经营的初始条件。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应适当地

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制约实施农业规模

化经营的内生性短板，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的交

通运输，加大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财政投入，积

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各区域应根据

本地初始禀赋现状及改善情况不断优化农业规模

化经营模式。东部地区应着重提升农业现代化水

平，争取实现产前、产中和产后全方位的规模化

经营；中部地区应走土地密集型的规模化经营之

路，大力发展粮食和饲料生产；西部地区应充分

利用其劳动力资源丰富及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优势，着重发展观光农业以及花卉、蔬菜、水果、

畜产品、药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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