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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户( /小农0)的市场化进程以及

当代中国不同地区农户的市场化程度。研究认为, 第一, 当代中国正处于特殊的经济社会转型

期。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市场化的转型来推动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型。必须以这一

转型为宏观历史背景,才能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小农0。第二,当代中国的/小农0是/市场化或

正在市场化的小农0。基于这一判断,我们认为在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可以实现中国农业与农村的

现代化,农户( /小农0)可以被改造成为市场经济与现代农业的微观经济主体。这也是坚持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的理论基石。第三, /改造小农0的关键是要把分散经营的农户纳入到
市场化网络之中。第四, 当代中国/市场化和正在市场化小农0的分散应该是一种/网状型0的分

散。当代中国农户的市场化进程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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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制以来, 农户已无庸

置疑地成为当代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形式。基于中国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众多而

土地资源相对短缺的基本国情,以及土地均分承包

的制度安排,就生产经营规模而言,从全国整体看,

农户经济依然是/小农0, 有学者把它称之为/ 小农

村社经济0 ¹
。

在/小农0的基础上,更明确地说,在家庭承包

制,即农户作为农村最基本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的

基础上,能否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很多

人都存有疑问。有些学者认为, / 1980年代初的土

地承包制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创新,而

不过是对 1956 年初级社之前农地制度的某种复

归,是中国几千年来农地制度的常态0 º。这也就

是说,在这些学者看来,当代中国的/小农0与中国

历史上的/小农0没有本质性区别。既然如此,几千

年来的小农经济都不能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奠定

基础,当代中国的/小农0又能成为现代农业的微观

经济基础吗?
»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小农0与历史上的/小

农0是/形似而神不似0, 它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本

质性的变革。简而言之,当代中国的小农是市场化

和正在市场化的小农。它可以改造成为现代化农

业、现代化农村基本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而且,

我们还认为, 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判断,才能顺理成

章地坚持农村家庭承包制的长期不变(至少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不变)。

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 总结各类经典

农户理论,提出本文的核心概念 ) ) ) /市场化和正

在市场化的小农0,并以此构成本文实证分析的基

本理论框架。第三部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小农经

济行为的演变规律,采用农户动态行为的纵向时间

序列数据为本文的基本命题提供经验证据。第四

部分,从横向区域比较的角度分析处于不同市场化

程度的农户, 揭示农户市场化进程的非均衡性。第

五部分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二、当代中国特殊转型期的小农

长期以来,有关农户行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为

三类。第一类是以舒尔茨 ( Schultz) 和波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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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kin)为代表的理性小农的观点; 第二类是以

A.恰亚诺夫( Chayanov)和 J. 斯科特( Sco tt )为代

表的生存小农的观点;第三类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

商品小农的观点。舒尔茨( 1964)依据新古典经济

学的传统提出, 农民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 /农户生

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0¼。随

后,波普金( 1979)进一步指出,农场完全可以视作

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

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行

事½。然而,恰亚诺夫( Chayanov )认为, 由于小农

并不雇佣劳动, 因此难以计算成本收益; 农户的生

产和消费是以自身效用出发遵循/有条件的均衡0,
其产品主要是自身消费而并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

化¾。J.斯科特( Sco tt )进一步指出, 农民不仅有强

烈的互惠观,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基于道德而不是理

性¿。黄宗智( 2000)将舒尔茨、恰亚诺夫、马克思

等人的小农观点做了综合分析后认为, 要了解中国

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 其关键是应把小

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即小农既是

一个追求利润者, 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更是受

剥削的耕作者, 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

一体的一个侧面
À
。

以上对于农户经济行为, 以及对于/小农0的概

括( /理性型小农0、/生存型小农0、/多面体小农0) ,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都有一定

的道理,反映了不同制度环境中/ 小农0的不同特
征。但是,它们都不能准确和恰当地解释当代中国

特殊转型期的农户行为与当代中国的特殊形态

/小农0。
当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从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转向现

代一元经济;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

济体制。一些发达国家经历过第一个方面的转型,

但没有同时伴随第二个方面的转型。另一些国家

经历过第二方面的转型, 但在这之前已完成或基本

完成了第一方面的转型。就大国而言, 同时经历这

两大转型的唯有当代中国。

/小农0,或者说/农户经济0, 曾经是二元经济

社会结构中传统农业社会的微观经济组织基础。

它的基本特征正如马克思曾形容的/马铃薯经济0:
/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 都是直接生

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 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

半是靠与自然交换, 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

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

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

成一个村子; 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

省。,,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一个个马铃薯所集

成的那样0 Á。在我国, 之所以推行计划经济体制,

决策者的本意也是为了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加快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经济, 因此,计划经济通

过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把农民组织起来, 消灭了

/小农经济0。所以, /小农0, 或者说/农户0,并不是

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然而,实践已

经证明, 在我国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实现现代

化的目标,依靠计划经济体制来加快二元经济向一

元经济的转化是欲速则不达。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 从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从农村起步的。人民

公社体制的崩溃,农户又重新成为农村微观经济组

织的主体形式。从表面看,历史转了一圈,似乎又

回到了原来的起点。Â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势, / 小

农0与/现代化0是无法兼容的。在很多人的意识

中, 农户经济的重生不过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权

宜之计。他们通过不同的语言一再提出/再合作
化0的诉求。

然而,历史的场境毕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

宏观经济环境的截然不同决定了此/ 小农0绝非彼
/小农0。这就是/形似而神不似0。所谓/形似0, 是

因为它们都是以农户作为基本的微观经济主体, 而

受生产经营规模的限制,这种农户的绝大多数又必

然都是/小农0。所谓/神不似0,则是因为农户的内
在机体已经发生, 或正在发生, 或必然要发生脱胎

换骨的改变。二十多年前,笔者就曾指出, /农业合

作化以前的我国传统个体农业, 有着两大致命弱

点: 一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分散;二是建立在

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闭0 �lv。由于解

放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决策者只认识到/分散0

的危害, 而没有认识到/封闭0的危害。农业合作化
与人民公社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一盘散沙0的

农民组织在一个大集体之中,但它并没有解决自然

经济的封闭性,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封

闭。农户/小而全0的自然经济封闭转变成了人民
公社/大而全0的自然经济封闭。

当代中国的/小农0,还是那种/小而散0、/小而

全0的封闭性/小农0吗? 就整体而言,就发展趋势

而言,截然不是! 我们认为, 当代中国的/小农0, 是

/市场化和正在市场化的小农0。所谓/市场化的小

农0,是说小规模农户家庭各种主要经济行为决策

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力量,其经济行为依

赖于各种市场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并越来越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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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市场交易进程, 以市场为导向来配置各类经济

资源。所谓/正在市场化的小农0, 则是说这种农户

市场化的进程是一种动态演化的过程。这种过程

体现了农户参与市场,其生产、消费、交换等基本经

济环节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的发展趋势。如果说/市

场化的小农0是从农户参与市场运行的状态上讲的

小农发展的程度,那么/正在市场化的小农0则是从

动态演变发展的角度上讲的发展趋势。从现象形

态上看,当代中国的/小农0依然是分散经营, 但是,

它与传统/自给型小农0的分散经营有着本质性区

别。传统小农的分散是/ 马铃薯经济0的/一盘散

沙0的分散,分散的各点(单个小农)是一个个孤零

零的点,它们之间没有联系的经济纽带, 没有一个

中心凝聚力把它们凝聚和联结在一起。当代中国

/市场化和正在市场化小农0的分散则是一种/网状
型0的分散。分散的各点(单个小农)通过各种各样

的经济渠道、经济纽带紧密地联结在一个大的市场

化网状体系之中。任何一点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

不能完全独立的。它不能独立于这种市场化网状

体系之外。它只有在这种市场化网状体系之中才

能生存、才能发展、才有生命力。

为什么当代中国小农的经济行为会向着市场

化方向演进呢? 首先, 从单个农户的微观角度看,

农户的经济行为表现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基

本行为取向
�lw
。为了追求农户家庭效用的增进,农

户家庭通常按照家庭成员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在

家庭劳动力分工分业的同时即形成了农业生产专

业化的前提条件。在专业化生产的同时,各种要素

也开始流动。因此, 农户家庭经济资源的配置本身

要求有一种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相较于改

革以前政府安排的计划方式而言, 市场对资源配置

的方式显得更有效率,较高效率的市场配置过程也

使得市场运行带给农户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和资

源配置的选择集。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选择空间使

得农户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家庭整体效用得以提高。

其次,从农户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国农村改革发端

于农户的行为实践, 而政府的政策则顺应了农民的

创新性行为。在政府将农户的经济行为纳入制度

内时,则从正式制度的层面对农户的经济行为作出

了规范。当农户的经济行为实践产生对资源配置

的市场化要求时,正好也与政府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相契合。因此, 农户家庭的行为创新遇到政府的积

极支持和鼓励时,市场化进程也得以加快。尤其是

在小农户的产品市场化方面, 由于农户和各种产业

的联系得以加强,农户在商品交易中的行为创新使

得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最后,从农户

的群体行为互动的角度看,在外部市场冲击下农村

内部的农户之间产生了行为互动。中国农村长期

形成的村庄社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系统内的

各个要素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因而形成了一个超

稳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当外部市场化因素对村庄

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时,村庄内部的经济要素开始

了蜕变、流动和重新配置。例如, 当农村内部相当

一部分劳动力开始外出流动就业并取得较高收益

后, 这将会带动村庄中其他劳动力也参与到外出流

动就业之中; 当一部分小农因为参与市场化的产品

交易行为而获得较高收益后,村庄中其他的农户也

/模仿0这种行为,进而使得农户的产品交易更趋于

市场化; 当各种资金进入农村, 并对农户的生产和

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时,小农之间的经济互

动也使得农户以往以/亲缘0和/地缘0为主要依托

的信贷关系向着以资金/市场0为主要依托的方向

演变。

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来看,改革实质上

也就是摒弃以计划经济体制来推动二元经济向现

代一元经济转化的道路,而走向以市场化来推动二

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化。因此,分析当代中国

农户行为的性质必须把它置于当代中国特殊的经

济社会转型这一宏观背景中予以历史的把握和系

统的分析。在本文的下面部分,我们将利用静态和

动态两条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分析路径,来实

证性检验我们所提出的当代中国/小农0是/市场化

和正在市场化小农0这一核心命题。在动态分析路

径上,我们将利用改革以来农户经济行为的动态演

变特征和趋势对当代中国/小农0的经济行为和生

活状态进行分析。在静态分析路径上,我们则利用

同一时间段不同区域/小农0的经济行为状态进行

比较研究,以展现当代中国/小农0市场化进程中的
非均衡性特征。

三、市场化小农的纵向计量分析

市场化小农的计量要素主要分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农户生产农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 第

二, 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市场化率;第三,农业生产

服务的市场化程度; 第四, 农户劳动力的市场化

程度。

(一)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商品化率

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主要农产品商

品化程度是决定农户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户生产出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高,农户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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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也越多地渗透有市场化的因素。定义农产品

的商品化率=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出售农产品

数量/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农产品生产数量 @

100%
�lx
。在实际计量总体商品化率时, 笔者采用

如下几种主要农产品:粮食、油料、蔬菜、猪肉、牛羊

肉、禽蛋、水产品。从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农户调查

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国农村改革以后从全面推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以来
�ly
,农户主要农产品生产

的整体商品化程度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总体

商品化率已从 1985 年的 34. 3% 稳步上升到了

2006 年的 65. 6%, 上升了 31. 3 个百分点 (见图

1)。各种不同的农产品表现出的商品化演进速度

和当前的商品化程度不尽相同。对于农民生活消

费的必需品,诸如粮食、蔬菜等产品,商品化率增长

得非常快。粮食产品的商品化率在 1985 年仅为

32. 4%,到 2006年已经增加到 65. 7% (见图 2) ,增

加了 33. 3个百分点。此外,蔬菜的商品化率水平

也达到了 63. 3%, 增速也非常快。水产品的商品

化率则在波动中相对缓慢地增长。至于猪肉、牛羊

肉和禽蛋等相互之间替代性较强的农产品,其商品

化率相对于粮食和蔬菜而言, 相对增长速度缓慢

(见图 3)。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类农产品

起始的商品化率要高于粮食、蔬菜。

图 1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主要农产品总体

商品化率的变化( 1985) 2006)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5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 ) 20076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 国

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5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

鉴 ) 20076,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

(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市场化率

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户家庭, 其基本消费支出

中的现金支出所占比例极低。正如 C. M .奇拉波

所指出的, /在全部需要物品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农

民才求之于市场, 这是中世纪经济的一个重要特

色。凡没有经历现代经济增长的地方都有此种

特色。0 �lz

在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现代经济增

图 2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粮食、蔬菜、水产品等

农产品商品化率的变化( 1985) 200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5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 ) 2007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国

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5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

鉴 ) 2007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

图 3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猪肉、牛羊肉、禽蛋等

农产品商品化率的变化( 1985) 2006)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5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 ) 2007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5中国农村住户调查

年鉴 ) 20076,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

长。这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正在加速向现代一元

经济转变。与此相伴随,市场化小农也就越来越多

地参与以货币支出为基本形式的消费活动。为了

持续提高整体的家庭消费效用,各种现金消费活动

越来越频繁。因此,小农对消费效用的追求在现实

生活中就转化为了对货币增长的追求。货币化的

消费支出状况也表现出了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市

场化程度。

为了刻画中国农村居民的家庭消费支出市场

化演变趋势, 我们根据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的货币

支付比例来计量农户消费的市场化水平。这里定

义: 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市场化率= 农村居民

家庭消费的现金支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

100%。将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主要项目进行加

总, 包括: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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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

等方面。从总体上看,农户家庭消费的市场化率由

1980年的 51. 7%逐步上升至 2006 年的 85. 4% ,

平均每年上升 1. 3个百分点。在农户消费的各种

商品中, 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水平最低(见图 4) ,但

其市场化水平的增长速度较快。1980年农村居民

家庭食品消费的市场化率仅为 31. 3% ,到 2006年

农户食品消费的市场化率已经增加到 68. 7%。平

均每年的增长率达到了 1. 4个百分点。农户家庭

的市场化率中, 最高的是交通和通讯支出、文教娱

乐消费支出等项目, 这两项消费支出的商品化率从

1980年以来一直接近 100%
�l{
。农户家庭在居住、

衣着等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基本消费方面也表现出

了越来越高的市场化水平。其中, 农户家庭居住消

费支出的市场化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见图 4)。

衣着消费支出的市场化率则从 1980年以来一直保

持着较高的市场化水平。

图 4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市场化率变化( 1980 ) 2006)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5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 ) 20076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5中国农村住户调查

年鉴 ) 20076,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

(三)农业生产服务的社会化

广义的农业生产包括了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

环节,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产业链。选种、育秧、耕

田(地)、插秧(播种)、施肥、管理、收割, 在传统的小

农经济时期,每一个生产环节基本上都是由家庭劳

动力自己完成, 分工也只是家庭内部性别、年龄的

自然分工;种子、肥料也来自家庭, 由此形成一个封

闭性的内部循环系统。即使是农户之间的合作互

助,也大都是劳动的互换,即/换工0、/变工0。而在

当代中国, 相当一部分生产环节, 例如选种、耕田

(地)、植保、收割,相当一部分(而且是越来越多的

一部分)农户是依赖于市场,依赖于市场化的社会

服务;种子、肥料、农药也大都来自市场购买, 农户

与外部的市场联系越来越广泛,并逐步形成了一个

开放性的市场交换系统。这意味着不依赖市场化

的社会服务网络,当代中国的农户即使是从事农业

生产都困难重重。

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农户家庭使用动力

机械的情形越来越普遍。中国农村家庭拥有农用

动力机械的数量从 2000年每百户的 11. 6台增加

到 2006年每百户 15. 3 台(见图 5) , 增长 31. 9%。

与此同时,中国农村中农户平均的农业固定资产原

值则从 2000年的 4673. 1元/户增加到 2006 年的

7647. 1元/户,增长 63. 6%。这表明大中型农用动

力机械的增长要高于小型农用动力机械的增长。

事实上, 农户购买农用动力机械并不限于自家使

用。在当代中国, 由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有限,

购买农用动力机械、尤其是购买大中型农用动力机

械自用显然是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因此,农业机械

的户均占有量增加实际上是增加了更多的农机专

业户。据统计, 2008 年/ 三夏0期间投入小麦收获

的联合收割机超过 42 万台, 其中参加小麦跨区机

收的 27万台,夏收小麦机收水平超过 82% �l|。其

市场化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图 5  农业生产服务的社会化水平

变化( 1985 ) 200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5中国农

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7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四)农户劳动力的市场化率

1986年以来, 中国农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量

呈递减趋势, 相应的农户家庭经营以外生产的劳动

投入量则呈递增的趋势�l}。1986年, 全国农村家庭

平均每户家庭经营劳动投入量与家庭经营以外生

产劳动投入量之比为 5. 00。到 2006年,这一比例

则已经减少到 1. 42(见图 6)。因此,相对于农户家

庭经营劳动投入而言,家庭以外生产劳动的投入量

增长迅速。家庭以外生产劳动投入量的增加,意味

着农村中存在一定雇佣契约关系的劳动职位所吸

纳的劳动力就业量增加。它表明农户在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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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上卷入了劳动力市场。农户家庭劳动力参

与各种雇佣契约劳动,形式多样, 有些劳动就业形

式并不一定具有正式的劳动契约。例如,农户家庭

作坊式的雇佣长工和短工可能并没有正式的劳动

契约,然而它在实质上也形成了雇佣契约劳动关

系,进而形成了农村中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至于

城市中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其参与主体也主要是

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图 6  全国农户家庭劳动力投工量的

变化( 1986 ) 2006) �l~

资料来源 : 1986 ) 1993 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政策

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编: 5全国农村社会

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 1986 ) 1990)6 , 北京: 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 1992 年, 第 14-15 页;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

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编: 5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

调查数据汇编6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年, 第 77 页、

第 91 页、第 92 页。1995) 2006 年的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农

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图 7 全国每个行政村外出劳动力数量

增长情况( 1995 ) 2006)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 5中国农业发展

报告6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历年。

农户劳动力就业决策的市场化趋势与劳动力

的流动强度密切相关。在农村就业的劳动力比重

越来越少,而外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则呈现出

强劲的增长。根据农业部对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

1995年,全国农村中有 11. 6%的劳动力外出到不

同的区域就业, 外出流动就业规模为平均每村 94

个劳动力。到 2006年,全国平均每个村外出劳动

力数为 277. 7个,外出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增加到 26. 2% �mu (见图 7)。

四、市场化小农的横向区域计量分析

中国农户市场化程度的计量不仅仅需要从纵

向时间序列的角度进行考察,也需要从横向的空间

角度来考察不同区域农户的市场化程度。由于不

同地区存在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人文和自然环境等

方面的诸多差异,所以不同地区的农户市场化程度

也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将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农户

市场化程度进行横向计量和比较: 第一, 不同区域

农户收入来源的市场化程度。第二,不同区域农户

消费的市场化程度。第三,不同区域农户家庭经营

的市场化程度。第四,不同区域农户劳动力市场化

程度。

(一)不同区域农户收入来源的市场化程度

比较

中国传统农村居民的物品需求通常采取自给

自足的方式, 抑或以物物交换为主要交易手段。随

着改革以来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推进,农户对货币的

依赖程度越来越深。收入的货币化程度显示了传

统农村市场转变为现代农村市场的基本状况。因

此, 农村居民各种收入来源中来自于现金收入的比

重也就反映了农户收入来源的市场化程度。以

2005年农户收入来源的市场化程度为例, 全国农

户总体收入来源的市场化程度达到了 84. 5%
�mv
。

如果将中国农户按照地理区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那么中国东部地区农户的市场化

程度最高, 达到了 90. 5%; 中部地区次之, 为

82. 1%; 西部地区最低, 为 76. 1% (见图 8)。不同

区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与不同地区农户收入来

源的市场化程度高度正相关。整体市场经济发展

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也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的市场化进程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市场化进程

提供了市场化发展的外部条件。

(二)不同区域农户消费的市场化程度比较

农村居民家庭总体消费的市场化水平按照前

述的定义进行计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户调查提

供的数据,我们发现:从总体上讲,中国各地区农户

家庭消费的市场化率已经远远超过了 50%的消费

支出市场化的临界水平, 平均达到了 83. 5%。将

现阶段中国农户进行横向区域比较后, 我们也发

现: 中国区域农户消费支出市场化程度从高到低依

次为:东部地区农户、中部地区农户、西部地区农户

(见图 9)。消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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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消费支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89. 6% ,绝

大多数的消费品都已经市场化,极少部分商品依靠

自给。消费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西部地区农户,其消

费支出的市场化程度为 73. 7%。由此看出, 当前

中国农户在生活消费上已经非常依赖于市场供给,

而不是自给自足。据调查,大部分东部地区农户日

常生活消费所需要的大宗食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市场购买。因此,当前东部农户已经由传统的

自然交换为主转变成了以市场交换为主的全面市

场化时期。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户的消费状况则

是正处在市场化的演变之中。

图 8  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来源

的市场化程度比较( 2005 年)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5中国

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 20066,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

图 9 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

市场化程度比较( 2005年)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 5中国

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 20066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

(三) 不同区域农户家庭经营的市场化水平

比较

各地区农户在家庭经营上也表现出了不同的

市场化程度�mw。家庭经营的市场化程度显示出农

户在参与各种经营活动中与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

从家庭经营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投入上看, 家庭

与各种要素市场联系越紧密, 农户表现出的经营投

资行为在货币化程度和剩余程度上越高,相应地,

农户经营行为受到农村要素市场或者产品市场的

影响也越大。由于农户家庭经营是农户融入市场

的核心行为, 因此,农户经营中参与各类市场的程

度也成为衡量农户市场化总体水平的重要方面。

当前中国各地区农户家庭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从高

到低的顺序仍然依次为: 东部地区农户、中部地区

农户、西部地区农户(见图 10)。

图 10  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的

市场化程度比较( 2005 年)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5中国

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 20066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

(四)不同区域农户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比较

当前中国农村内部劳动力流动程度表明了农

户劳动力参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根据劳

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运行的基本规律,在各种产业

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则是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

业, 最低是第一产业。我们比较了当前中国不同地

区农户劳动力参与各大产业劳动就业的比重。全

国第二次农业普查表明:东部地区农户劳动力在第

三产业劳动就业所占比重最多, 达到了 18. 8%; 中

部地区农户劳动力参与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次之,

达到 12. 6% ;西部地区农户劳动力参与第三产业

就业的比重最少,仅仅 8. 5%(见表 1)。因此,从第

三产业劳动力劳动就业情形上看,东部地区更多的

农户劳动力参与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就业, 其

次是中部地区农户,最后则是西部地区农户。在对

第一产业的考察中, 我们也相应地发现: 东部地区

农户参与第一产业劳动就业人员的比重最少,中部

地区其次,西部地区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最

多。综合上述各产业劳动就业的情况来看,各地区

农户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

农户、中部地区农户、西部地区农户。

综合上述横向比较分析, 我们发现: 中国农户

的市场化程度呈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性。在收入

来源、生活消费、家庭经营、劳动就业等反映农户市

场化水平的各个维度上, 统计结果均显示出: 市场

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东部,其次是中部, 最低的则

是西部。之所以产生如此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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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户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社会和制度条件的

差异�mx。

表 1  全国各地区农户劳动力分产业劳动
就业人员比重( 2006 年)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农村从业人员总量(万人) 47852 17652 13043 13927

第一产业( % ) 70. 8 52. 4 76. 8 86. 3

第二产业( % ) 15. 6 28. 8 10. 6 5. 2

第三产业( % ) 13. 6 18. 8 12. 6 8. 5

  资料来源: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5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

要数据公报(第五号)6 , 2008 年 2 月 27 日。

五、结论性评述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当代中国正处于特殊的经济社会转型期。

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市场化的转型来推动二元

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型。必须以这一转型为

宏观历史背景, 才能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小农0。
2.农户将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种农业生产基

本组织形式。由于我国人多地少, 农户的经营规模

普遍而言只可能是/小农0形式。/小农0有没有可
能成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这是理论与

实践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有些学

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小农0与历史上的传统/小农0
没有本质性的差异, 因此,他们必然会提出/重新合

作化0的主张。我们则认为, 当代中国的/小农0是

/市场化或正在市场化的小农0。基于这一判断,我

们认为在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可以实现中国农业与

农村的现代化, 农户( /小农0)可以被改造成为市场

经济与现代农业的微观经济主体。这也是坚持家

庭承包制长期不变的理论基石。当然, 当代中国的

农村并非农户这一种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各类农业

合作经济组织、各类农业企业与农户可以共存、共

容、互补、竞争。

3. /改造小农0的关键是要把分散经营的农户
纳入到市场化网络之中。当代中国/市场化和正在

市场化小农0的分散应该是一种/网状型0的分散。

分散的各点(单个小农)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渠道、

经济纽带紧密地联结在一个大的市场化网状体系

之中。任何一点既是相对独立的, 又是不能完全独

立的。它不能独立于这种市场化网状体系之外。

它只有在这种市场化网状体系之中才能生存、才能

发展、才有生命力。

4.当代中国农户的市场化进程发展不平衡。

我们不否认有些地区的有些农户依然停留在传统

小农的阶段, 但从总体上看, 这一类型农户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问题在于这

些规律本身, 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

正在实现的趋势0�my
。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向市

场化程度较低农户所显示的, 只是后者未来的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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