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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家庭农场发展研究 

王昕 

近年来,“谁来种田､ 怎样种田”的问题日益凸显｡ 为破解这一难题,上海市松江区从 2007年开始,结合当地实

际,开展创办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探索与实践｡  

12 年来,松江区家庭农场不断探索实践,从规范､ 融合发展到提升发展,取得了生产发展､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 生态改善､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显著成效,使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以迅速推广｡  

一､家庭农场发展回顾 

松江区家庭农场是指在同一行政村或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民家庭为经营主体,主要依靠本地家庭劳动力,实现生产规模

化､专业化和集约化,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有效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生产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回

顾家庭农场发展,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 

(一)探索发展阶段 

1.探索发展粮食家庭农场｡2007年秋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在全区探索发展规模在100—150亩的粮食家庭农场,当年建

立粮食家庭农场 597户,占家庭农场经营比例为 56.2%｡至 2018年,全区粮食家庭农场已发展到 921户,占家庭农场经营比例为 95%

｡ 

2.探索发展种养结合家庭农场｡2008 年在粮食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发展“种粮+养猪”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将养猪产生的粪尿

液通过自然发酵处理后用于自己经营的农田内,从而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经营主体的种养结合农业循环生产模式｡当年进行试点

发展了 4户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至 2018年底,松江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已发展到 91户｡ 

3.探索发展机农一体家庭农场｡2010 年在完善农机合作社的基础上,开展了机农一体家庭农场试点,探索农机服务新模式,培

育家庭农场经营者既能生产,又会自己操作现代农业机械,使家庭农场真正成为自耕农｡当年通过系统培训和标准化创建,发展了

97户机农一体家庭农场,至 2018年机农一体家庭农场已发展到 672户｡ 

(二)规范发展阶段 

1.规范土地流转｡松江在家庭农场发展中坚持鼓励和规范土地流转,重点把握和平衡好土地承包农户与家庭农场经营者之间

的利益关系｡一.是以“依法､自愿､有偿”为原则,推行统一流转农民承包土地｡先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委托给村委会,村委会再通

过村民自治民主程序把土地经营权给真正有志于从事农业想种田､能种田､会种田的有能力从事规模化生产的家庭农场户经营｡

二是发挥政策杠杆调节作用,及时调整土地流转政策｡土地流转价格由 2007 年每亩 400 元左右调整为以 250 公斤/亩稻谷实物折

价,土地流转费随粮食收购价变动,流出土地农民和家庭农场之间的利益由市场调节｡据了解,实行流转价格实物折价政策以来,

松江区土地流转费处于上海各区的最低位,2018 年土地流转均价仅为每亩 750 元/亩｡目前,全区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率达

99.8%,使家庭农场得以健康稳定发展｡三是对老年农民实行鼓励土地流转政策,只要老年农民将承包土地交给村统一流转,可增

加享受每月 624元的到龄退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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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松江区在家庭农场发展中坚持培育引导农民专业化,建立了家庭农场准入和考核淘汰机制｡根据区

政府《铁于进一步巩固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的家庭农场基本原则,家庭农场准入条件,家庭农场组建程序,在农民自

愿申请的基础上实行民主选拔､择优选择,把土地真正交给想种田､会种田､能种好田的农户经营｡同时每年对家庭农场进行 4次考

核,对考核不合格的家庭农场实行淘汰退出机制｡ 

3.完善制度设计｡一是坚持适度规模｡松江家庭农场从开始到现在都坚持了每户 100—150亩适度规模经营,因为 100—150亩

经营规模既符合现有农机装备下以家庭自耕为主的生产能力,又考虑到了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效益以及农村富余劳力状况｡二是坚

持延长经营期｡延长经营期是稳定家庭农场经营队伍,保护家庭农场经营权的重要基础,松江区家庭农场承包期随着家庭农场发

展逐年延长｡从最初的签订一年经营合同,到 2010年的签订至少 3年经营合同,再到现在的要求签订 5年及以上经营协议｡三是完

善政策｡为了鼓励家庭农场发展,2007 年松江区农委､区财政局联合下发了《松江区关于鼓励发展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意见》,制

定了对家庭农场每亩 200 元土地流转费补贴政策;2011 年为了规范家庭农场发展,松江区政府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巩固家庭农场

发展的指导意见》,2013 年､2014 年松江区农委又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家庭农场发展的意见》《关于推进机农一体家庭

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将家庭农场每亩 200元土地流转费补贴由直接补贴调整为考核奖励｡2016—2018年度又分别出台了《松

江区家庭农场考核奖励实施意见》,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对家庭农场的考核管理｡ 

4.搞好配套服务｡松江家庭农场发展之初,就围绕家庭农场的生产需求,建立了涵盖良种供繁､农资配送､农机服务､粮食烘干

､农技指导､农业金融和信息服务等服务体系,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服务｡目前,建立了 3个良种繁育基地,粮食作

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建立松江区农民专业合作联社,联社下有农资供应门店 10 家,有年加工优质大米 2000 吨的加工厂 1 个,

对家庭农场开展农资配送和优质稻米加工服务,粮食烘干设施装备能力达到 2800 吨/日,基本实现了家庭农场粮食收割､出售､烘

干一条龙服务,改变了原来粮食收割后靠晒马路的习惯,解决了家庭农场晒粮难的后顾之忧｡气象信息和农技指导通过中国移动

发送到每一个家庭农场,使家庭农场及时掌握天气情况,采取应对措施,同时有效解决了农技推广最后 1公里的问题｡ 

(三)提升发展阶段 

松江家庭农场发展经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2012 年 2 月 22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松江的实践和经验值得

重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来松江专题调研家庭农场｡2013 年,家庭农场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各地纷纷到松江学习家庭

农场发展经验,中央､市的重要新闻媒体也持续关注报道松江家庭农场｡2013 年底,松江区召开了家庭农场总结大会,松江家庭农

场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发展｡ 

1.进一步推进了机农一体家庭农场发展｡2014 年松江区农委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推进机农一体家庭农场发展的指

导意见》,重点推进“一户经营､互助作业”的机农互助点模式,完善规范了机农互助点的设置标准,以“主体明确､产权明晰､范

围确定､场所固定”为原则,对农机进行统一配置､经营､维护,提髙了农机的利用率和作业质量｡并以机农互助点建设为抓手推进

机农一体家庭农场发展,至 2018 年全区已建设机农互助点 100 个,发展机农一体家庭农场 672 户,比 2014 年增加了 267 户,增幅

达 166%,实现了农机作业服务的全覆盖｡ 

2.进一步延长了家庭农场经营期｡2014—2015年家庭农场调整的村,调整后家庭农场经营期大都签订了至少5年｡今年又推进

了种养结合､机农一体及优秀家庭农场经营期延长至 10 年的工作｡今年家庭农场调整后,全区签订 5 年及以上经营期的家庭农场

有 506户,占 45.2%,其中签订 10年经营期的有 139户,经营期延长至 60岁退休的有 117户｡ 

3.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规模｡近两年在家庭农场发展中,通过逐步减少户数来适度扩大家庭农场经营面积^2018 年松江区家庭

农场户数为 921户,比 2013年减少了 346户;户均经营面积 152亩,比 2013年增加 52亩｡ 

二､发展家庭农场主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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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了基本农田,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 

组建家庭农场后,松江区粮田由本地农民规范种植,改变了过去三分之一粮田有不规范种植､掠夺性生产的情况,通过农业减

肥减药､三三制､一茬一养制等措施更有利于培肥地力,也使农田环境整洁,进一步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对保护基本农田作用明

显,也有效促进了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其次是发展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和推进秸秆还田,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折纯氮减

少 30%｡ 

(二)提高了资源利用率,稳定了粮食生产发展 

推行家庭农场后,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提高,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种好种足粮食作物,耕地得到更好保护,促进了耕地质量提

高｡并且促进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农机实现了全程机械化｡2018 年全区水稻亩产 585 公斤,比推行家庭农场前增产 34 公斤,

粮食生产实现持续丰收｡ 

(三)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 

家庭农场的发展,不仅培育了一批有经验､有技术､会经营的专业农民,还实现了现有生产条件下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合理配

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进了粮食生产专业化进程,推进了农民持续增收｡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 2018 年户均年收入 13.8 万元左

右,比 2007年刚组建时的提髙 6.3万元｡ 

三､今后的发展方向 

为使家庭农场由规范发展转向融合发展､提升发展､可持续发展,松江在未来从四个方面打造家庭农场“升级版”｡ 

(一)进一步提高家庭农场经营能力水平 

家庭农场发展至今,典型先进涌现不少,但是整体经营管理水平还是参差不齐｡一方面,要加强培训｡继续加强农业实用技术

培训､农机操作培训,加大职业农民培训力度,使松江的家庭农场经营者都能成为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和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

民,整体提升松江家庭农场生产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考核｡坚持以负面清单的考核方式来抓好家庭农场的日常

管理,不断完善考核办法,加大考核力度,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好相关管理制度,坚决淘汰种田责任心差､不善管理､经营能力差､

考核又不合格的家庭农场｡让家庭农场逐步树立种田不但要技术过硬,还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断提高家庭农场整体水平｡ 

(二)延长经营期,稳定家庭农场经营权 

经营权稳定就是农业稳定,自身才会有所投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继续延长经营期,对机农一体､种养结合和考核

评为优秀的这些家庭农场,在 50岁以下的原则上通过一定申报程序都要签订 10年经营合同,50岁以上的经营期签订到退休为止｡

同时应建立保护家庭农场经营权的相关法律政策,从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予以保障｡ 

(三)深入推进家庭农场供给侧改革 

着眼于做好做强松江大米品牌,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可持续增收｡一是进一步扩大优质品种种植面积｡推进松江大米品

牌化建设,来提高家庭农场收入｡二是培育家庭农场自主经营品牌｡培养和树立更多像李春风､沈万英､孙红荣等典型家庭农场,鼓

励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创立农业品牌,达到生产和经营效益双赢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为松江家庭农场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和活力,以此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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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家庭农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松江区为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城乡一体化机制,支持家庭农场经营者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简称“职保促

进家庭农场发展,对符合条件､自愿参保且正常缴费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其参保缴费,财政予以补贴,每个家庭农场 1 名｡按家庭农

场经营者月基本缴费基数(按本市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计算)金额的 60%进行补贴｡享受补贴的最髙期限以个人参加

职保缴费累计满 15 年(含个人镇保折算职保的年限､以往个人缴纳职保的年限)为限｡到目前,松江区已有 116 户家庭农场参加职

保,205户正在申请办理手续之中,真正解决了家庭农场的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上海市松江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