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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江苏家庭农场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总量保持

快速增长，形成了多层次支持、示范性带动、规范化发展的良好发展格局。随着家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

家庭农场逐渐由家庭式经营向企业化经营转变，即家庭农场使用一定的劳动资料，以现代化企业的生产经

营方式，从事商品性农业生产以及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经营活动。深入探索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的一般规

律，明确江苏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促进江苏小农经济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的衔

接，将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

创新经营制度，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的制度创新关键是建立一个“产权明晰、

经营自主、决策科学、负担合理”的家庭农场经营制度。家庭农场经营制度的创新，应从结构的整体性和

关联性出发，在不影响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率。家庭农场经营产权制

度是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拥有资产产权划分、组合、界定、保护和运行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所有权制度、

占有权制度、支配权制度、使用权制度和受益权制度等。在实行过程中，既要注重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又要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股份合作制是家庭农场经营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必须坚持配套改革、整体推进。

作为股份合作制的家庭农场，首先应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设置职工集体股的可以不提

取，其红利部分可作为公积金。其次，提取一定比例作为股本增值，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每年可量化一

次，记入股东名下，其余则按股分红。

破解融资难题，减轻融资压力。融资问题是目前家庭农场首要解决的任务，也是制约家庭农场生产经

营发展的瓶颈。在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进程中，由于经营规模较大，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受市场价值规律

的制约，有时农产品会供过于求，使得农产品价格过低，从而导致农场亏本，无法再进行下一年的农产品

投资，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解决融资问题。为此，要加强家庭农场与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协作，积

极争取金融机构政策性补助，争取农村信用社对家庭农场的信贷支持，争取民间资本对家庭农场的积极投

入，争取银行、信用社放宽对农场主的贷款限制，降低贷款利率，实行差异性贷款模式。

推进产业化经营，提高综合经济效益。近年来，农副产品时销时滞，买难卖难交替出现，这给家庭农

场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困难和风险。只有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变化，推动农业生产的结构调整，家庭农场的

生产经营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在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生产结构调整上，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走势，

充分利用家庭农场的优势资源，开发名、特、优、新品种。推进产业化经营，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

加、销一条龙经营，使生产、收购、加工、运输、销售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减少家庭农场进入市场

的困难和风险，提高附加值，扩大市场销路。同时，积极主动地调整好农业的生产布局和数量结构，在不

断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提高家庭农场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经济效益。

转变经营观念，灵活运用品牌策略。促进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需要从传统观念向现代经营观念转变。

首先，树立产品服务社会需求的观念，努力改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以优质服务取胜。其次，树立

产品价值观念，引导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成本核算和利润核算。再次，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善于通

过市场上的质量竞争、价格竞争和服务竞争实现产品价值。此外，家庭农场还应灵活运用品牌策略，既注

重延伸品牌策略，又注重品牌创新策略。前者是如果原有的品牌市场情况很好，推出的新产品就可沿用原

有品牌；后者是当原有产品的市场情况不好，老品牌声誉不佳，通过改进或合并原有品牌而设立新品牌。



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广泛开展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的培训，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并调动和激发年轻一

代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积极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创业就业，稳定和壮大现代农业生

产经营者队伍，为家庭农场的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根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产业化

发展的需要，组织农民学习先进技术，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然而，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不仅需要农业

生产技术，还涉及成本核算、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虽然目前多数家庭农场已经配备

文化程度较高的专本科毕业生，但他们大多缺乏综合性才能。为此，必须大力引进技术型人才，加大力度

引进农村专业生产技术、信息技术、管理技术等方面人才，鼓励支持他们多发明和创新。

建立利益协调运行机制，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利益协调运行机制是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的根本保障。

为了提高家庭农场企业化经营效率，家庭农场必须建立一定的利益协调运行机制，协调多方利益，约束各

方行为，实现合作和共享资源。一方面，引导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其他经营主

体合作，特别是探索构建“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四位一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为骨干、广大农户为基础的产业

组织体系建设，促进要素优化配置、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此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还应灵活运用利益分配机制。一种是灵活运用合同保证价格、合同保护价

格以及按交易额返还利润等以合同为纽带的利益分配方式，另一种是灵活运用补偿贸易、股份合作和内部

价二次分配等以生产要素契约为纽带的利益分配方式。其中，补偿贸易是由家庭农场向生产基地或农户提

供生产建设资金，生产基地或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将所生产的农副产品按市场价或协议价，直

接供应给投资的家庭农场，以产品货款抵偿家庭农场的投入资金，直到投入资金全部抵偿完毕，联合协议

终止。股份合作是以资金、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共同入股为纽带的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内部价二次分配

是指家庭农场先以内部价格对提供初级产品单位进行第一次结算，然后在产品加工销售后，再将所得的净

利润按一定比例在家庭农场各环节进行第二次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