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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合作经营 建立共赢机制

王莉 李赫

江苏省太仓市农业农村局

江苏省太仓市积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由集体组建合作农场、劳务合作社，充分利用“统”的优势，带动家庭农场发

展，“统”“分”结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逐步形成“村合作农场+家庭农场+劳务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走出一条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农村美丽宜居，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之路。

发展背景

太仓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农民进城，加上土地零散，小农户无

力承担规模经营的土地整理投入，迫切需要村集体引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

劳动力要素水平提升的客观需要。在经济发达地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或创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因种地收入低、条件差，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老化、弱化、兼业化现象十分突出，迫切需要培养一批

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职业农民队伍。

土地要素规模利用的必然需要。分散的小农经营容易产生农业科技入户难、农产品质量控制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农

产品市场保供难、农业比较效益低等问题，迫切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土地集约化、农业产业化水平。

资本要素多元投入的内在需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率的作用进一步显现，迫切

需要将农村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股份市场化。

创新做法

2010 年起，太仓市创新探索村集体领办合作农场、劳务合作社，持续改进经营方式，逐步形成“村合作农场+家庭农场+劳

务合作社”的特色模式。截至目前，全市 93%以上的承包土地流转到村集体。

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开启高效农业“加速档”。由村集体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配置，夯实农业“硬”基

础，截至目前，建成高标准农田纯耕地面积 23.54 万亩，占耕地面积 73.4%，建成高标准蔬菜基地 4 万亩、高标准池塘 1.25 万

亩，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率达 96.55%。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技、良法”配套，强化田间管理、防灾救灾和技术指导。先

后荣获“全国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和省秸秆全量利用示范县”。全市

围绕粮食生产耕整地、种植、植保、收获、烘干、秸秆处理六大环节的高效农业机械化生产体系已初步建立。

坚持“统”“分”结合，架起村、民互惠“连动轴”。由集体组建合作农场“统管”，在经营方式上逐步形成直接经营（大

承包、小包干）、委托生产（定产定额、百奖百赔）、分包经营（集体统一对外发包）等多种经营模式，初步形成以粮食生产

为主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由集体组建劳务合作社，把本村被征地及有劳动能力、但难以寻找

到合适就业岗位的农民组织起来，既解决农业生产用工问题，又增加就业岗位。至 2021 年，全市共组建合作农场 84 家，农场

平均经营面积 2000 余亩，带动家庭农场 605 家。全市共组建劳务合作社 85 家，常年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5 千余名。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IoLJR5FHEssb_44ipwtVxRvH_mIq9t0miFvYKB6vQIDjIuMDnqxwZ7mxAUoDbOey2pf7ulDvc6e4NOLCjbEpHU3Gbz7nF-cG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IoLJR5FHEssb_44ipwtVxRvH_mIq9t0miRoohVlIO9QrnmSxOJ2fr1X7ge2ryHUHpbTn6WEFYQ0zkIsFisQX8NX7dG8PzxKI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fDc5t50kiLK6unByzj61ZgZSApi8K40UEyebwW7-51t-K6SW0Lw4lMHrB05b1100gUu7QR7SvZpCJqKQVffScu93sZVjrgmjR_FNpCANprViKtUyppEaRs4pqAltshYn&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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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各项扶持措施，用好政策奖补“助推器”。整合多渠道扶持资金，重点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财政支持政策与市场调

节机制相衔接，扶持合作农场、劳务合作社发展壮大。开展生态补偿、自主经营奖补等面积类奖补，农机具购置、农机化作业

等服务类奖补，高标准农田、“菜篮子”工程建设等项目类奖补以及粮食价外补贴、各类评先评优奖补，省、市、县补贴资金

每年均在 2 亿元以上。

创新政策性保险，系好风险防范“安全带”。2006 年起全市创新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首创气象指数保险、地方政策性水

稻种植提标保险、合作农场及劳务合作社雇主责任险等，优化网络建设，提高理赔便捷性，目前已成为江苏省实施险种最多、

覆盖范围最广、保险金额最大、农民受益最多的县市之一。

经验成效

太仓市“村合作农场+家庭农场+劳务合作社”经营模式解决了农村土地“碎片化”问题，充分调动了政府、村集体、家庭

农场、村民的积极性，达到“四方共赢”，实现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提高农地管理利用水平。一是解决了农民进城、进镇、进区集中居住后农村集体土地经营管理问题。二是解决了长期以来

农田分散，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高标准农田建设迟后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等历史性欠债问题。三是解决农田管理难的问题，

把集体土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有效遏制了粮田非粮化，有利于整合土地资源、统一规划布局、保障粮食安全，使田成方、路成

网、树成行、渠相连、河畅通。

拓宽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是全市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一大特色，领办合作农场带动家庭农场开展农业生

产，领办劳务合作社组织村民参与农业生产、物业服务、绿化保洁等项目，促进稳产保供、集体增收、农民获利。村集体通过

引进先进技术和品种，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如东林合作农场引进富硒技术生产大米，亩均效益倍增。突破资源约束，充分挖掘

田园风光、农耕文化优势，探索三产融合之路，涌现出独溇小海农业产业园、玄恭酒文化产业园、电站村生态园、“大乐同乡

游学香塘”农业实践基地、幸运花海吴家湾等优质农旅基地。

提升家庭农场经营效益。依托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透明的承包奖惩制度，合作农场形成规模化

生产、产业化运作、机械化服务，每户家庭农场经营面积从原 50 亩增加到了平均 200 亩，最多的超 1000 亩以上，亩均净收入

至少 500 元以上，“让更少的农民，耕作更多的土地、获得更多的收益”成为现实。

带动农村居民增收致富。大量农民实现非农就业后，将土地流转村集体，每年每亩可获得稳定较高的土地流转费 1200 元，

还可获得合作农场生产的稻谷、大米等实物分配。2022 年，全市向农户发放土地流转费 1.7 亿元、二次分配 6880 万元，合作农

场、劳务合作社发放劳务工资 1.4 亿元，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 2.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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