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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场收支日记账 

完善家庭农场经营体制 

——松江区实行家庭农场日记账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陈菊英 

2008年,松江区农经站顺应本区家庭农场发展潮流,统一建立了家庭农场日记账健全家庭农场核算机制｡经过抽

样调査的家庭农场试行､逐步完善和推广,至今实现全区家庭农场全覆盖,推动了家庭农场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一､松江区家庭农场日记账演变历程 

松江区家庭农场日记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粮食经营到种养结合等多种经营并存的演化过程,期间多次修改以适应家庭

农场发展的新形势,提高日记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家庭农场的日记账管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建立账本阶段 

2008年,松江区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建立了708户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区农经站为家庭农场度身定制“一账一表”,即收支

､农本日记账和经营状况表｡日记账首先在100户抽样调査的家庭农场试用,帮助农场主核准生产成本,真实､及时､有效记录经济

活动信息｡ 

(二)修改完善阶段 

2009年区农委组织编写《粮食家庭农场手册》,农经站负责记账管理部分｡以编写《手册》为契机,对原《家庭农场成本核算

日记账》进行了适当修改,把原来与生产经营不相关的收入项目予以删除,即把工资性收入､保障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不纳入统计

范围;将销售费､租赁费等间接成本直接体现在汇总表上,使记账本更简明易懂｡ 

(三)定型提升阶段 

2013年根据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拓展现状,一是在原有日记账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生产“三三制”实际,修改了粮食家庭农场

日记账的统计内容,将收入与成本单列,增加深翻､绿肥等核算内容,使各项收入与成本更详细直观｡并通过调查走访,完成种养结

合家庭农场生猪养殖日记账和机农一体家庭农场机械作业日记账的设计｡二是应区农经站统计汇总需要,修改､设计了调査表一

套6张,增设了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生猪养殖和机农一体家庭农场的机械作业收支基础表｡至此,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家庭农场

收支统计系统｡ 

二､建立家庭农场日记账的重要意义 



 

 2 

日记账是核算家庭农场经营效益的基础,日记账针对农场主文化程度较低且不具备财务知识等特点,采用“简便､易记”格

式,按不同作物生产周期,按照收､支发生的先后顺序,全面､准确､及时地记好收入和支出,分熟制进行统计汇总分析｡因此,建立

健全日记账对农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记好日记账对家庭农场的整体性认识和政策制定均有借鉴意义｡ 

(一)家庭农场日记账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随着松江区家庭农场的快速成长和稳定发展,其收入支出或盈余亏损已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社会各界分析研究的可靠依据之

一｡家庭农场记账本作为这一详细数据的有效来源,收集了大量农业生产中的第一手资料,每笔数据的汇集最终真实反映出家庭

农场生产经营情况｡ 

(二)家庭农场日记账是农场自身科学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 

家庭农场是一个最基本的经营单位,农场主既是生产者,也是管理者｡日记账虽然单一,但与家庭农场各个方面都有广泛联系,

账本里的每一项数据记录着农场的生产轨迹,帮助农场主清楚农场的经济状况,掌握经营方向,合理安排收入和支出,以便更好地

进行生产经营和科学管理,也是加强管理家庭农场发展的有力保障｡ 

三､松江区家庭农场日记账的特点及做法 

(一)记账对象的综合素质逐年提高 

在日记账推行初期,因抽样家庭农场主的文化基础低下､财务知识薄弱等原因,虽然经过简单培训,记账情况并不理想,不是

漏记就是错记,有的甚至不记,这给统计汇总及分析工作带来难度｡2013年日记账大幅度改版后,按照日记账要求,从文化程度､年

龄层次､经营时间､经营能力等多种角度,在纯种粮､种养结合以及机农一体类型中精心挑选相对比较稳定的农场主代表,区农经

站工作人员分五组下镇实地进行记账培训,目前50个抽样户的记账质量显著提高｡ 

(二)日记账本的内容和格式日趋完善 

一是由原来单独的粮食生产日记账增加到粮食生产､生猪养殖和机械作业3本记账本,基本涵盖了全区家庭农场的各类经营

模式｡汇总表式从1张增加到一套6张,实现由日记账一单项统计一综合汇总的层层数据汇合,提高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二是农场

主的基本信息从原来的全家统计､户籍以及保障等统计为主改为以家庭农场生产资料和从业人员信息为主,突出当年种植作物品

种和面积,并增加了机械数量与品种､棚舍面积与进出栏头数以及从业人员数量等基本信息,便于统计汇总数据的检查核对｡三是

记账内容逐步完善｡2013年将原来收支结余在一个页面改成收入与支出账页分设;在机农一体家庭农场中把自耕自割部分的收入

纳入机械作业收入,自耕自割支出列入粮食生产成本｡基于村向农场主打包收取土地流转和农用电费等情况,2014年将土地流转

费与农用电费分开｡并根据土地流转补贴改为奖励的实际,在收入中作相应调整,把200元/每亩从补贴中剔除,作为“奖励费”单

列｡这样更好地区分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补贴与奖励的关系｡ 

(三)家庭农场收益统计工作机制得到优化 

2013年以前,区农经站对日记账的现场实时指导并不多,家庭农场的原始数据采集大都依赖镇经管所完成,区农经站负责全

区汇总和分析｡2013年探索区镇上下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合力｡针对农业重镇分组下田头､入猪棚,深入家庭农场生产现场,开展面

对面的调查统计｡这种直接到农场的简单工作模式,缩短了与农场主的距离,加强了与农场主的交流沟通,区农经站联络员学到了

基础的农学知识,同时提高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时至今日,联络员仍会在生产关键农时季节直接到调查户家庭农场现场指导､监

督记账情况,促进了日记账的精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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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场主记账自觉性不断提高 

10多年来,家庭农场在发展中成长,在成长中优化｡推行生产者经营准入机制以后,一些年纪轻､文化程度高､观念新的“农二

代”不断充实到农场主的队伍中｡这些新生代农场主既有营销理念,也会关注降低成本来增加收入,从农场生产发展的长远角度

引发自觉记录日记账需求｡据统计,2018年底家庭农场923户,40岁以下121人､占13%,比2008年分别上升了4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

文化有140人､占15%,比2008年分别上升了3个百分点;子承父业“农二代”58人､占6%｡ 

四､完善家庭农场日记账的思考 

在家庭农场日记账的推行及实施过程中,虽然也遇到了农场主思想认识不当､记账动力不足､文化水平有限等问题,我们本着

边推进边培训边完善的原则,从50户抽样调查户着手,以点带面,破解难题,从无账到记账并逐步规范,向着既定目标迈进｡ 

(一)继续推进家庭农场日记账工作日臻完善 

一是及时更新家庭农场抽样调查户｡家庭农场统计抽样工作紧跟全区家庭农场发展形势,每年应随着家庭农场户数的增减而

作适当调整｡对跟踪样本户因合同到期或年龄偏大等原因退包的,及时遴选增加新的对象满足统计需要｡二是家庭农场日记账的

内容跟随经营模式､作物品种灵活调整,日记账的格式也应适应生产特点和农场主的记录习惯｡日记账推行不仅仅满足职能部门

统计的需要,更是培养农场主自身经营管理的一种理念和习惯｡ 

(二)努力加大家庭农场日记账培训力度 

通过涉农财会人员培训､新型农民培训以及50户抽样调查户现场指导和检查等各种途径,点面结合对家庭农场主开展家庭农

场日记账管理与家庭农场发展形势及扶持政策等内容的培训,以此来普及家庭农场主财务基础知识,培养记账习惯,把记账作为

生产经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而提升农场主的经营能力和管理能力｡ 

(三)积极探索家庭农场日记账网络化平台建设 

在完善手工日记账的基础上向电子版､网络版发展｡探索开发日记账信息模板和汇总功能模块,通过4G网络,农场主只需在手

机上菜单式选择录入每—笔收入和支出,系统自动生成完整的日记账｡网络化记账可以弥补现有的日记账本因页面关系不能体现

各种支出明细,减少人工汇总的差错,既方便农场主记录,区农经站又可以实时监督和统计汇总｡同时也可以提高了记账效率和精

确度,促进了统计手段的现代化｡ 

(作者单位:松江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