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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经营主体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
 

农户兼业化、
 

农民老龄化、
 

农村空心化使得农村劳动力紧

缺,
 

因地制宜地研究新型经营主体劳均适度规模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对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新

型经营主体调查数据及石门镇各村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基于利润最大化,
 

从产业异

质化视角,
 

以劳均适度规模为出发点,
 

测算出不同产业类型新型经营主体的适度经营规模,
 

并运用熵权法评估石门

镇村级适度规模实现难易程度.
 

结果显示:
 

①
 

石门镇新型经营主体大部分未能达到适度规模,
 

只有少部分主体达

到或超过适度规模值.
 

劳均适度经营规模中“度”值最大的为果蔬产业(3.42
 

hm2),
 

最小的为花木产业(0.29
 

hm2).
 

②
 

石门镇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难度整体较大,
 

其中李家村为较易,
 

金龙村、
 

白坪村为一般,
 

永安村为较难.
 

测算出不

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适度经营规模,
 

明确地区实现适度规模难易程度,
 

可认识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新型农业发展的

差异,
 

有助于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差别化培育,
 

为丘陵山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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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business
 

entit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
tion.

 

Part-time
 

farming,
 

the
 

aging
 

of
 

farmers,
 

and
 

the
 

hollowing
 

out
 

of
 

rural
 

areas
 

have
 

caused
 

a
 

shor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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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ural
 

labor.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appropriate
 

scale
 

of
 

labor
 

per
 

capita
 

of
 

new
 

business
 

ent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new
 

business
 

entities
 

in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demonstration
 

park
 

in
 

Shimen
 

Town,
 

Jiangjin
 

District,
 

Chongqing,
 

and
 

the
 

so-
cial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of
 

the
 

villages
 

in
 

Shimen
 

Town.
 

Using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based
 

on
 

profit
 

maxim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taking
 

the
 

moderate
 

scale
 

of
 

labor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appropriate
 

business
 

scale
 

of
 

new
 

business
 

enti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is
 

calculated,
 

and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fficulty
 

of
 

realizing
 

the
 

ap-
propriate

 

scale
 

of
 

Shimen
 

Tow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Most
 

of
 

the
 

new
 

business
 

entities
 

in
 

Shimen
 

Town
 

failed
 

to
 

reach
 

the
 

appropriate
 

scale,
 

and
 

only
 

a
 

small
 

number
 

of
 

entities
 

reached
 

or
 

exceeded
 

the
 

ap-
propriate

 

scale
 

value.
 

The
 

fruit
 

and
 

vegetable
 

industry
 

(3.42
 

hm2)
 

was
 

the
 

largest
 

‘degree’
 

value
 

in
 

the
 

moderate
 

operating
 

scale
 

of
 

average
 

labor,
 

and
 

the
 

smallest
 

was
 

the
 

flower
 

and
 

tree
 

industry
 

(0.29
 

hm2).
 

②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whole
 

Shimen
 

Town
 

to
 

achieve
 

a
 

moderate
 

scale
 

of
 

operation.
 

Among
 

which,
 

Li-
jia

 

Village
 

is
 

easier,
 

Jinlong
 

Village
 

and
 

Baiping
 

Village
 

are
 

in
 

average,
 

and
 

Yongan
 

Village
 

is
 

more
 

diffi-
cult.

 

Calculating
 

the
 

appropriate
 

operating
 

scales
 

of
 

new
 

business
 

enti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clarifying
 

the
 

difficulty
 

of
 

achieving
 

appropriate
 

scales
 

in
 

the
 

regions
 

can
 

help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dustries,
 

help
 

to
 

promote
 

the
 

differentiated
 

cultivation
 

of
 

new
 

operating
 

entit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achieving
 

appropriate
 

scale
 

operation
 

for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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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
 

农村、
 

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农业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
 

保

护生态环境、
 

保证数亿农民就业与增收的重要使命.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
 

农业生产要素组合和发展的地域空间发生着显著变化,
 

农村人口离乡进城,
 

农民老龄化、
 

耕地非农

化、
 

农村空心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谁来种地的问题十分严峻[1].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大力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应对当前农业经营方式面临新挑战的有效举措[2].
 

自2008年十七

届三中全会以来,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政府工作报告、
 

“十四五”规划、
 

中央一号文件

(2009年、
 

2010年、
 

2012-2016年、
 

2018-2021年、
 

2023年)等相关文件中多次明确提出,
 

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使农业经营方式更好体现集约化、
 

规模化要求,
 

有利于推动农业更好、
 

更快实现现代化.
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下,

 

各生产要素达到最优组合且有效运行,
 

并取得最佳经济效

益的生产规模,
 

因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
 

故适度规模很大程度指土地适度规模[3].
 

在当前

农业发展过程中,
 

适度规模经营是“规模化、
 

集约化”农业转型的必经之路.
 

适度规模理论要求现代农业发

展首先必须形成一定规模,
 

规模效益才会显现并有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
 

但是,
 

这并非意味着规模越

大经济效益就一定越高,
 

关键在于规模的适度性.
 

在耕地资源有限的约束下,
 

不同地区、
 

不同主体、
 

不同产

业适度经营规模多大为宜,
 

成为关注的焦点[4].
 

目前关于农业适度经营规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学者们

以不同视角进行适度规模测算,
 

主要基于收入尺度、
 

利润或效率最大化、
 

土地产出率等单一目标,
 

或多目

标相结合.
 

如林善浪[5]认为在劳动、
 

资金、
 

土地三者生产率不能兼顾时,
 

土地生产率不降低应该是首要条

件;
 

郭庆海[6]指出,
 

效率和收入是确定适度规模经营的两个合理尺度,
 

收入尺度更符合我国国情.
 

在测算

适度规模的“度”时方法也有所不同,
 

多采用生产函数法、
 

直观评估法、
 

经验法、
 

统计分析法、
 

指标评价法

等,
 

如刘洪彬等[7]在研究东北三省农村土地适度规模时主要采取统计分析方法;
 

王嫚嫚等[8]运用Translog
生产函数从规模报酬、

 

生产利润和生产成本视角测算了江汉平原水稻种植适度规模;
 

马遇伯等[9]运用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了陕西省白水县苹果种植的适度规模;
 

徐海南[10]在确定

苏南地区适度经营规模时运用了经验法.
 

不同地区、
 

不同主体、
 

不同产业“度”值测算结果也相异,
 

如田雨

露等[4]基于收入尺度研究吉林省家庭农场适度经营规模,
 

表明旱地适度规模为9.80~12.50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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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模为3.60~4.60
 

hm2;
 

辛良杰[11]基于2016-2017年中国粮食类家庭农场研究,
 

表明户均适度规模为

13.00~14.00
 

hm2,
 

约为全国户均耕地面积的30倍;
 

金生霞等[12]研究认为河西走廊地区劳均和户均经营

规模分别为2.57~3.57,
 

5.23~7.28
 

hm2,
 

Zhang等[13]从产量、
 

利润和生产成本3个视角测算了陕西省苹

果种植的适度规模,
 

适度规模值分别为0.87~1.53,
 

0.2~0.53,0.87~1.53
 

hm2[13].
 

规模报酬问题也是适

度规模研究关注的重点,
 

在不同地区的研究中,
 

大部分学者表示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
 

有的学者还表示在

粮食生产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减,
 

如卢华等[14]、
 

许庆等[15]对江苏省分别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存在规模经济;
 

钱

贵霞等[16]认为耕地规模小于0.67
 

hm2 时规模报酬递减,
 

大于0.67
 

hm2 时规模报酬递增.
 

但是目前全国适

度规模测算标准能否普适,
 

何种标准才是最佳,
 

仍未能得出统一意见[17].
综上所述,

 

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农户层面的传统农作物,
 

或以单一产业类型的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
 

且研究多针对全国大尺度或农业基础较好的平原地区,
 

而村域是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重要载体,
 

相关

研究仍较缺乏[18].
 

那么,
 

相对落后的丘陵山区其新型经营主体经营规模的适度值为何? 在已有自然条

件、
 

基础设施条件的基础上实现适度经营的难易程度如何? 新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如何才能因地制宜?
 

这些问题是发展现代农业亟须探讨的.
 

丘陵山区较平原地区而言,
 

地理条件“先天不足”,
 

重庆市作为西

南的典型丘陵山区,
 

土地流转面积小,
 

形状不规则且地块破碎,
 

农机水平低,
 

传统农户的小规模生产难

以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对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有一定阻碍[19].
 

农村空心化、
 

农业兼业化、
 

农民老龄化

使得农村劳动力紧缺,
 

使得乡村劳动力成为影响丘陵山区新型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
 

为此,
 

有必

要根据丘陵山区资源禀赋、
 

社会经济基础、
 

政策、
 

市场等条件,
 

立足于村域尺度,
 

明确不同产业新型经

营主体劳均适度经营规模.
 

因此,
 

本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为例,
 

基于利润最大

化,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测算不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劳均适度经营规模的“度”值范围,
 

在此

基础上评价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的难易程度,
 

以期为因地制宜、
 

因产业制宜地发展新型农业,
 

推进丘陵山

区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北长江之滨(105°57'20″-106°4'50″E,
 

29°5'10″-
29°12'20″N)(图1),

 

辖区面积99.50
 

km2,
 

辖4个行政村,
 

海拔200~715
 

m,
 

地形以丘陵为主,
 

北高南低,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年平均生长期342
 

d.
 

石门镇交通便利,
 

距江津城区42
 

km,
 

距重庆主城80
 

km,
 

拥有长江黄金水道、
 

成渝铁路两大水陆交通动脉,
 

吴朱二级公路横贯全境.
 

总人口4.8万人,
 

截至2019
年,

 

石门镇农业人口3.4万人,
 

占总人口的70%以上,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9
 

020元.
 

境内区位独特、
 

资源丰富,
 

有“一山、
 

一佛、
 

一园”,
 

其中一园便是生态农业观光园,
 

园内有近666.67
 

hm2 晚熟柑橘基

地、
 

1
 

333.33
 

hm2 优质花椒基地、
 

66.67
 

hm2 红叶石楠基地、
 

80.00
 

hm2 黄花梨基地、
 

166.67
 

hm2 特色

水产养殖基地,
 

新型农业发展态势良好,
 

各村均有分布(图1),
 

曾获“花椒之乡、
 

晚橘之乡”等殊荣.
 

2012年

被重庆市确定为市级特色农业示范园,
 

同年,
 

中国科协确定其为全国科普示范基地;
 

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

旅游部认定其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江津区石门镇自然地理数据、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经济统计资料和新型经营主体

调查数据等.
 

石门镇乡镇区划矢量边界数据及2018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来源于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经济统计资料从江津区2019年统计年鉴及石门镇的农经年报中获取,
 

来源于重庆市江津区

政府及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调查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8-2020年对江津区石门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调查所得,
 

新型经营主体名单来源于江津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根据新型经营主体注册登记的名单,
 

增补新注册登记以及删减已注销的主体相关信息.
 

在实际调查中,
 

首先对各村社会经济、
 

劳动力、
 

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整体情况等进行了解,
 

再对各村新型经营主体进行访谈调查,
 

并结合电话访谈,
 

详细

了解各主体基本特征及经营规模、
 

投入、
 

收益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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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渝S(2021)006号

图1 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位图及不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分布图

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共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96户,
 

调查过程中,
 

除农机专业合作社外,
 

共调查86
户,

 

有效问卷74份,
 

问卷有效率86.05%.
 

根据调查结果,
 

对石门镇新型经营主体数据进行处理,
 

并参考

江津农委函〔2015〕152号等文件中的产业类别,
 

在综合考虑产业特性和经营规模2个指标的基础上,
 

按其

产业性质划分为果蔬、
 

花椒、
 

花木、
 

粮油、
 

综合、
 

水产6个产业类别(图2),
 

其中果蔬、
 

花椒产业新型经营

主体数量较多,
 

分别有24,26户,
 

共占总数的65.57%;
 

花木、
 

水产产业分别有5户,
 

各占6.76%;
 

粮油产

业有8户,
 

占10.81%;
 

综合产业有6户,
 

占8.11%.
 

家庭农场数量最多,
 

本研究涉及的所有产业均有发

展,
 

其中,
 

花椒家庭农场最多,
 

有17户,
 

花木和水产家庭农场最少,
 

各1户;
 

农民合作社除未发展花木和

综合产业外,
 

其余产业均有,
 

果蔬、
 

花椒、
 

粮油产业均为4户,
 

水产最少,
 

为2户;
 

龙头企业除水产产业外,
 

其余产业均有发展,
 

果蔬产业最多,
 

有5户,
 

花椒和粮油产业最少,
 

各有1户;
 

种养大户除花木、
 

综合产业

外,
 

其他产业均有,
 

花椒产业最多,
 

有4户,
 

粮油和果蔬产业最少,
 

各有1户.

图2 不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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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适度经营规模模型选择

现有研究选用不同的方法测算适度规模,
 

多从收益最大化、
 

收入均等化、
 

土地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机

会成本等角度确定适度规模,
 

主要集中在结合当地生产力水平及资源禀赋情况测算适度规模,
 

一般根据收

益最大化原则来确定[21-22];
 

结合主体经营农业还是外出务工的选择性来看,
 

应该根据主体的机会成本理论

来测算适度规模[23-26].
 

前人研究成果表明,
 

土地、
 

劳动力是影响山区新型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山区土地

细碎、
 

劳动力紧缺,
 

要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需进一步明确现有条件下劳均适度规模,
 

故本研究运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基于利润最大化测算适度经营规模值.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模型是指在既定生产力水平下的一定时期内,

 

生产要素和投

入要素在达到最优利润下的相互关系,
 

这一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中,
 

对于农业技术经

济数量分析也具有特殊意义,
 

但该理论的应用需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如技术、
 

政策条件比较稳定[27].
 

C-
D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TR=P×Q-C (1)
式中:

 

TR 为农产品总利润;
 

P 为农产品价格;
 

Q 为农作物产量;
 

C 为农产品的生产成本.
Q=ALαKβHλ (2)

式中:
 

L 为劳动力投入量,
 

包括长期雇工、
 

临时雇工和机械转化劳动力的数量;
 

K 为资本投入量,
 

包括固

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固定资本包括建设生产设施用地、
 

购买农机及农机折旧费用,
 

流动资本主要包括化肥、
 

农药、
 

种子、
 

种苗、
 

农膜、
 

水电等;
 

H 为土地投入量,
 

即耕作总面积;
 

A 为其他影响因素;
 

α,β,λ分别为劳

动力、
 

资本和耕地的产出弹性.
 

当α+β+λ<1时,
 

规模报酬递减,
 

表明扩大生产规模不能增加收益水平,
 

但是必然存在各生产要素的最低投入量及最佳配合[12];
 

当α+β+λ=1时,
 

规模报酬不变,
 

表明生产规模

扩大对利润影响不大,
 

需要提高技术,
 

才能增加经济效益;
 

当α+β+λ>1时,
 

规模报酬递增,
 

说明扩大生

产规模可增加经营主体收益水平.
C=wL+rK +nH (3)

式中:
 

w 为劳动力工资;
 

r为资本的价格;
 

n 为土地租金.
TR=P×ALαKβHλ -(wL+rK +nH) (4)

  对(2)式两边取对数得:

lnQ=lnA+αlnL+βlnK +λlnH (5)

  根据利润最大化实现条件,
 

计算出劳均最优经营规模公式为:

H ** =
r×w
α×n

(6)

2.2.2 适度规模实现难易程度诊断模型

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并不是普适的,
 

受到资源禀赋、
 

劳动力、
 

农业机械化率、
 

土地租金等多因素影响.
 

现

有研究表明,
 

土地资源是影响适度经营规模发展的首要要素,
 

土地资源越丰富的地方,
 

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越容易[28],
 

此外,
 

乡村劳动力、
 

农业机械化率等也是促进规模经营的重要因素,
 

而土地流转费用、
 

劳动力

工资等则对规模经营有一定的负向作用,
 

因此本研究选取劳均耕地面积、
 

土地流转率、
 

农村劳动力、
 

农业

机械化率、
 

土地流转费用、
 

劳动力工资等6个指标,
 

运用熵权法计算适度规模形成的难易程度.
 

熵权法能

够充分利用数据所传递出的信息熵,
 

并以此来判断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可以降低主观所造成的误差[29].
 

首先采用 Min-max方法对数据进行量化统一,
 

公式如下:

pij =
xij -min(xj)

max(xj)-min(xj)
或pij =

max(xj)-xij

max(xj)-min(xj)
(7)

式中:
 

pij 为无量纲化处理后的第i个单位的第j个指标,
 

其中0≤pij≤1;
 

xij 为指标原始数据,
 

max(xj),
 

min(xj)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计算指标层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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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j =
pij

∑
m

i=1
pij

(8)

  计算指标层熵值:

ej = -1
ln

 

m  ∑
m

i=1
pijlnpij (9)

式中:
 

若pij 为0,
 

则定义pijlnpij 为0.
  计算指标层权重:

wj =
1-ej

∑
j
1-ej

(10)

  综合评价得分为:

F=∑wjyij (11)

  根据辛良杰[11]的研究成果,
 

将适度规模实现难易程度划分为5个等级(以F 值0.2,
 

0.4,
 

0.6.0.8为

临界值),
 

即困难、
 

较难、
 

一般、
 

较易、
 

容易.

3 结果分析

3.1 不同产业类型经营主体基本特征

根据调查结果,
 

不同产业类型经营主体特征及经营耕地面积情况如表1所示,
 

果蔬产业经营主体

平均年龄为49.95岁,
 

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0.37年,
 

经营耕地面积为0.20~27.00
 

hm2,
 

平均经营耕

地面积为6.26
 

hm2.
 

花椒产业经营主体平均年龄为48.69岁,
 

平均受教育程度为8.62年,
 

经营耕地

面积为0.67~21.33
 

hm2,
 

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5.81
 

hm2.
 

花木产业经营主体平均年龄为43.40岁,
 

平

均受教育程度为11.60年,
 

经营耕地面积为4.33~40.00
 

hm2,
 

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13.53
 

hm2.
 

粮油产业

经营主体平均年龄为43.00岁,
 

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2.25年,
 

经营耕地面积为2.40~41.33
 

hm2,
 

平均经营

耕地为12.22
 

hm2.
 

综合产业经营主体平均年龄为45.50岁,
 

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2.00年,
 

经营耕地面积为

3.33~133.33
 

hm2,
 

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40.02
 

hm2.
 

水产产业经营主体平均年龄为44.20岁,
 

平均受教

育程度为12.20年,
 

经营耕地面积为0.40~8.33
 

hm2,
 

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2.81
 

hm2.
 

总体来看,
 

经营主

体最大年龄为63岁,
 

最小为28岁;
 

平均年龄相差不大,
 

集中于40~50岁.
 

这部分人群因生活、
 

家庭压力

较大,
 

因而多从事与传统农业有别的现代农业.
 

受教育程度最低为未受教育,
 

最高为大学本科毕业,
 

相差

较大;
 

因花椒产业为江津区打造的重点产业,
 

技术较为成熟,
 

且懂技术的种植户较多,
 

受教育程度对种植

花椒的影响较小,
 

故花椒产业受教育程度最低(8.62年).
 

经营耕地面积最小为果蔬产业(0.20
 

hm2),
 

最大

为综合产业(133.33
 

hm2);
 

综合产业种养类型较多,
 

占地面积通常较大,
 

水产产业能在小面积区域利用深

度获得较大收益,
 

因此占地面积较小.
表1 不同产业类型经营主体特征及经营耕地面积

产业类型
年龄/

岁

平均年龄/

岁

受教育程度/

年

平均受教育

程度/年

经营耕地

面积/
 

hm2
平均经营耕地

面积/
 

hm2

果蔬 40~57 49.95 0~16 10.37 0.20~27.00 6.26

花椒 30~63 48.69 4~15 8.62 0.67~21.33 5.81

花木 30~53 43.40 9~16 11.60 4.33~40.00 13.53

粮油 36~54 43.00 6~16 12.25 2.40~41.33 12.22

综合 40~52 45.50 0~15 12.00 3.33~133.33 40.02

水产 28~55 44.20 9~16 12.20 0.40~8.33 2.81

  各产业劳动力投入情况如图3所示,
 

各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在进行农业生产时,
 

农忙季节均需要雇工,
 

临时雇工人数均多于长期雇工人数.
 

果蔬产业家庭平均劳动力为2.88人,
 

平均需长期雇工2.45人,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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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雇工6.79人,
 

果蔬生产过程中,
 

需要人工照料时间较长,
 

如石门镇特色产业“清见”柑橘,
 

开花、
 

挂果

同时出现,
 

在柑橘成熟时,
 

就需要雇临时工进行采摘、
 

包装等.
 

花椒是石门镇的另一特色产业,
 

花椒产业家

庭平均劳动力为2.73人,
 

平均需长期雇工1.80人,
 

平均临时雇工11.96人,
 

成熟采摘时需要劳动力较多,
 

多以临时雇工为主.
 

花木产业家庭平均劳动力为2.80人,
 

平均需长期雇工2.40人,
 

平均临时雇工3.25
人.

 

花木产业平时需要人工照料、
 

修剪、
 

施肥,
 

销售时需要雇少量工人进行搬运.
 

粮油产业家庭平均劳动力

为3.13人,
 

平均需长期雇工2.40人,
 

平均临时雇工8.25人.
 

发展粮油产业平时需要施肥、
 

除草,
 

要少量

的长期工人,
 

虽然目前很多地方已经能够机械收割,
 

但是在播种和收割季节仍需要雇临时工协助.
 

综合产

业家庭平均劳动力为2.83人,
 

平均需长期雇工3.00人,
 

平均临时雇工10.50人.
 

综合产业经营面积较大,
 

种养品种较为复杂,
 

发展项目多样化,
 

需要投入的劳动力则更多.
 

水产产业家庭平均劳动力为3.00人,
 

平

均需长期雇工2.60人,
 

平均临时雇工2.33人.
 

水产产业一般会雇用长期工人进行看管或者运输产品,
 

捕

捞时则会请少量的临时工人.

图3 不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平均投入劳动力数量

不同产业类型平均耕地面积及投资情况如表2所示,
 

月均劳动力工资为2
 

355.54~3
 

508.97元,
 

每公顷地租为6
 

093.03~11
 

471.91元,
 

固定资本投入为41
 

780.00~69
 

812.50元/年,
 

流动资本投

入为1
 

989.56~37
 

070.56元/年.
 

其中,
 

粮油产业劳动力工资和固定资本投入最多,
 

水产产业劳动

力工资和固定资本投入最少,
 

果蔬产业每公顷地租投入最多,
 

综合产业年均流动资本投入最多.
表2 不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平均资本投入

产业类型 劳动力工资/(元·月-1) 地租/(元·hm-2) 固定资本/(元·年-1) 流动资本/(元·年-1)

果蔬 2
 

804.21 11
 

471.91 51
 

450.00 3
 

682.99

花椒 3
 

211.68 6
 

093.03 48
 

273.08 4
 

678.33

花木 3
 

255.94 10
 

354.67 56
 

400.00 12
 

257.14

粮油 3
 

508.97 7
 

664.79 69
 

812.50 1
 

989.56

综合 2
 

662.67 8
 

609.40 61
 

433.33 37
 

070.56

水产 2
 

355.54 8
 

226.78 41
 

780.00 9
 

092.50

3.2 不同产业类型经营主体劳均适度规模

经SPSS回归分析,
 

消除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
 

模拟结果如表3所示,
 

果蔬、
 

花椒、
 

粮油、
 

综合产业在

0.05水平下均小于0.1,
 

显著性较好,
 

水产和花木产业在0.05水平下显著性稍弱于其他产业.
 

果蔬、
 

花椒

产业R2 大于0.65,
 

说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农产品产量的65%以上能被该模型解释,
 

花木、
 

粮

油、
 

综合、
 

水产产业R2 均大于0.85,
 

说明拟合效果较优,
 

农产品产量的85%以上能被该模型解释,
 

能用来

测算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
从规模报酬系数来看,

 

果蔬、
 

粮油、
 

综合产业的劳动力、
 

资本和土地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依次增大,
 

说明

土地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
 

资金投入次之,
 

劳动力影响力为三者中最小,
 

这几类产业为土地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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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
 

水产产业的土地产出弹性系数大于资金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
 

说明土地对产出的影响最大,
 

劳动

力影响次之,
 

资金影响较小,
 

这几类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花木产业资金产出弹性系数最大,
 

劳动力次

之,
 

土地影响相对较小,
 

说明在花木生产过程中资金影响较大,
 

其次是劳动力,
 

最后是土地,
 

花木产业为资

金密集型产业.
 

果蔬和水产产业弹性系数之和小于1,
 

存在规模报酬递减,
 

说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扩大经

营规模对增加经济效益是无效的.
 

花椒、
 

粮油、
 

综合产业产出弹性系数之和均明显大于1,
 

存在规模报酬递

增,
 

说明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能增加经营效益.
 

花木产业产出弹性系数之和接近1,
 

规模报酬不变,
 

说明扩大

规模对经营效益影响不大,
 

可通过提高技术来增加收益.
表3 SPSS估计结果

产业类型 常量 α β λ R2 显著性 F

果蔬 7.460 0.047 0.235 0.658 0.705 0.000b 15.897

花椒 7.350 0.183 0.065 0.887 0.659 0.000b 14.196

花木 6.432 0.307 0.473 0.286 0.993 0.103b 50.872

粮油 3.911 0.196 0.398 0.536 0.869 0.031b 8.828

综合 2.195 0.184 0.400 0.626 0.958 0.063b 15.085

水产 2.558 0.207 0.143 0.436 0.984 0.163b 19.905

  将劳动力工资、
 

地租和劳动力、
 

土地的产出弹性系数代入公式(6)中计算得出劳均适度规模,
 

户均适度

规模下限由经营主体家庭劳动力数量决定,
 

上限由家庭劳动力加上长期雇工数量决定(表4).
 

总体来看,
 

劳均适度经营规模的“度”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果蔬产业、
 

花椒产业、
 

粮油产业、
 

综合产业、
 

水产产业、
 

花木

产业.
 

果蔬产业平时管理时所需劳动力较少,
 

在养护期、
 

果实套袋期、
 

成熟期所需劳动力较多且时间较为

集中,
 

可再临时雇工,
 

因此其劳均适度规模较大;
 

花木产业平时需要人工照料、
 

修剪、
 

施肥,
 

销售时也需

要雇用工人进行搬运,
 

所需劳动力较多,
 

因此其劳均适度规模较小.
 

各产业中,
 

果蔬产业劳均适度规模

为3.42
 

hm2,
 

户均适度规模为9.84~18.22
 

hm2;
 

经营主体现实规模为0.20~26.67
 

hm2,
 

19户未达到

适度规模,
 

4户处于适度规模经营范围,
 

仅1户超过适度规模;
 

主体意愿规模为0.20~93.33
 

hm2,
 

有

1/2主体愿意扩大经营规模,
 

1/2主体愿意保持现有规模不变,
 

若实现规模扩展,
 

达到适度范围以及超

出适度范围的主体数量增多.
 

花椒产业劳均适度规模为2.56
 

hm2,
 

户均适度规模为6.98~11.57
 

hm2;
 

经营主体现实规模为0.67~21.33
 

hm2,
 

20户未达到适度规模,
 

仅1户处于适度规模经营范围,
 

5户超

过适度规模;
 

主体意愿规模为0.67~88.00
 

hm2,
 

有1/3主体愿意扩大经营规模,
 

2/3主体愿意保持现

有规模不变,
 

若实现规模扩展,
 

达到适度范围的主体数量增多.
 

花木产业劳均适度规模为0.29
 

hm2,
 

户

均适度规模为0.82~1.52
 

hm2,
 

经营主体现实规模为4.33~40.00
 

hm2;
 

现有主体均超过适度规模范围;
 

主体意愿规模为7.67~46.67
 

hm2,
 

有4/5主体愿意扩大经营规模,
 

1/5主体愿意保持现有规模不变,
 

若实

现规模扩展,
 

仍均超出适度规模.
 

粮油产业劳均适度规模为1.25
 

hm2,
 

户均适度规模为3.91~8.30
 

hm2;
 

经营主体现实规模为2.40~41.33
 

hm2,
 

2户未达到适度规模,
 

2户处于适度规模经营范围,
 

4户超过适

度规模;
 

主体意愿规模为2.40~41.33
 

hm2,
 

有1/4主体愿意扩大经营规模,
 

3/4主体保持现有规模不

变,
 

若实现规模扩展,
 

达到适度范围的主体数量增多.
 

综合产业劳均适度规模为0.97
 

hm2,
 

户均适度规

模为2.76~5.68
 

hm2;
 

经营主体现实规模为3.33~133.33
 

hm2,
 

3户达到适度规模,
 

3户超过适度规

模;
 

主体意愿规模为3.33~133.33
 

hm2,
 

有1/3主体愿意扩大经营规模,
 

2/3主体愿意保持现有规模不

变,
 

若实现规模扩展,
 

达到适度规模的主体数量不变.
 

水产产业劳均适度规模为0.65
 

hm2,
 

户均适度规

模为1.95~3.65
 

hm2;
 

经营主体现实规模为0.40~8.33
 

hm2,
 

3户未达到适度规模,
 

达到和超过适度规

模的主体均有1户;
 

主体意愿规模为0.40~16.00
 

hm2,
 

有1/5主体愿意扩大经营规模,
 

4/5主体保持

现有规模不变,
 

若实现规模扩展,
 

适度规模范围内的主体数量不变.
 

由此可见,
 

无论是现实规模还是意

愿规模,
 

未达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仍占较大比例,
 

达到适度规模区间的主体占较小比例,
 

应加强不同

区域适度规模值的测算,
 

以此鼓励未达到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扩大规模,
 

超过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缩减规

模,
 

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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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适度经营规模

产业类型
劳均适度

规模/hm2
户均适度

规模/hm2
现实规模

面积/
 

hm2 户数/户

意愿规模

面积/
 

hm2 户数/户

果蔬 3.42 9.84~18.22 <9.84 19 <9.84 15

9.84~18.22 4 9.84~18.22 6

>18.22 1 >18.22 3

花椒 2.56 6.98~11.57 <6.98 20 <6.98 18

6.98~11.57 1 6.98~11.57 3

>11.57 5 >11.57 5

花木 0.29 0.82~1.52 <0.82 0 <0.82 0
0.82~1.52 0 0.82~1.52 0

>1.52 5 >1.52 5

粮油 1.25 3.91~8.30 <3.91 2 <3.91 1

3.91~8.30 2 3.91~8.30 3
>8.30 4 >8.30 4

综合 0.97 2.76~5.68 <2.76 0 <2.76 0

2.76~5.68 3 2.76~5.68 3

>5.68 3 >5.68 3

水产 0.65 1.95~3.65 <1.95 3 <1.95 2

1.95~3.65 1 1.95~3.65 1

>3.65 1 >3.65 2

3.3 村级尺度适度规模实现的难易程度

基于劳均耕地面积、
 

土地流转率、
 

劳动力、
 

机械化率、
 

土地年租金、
 

劳动力日工资6个指标,
 

运用熵权

法计算出综合得分F(表5),
 

各村目前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难度有所差异.
 

李家村综合得分为0.69,
 

介于

0.60~0.80之间,
 

表明李家村在现有条件下较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李家村为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

核心区域,
 

地势较为平坦,
 

机械化率相对较高,
 

交通便利,
 

以发展果蔬产业为主,
 

现有新型经营主体较多且

较为成熟,
 

在此基础上推进新型经营主体,
 

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较为容易.
 

金龙村、
 

白坪村F 值分别为

0.53,0.42,
 

介于0.40~0.60之间,
 

表明金龙村和白坪村在现有条件下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难度为一般.
 

金

龙村交通方便,
 

水利设施良好,
 

以发展果蔬、
 

花椒产业为主,
 

村内有石门镇最大的龙头企业动物花香农场,
 

是发展种养、
 

休闲旅游的综合性农场,
 

占地133.33
 

hm2,
 

在综合产业中远超适度规模,
 

可以将土地流转于

附近其他新型经营主体,
 

共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白坪村地势起伏稍大,
 

以花椒为支柱产业,
 

区内有多个

花椒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但规模均较小,
 

其中极少达到适度经营规模,
 

应加强政策引导,
 

帮助解决土地流

转、
 

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问题,
 

逐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永安村综合得分为0.28,
 

介于0.20~0.40之间,
 

表明永安村在现有条件下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较难,
 

永安村地势起伏较大,
 

以花椒、
 

粮油产业为主导,
 

大部

分经营主体未达到适度规模,
 

极少数粮油和花木产业远超适度规模,
 

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
 

循

序渐进地进行引导,
 

大力扶持未达到适度规模的主体,
 

同时也要发展特色产业,
 

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表5 村级新型经营主体基本情况及适度规模经营综合得分

行政村
劳均耕地面积/

(hm2·人-1)
土地流转率/

%

劳动力/

人

机械化率/

%

土地年租金/

(元·
 

hm-2)

劳动力日工资/

(元·人-1)
F

李家村 52.50 31.2 4
 

500 30 8
 

356.50 83.10 0.69
金龙村 58.50 45.0 4

 

300 10 6
 

916.50 103.20 0.53
白坪村 54.00 32.1 2

 

300 25 7
 

198.50 99.80 0.42
永安村 60.00 10.1 2

 

500 10 6
 

628.50 107.7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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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村经济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
 

对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新型经营主体是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

业及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适度规模经营与之不可分割,
 

在政策的支撑下,
 

我国新型经营主体

逐年增多,
 

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国家重点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不断提出惠农政策,
 

重视农业服务平台发展,
 

引入新技术、
 

新设备,
 

注重农业人才培养,
 

培育高素质农民,
 

建设现代农业体系.
 

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
 

江津区提出以发展富

硒特色效益农业为抓手,
 

多措并举、
 

因地制宜、
 

规模适度、
 

大力培育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积极

探索推进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发展的好办法、
 

好路子,
 

不断发展“一村一品”,
 

积极探索推广“龙头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鼓励农民工、
 

退伍军人、
 

大学生等返乡创新创业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30],
 

引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出资、
 

相互持股,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推进乡村振兴.
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目前大部分主体现实经营规模低于适度规模,

 

经营主体要实现利润最大化,
 

可根据自身情况,
 

适当增减经营面积,
 

避免土地撂荒或者增大经营成本.
 

而主体经营规模也仍有大部分低

于适度规模,
 

目前主体扩展规模想法还较为保守,
 

扩展时也有较多阻碍.
 

调查发现,
 

虽然大部分主体有扩

展规模的意愿,
 

但由于资金不足,
 

周边农地已经流转,
 

无法形成连片种植与管理,
 

以及当地劳动力匮乏等

原因,
 

现实中扩展规模仍难度较大.
 

因此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
 

深入推动“三
变”改革,

 

先后成立了李家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村丰之源农村综合服务社有限公司、
 

重庆清

廉社区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集体经济公司,
 

通过生产加工、
 

产品销售、
 

技术指导等多种方式,
 

实现村集体

经济迅速发展,
 

整合小农户,
 

实现集中经营,
 

逐步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经营规模是动态的,

 

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
 

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下适度规模的“度”值是不同的,
 

因

此要因地因时而议,
 

不能一刀切,
 

更不是经营规模越大越好[31].
 

特别是在丘陵山区,
 

农业发展相对于平原

地区较为落后,
 

适度规模经营实现难度较大,
 

难以支撑现代农业,
 

所以更应该注重差异性,
 

根据实地情况

确定适度经营规模.
 

根据不同产业之间资源要素的差异性,
 

本研究测算出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不同产

业新型经营主体适度经营规模值,
 

以推动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加快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为丘陵山区现

代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不同产业经营主体适度经营规模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本研究只关注了适度规

模的“度”值以及村级尺度实现适度经营规模的难易程度,
 

而未从宏观、
 

微观角度探究影响适度经营规模实

现的驱动因素,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深化.
4.2 结论

立足产业异质化,
 

适度经营规模受多因素共同影响,
 

其“度”值会随某一因素变化而变化,
 

因此适度

规模是一个动态的数值.
 

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现有资源禀赋、
 

社会经济等条件下,
 

各产业新型经

营主体劳均适度经营规模“度”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果蔬产业(3.42
 

hm2)、
 

花椒产业(2.56
 

hm2)、
 

粮油产

业(1.25
 

hm2)、
 

综合产业(0.97
 

hm2)、
 

水产产业(0.65
 

hm2)、
 

花木产业(0.29
 

hm2).
 

目前果蔬、
 

花椒产

业只有极少数主体经营规模处于适度范围内,
 

大部分主体未达到适度规模,
 

花木产业全部超过适度规

模,
 

粮油、
 

水产产业少数主体处于适度规模,
 

部分未能达到或者超过适度规模,
 

综合产业部分处于适度

规模,
 

部分超出适度规模.
目前在丘陵山区新型经营主体受到耕地面积有限、

 

劳动力老龄化、
 

机械化程度较低等多因素影响,
 

造

成了规模形成过程中交易成本畸高,
 

要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石门镇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目

前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难度最大的是永安村,
 

主要受限于地形和低土地流转率,
 

金龙村和白坪村为一般困

难,
 

李家村为园区核心区域,
 

且耕地条件相对于其他村更好,
 

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则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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