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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分工及专业化专题研究

特约主持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广东省“珠江学者”罗必良教授

主持人语 我国现行政策一直在着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应该说,推进土地的流

转集中,仅仅是获得规模经济性的一种方式。
农业生产必须依赖于土地,但是土地生产率的高低并不单一地由土地本身决定,而是由

土地质量、种子种苗、栽培技术、植保与田间管理,特别是灌溉条件等多种要素共同表达的生

产函数。不同特性的资源的相互配置,无疑会决定经营组织形式。比如,干旱地区的土地产

出率,可能首先不是由土地规模与土地质量决定,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灌溉条件。第一,如果

灌溉具有可分性(如每个农户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打井),并不会产生特别的规模要求。但导

致的问题是使相对土地资源更为稀缺的水资源的利用,既存在投资的不经济,也存在利用效

率的低下;第二,如果灌溉设施不具有可分性,就会对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提出要求。从这

个角度来说,干旱地区选择分散化的小规模经营并不一定是最适宜的经营方式;第三,如果

存在良好的公共灌溉服务(中间性产品),并且存在用水量的考核技术以及相应的激励与约

束机制,那么家庭经营规模就转换为灌溉的服务规模问题。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农地的流转与集中成为了可能,从而为多样

化经营主体的农业进入提供了空间。问题是,农地经营权的流转使得转出农户的经营主体

地位被替代,更重要的是这类规模化经营的方式并未内生出农业的分工机制。
应该说,产权分割和产权交易可以多种多样。从农户分离出的土地经营权,一旦能够被

进一步地进行产权细分,则可能将农户家庭经营卷入社会化分工并扩展其效率空间。例如,
从横向上来说,经营权的产权调整能够诱致农户的横向分工与专业化经营;从纵向上来讲,
比如,在农户的水稻种植生产中,多数农艺与生产环节是可以分离的(或者说可以作为中间

性产品)。其中,育秧活动能够独立分离并由专业化的育秧服务组织提供;整地、栽插、病虫

害防治、收割等生产环节亦可以向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外包。
因此,农地经营权的产权细分、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卷入分工,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就可

以扩展为服务规模经营,规模经济也就表达为分工经济。
由罗必良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栏目所发表的三篇文

章,作为教育部创新团队“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村土地

与相关要素市场培育与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分别讨论了农户参与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

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机制,目的是希望引发学界对农业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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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横向分工:测度及其比较

———来自广东的农户问卷

江雪萍,李尚蒲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642)

摘 要 农业的专业化是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文章阐述了农户参与横向分工与专业化的主要

方式和决定机理,构建了农户种植业分工与专业化的指标,并基于广东省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农户种植业横向专

业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分析和比较,得出:粮食的专业化程度受土地规模的影响较大,较高的专业化程度

须匹配较大规模,即较大的种植面积和相对较少的地块数;蔬菜的专业化程度受土地规模的影响较小,而农业劳

动力的弱质化对其影响亦不是很大;水果花卉受土地规模、市场销售、劳动力弱质化、资本投入、村庄交通条件等

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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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在劳动力要素具有

较强供给弹性而土地和资金则有一定刚性的要素供

给结构下,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制度基础,为了维持生

存和规避风险,形成了安全最大化的小而全且分散

的农业经营方式。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

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农村劳动力由无

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出现

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1],因此,现行政策着

力推进适度规模与农业专业化经营,以改善规模经

济和分工经济,促使农业经营方式发生转变,其中一

个主要方面是诱导农户经营从小而全转向专业化经

营。农户的专业化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纵向专

业化;二是横向专业化。
本文试图通过构建“要素配置—交易规模经

济—横向分工”的分析框架,阐明农户参与横向分工

的内在逻辑和决定机理,并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揭示

农户横向专业化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一、农户参与横向分工:理论说明

  1.农户参与横向分工的主要方式

一般地,对于小规模、多地块的农户来说,一个

地块往往只种植一种农作物,很少会在一个地块上

种植多个种类的农作物;如果农户拥有的土地较少,
通常只能种植一种农作物,于是就形成了自然条件

下的分工。随着市场的发育与交易空间的扩展,农
户家庭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往往会将有限的劳力和

资金集中到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经营活动,从而使

得农户经营的项目数减少,专业化经济由此生成。
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在种植业领域,农户的品种多样

化策略与家庭财富水平呈倒 U 型关系,即农户越贫

穷,作物种植品种越多样化;农户越富有,作物种植

品种越单一化[2]。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农户作为一个理性的生产决

策者,也同企业家一样理性分配资源,即使在传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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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

的[3]。虽然农户所拥有的耕地是小规模、细碎化的,
也可以追求规模效益。农户一般都是根据自己劳动

力状况和各种生产要素技术上的最佳比例来组织生

产。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挤出,农户个体的

土地经营规模将扩大,加上土地流转政策的推行,农
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在上升,农户的劳动投入量会增

加。农户为实现最大的农业产出,以及在既定的产

出量水平上各要素投入的最小化,农户将会放弃农

业中的不同作业,而只选择更少的作业种类[4],这就

使得某种作物的生产规模相对扩大,从而获得规模

经济效益。即使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总面积不变,减
少经营品种或者增加某一品种的种养面积,都是农

户扩大种养规模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农户决策

地块的用途越单一化,种养规模专业化程度越高。
商品化和市场机会的出现,会使小农趋于专业

化生产、竞争、革新和积累。农户通过自己的实践经

验,根据扩大了的市场需求,在粮食生产之外找到了

蔬菜和水果花卉等生产门类,由于其产品价值高、效
益好,逐渐演变成专业化的生产,这是农户参加的按

生产部门展开的横向劳动分工[5]。农户只要在经营

上偏向厂商原则,就可能把资源配置到最具效率的

生产领域,由此带来专业化和劳动分工[6]。农户面

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与要素约束,会根据市场

对不同的农产品需求,做出合理的生产决策。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农户面向市场需求而生产,必然选择

成本最低、盈利最大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实行专业化

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表明,农户增大

所生产农产品的销售比例以获取更高利润的市场化

行为,促使了销售规模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可见,农户参与横向分工的方式是多样的,包括

减少生产经营的种类数、扩大某些种养品种的规模、
增大某类农产品的销售比例,由此形成品种专业化、
种植规模专业化、销售规模专业化。

2.农户参与横向分工的决定机理

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小农几乎不存在农业外部

的就业机会,可以假定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零,
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的阶段。而且小农

的生存压力较为沉重,劳动力对闲暇的边际评估趋

于零。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劳动力要素相对于

土地和资金具有较高的供给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

放松了其他物质要素的供给约束,从而农业产出的

增加主要是通过追加更多的劳动投入而实现[7]。农

户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生计,其理性选择就是最大

限度地用劳动力投入来替代土地和资金。但是,随
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外流,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正值

增加,相应于土地资源的短缺,生产力诸要素必须寻

求新的结合,即农户要寻求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方式。
在人多地少和土地均分制的条件下,为了减轻

因自然条件以及其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

险,农户往往采取“小而全”的多元化经营策略,以实

现安全和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虽然多样化经营既可

以降低面临的总体风险,也能够满足自身多样化的

需求[8],但是,农户经营越多种类,需要匹配的资源

越多。在农户的种植生产方面,由于多样化的小规

模经营,需要采购的生产资料种类繁多但是各类的

需求量小,这就必然导致交易的多样化、采购规模的

不经济,诱发高昂的交易费用;在农户的产品销售方

面,也面临着同样的难境。此外,每种作物的超小经

营规模不仅阻碍了先进的机械设备与技术的选用,
而且需要配置较多的劳动力,更不可能形成专业化

生产经验与知识积累,由此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因

此,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及利用

规模经济,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经营收入,农
户生产行为需要转型。

我国现行政策一直在着力推行农地的流转集中

和农业的组织化,以改善经营的规模性。农户的规

模经营不仅能够改善规模经济性,更重要的是能够

内生专业化经济。
第一,如果农地流转的效率很高,那么农场组织

(或者农户)就会通过扩大土地规模来实现“土地规

模经济性”。但进一步的前提条件是:①为了避免农

产品低收入弹性所决定的市场容量不足及其所导致

的“增产不增收”,必须具备良好的企业家经营能力,
以保证差异化竞争优势,由此,农场之间的横向分工

得以形成;②为了改善农场内部的生产效率,必须形

成相应的学习机制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由此,
劳动分工与个人专业化得以产生;③大规模经营所

必然要求大规模的专用性投资,为了避免农场投资

能力的不足以及使用频率的低下,必然催生较高效

率的中间品与服务市场主体的产生,由此,外部迂回

投资及其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得以成长。
第二,如果农地流转的效率很低,农场土地规模

的扩大将受到约束。在要素市场与服务市场不断发

育的前提下,农场内部的农业分工将转换为市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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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分工,中间产品的生产与劳动(服务)交易效率就

具有重要作用。从农场的角度来说,意味着:一方

面,分工经济转换为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如代耕、
代种、代收,甚至是职业经理人的“代营”等中间性服

务产品)的外包来实现“服务规模经济性”[9];另一方

面,农业的季节性使得农业机械与装备的使用不足

(闲置),如果农场之间选择不同的作物品种以错开

农时,从而通过机械设备的租赁服务获得投资的规

模经济性。前者促进农业的纵向分工,后者促进农

业的横向分工。
因此,一旦农户的经营目标从生存保障转换为

市场收益的最大化,农户参与分工就成为必然。

  二、农户种植行为的分工与专业化:
指标与测度

  农户生产经营的横向分工,实际上就是农户的

专业化生产。但关于农业横向分工测度问题的研

究,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区域经济领域,大多采用集

中度、专业化率、农业分工度等刻画,而涉及农户微

观层面的文献几乎空白。
正如前文所述,农户的横向分工及其专业化主

要表现品种专业化、种植规模专业化、销售规模专业

化,因此,本文主要选择集中度(G)指标进行测度。
为了保证结果的一致性与可比性,本文重点考察种

植业领域。

1.指 标

(1)种类数集中度(G1)。Leeibenstein认为,
“所谓专门化程度上的增进,我们便会想到每一个人

在一段既定期间内,都在从事较少种类的活动。”[10]

专业化就是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不同

职能的操作的种类。在农业生产中采用专业化的生

产方式,就是要减少生产的产品种类,以最大限度地

把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优势农产品的生产集中。因

此,选择农户进行产品生产的种类数来描述其专业

化程度:G1= 1
种植种类数

。

(2)种植规模集中度(G2)。在衡量农业地区专

业化时,常常以各地区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占全国

播种面积的比例作为指标。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在

经营项目之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可以较好的反应农户

横向经营的专业化程度,借鉴赫尔芬达尔—赫希曼

集中度指数的计算方法,构造种植规模集中度指数:

G2=∑
n

i=1
(xi

X
)
2
,其中xi 表示第i种作物的种植面积,

X 表示农户的总种植面积。
(3)销售规模集中度(G3)。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农产品生产的最终目的应该主要是通过市场交

换获得收益最大化。农户经营产值在经营项目之间

分布的集中程度可以作为其横向分工程度的重要测

量指标,借鉴赫尔芬达尔—赫希曼集中度指数的计

算方法,构造销售规模集中度指数:G3=∑
n

i=1
(yi

Y
)
2
,其

中yi 表示第i种作物的销售收入,Y 表示农户的总

销售收入。

2.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对广东农户的抽样问卷调

查,总样本为3000个农户,满足本研究的有效样本

为2511个。本文重点考察农户在粮食、蔬菜、水果

花卉等三大种类的经营专业化程度。

3.描述性统计

从表1~3可以发现,农户的横向分工及其专业

化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趋势。在2511个样本农户

中:①有近50%的农户只种植一个品种,种植3个

种类的农户只占12.70%,表明“小而全”的经营格

局发 生 转 变;②农 户 的 种 植 规 模 亦 出 现 了 集 中

的趋势,其中,64.44%农户的水稻种植面积占到种

表1 样本农户种植种类数的描述统计

种植种类数 1 2 3

样本数 1255 937 319

占比/% 49.98 37.32 12.70

表2 样本农户种植规模的描述统计

粮食 蔬菜 水果花卉

样本数 1873 1595 617

种植面积

占比/%

0~25 4.27 50.19 23.18

25~50 12.44 20.14 24.31

50~75 18.85 3.14 16.86

75~100 64.44 26.54 35.66

表3 样本农户销售规模的描述统计

粮食 蔬菜 水果花卉

样本数 805 602 432

销售收入

占比/%

0~25 14.91 23.70 14.59

25~50 17.64 17.82 13.18

50~75 10.81 10.59 9.88

75~100 56.65 47.90 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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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总面积的75%以上;③通过种植粮食获得75%以

上销售收入的农户达到56.65%,而经营水果花卉

来获得主要收入的农户则达到62.35%。

4.农户横向分工的测度

根据前述的测度指标,分别测算样本农户的品

种专业化程度、种植规模专业化程度和销售规模专

业化程度。由表4可见,种类数集中度和种植规模

集中度较高,说明农户种植品种越来越集中,而且土

地“小而全”经营格局已经发生较大转变,农户的生

产经营正逐步走向专业化。
表4 广东农户种植业的3个集中度指数

集中度
指数

种类数
集中度

种植规模
集中度

销售规
模集中度

均值 0.73 0.83 0.51

  三、农户种植的横向分工:影响因素
及其比较

  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采用回归分析

方法,分析农户横向分工的影响因素及其决定机理;
二是采用方差分析方法,对不同品种专业化程度的

影响因素做比较分析。

1.横向分工:影响因素的总量分析

(1)变量选择及其假说。因变量选择种类数集

中度、种植规模集中度和销售规模集中度的加权平

均值作为农户的综合集中度,以表达参与农户种植

的横向分工行为。影响因素分为以下4个部分:土
地禀赋因素:选取农户种植的土地面积、肥力、地块

数、灌溉条件等4个变量。

H1:土地面积越大,地块数越少,平均肥力状况

越好,越倾向于减少地块的用途,种植品种越单一

化。而灌溉条件的好坏对种植品种之间的影响有

差异。
劳动力禀赋因素:选择务农比例、打工比例、妇

女比例和老龄比例等4个变量。

H2:务农比例和打工比例说明劳动力的转移情

况,劳动力机会成本越高,农户越可能减少种植规

模,务农比例越高,农户可能倾向于扩大种植规模;

H3:妇女化和老龄化可能会对不同种植品种的

专业化程度产生影响。
资本禀赋因素:选择种植业的收入、3类作物销

售收入和农机设备的价值等3个变量。

H4:种植业的收入和3类作物销售收入对农户

种植的横向分工有正向影响。农机设备的价值表达

机械化的含义,其影响可能会存在品种的差异。
控制变量:选取专业化经验、社会化服务、村子

的基础设施、经济环境、所在地区等5个变量。

H5:社会化服务越完善,农户就有越高的外部

依赖性,种植的品种越单一,规模越大。而农户的所

在地区、专业化经验、村庄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对

农户选择专业化生产经营有一定的影响。
(2)计量模型的选择。由于所选变量中,有些是

连续型的数据,有些是离散分类型的数据,为了更好

地进行估计,对连续型数据按照均值进行分类,采用

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通过spss20.0软件进行回

归分析。
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定义如式(1):

logit(P(y>i|x))=-αi+∑
h

i=1
βixi,i=1,2,…,k-1 (1)

式(1)中,因变量y 有k 等级,设y 的等级为i
的概率为P(y=i|x)=pi,i=1,2,…k。xT=
(x1,…,xh)为自变量。对于任意i,logit(P(y>i|
x))是自变量的线性函数。αi 是解释变量均为0
时,在某一固定的i下,两类不同概率之比的对数

值,由于回归系数βj 与i无关,故:α1<α2<…<αk。
根据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可得每类结果的

概率为式(2):
P(y=i|x)=P(y≤i|x)-P(y≤i-1|x)

   =P(αi-1<∑βixi+u<αi)

   = 1

1+exp -αi+∑
h

i=1
βix( )i

   - 1

1+exp -αi-1+∑
h

i=1
βix( )i

(2)

(3)计量结果。先对变量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如表5所示。然后进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得到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自
变量解释能力较好,且均通过综合检验。计量分析

结果基本验证了前面的假说。结果表明,种植面积、
灌溉、务农比例、种植业收入、3类作物的销售收入、
社会化服务、地区等因子与农户种植的横向分工正

相关,而地块数、肥力、妇女比例与其负相关,从而

促使了农户生产行为的转型,种植的品种逐渐单

一化,种植的规模逐渐往品种集中的方向扩大,更
大程度地参与市场,不断提高横向分工的专业化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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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赋值

因变量 综合集中度 (G1+G2+G3)/3 0.68 <0.5=1;0.5~1=2;1=3

土地禀赋A

种植面积A1 3类作物的种植面积之和 4.24
≤2.03=1;2.03~4.24=2;
4.24~10.97=3;≥10.97=4

地块数A2 经营的土地块数 4.59
≤2.26=1;2.26~4.59=2;
4.59~8.85=3;≥8.85=4

灌溉A3 灌溉条件 2.01 较差=1;中等=2;良好=3

肥力A4 平均肥力状况 1.87 较差=1;中等=2;良好=3

劳动力禀赋B

务农比例B1 务农人数/劳动力人数 0.69 <0.5=0;≥0.5=1

打工比例B2 打工人数/劳动力人数 0.55 <0.5=0;≥0.5=1

妇女比例B3 妇女人数/务农人数 0.58 <0.5=0;≥0.5=1

老龄比例B4 50岁以上人数/务农人数 0.51 <0.5=0;≥0.5=1

资本禀赋C

种植业收入C1 纯收入×种植业所占比重 11265
≤3569=1;3569~11265=2;
11265~30043=3;≥30043=4

3类作物销售收入C2 粮食、蔬菜、水果花卉的销售收入 10247
≤1973=1;1973~10247=2;
10247~52279=3;≥52279=4

农机设备价值C3 农机设备价值 1640
≤141=1;141~1640=2;
1640~8306=3;≥8306=4

控制变量D

社会化服务D1
播种、施肥、打药、灌溉和

机耕环节有外包的数值相加 0.27 取值0、1、2、3、4、5

专业化经验D2 对种养什么、如何种养的咨询外包与否 0.48 取值0、1、2

基础设施D3 村子交通条件 1.78 较差=1;一般=2;较好=3

经济环境D4 村子经济发展水平 2 较差=1;一般=2;较好=3

地区D5 按经济发展水平分4个区域 2.66 粤北=1;粤西=2;粤东=3;珠三角=4

表6 回归分析结果

系数估计 标准误 Wald 显著性

土地禀赋

种植面积 0.889*** 0.128 47.939 0.000
地块数 -0.692*** 0.122 32.088 0.000
灌溉 0.087* 0.128 1.467 0.090
肥力 -0.014* 0.144 1.375 0.088

劳动力禀赋

务农比例 0.171** 0.116 2.376 0.018
打工比例 -0.122 0.096 0.176 0.861
妇女比例 -0.074* 0.093 1.636 0.076
老龄比例 -0.029 0.088 1.270 0.204

资本 禀赋

种植业收入 0.219** 0.098 4.977 0.026
3类作物销售收入 0.385*** 0.151 249.931 0.000

农机设备价值 0.068 0.121 0.314 0.575

控制变量

社会化服务 0.086** 0.052 2.778 0.046
专业化经验 -0.017 0.052 0.112 0.737
基础设施 -0.014 0.071 0.039 0.844
经济环境 0.041 0.071 0.326 0.568

地区 0.330*** 0.113 18.180 0.000
拟合度 Pearson x2=5475.563 df=4928 Sig.=0.000

模型检验

Cox和Snell 0.332
Nagelkerke 0.381
McFadden 0.198

 注:*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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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横向分工:不同品种的比较分析

为了分析农户种植业横向分工影响因素在不同

品种之间的差异,本文基于规模效用的角度,选取种

植规模集中度最高(G2=1)的样本农户为研究对

象。根据G2的测度定义,其内含了品种集中度,此
时的品种集中度也是最高的(G1=1),即样本农户

种植单一品种。把样本农户按照其种植粮食、蔬菜、
水果花卉分为3类,比较其影响因素的均值,再进行

ANOVA分析,看是否各因素均值之间的差异有统

计上的意义。
(1)农户不同种植品种横向分工影响因素的均

值比较。以种植规模集中度为1做标准,筛选出1
255个样本,样本农户只种了粮食、蔬菜和水果花卉

3个品种之一,分别计算3个品种横向分工相关影

响因素的均值,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表7)。
可见,绝大部分影响因素的均值在3个品种之

间都有差异,而且有些差异还比较大,这与品种之间

是否有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表7 不同品种横向分工影响因素的均值比较

品种 样本数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C1 C2 C3 D1 D2 D3 D4

粮食 702 3.24 3.86 1.96 1.91 0.72 0.59 0.57 0.51 9778 4936 1105 0.29 0.46 1.77 2.00

蔬菜 403 2.58 2.38 1.84 1.84 0.68 0.53 0.63 0.51 13542 6129 2587 0.28 0.48 1.78 1.92

果花 150 5.13 3.77 2.53 1.83 0.67 0.52 0.54 0.52 17641 30466 1190 0.33 0.58 1.71 2.03

  (2)均值差异的方差分析。为了检验上述差

异是否显著,本文进一步对样本进行 ANOVA分

析。
先对各个因素做方差齐性检验(表8)。结果表

明,在3个品种横向分工的各类影响因素中,种植面

积、地块数、灌溉、打工比例、女性比例、种植业收入、
销售收入、农机设备价值等方差异质,其他因素则满

足方差同质性检验。
表8 方差齐性检验

Levene统计量 df1 df2 显著性

种植面积 22.275 2 1252 0.000

总地块数 31.055 2 1252 0.000

灌溉 6.311 2 1162 0.002

肥力 0.139 2 1166 0.871

务农比例 2.059 2 1252 0.128

打工比例 9.92 2 1251 0.000

女性比例 5.882 2 1252 0.003

老龄比例 0.155 2 1252 0.856

种植业收入 17.548 2 1252 0.000

3类作物销售收入 109.144 2 1252 0.000

农机设备价值 5.736 2 1252 0.003

社会化服务 0.245 2 1252 0.783

专业化经验 2.515 2 1252 0.081

村子交通条件 0.079 2 1252 0.924

经济发展水平 1.026 2 1251 0.359

  为检验不同品种横向分工的影响因素均值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对以粮食、蔬菜、水果花卉为分组标

准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方差分析(表9),结果表明:
蔬菜的专业化受种植面积的影响相对较小,其平均

种植面积和平均地块数都最小,而粮食和水果花卉

的专业化受种植规模的影响较大,其种植面积均值

较大,地块数也较大。并且,粮食的专业化受务农劳

动力的投入影响较大,这与粮食的作物特性相符。
同时,蔬菜的专业化受劳动力弱质化的影响较小,其
女性化的平均比例最高。水果花卉的专业化受灌溉

条件的制约相对蔬菜而言要小,但是,水果花卉的专

业化程度受销售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的影响最大,
这也是与水果花卉的特性相一致的。

  四、结论与讨论

  1.结 论

(1)粮食的专业化程度受土地规模的影响较大,
较高的专业化程度须匹配较大规模,即较大的种植

面积和相对较少的地块数。而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增

加,其女性比例和老龄比例有所下降,这说明劳动力

的弱质化对粮食专业化程度的影响不是特别显著。
从购买农机的角度衡量农户的资本投入发现,粮食

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用在农机购买的资金较少,
这可能是因为有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保障,对较大规

模的粮食种植,较倾向于将使用农机的生产环节外

包出去,从而节省自己购买机器的资金耗费,也降低

资产闲置和资产专用性形成的高交易费用。

7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16期)

表9 3个品种横向分工影响因素差异比较的方差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df 均方 F 事后比较LSD法

种植面积

组间 708.857 2 354.428 13.226*** 水果花卉>粮食>蔬菜

组内 33551.468 1252 26.798
总数 34260.325 1254

地块数

组间 585.598 2 292.799 26.067*** 粮食>蔬菜

组内 14063.221 1252 11.233 水果花卉>蔬菜

总数 14648.819 1254

灌溉

组间 49.901 2 24.951 2.337* 水果花卉>蔬菜

组内 12404.954 1162 10.676
总数 12454.855 1164

打工比例

组间 1.061 2 0.53 3.459** 粮食>蔬菜

组内 191.792 1251 0.153
总数 192.853 1253

女性比例

组间 1.25 2 0.625 4.764** 蔬菜>粮食

组内 164.221 1252 0.131 蔬菜>水果花卉

总数 165.47 1254

种植业收入

组间 9191463047 2 4595731524 10.037*** 水果花卉>蔬菜>粮食

组内 5.73278E+11 1252 457889521.6
总数 5.82469E+11 1254

作物销售收入

组间 83534340062 2 41767170031 61.129*** 水果花卉>蔬菜>粮食

组内 8.55447E+11 1252 683264722.5
总数 9.38982E+11 1254

农机设备价值

组间 589284161.9 2 294642081 2.541* 蔬菜>粮食

组内 1.45176E+11 1252 115955420.9
总数 1.45765E+11 1254

 注:*P<0.1;**P<0.05;***P<0.01。

  (2)蔬菜的专业化程度受土地规模的影响较小,
而农业劳动力的弱质化对其影响亦不是很大。蔬菜

的种植对灌溉条件的依赖性大于水果花卉,需要较

好的灌溉条件来匹配较高的蔬菜专业化程度。而资

本投入随着专业化程度的升高而增加,不同于粮食

生产,蔬菜种植中可选的种类繁多,不同种类蔬菜所

需要种植技术和相应的农机也不相同,并且蔬菜的

生长周期较短,农机的使用频率较高,这就使得农户

需要更多地自己购买相应的小型机器,也相对较少

外包使用机器的生产环节。
(3)水果花卉的专业化受土地规模的影响较大,

比较3个品种,水果花卉在最大面积和较少地块数

构成的土地规模上有相同的专业化程度,并且灌溉

条件对其制约较小。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弱质化对

其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显然与其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特性相关。此外,村庄的交通条件对水果花卉有较

大影响,这与其鲜活性、易腐性以及季节性的产品特

性密切相关。

2.建 议

(1)因粮食受土地规模、务农比例的影响较大。

因此,推进农户粮食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可以考虑通

过土地流转等方式扩大土地面积,减少土地块数,促
成较大的土地规模,以及增加务农人员的农业技术

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等。同时,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

市场的不断完善,使得农户可以外包粮食的生产环

节来应对农业劳动力的弱质化和资本投入等问题。
(2)因蔬菜受土地规模和劳动力弱质化的影响

较小,而资本投入、灌溉条件等对其影响较大,要推

进其专业化程度,有必要强化种植技术的培训和推

广,改善基础设施及其装备。
(3)因水果花卉受土地规模、市场销售、劳动力

弱质化、资本投入、村庄交通条件等的影响较大,要
推进其专业化程度,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

模。关键是强化农户的组织化,降低农户参与市场

的风险,拓宽销售渠道,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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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ParticipationinHorizontalDivision:MeasureandComparison
———AQuestionnairefromFarmersinGuangdong

JIANGXue-ping,LIShang-pu
(TheResearchInstituteofChinaAgricultureIndustrialDevelopment,

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Abstract Thespecializationofagricultureisanimportantaspectinthechangeofagriculturalman-
agement.Thispaperexpoundsthemainmodeanddecisionmechanismoffarmer’sparticipationinthe
horizontaldivisionoflaborandspecializationandbuildstheindexoffarmersplantingdivisionoflabor
andspecialization.BasedonthequestionnaireofGuangdongprovince,thispapermeasures,analyzesand
comparestheinfluencingfactorsoffarmer’splantinghorizontalspecialization.Theresultshowsthatthe
specializationdegreeofgrainisgreatlyinfluencedbylandscale,higherdegreespecializationshallbe
matchedwithlargerscale,thatis,largerplantingareasandcomparablysmallerlandfields.Specialization
degreeofvegetablesisslightlyinfluencedbylandscale,whileweaknessofagriculturallaborsisnotin-
fluencedbyit.Fruitsandflowersarelargelyaffectedbylandscale,market,laborweakness,capitalin-
vestment,transportationinvillages.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somerelevantsuggestions.

Keywords specializedoperation;horizontaldivisionoflabor;concentration;planting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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