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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ing 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of Gongzhuling area of Jilin Province, the authors tease out the 
impact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outflow on the land scale management,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scal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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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吉林省公主岭地区土地规模经营的情况实地调查，梳理出农业劳动力流出对土地

规模经营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推行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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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吉林省推行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

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农村大量的优质劳动力进城务工

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劳动力减少提升了人

均耕地面积，迫使农户联合起来实施农机作业，改变 

过去的农业生产方式，推行土地规模化经营[1]。其路

径见图 1 所示，也反映了其系统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为准确把握这变化的情况，我们对吉林省公主岭

市农业人力资源流出对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影响情

况进行了调查和考察。在吉林省粮食总产量排序前 50

名的乡镇中，公主岭市就占了 10 个，因此，选择吉 *资助信息：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资助(编号：201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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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agricultural labor flow in the 
“three overall” planning 

图 1. “三化”统筹中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逻辑关系 
 

林公主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劳动力流出及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 

调查情况 

2.1. 样本描述 

吉林省公主岭市处于吉林省中西部松辽平原的

腹地，截止 2011 年，全市乡村人口 71.09 万人，农业

劳动力 30.36 万人，耕地为 31.71 万公顷，人均耕地

5.55 亩，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3.16 亩)[2]。农户的土地

来源主要是承包田，也有些农户的部分土地来自于亲

戚、邻居因转业而转包的农田。在吉林公主岭市，农

户平均种植亩数大约 1.2~3.5 公顷，而吉林省农户平

均耕地 1.65 公顷。种植农户主要以玉米生产为主，占

全部种植户的 99%，是农业生产的主流。农户的收入

来源有 50%左右来自于非农领域，每年有 60%以上的

劳动力外出务工，而且都是优质劳动力。 

2.2. 土地规模化经营情况 

公主岭地区也有几家种植大户，他们的土地大部

分来自于村、乡或林业部门预留的机动地、可耕地和

荒地，一部分来自于农民的承包地，使粮食种植农户

的生产规模呈现多样化，具体情况见表 1。普通种植

户规模在10~50亩，而种植规模农户则在100亩到1800

亩不等。主要受地貌和农业生产作业条件及农业生产

组织形式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吉林省其他区域也有表

现。调查发现，种植大户租用土地有其自身的优势，

比如雄厚的资金可以一次性付清多年承租款，减少交

易频次，容易达成修改合约条款等等，比小农户更节

约交易成本。种植大户在土地出租上更容易得到政府

行政部门的支持，获得租价更低的土地，而不是通过

拍卖获得，因为土地交易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比如

在调查中获知，某种植大户支付给政府相关部门预留

荒地的地租，每亩只有 300 元/亩，而当年同等程度土

地的市场地租已达到 600~800 元/亩。 

近几年来，随着每年有 60%~90%的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在公主岭春秋忙季临时雇工每天在 100 元以上，管中

午饭，并且靠亲属或朋友帮助，否则就雇不到人。粮

食生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土地虽然没有撂荒但农业

生产的质量下降了。总体上看，农民外出打工增加了

收入，提高了自身的生活质量；同时由于农业劳动力

出现短缺，农民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耕种，个

别的农地有粮食产量下降的情况。从公主岭市黑林子

镇的调查表明，部分农户联合起来把分散土地连成

片，实行农机作业，也有部分农户实行代耕，解决劳

动力不足问题。差不多每个村都有一户农机作业户，

多数是在政府的扶持下运转。一般的普通农户没有能

力对土地作大量的和长期的投资，在劳动力缺乏下农

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根本的改善，农业土地经营后劲不

足。也有部分农民学习新技术，但相关服务不配套，

农业生产力水平难以再上新台阶。实行农业土地规模

化经营的农户，他们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收获的是

持续稳定的收入增加，也促进了现代农业的转型。 

3. 农业劳动力流出对土地经营产生的影响 

3.1. 劳动力流出降低了农业土地经营能力和 

生产质量 

改革开放 30 年，吉林省公主岭市农民收入有了

较大提高，但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农业生产

能力受到一定影响。具体表现为：1) 农业优质劳动力

即有知识、有头脑的青壮年农民离开了农业生产领域

进城务工，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的总体质量下

降。从考察情况看，目前 30 岁以下劳动力在家务农

的不到 10%，而 60 岁以上的则占 20%多。在家留守

的多是老人和妇女，劳动力的科技素质较低，经营管

理经验欠缺，经营层次不高，总体生产能力下降。这

种情况和全国其他地区差不多，是共性问题。2) 农民

外出务工使其家庭经营收入有一定提高，绝大多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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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rain farmers planting scale in Gongzhuling of Jilin 
表 1. 吉林省公主岭粮食种植农户规模情况 

考察项目 普通农户 种植规模农户 

土地来源 承包地 荒地、机动地、承包地、其他 

种植品种 玉米 玉米、水稻、大豆 

种植规模亩数 10~50 亩 100 亩 400 亩 400~1800 亩

机械化程度 
半机械化 

(租赁) 
半机械化

(租赁) 
全机械化 

(部分自有) 
全机械 

(部分自有) 

兼业情况 长短期务工 家庭副业 不兼业 不兼业 

雇工情况 临时雇工 临时雇工 长期雇工 长期雇工 

家庭总收入 1.5~6.5 万 9~13.5 万 50 万 50~240 万 

生产组织形式 家庭农户 家庭农户 家庭农户 家庭农户、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吉林农村调查整理，部分数据来自当地政府部门。 
 

入用于改善生活，很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考

察情况看，只有少数农民将收入的一少部分用于农业

生产的提高上，即在家庭经营收入有限的情况，没有

能力购买先进农业机械，尤其是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一半以上的农民，把农业生产作为“副业”，不愿

更多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因此，生产能力提高缓慢。

3) 由于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甚至有的变成了城市工

人，对农业生产的关心程度下降了，对新技术的应用

不感兴趣，再加耕地分布分散，使部分农民将土地转

包给其他的农民耕种。这种情况反而给实现土地的规

模经营提供了首要条件——土地要连片。如果农业生

产长期不能使用新技术、新机械，会导致土地的管理

能力和劳动效率下降。 

3.2. 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使农民走向联合 

吉林省在推行“三化”统筹中，由于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优质劳动力进城，农业劳

动力减少，使农业生产的各种服务需求变得强烈，如

科技的服务、市场信息的服务、销售服务等。农村的

信息源相对城市要缺乏得多，单个农户无力抗衡农产

品市场中的弱势。从考察情况看，公主岭市一部分农

民为了避免在农业经营上处于弱势，他们以土地为基

础实行联合经营，自发地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农业协

会等农民合作组织，实现了合作组织内部的生产协作。

目前，公主岭市大部分农机都集中在农机大户手中，

除一些务工户短期把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外，“无机

户”基本上是把耕作环节托管给这些农机户，进行统

一播种、统一收割、统一销售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 

率，同时也增强了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主导地位，节

省了交易成本。正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出，为

土地联合经营提供了客观条件，迫使农民走向联合，实

现了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农民意愿的有效结合[3]。 

3.3. 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迫使农业生产改变了

传统的单纯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

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以农业机械化作业为支撑，运

用现代经营形式进行农业生产运营管理[4]。从考察情

况看，现代农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

民追求的生产方式。它需要高资金投入、高水平管理

和高素质人才，单靠农民家庭是办不到的，需要加工

企业的运作和支持。2011 年公主岭市农地机耕面积为

30.11 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 95%，机播面积 28.05 万

公顷，占耕地面积的 88.5%。大中型农用拖拉机 14825

混合台，小型农用拖拉机 18196 台，农用排灌动力机

械 17365 台[2]。现代农业水平有较大提升。在农民自

愿的条件下使土地走向联合，实行机械化作业，满足

了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订单等形式，规范品种结构、优

化原村料质量的要求。农产品与加工环节的有效链接，

改变了单纯农户分散经营，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3.4. 劳动力流出加速了土地流转 

公主岭市人均耕地面积 0.37 公顷，户均耕地面积

1.65 公顷，多数的农户土地收入占不足家庭总收入的

50%。为了增加收入，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

促使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把土地集中到种田大户手

中，扩大了种植户的土地规模。在调查中，一部分种

植大户认为自己经营的土地太少，尤其有机耕能力的

大户，而实际流转来的土地都是短期的，一年一定，

增加了对土地投入的有后顾之忧。通过各种方式扩大

这部分农民的经营面积，培育种植大户，将对农业生

产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4. 吉林省公主岭市进一步推进 

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建议 

4.1. 积极引导农户进行土地合理流转， 

为规模经营创造基础条件 

首先是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遵循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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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承包方在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的提前下，做

好土地集中的调剂工作，采取以近换远、以好换差的

做法，使农户和规模种植户都满意。土地流转的条件

和补偿完全由农户和承包方平等协商，有偿流转，流

转的收益归农户所有。同时，鼓励长期外出迁入城镇

并有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农民自愿放弃承包土地，

进入城镇转变身份，给予补偿、补助。对迁入城镇定

居的农民，应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和社会保

障。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进行合作生产，

支持连片开发经营农民流转的土地。为实现土地规模

化经营创造耕地条件。 

4.2. 制定对土地规模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 

在全面落实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地方政

府对种植大户实行粮食生产合同性补贴，比如按照粮

食种植面积、销售商品粮数量进行补贴。也可适当加

大对种植大户的农机补贴，把玉米的烘干等设备纳入

农机补贴范围，给土地规模经营主体在生产条件上予

以支持。同时做好农业生产配套设施的建设，比如进

一步完善小型水利建设、土地整理和整治、商品粮基

地建设等，加强统筹协调支农资金的使用，为规模化

经营创造设施条件。构建新型土地与经济的关系。 

4.3. 提高种植大户科技素质，不断提高 

农业机械化水平 

充分发挥农业广播学校、绿证培训工程的作用，

帮助土地规模经营主体提高科技素质。为科技示范户

提供技术和业务培训，让他们掌握农业生产新技术和

相关的信息技术，使“种田能手”应用新技术来提高

土地规模经营的水平。同时，对土地承包大户进行经

营与管理知识的培训，增强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市

场预测能力，减少经营上的风险。实现规模种植需要

农业机械化的配套作业，承包面积越多，所需要的投

入也就越大。因此，地方政府在农业机械化发展上下

功夫，增加农机具的投入，扶持当地的农机大户为耕

地承包大户提供必要农机作业服务。 

4.4. 改善对土地规模化经营主体的各种服务 

对规模经营主体的贷款、农业保险所产生的利

息、保险费等给予一定补贴，以降低融资成本和经营

费用。要积极为承包大户提供政策、法律、信息、科

技、融资等服务，满足其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

的需要。改善金融信贷服务，有关融资担保平台应把

参与土地规模经营的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

服务范围，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依法降低贷款

门槛，根据规模经营户的需要，提高动产抵押贷款额

度。 

建立土地承包和流转信息系统，构建完善的流转

信息网络。地方政府要承担起土地流转指导、服务、

管理的职责，进一步做好纠纷调处和仲裁工作。县、

乡两级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管理制度，鼓励和支

持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切实为农民

和各规模经营主体做好服务工作。树立和培育土地规

模经营典型，总结宣传的新经验和新亮点，大力推广

各地的好做法，好经验，把实施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

好处向农民讲清楚。开展农业保险，政府对规模经营

户给予保费补贴，减少因灾害给规模种植户带来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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