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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研究 

——基于湖南省衡阳县的典型调研 

陈翔宇 李燕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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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湖南衡阳县三湖镇、金溪镇小农户的问卷调研,分析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实需求,选取

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小农户个体特征五个方面的自变量和产前服务、产中服务、产后

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灾害应急六个类型服务的因变量,构建了六个 Logistic 模型,对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

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如何加大小农户社会化服务供给、精准满足小农户需求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 小农户 服务需求 

【中图分类号】F3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70(2021)-02-0137(08) 

一、研究缘起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1]
其不仅明确了中国农业发展

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明确了中国农业发展未来的方向与任务。据原农业部统计，2016年，中国有近 2.6亿户农户的经营

规模在 50亩以下，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7%左右，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82%左右，户均耕地面积 5亩左右；以此测算，未来 30年

综合考虑土地流转加快的趋势和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的年均增速有望达到 3%～4%,到

2050 年 50 亩以下的小农户仍将有 1 亿户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比重约为 50%。[2]因此，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

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必须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促进传统

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3]那么，推动农业向专业分工的社会化服务转变,就成为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有效衔接的必然选

择。 

二、研究回顾 

关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早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首次明确：“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4]作为人多

地少的全球人口大国，“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大国小农是中国难以改变的国情，其也就决定了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

陈文胜认为，受到西方经济学和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而认为小农户农业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大力推进耕地面积规模化的大农

业,“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政策与财政资源，可始终未能实现政策的预期”。[5]姚洋认为，要重新审视小农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

由于“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发展优势，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

那种贫民窟大规模出现的现象。
[6]
韩长赋认为，小农户大量且长期存在是中国与一般农业发达国家的一大区别，要实现农业和农

民问题的共同解决，必须要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共同轨道。[7]舒尔茨提出了“理性小农”论，认为传统小农作为“经济

人”已经达到要素均衡的状态，小农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具有同样的经济理性，在现有的条件下已最大限度运用了其能掌握的所

有生产要素，因而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不是规模问题.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关键是引入现代要素，其中依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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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而使用新要素是关键中的关键。[8]刘守英认为，“以服务规模化促进农业现代化”，既提高服务主体的盈利性，又使农业

经营者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形成生产主体与服务主体之间的共赢，是中国农业转型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

向。
[9]
孙新华认为，无论是湖北的“按户连片”耕种模式、江苏的“联耕联种”模式，抑或是山东的“土地托管”模式、重庆梁

平的“五种典型”模式，都是强调在不进行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如何将农户组织起来与规模化的服务进行对接，[10]进而将小农户

带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 2 亿多个小农户是中国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最广大主体和最基本力量，更是最大的

约束和主攻方向。[11]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小农户第一次作为肯定性而非作为落后的否定性写进党的文献，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推进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是对中国农业发展规律认识的历史转轨和准确把握，回归到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12]

本文基于对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定量分析法研究小农户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建立计量

模型对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分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9年 10月至 11月间我们对衡阳县金溪镇、三湖镇的实地调研，其中三湖镇主要种植水稻、金

溪镇则以竹木产业最为知名。此次调查的内容主要有四个部分，分别为农户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经营情况以

及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认知和需求，调研目的在于了解目前农户生产经营的现状，即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以及包括政府、企

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在内的各主体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否能够帮助解决。据此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金溪、三湖两镇分

别发放问卷 80份、120份，因三湖镇主要种植作物为水稻，且为衡阳县双季稻种植的示范基地，与主要种植竹木的金溪镇相比，

小农户需求的代表性较强，因此对三湖镇发放问卷较多。我们最终回收问卷 186 份，去除无效问卷，此次调查最终的有效问卷

数量是 160 份。在 160 位受访者当中，具有初中学历的受访者数量占比最高，为 66.875%;小学学历占比 18.125%。受访户主皆

为小农户，耕地规模小，其面积在 0.8 至 40 亩不等，其中 71.875%的小农户耕地面积在 0.5 区间；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小农

户土地块数集中分布在 3～8块区间，占比 72.5%,而其中又以 4块居多，占比 20.625%,个别农户土地分散数量高达 48块。有关

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认知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讨论小农户其认知的时候，需要清楚小农户具体在哪一项服务方面存在需求，并

且在实际调研中，小农户基本上表示不了解，因此本文以“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是否需要技术指导”作为反映小农户对农业社会

化服务认知情况的指标。 

在调研问卷中，60%的小农户表示其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需要技术指导，需要技术指导意味着需要社会化服务的干预，有无偿

的和有偿的形式。这也表明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认知度并不低。 

2.小农户对综合性社会化服务需求 

在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小农户最需要的服务从高到低分别是灾害应急（占比 79.375%）、提供技术信息（75%）、提

供价格信息（68.125%）、提供气象信息（61.815%）、提供政策法律信息（47.5%）、提供信用等级证明（37.5%）、组织农户集体

打工（20.625%）、提供信用（贷款）担保（17.5%）、介绍贷款渠道（10%）、组织农户集体贷款（7.5%）,这些是小农户急需的综

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集中在灾害应急和信息服务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小农户愿意接受有偿服务的意愿基本为 0。 

3.种植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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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业生产到销售的不同过程，将农业社会化服务拆分为 20项不同的环节，对于种植户而言，需求由高到低依次是购买

良种（94.96%）、购买化肥（83.45%）、水利设施（77.7%）、购买农药（72.66%）、收购与销售（65.47%）、灌溉（61.15%）、机耕

（59.71%）、大宗农作物收割（54.68%）、运输（51.8%）、大宗农作物脱粒（49.64%）、农机修理（48.92%）、加工（47.48%）、储

存（46.04%）、包装（42.45%）、租用农机（31.65%）、打药（28.78%）、购买农机（26.62%）、采摘（25-18%）、施肥（23.74%）、

播种（20.14%）,其中需求量最高的是生产资料相关和水利设施的服务，购买农药、化肥、种子等三项服务的需求在种植户中的

占比均在 72%以上，而购买良种的需求达到了 94%。小农户接受生产资料有偿服务的意愿较低，最高不超过 21%;愿意接受水利设

施有偿服务的意愿同样较低，约为 9%。在农作物收割、农机修理以及加工这三项服务方面，小农户的需求较高，占比分别为 54.68%、

48.92%、47.48%。从人数上来看，这三项服务方面愿意接受有偿服务的人数最多，其占比分别为 68.42%、76.47%、78.79%。从

比例上看，小农户接受有偿服务的意愿最高的是加工、农机修理、包装、储存四项，占比在 70%～80%之间；其次是农作物脱粒、

采摘、收割、运输四项，占比在 60%～70%之间。调研数据表明，小农户尽管在产中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最高，但其接受

有偿服务的意愿较低，而在产后的加工、包装、储存方面以及农机修理方面接受有偿服务的意愿最高；在产前环节中，小农户

的需求意愿最低，接受有偿服务的意愿也较低。 

4.养殖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情况分析 

整体上来看，小农户对于养殖各单项环节社会化服务需求量从高到低依次是畜禽防疫（94.83%）、畜禽治病（94.83%）、优

良种畜禽（89.665%）、饲料（68.97%）、饲养技术（68.97%）、畜禽销售（68.97%）、畜禽加工（26.62%）、畜禽运输（23.02%）、

屠宰（17.27%）,养殖户对于畜禽防疫、治病的需求最高约为 95%,需求最低为屠宰约为 41%。与种植户类似，养殖户在高需求项

服务方面存在着较低的有偿服务接受意愿，而在较低需求的加工、运输、屠宰三项产后社会化服务方面有着较高的有偿服务接

受意愿,占比在 80%～90%之间。 

四、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主要从家庭禀赋以及农户个人特征两个方面分析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家庭禀赋是个人发展能

力的拓展，是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利用的资源，同时也是影响和约束个人行为选择和决策的重要因素，其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

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关于小农户个体特征，本文将户主的年龄、职业等两个变量作为反映小农户的个

体特征。 

1.模型构建 

农业社会化服务有不同类型，不同的因素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化服务影响也不同，因此有必要根据生产过程的不同划分农业

社会化服务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类型并构建多个模型，同时将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划分为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灾害应

急。将以上六类服务需求作为因变量，因此需要进行六次回归分析。对于产前服务而言，当小农户选择产前服务的任意单项环

节时，即视作存在产前服务需求，依此类推。 

本文采用 Logistic模型分析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小农户的需求为二分类变量，即需要和不需要，其

模型为：  

取对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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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 表示小农户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概率，Y 表示小农户的需求行为，0=不需要，1=需要，X 表示影响小农户农业社

会化服务需求的自变量， 表示常量， 表示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2.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在综合服务当中，提供技术信息、提供价格信息、提供气象信息、提供政策法律新消息等四项属于信息服务，提供信用等

级证明、提供信用（贷款）担保、介绍贷款渠道、组织农户集体贷款等四项属于金融服务，灾害应急则单独列为一项服务。以

种植户为例，在单项需求中，购买良种、购买化肥、购买农药、购买农机、租用农机、农机修理等六项为产前服务，播种、施

肥、打药、灌溉、机耕等五项为产中服务，农作物收割、农作物脱粒、采摘、包装、储存、运输、收购与销售、加工等八项为

产后服务，水利设施单独列为一项服务。小农户选择其中任意单项服务则视为需要该单项服务对应的服务类型，即将某一类型

服务中不同单项服务需求量的最大值视为此类型服务的需求量。因养殖户样本量较少，因此本文不对养殖户社会化服务需求影

响因素作回归分析。 

3.结果与分析 

下面运用 SPSS软件构建 6个 Logistic模型分别分析 13个自变量对 6个不同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情况，分析结果

如表 1所示。 

表 1各因素对不同类型服务影响分析 

服务需求 

变量 产前服务 产中服务 产后服务 金融服务 信息服务 灾害应急 

文化程度 0.241* 1.622 0.434 1.334 0.805 2.725 

农业劳动力数量 0.699 1.349 0.909 1.350 0.485 0.489 

是否接受技术培训 3.745 0.322* 4.884* 1.947 10.247* 10.869* 

农业收入占收入比重 0.258 0.618 0.345 14.715* 1.176 13.647* 

是否缺乏资金 1.009 1.955 1.127 0.754 0.151* 4.317 

是否拥有农机 0.000 0.519 1.609 7.343 0.000 13.398 

是否参加合作社 0.696 2.336 0.038* 3.363* 0.190* 0.157 

有无换工 0.177* 0.282* 0.403 0.171* 1.987 0.164* 

有无雇工 0.667 0.902 1.333 0.952 0.242 0.193 

耕地面积 1.114
x
 1.042 1.088* 0.892* 1.090 1.131 

地块分散数量 1.011 1.003 0.908* 1.000 1.060 0.923 

年龄 1.051 1.023 0.929* 0.982 0.977 0.881* 

职业 0.180 0.640 0.727 0.206 1.139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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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统计检验达到 5%显著水平。 

（1）回归结果分析结论 

①产前服务方面。文化程度、有无换工、耕地面积等因素在 5%水平上显著，是影响小农户选择产前服务的主要因素。产前

服务中，需求量最大的是购买生产资料。从类型上来说，家庭自然资本是影响小农户对于产前服务需求的最主要因素，其原因

在于小农户耕地面积越大，则需要的生产资料越多，相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也会更高；文化程度越高，认知水平越高，对

产前服务的认知越高；换工即小农户在有需要的时候为弥补劳动力不足与同样有需要的农户互相交换劳动力，有换工的小农户，

说明其有较大的生产需要，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应地会较高。其中，耕地面积是对小农户产前服务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相比

耕地面积较小的小农户，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耕地面积，则对产前服务的需求概率增加 1.114 倍。其余因素对产前服务的影响没

有显著性。 

②产中服务方面。有无接受技术培训、有无换工等因素在 5%水平上显著，是影响小农户选择产中服务的主要因素，接受过

技术培训的小农户对农业生产中技术的重要性的认知程度较高，因此更容易产生需求。与产前服务类似，有换工情况的小农户

对于产中的各个环节需求同样较高，因此对产中服务需求都较高。在所有的服务类型当中，小农户对于产中服务的需求是较低

的，大部分小农户由于耕地面积较小.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尽量避免外界的干预，因此产中的各个环节一般是由自身的家庭劳

动力来完成。其中，是否接受技术培训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OR值为 0.322,即相比没有接受技术培训的小农户，接受过技术

培训的小农户在选择产中服务方面的概率要高约 32%。整体而言，小农户在产中服务方面的需求较低。 

③产后服务方面。有无接受技术培训、是否加入合作社、耕地面积、地块分散数量、年龄等因素在 5%水平上显著，是影响

小农户选择产后服务的主要因素，技术培训对小农户有着提高技术认知的作用，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小农户更容易产生需求；合

作社是小农户发展的重要促进组织，加入合作社可以为小农户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小农户在进一步扩大生产后对于产后服

务的需求自然更高；耕地面积越多的小农户，其生产的农产品数量越多，在满足自身需求之外的商品化程度越高，需要的产后

服务也就更多；地块越是分散，小农户在运输、储存的需求越高；年龄越大，体力和精力不足，在产后环节就更需要社会化服

务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其中，是否接受技术培训是影响程度最大的影响因素，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小农户比没接受技术培训的小

农户在对产后服务需求概率上要高 4.884倍。 

④金融服务方面。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是否参加合作社、有无换工、耕地面积、职业等因素在 5%水平上显著，是影响

小农户选择金融服务的主要因素。由于小农户的农业收入普遍较低，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越高，则表明小农户家庭总收入越

低，因此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会更高；参加合作社的小农户可以利用合作社的资源来为自己提供便利，同时合作社也会为小农户

提供帮助，更有利于小农户获取金融服务，降低小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换工的小农户通常也存在资金缺乏的问题，因此

对金融服务有着高需求；耕地面积越大，则相应的开支越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高；有其他职业身份的小农户，视野较为开

阔.社会网络越广，接触到的资源越多.容易产生金融服务需求。其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是影响小农户选择金融服务的最

大影响因素，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越高，则相比占比低的小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概率要高 14.715倍，这表明经济收入越是

依赖农业的小农户，其金融服务需求越高。 

⑤信息服务方面。有无接受技术培训、是否缺乏资金、是否加入合作社等因素在 5%水平上显著，是影响小农户选择信息服

务的主要因素。有接受技术培训的小农户，在培训的过程中接受更多的信息，对信息的重要性认知程度较高，更容易产生信息

服务需求；缺乏资金的小农户对于金融信息方面的需求较高；加入合作社的小农户在合作社中接触到更多的市场信息，有利于

提高认知度并进一步扩大需求。其中，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影响小农户选择信息服务的最大影响因素，相比于没有加入合作社的

小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小农户对信息服务产生需求的概率要高 10.247倍。 

⑥在灾害应急方面。有无接受技术培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有无换工、耕地面积、年龄等因素在 5%水平上显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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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小农户选择灾害应急服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小农户在灾害应急服务方面需求越高；有无换工、耕地面积、

年龄等因素对灾害应急服务的需求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是影响小农户选择灾害应急服务的最大

影响因素,相比于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的小农户，比重较高的小农户对灾害应急服务产生需求的概率要高 13.647倍。 

(2)依据自变量对不同因素的影响分析 

①家庭人力资本方面。家庭人力资本在产前、产中、产后、信息和灾害应急服务方面都产生影响，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为

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其在产中、产后、信息和灾害应急服务方面呈现出 5%的显著水平，存在着正相关的影响关系。越是接受过

技术培训的小农户.越是出现较高的相关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且在是否接受技术培训在各类型服务方面的统计结果中，OR值属

于较高水平，表明是否接受技术培训对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影响较大。文化程度仅在产前服务方面存在较低水平的影

响，而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在所有服务方面都不存在显著性影响水平。 

②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家庭经济资本主要对金融和信息服务方面产生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

重，其对小农户的金融服务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衡量农户兼业化程度的主要标准，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对金融和灾害应

急服务存在有正向的相关关系，越高的占比意味着越强的服务需求。而是否缺乏资金主要对信息服务产生影响，影响程度较低。

是否拥有农机则在所有服务方面都不存在显著性影响水平。 

③家庭社会资本方面。家庭社会资本在所有类型服务都存在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无换工，小农户受限于自身资源缺乏，

在农业生产和收割环节为弥补自身劳动力和资金不足而采取一种互惠互利的方法即换工，越是换工频繁的小农户，其在产前、

产中、金融和灾害应急方面的服务需求越高。其次为是否加入合作社，这一因素在产后、金融和信息服务方面存在正相关的影

响关系。 

④家庭自然资本方面。家庭自然资本在产前、产后、金融和灾害应急服务方面存在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耕地面积.其在四

项服务方面存在正相关的影响关系，耕地面积越大的小农户，对产前、产后、金融和灾害应急各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高，

影响程度最高的是灾害应急。其次为地块分散数量，这一因素主要对产后服务产生影响，小农户的地块越是分散，在产后的各

项环节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越多，也就越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进行帮助。 

⑤小农户个体特征。小农户个体特征在产后、金融和灾害应急服务方面存在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年龄，年龄越大则

需求越高。考虑到小农户普遍呈现老龄化特征，这一因素对小农户选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较大。其次为职业，其主要对金

融服务产生影响，有着其他职业身份的小农户在社会的接触面更广，更容易产生资金方面的需求。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上文通过数据对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相关结论。一是影响小

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有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家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是否参加合作社、耕地面积的多少、

年龄等因素，这些因素对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都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影响。二是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有偿接受程度不

是很高，其也影响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快速发展。三是农民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不相同，而且三

个阶段对有偿服务的意愿也并不一样。 

依据相关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小农户技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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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小农户的不同生产经营特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在技术培训方式上，最有效的方式是派遣技术人

员对小农户进行面对面的指导，这样小农户才能更快地掌握技术。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农业实际发展情况，依托现有的农技推广

单位，组织相应人手在田间走访，查明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与小农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除了面对面

指导外，还可以适时开办技术培训班，定期举行技术讲座，或者与高校、农业研究所合作，邀请农业领域的专家不定期地进行

咨询或讲座。通过一系列措施不断地拓宽技术培训渠道，提高小农户的技术掌握水平。同时.通过技术培训指导，能够让小农户

不断地提高对技术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提高技术培训力度也有利于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向更深层次发展。 

2.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提供具备公共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具备公共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是指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调研数据中，有 79%的小农户反映其农业生产中偶尔有缺水的

情况，而有超过一半的小农户表示其用水问题主要靠自己解决，走访中也发现当地政府限于资金不足无法修缮水利设施，在修

缮过程中的占地补偿问题也未得到妥当解决,表明当地的水利设施状况较差。水资源缺乏对小农户的生产情况影响较大，政府应

适当加大对水利设施的资金支持力度，为小农户农业生产提供基本的设施条件’降低自然灾害对小农户造成的损失。同时’在

信息服务方面，政府应提供必要的市场信息以免小农户在农产品买卖中处于被动的劣势局面。在金融服务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小

农户的资金情况为小农户提供必要的信用等级证明。 

3.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既有自我服务的功能，合作社成员可以在内部进行信息和资源交换，也有社会服务的职能，为社会提供更

好的服务。当前，首先是要鼓励和壮大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合作社管理，成立时间过久的，已失去其实际意义的合作社，可令

其改组，支持和引导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其次是提升合作社的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引导建立统一购买农资、统一技术培训、统

一病虫害防治、统一市场销售等服务，将分散的小农户整合起来，尤其是发挥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的作用，降低小农户生产成

本。最后，支持合作社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并为其提供发展便利，降低贷款门槛和保险费用，提供法律咨询等等，从多方强

化合作社的整体发展。 

4.提供多元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政府公共部门可以为小农户提供灾害应急、金融和信息服务，灾害应急方面以修建基础设施预防为主，在金融服务方面为

小农户贷款提供必要的信用等级证明，在信息服务方面为小农户提供全面充分的技术、价格、气象和农业政策信息。在产前，

针对小农户农资购买成本较高的情况，除了发挥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的作用之外，还需要为小农户提供高质量的农资，高质量

的农药、化肥等不仅有利于提高土地产量，相比效果较差的农药、化肥而言也有利于降低使用次数，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看也可以起到保护地力的作用。在产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已经证明了其在产中环节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除了必要的农

机服务之外并不需要过多的干预。在产后，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小农户提供帮助的主要环节，即农产品加工、运输、储存以

及畜禽屠宰方面有着明显的短板，必须对产后服务高度重视，因此有必要引导社会资本、种植大户进行产业投资。要加快改善

小农户处于农产品销售市场低端链条的现状，为小农户全程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发挥带动作用。除了发展企业之外，还可以

与各大农业高校或农业研究所合作，邀请专家教授提供信息或技术服务，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性。总的来说，农业是一个多功

能产业，是准公共产品，这个公共责任不能全部由农民承担，国家应该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趋势中保护支持农业，政府要积

极作为，为农民提供更多免费或优惠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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