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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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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既顺应了亿万

农户的新期盼，又避免了现代农业因摒弃小农而成

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符合新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小农户的高度重

视，以及提升小农户竞争力、把小农导入现代农业发

展轨道的历史决心。实践层面的经验表明，加快培

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不断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是我国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农户经济理

论的时代选择。从农业发展角度来看，新形势下农

户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逐步走向农业

现代化。从“理性小农”和“道义小农”的角度来看，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保护小农、发展小农，

而不是抛弃小农，既能够实现小农的利益最大化，又

能够更好地保障小农的生存。小农的主体地位由

“内卷化”时期受剥削转变为新时代的独立自主，充

分享受现代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当前我国 2
公顷以下的农户接近 90%，我国农业属于典型的小

规模农户生产部门，而且这种状况在较长的时期不

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户自身也开

始逐步分化，呈现由纯农户向兼业户、非农户转变。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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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农户分化又呈现什么样的趋势呢？未来我国农

户分化又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些是本文所关

注的核心问题。

农户分化问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研究，但是已

有研究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已有研究没

有深入分析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忽略了农户分化

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二是已有研究中针对农户分化

的状况没有进行全方位的阐述，虽然李宪宝、高强 [2]

和赵佳、姜长云 [3]都对农户分化的状况进行了描

述，但都是基于村为单位的测算，而不是依据农户

家庭收入结构进行测度，因此并不能完全反映农

户分化的实际情况。基于此，本文采用以下方式

解决已有研究的不足：一是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

中“变异—演化—发展”的研究主线对农户分化的

演化逻辑进行深入探讨；二是基于对农业部全国

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全面测算，对当前农户分

化的状况进行分析，以期为深入理解当前农户分

化状况和明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路径

提供经验参考。

一、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

农户分化的本质是农业收入占比在农户家庭收

入中的占比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

农户分化呈现“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的演化过

程。农户家庭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分析单元，而

且可以看作一个管理学分析对象，即农户家庭内部

如何通过合理地配置各种要素实现自身生产水平的

提升。随着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不断深入，探究微观

主体成长演化的重要理论由原先管理学中的战略管

理理论逐步转变为融合多学科的组织生态学理论。

农户分化的演化路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路径：

第一，由纯农户分化为一兼农户①；第二，由纯农户分

化为一兼农户并进一步演化为二兼农户②；第三，由

纯农户分化为二兼农户并进一步演化为非农户。

本文在张琛、孔祥智[4]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组织生态

学中的“变异—演化—发展”的研究主线，着重分析

农户分化的变异因素，以揭示农户分化背后的演化

逻辑。

(一)农户分化演化逻辑的变异因素

本文将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变异因素总结为两

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制度政策的放活；二是农业转型

发展的驱动。

1.制度政策的放活

改革开放初期，农户基本上以从事农业经营为

主，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随着制度政策的逐步开

放与放活，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动，非农收入占比不断

上升。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对农村劳

动力转移至城市持管控态度。1981年 12月，《国务

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

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指出，1978～1980年，非农人

口增加了 18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接近 600万人。

政府出于对农业提供商品粮和副食品的定位需要以

及城市负担能力的实际情况，要求严格控制从农村

招工、认真清理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加

强户籍制度管理。随着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迅速发展，以及乡镇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

农户转向农村集镇务工、经商，迫切需要解决迁入

集体落户的问题。1984年 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

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逐步放活

对入城农户的限制，并鼓励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

术专长的农户进入集镇落户。1986年 7月 12日出

台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二十三

条指出，“从农村招用的户、粮关系不变的劳动合同

制工人……他们的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待遇，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务院出台的《国营企业招用工

人暂行规定》也指出，“企业招用工人，应当公布招工

简章，符合报考条件的城镇待业人员和国家规定允

许从农村招用的人员，均可报考”，这为农村劳动力

的转移提供了政策支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数

量开始增加，这也是得益于制度政策的放活。1990
年 4月，《国务院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指

出，“合理控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减轻城镇就业压

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要同建设事业的发

··2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19.6 体制改革
SYSTEM REFORM

展和城镇的承受能力相适应……防止出现大量农村

劳动力盲目进城找活干的局面”，同时要求对农村劳

动力进城务工通过多种手段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

理。控制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是 20世纪 90年代

初期的政策着力点。

1992年党的十四大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进入新的阶段奠定了基础。1993年，党的十四届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逐步改

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

工经商，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1994年8月8日，原劳动部发布了《促进劳动

力市场发展，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计划》，

要求开展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和农村

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同年11月17日，原劳动

部发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指出“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用人单位

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于 1995年 9月 19日发布了《关于加强流动人

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

地就近转移……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兴办企业，

并根据一定条件，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并同时

要求“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

随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开始逐步启动。1997年6
月1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

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

知》指出，“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人员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由

“严格控制”逐步转变为“规范引导”，这为农村劳动

力从事非农就业提供了契机。

进入21世纪，国家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逐步取

消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在“城镇化

战略”第三节中指出，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

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

地区间的有序流动”。2003年 1月 5日，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不仅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

业的职业工种限制，而且要切实解决拖欠和克扣农

民工工资问题，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2004
年 12月 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

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促进

农民进城就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切实维护农民进

城就业的合法权益。从 2004年起，中央连续出台了

16个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一号文件”。2004年中央

“一号文件”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

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

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推进大中城市户籍

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2005～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加强农民转移

就业培训和权益保护，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加

快农村劳动力转移。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返乡创业环境……全面加

强农民工权益保障”。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

就业，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工的

各项权益。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

要“鼓励涉农行业兴办职业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农村

后备劳动力都掌握一门技能”，这为农村劳动力通过

学习技能从事非农就业提供了政策保障。2013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指出要加快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5～2017年中央“一号文

件”关注了如何实现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和如何维

护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提出要开展新生代农民工

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支付的长

效机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要求“大规模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多渠道转移就业，提高

就业质量”。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农

民工就业，保障工资及时足额发放”。从对2004年以

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显现得淋漓

尽致。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由“规范引导”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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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障”再转变为“带动提升”，多渠道提升农民

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夯实

了基础。

由此可见，制度政策的放活是农户分化演化逻

辑的首要变异因素。正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由限制到

放活再到逐步完善，为农户分化奠定了基础。

2.农业转型发展的驱动

以生产力变革为驱动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关系、

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是一个国家或某

个部门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我国

农业部门经历的上述变化，可称为农业转型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符合诱致性技术变迁理

论，具体来说是以土地要素为基础变量，以劳动力要

素为能动变量，要素之间相互替代的农业技术变迁

路径[5]。农业转型包括四个方面：农业现代化发展中

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产

业内部结构变化；农村就业结构的变化。

第一，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

变化，通过“涓滴效应”影响农户分化。改革开放以

来，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迈向新台阶，我国农业现代

化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和整体性的概念[6]，农

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伴随着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

升。依据定义，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

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7]。

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数值越大，意味着单位劳动力占

用的农业生产资料越多，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与我国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是同步的。孔祥智等对改革开放

以来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测算发现，改革开放以

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总体呈上升趋势 [5]，但到 2008
年以后则出现下降势头，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

力成本在 2008年后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见表 1，下
页)。2008年前后出现的大批农民工返乡创业是造

成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下降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农

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了农村内

部就业结构的变化，进而会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结构

的变化。许多媒体报刊都报道了返乡创业带动当地

农户致富的例子，如光明网以《返乡创业一人带动致

富一方》③报道了周口市郸城县新东方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王某返乡创办新东方农民专业合作社，吸

纳带动返乡农民工120人，有效解决了本村和周边村

庄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对

河南省荥阳市新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跟踪调研也

发现，返乡创业的合作社理事长李某于 2011年 3月
创办合作社，与当地普通农户种植玉米所需工时相

比，新田地合作社社员种植玉米每亩能节省9个工，

农业生产的省工意味着农户有更多的时间选择外出

务工或者闲暇，这为农户选择外出务工或在本地务

工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是农户分化的“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呈现高速发展的

态势，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快速增长到2018
年的 59.58%。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要素的

贡献。城镇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

岗位，进而对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产生了影响。学

者们的研究表明，非农就业的工资率的快速上升

是影响农户非农就业的关键因素 [8-9]。张琛等通过

数理模型推导得出，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键因素在

于外出就业工资率与本地就业工资率的比率[10]。根

据表1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就业

工资水平一直高于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直接的表

现是乡村就业人员数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的逐步

下降，二者的差值(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数)呈现不断

上升的趋势。表1中第1列的城镇化率与最后1列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数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这也

进一步表明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起到了“拉

力”的作用。

第三，农业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户分化的“推

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

和农业机械技术的进步，在保证大农业健康发展的

同时，农业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结构不断

优化(见第 26页表 2)。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按照不变价格计算

(以 1978为基准)，我国农林牧渔总产值由 1978年的

1397亿元增加到 2016年的 17850亿元。从农林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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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78～2016年有关数据统计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城镇化率(%)
17.92
19.99
19.39
20.16
21.13
21.62
23.01
23.71
24.52
25.32
25.81
26.21
26.41
26.37
27.63
28.14
28.62
29.04
29.37
29.92
30.40
30.89
36.22
37.66
39.09
40.53
41.76
42.99
43.90
44.94
45.68
46.59
47.50
51.27
52.57
53.73
54.77
56.10
58.52

农村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元)

88.3
100.7
106.4
113.8
142.9
57.5
66.5
72.2
81.6
95.5
117.8
136.5
138.8
151.9
184.4
194.5
263.0
353.7
450.8
514.6
573.6
630.3
702.3
771.9
840.2
918.4
998.5
1174.5
1374.8
1596.2
1853.7
2061.3
2431.1
2963.4
3447.5
3652.5
4152.2
4600.3
5021.8

城镇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元)

343.4
405.0
477.6
500.4
535.3
572.9
660.1
569.4
910.0
752.9
826.1
933.8
1028.0
1147.6
1452.4
1799.2
2427.0
2990.4
3349.5
3735.7
3806.2
4008.4
4480.5
4829.9
5740.0
6410.2
7152.8
7797.5
8767.0
10234.8
11299.0
12382.1
13707.7
15411.9
17335.6
16617.4
17936.8
19337.1
20655.0

乡村就业
人员数(万人)

30638
31025
31836
32672
33867
34690
35968
37065
37990
39000
40067
40939
47708
48026
48291
48546
48802
49025
49028
49039
49021
48982
48934
48674
48121
47506
46971
46258
45348
44368
43461
42506
41418
40506
39602
38737
37943
37041
36175

第一产业就业
人员数(万人)

28318
28634
29122
29777
30859
31151
30868
31130
31254
31663
32249
33225
38914
39098
38699
37680
36628
35530
34820
34840
35177
35768
36043
36399
36640
36204
34830
33442
31941
30731
29923
28890
27931
26594
25773
24171
22790
21919
21496

农村劳动力
转移人员数(万人)

2320
2391
2714
2895
3008
3539
5100
5935
6736
7337
7818
7714
8794
8928
9592
10866
12174
13495
14208
14199
13844
13214
12891
12275
11481
11302
12141
12816
13407
13637
13538
13616
13487
13912
13829
14566
15153
15122
14679

注：城镇化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
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数据；乡村就业人员数、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来自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数为
乡村就业人员数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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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78～2016年农业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林牧渔
总产值(亿元)

1397
1666
1755
1942
2168
2354
2679
2761
2874
3121
3295
3111
3538
3643
3813
4024
4644
5122
5197
5380
5595
5669
5738
5987
6315
6764
7946
8497
8660
9900
11090
11622
12921
14378
15419
16295
16837
17389
17850

劳动生产
率(元/人)
493.33
581.83
602.64
652.18
702.55
755.67
867.89
886.93
919.56
985.69
1021.74
936.34
909.18
931.76
985.30
1067.94
1267.88
1441.60
1492.53
1544.20
1590.53
1584.94
1591.99
1644.83
1723.53
1868.30
2281.37
2540.82
2711.25
3221.50
3706.18
4022.85
4626.04
5406.48
5982.62
6741.55
7387.89
7933.30
8303.87

农业综合
机械化率

0.20
0.21
0.21
0.19
0.19
0.18
0.19
0.19
0.20
0.22
0.24
0.25
0.27
0.28
0.30
0.30
0.31
0.32
0.33
0.35
0.38
0.39
0.32
0.32
0.32
0.32
0.34
0.36
0.39
0.42
0.46
0.49
0.52
0.55
0.57
0.59
0.62
0.64
0.65

农业产值
占比

79.99%
78.07%
75.63%
75.02%
75.11%
75.44%
74.05%
69.25%
69.07%
67.59%
62.52%
62.75%
64.66%
63.09%
61.51%
60.07%
58.22%
58.43%
60.57%
58.23%
58.03%
57.53%
55.68%
55.24%
54.51%
50.08%
50.05%
49.72%
52.74%
50.43%
48.35%
50.99%
53.29%
51.64%
52.47%
53.09%
53.58%
53.84%
52.89%

林业产值
占比

3.44%
3.58%
4.23%
4.53%
4.43%
4.63%
5.03%
5.21%
5.01%
4.75%
4.69%
4.36%
4.31%
4.51%
4.65%
4.49%
3.88%
3.49%
3.48%
3.44%
3.47%
3.61%
3.76%
3.59%
3.77%
4.18%
3.66%
3.61%
3.95%
3.81%
3.71%
3.63%
3.74%
3.84%
3.85%
4.02%
4.16%
4.14%
4.13%

牧业产值
占比

14.98%
16.82%
18.42%
18.44%
18.39%
17.64%
18.27%
22.06%
21.82%
22.85%
27.29%
27.55%
25.67%
26.47%
27.08%
27.41%
29.66%
29.72%
26.91%
28.73%
28.63%
28.54%
29.67%
30.42%
30.87%
32.13%
33.59%
33.74%
29.61%
32.98%
35.49%
32.25%
30.04%
31.70%
30.40%
29.32%
28.33%
27.82%
28.28%

渔业产值
占比

1.58%
1.53%
1.71%
2.00%
2.06%
2.30%
2.65%
3.48%
4.10%
4.81%
5.50%
5.34%
5.36%
5.93%
6.75%
8.02%
8.24%
8.36%
9.04%
9.60%
9.87%
10.31%
10.89%
10.75%
10.85%
10.57%
9.95%
10.18%
9.73%
9.12%
8.97%
9.32%
9.26%
9.31%
9.73%
9.93%
10.11%
10.16%
10.35%

粮食作物
种植比例

80.34%
79.45%
78.10%
76.59%
75.59%
75.98%
75.20%
72.51%
73.90%
74.13%
73.36%
74.75%
75.59%
74.82%
73.66%
73.62%
72.98%
73.32%
74.98%
75.22%
75.81%
75.39%
72.26%
70.67%
69.21%
66.23%
67.69%
69.47%
69.92%
70.38%
71.15%
72.61%
73.20%
73.66%
74.09%
74.59%
75.10%
75.51%
75.30%

经济作物
种植比例

19.66%
20.55%
21.90%
23.41%
24.41%
24.02%
24.80%
27.49%
26.10%
25.87%
26.64%
25.25%
24.41%
25.18%
26.34%
26.38%
27.02%
26.68%
25.02%
24.78%
24.19%
24.61%
27.74%
29.33%
30.79%
33.77%
32.31%
30.53%
30.08%
29.62%
28.85%
27.39%
26.80%
26.34%
25.91%
25.41%
24.90%
24.49%
24.70%

注：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产值占比、林业产值占比、牧业产值占比和渔业产值占比根据
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林牧渔总产值(不变价格)/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农业综合机械化率
来自历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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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看，农业产值占农林牧

渔总产值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79.99%逐步下降到

2016年的52.89%，下降幅度较大。采用农林牧渔总

产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的比值作为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指标，剔除了价格因素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均呈现快

速上升的趋势。197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为 493.33
元/人，2016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为8303.87元/人，年均

增长 7.71%：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由 1978年的 0.20增

加到2016年的0.65，年均增长2.2%。农业产值占比

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机械化率水平的快速

上升，意味着农业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大量的

农业劳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

来，对农户分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农业内部种

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由1978
年的 80.34%逐步下降到 2016年的 75.30%，经济作

物的种植比例则随之上升了 5.04%，主要原因在于

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农户转而选择种植经济

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由于经济作物的农业机械

化率水平较低，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不得不选

择雇工这一形式，这也为农户增加工资性收入开辟

了新渠道。

第四，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农户分化的另一

“推力”。农户就业结构的多元化为农户非农就业开

辟了多种路径，因此能够充分反映农村本地非农产

业的发展情况。鉴于现有统计资料没有针对农户就

业结构的详尽统计，本文基于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

观察点的微观农户数据分析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化情

况。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是在全国31个省份

连续跟踪的一项农村调查工作，能够充分反映农户

生产生活的情况，目前共覆盖全国 31个省(区、市)
355个行政村和2万多户农户。

改革开放初期农户就业结构较为单一，仅从事

农业生产，农户分化状况还不明显。鉴于农业部全

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于2003年对问卷进行大幅

修改，对农户家庭劳动力信息进行了详细调查。本

文从2003年开始探讨农户就业结构变化的情况。值

得注意的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农业部全国农村

固定观察点数据于2009年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大幅修

改。其中，2003～2008年农户问卷中“从事主要行业”

这一问题共有六个选项(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

商业饮食服务业、其他)。2009年之后的农户问卷“从

事主要行业”这一问题共有11个选项(农林牧渔业，采

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

务业，其他)。为保证分析的一致性，本文以 2003～
2008年农户问卷的问题选项为基准，将2009年农户

问卷的选项按照“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

饮食服务业、其他”进行匹配，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下页表3可以看出，2003～2016年，农户家庭

就业结构呈现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从事农业的比

例不断下降。2003年农户家庭从事农业的比例为

35.79%，占比最高，而到了 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至

24.43%，降低了11.36个百分点。二是农户从事第二

产业比例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在不同行业中

存在着差异，其中从事工业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从

事建筑业和运输业的农户比例不断上升。三是服务

业已成为农户就业的重要行业。从表 3可以得出，

2003年商业饮食服务业的就业比例为13.61%，2016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21.04%，增加了 7.43个百分点。

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可知，当

前农业就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不同的就业结

构意味着农户家庭收入存在着差异，这也推动了农

户的分化。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的另

一重要变异因素是农业转型发展的驱动。农业现代

化发展中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意味着农业现代化的

发展通过“涓滴效应”影响着农户分化；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拉力”与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农村就业

结构变化的“推力”影响着农户分化。

(二)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

根据张琛、孔祥智[4]提出的组织成长演化模型，

组织因变异因素实现自身演化，因演化而发展，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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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因素的变化再次变异，进而再一次演化和发

展，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可以表述为：制度政策的放

活和农业转型发展的驱动两大变异因素推动着农户

由纯农户向兼业户再向非农户不断演化。农户由纯

农户向兼业户再向非农户演化的过程意味着只从事

农业生产的农户比例不断降低，从事非农就业的农

户比例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会对农业产业结构

和农户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对农户分化的“推力”效

应更加明显，即农户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再次演化。

具体来说，农户分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从事农

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农业机械开始替代

农村劳动力，具体表现为农业综合机械化率的不断

增加。在农户分化和农业机械化发展存在着结构性

矛盾的背景下，农户会尽可能提高机械化程度较高

作物的种植比例，农业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农

户分化意味着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增

加，这会影响农村就业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工

业、建筑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就业比例的变化。

作为外部因素的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户就业结构发生

变化，会影响农户由纯农户向兼业户再向非农户不

断演化的过程。

因此，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是：制度政策放活和

农业转型发展驱动两大变异因素诱导着农户不断演

化。农户分化过程中通过影响变异因素实现自身进

一步演化发展(见图1)。
二、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根据上述分析，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是由制度

政策的放活和农业转型发展的驱动两个因素所引致

的。那么，我国农户分化的现状如何，又呈现怎样的

演变历程呢？通过梳理已有关于农户分化的研究，

鉴于数据的获得性，许多学者都是以 1993年作为分

析农户分化的起点，所依据的资料为全国农村经济

社会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9年)。具体来说，

1993年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样本中纯农户占

注：以上数据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计算而得。

表3 农户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业

35.79%
36.99%
36.84%
36.39%
35.12%
32.51%
30.59%
29.70%
29.10%
29.15%
27.15%
26.49%
25.34%
24.43%

工业

19.13%
17.97%
18.60%
18.35%
18.63%
19.42%
21.96%
21.57%
21.71%
22.08%
21.09%
20.39%
20.12%
19.31%

建筑业

7.51%。

7.85%
8.27%
8.47%
8.66%
9.32%
10.25%
10.12%
10.68%
10.92%
10.73%
11.18%
11.17%
11.62%

运输业

3.81%
4.09%
3.92%
4.17%
3.90%
4.12%
6.86%
6.17%
5.76%
5.42%
5.28%
5.14%
5.11%
4.94%

商业饮食服务业

13.61%
13.87%
13.48%
13.64%
13.32%
13.43%
17.29%
18.47%
18.19%
17.42%
18.95%
19.24%
20.16%
21.04%

其他

20.14%
19.24%
18.89%
18.99%
20.37%
21.20%
13.05%
13.97%
14.56%
15.01%
16.80%
17.56%
18.09%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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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49.90%，一兼农户占比为 26.85%，二兼农户占

比为 17.16%，纯非农户占比为 4.86%，其他户为

1.24%。1995年纯农户占比为47.14%，一兼农户占比

为28.35%，二兼农户占比为16.31%，纯非农户占比为

6.36%，其他户为1.85%。2000年纯农户、一兼农户、

二兼农户、纯非农户和其他户占比分别为 47.20%、

28.68%、17.14%、5.37%和1.61%。但是，需要说明的

是，已有研究中农户分化的指标是以村为单位进行

测算的④，而不是依据农户家庭收入结构进行测度，

因此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户分化的实际情况。

鉴于农户分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纯农

户的比例由较高的比重逐步下降。但囿于数据的可

获得性与连续性，本文采用 2003～2016年农业部全

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农户家庭收入结构角度

对农户分化情况进行测算。

本文先对农户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和非农劳动时

间进行测算。2003～2016年，农户家庭对农业劳动

和非农劳动的时间配置呈现农业劳动时间占比逐年

下降和非农劳动时间占比逐年提升的趋势(见表 4)。
具体来说，农户家庭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从 2003年

图1 农户分化的演化逻辑分析框架

表4 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家庭劳动时间分配情况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农业劳动时间(天)
100.896
107.362
104.558
100.013
94.306
92.219
90.926
86.131
82.577
81.022
77.602
74.067
71.210
68.836

农业劳动时间占比

44.06%
45.96%
44.43%
42.35%
39.48%
39.36%
38.08%
36.50%
34.93%
34.29%
32.55%
31.54%
30.63%
29.81%

非农劳动时间(天)
128.087
126.230
130.750
136.151
144.535
142.099
147.851
149.837
153.859
155.285
160.815
160.739
161.281
162.107

非农劳动时间占比

55.94%
54.04%
55.57%
57.65%
60.52%
60.64%
61.92%
63.50%
65.07%
65.71%
67.45%
68.46%
69.37%
70.19%

注：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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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4.06%下降到 2016年的 29.81%，降低了 14.25个

百分点，而非农工作时间则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由

2003年的55.94%增加到2016年的70.19%。2016年

农户家庭的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 68.836天，较 2003
年的 100.896天下降了 46.57%。2016年农户家庭的

平均非农劳动时间为 162.107天，较 2003年增加了

34.02天，增加了26.56%。

随着农户非农就业时间比例的不断增加，工资

性收入逐步成为农户家庭收入占比中最大的部分。

当前学术界对农户类型划分的依据分为两类：一类

是将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80%以上称为纯农

户，50%～80%称为一兼农户，20%～50%称为二兼

农户，20%以下称之为非农户[11]；另一类是将农业收

入占家庭总收入的95%以上称为纯农户，50%～95%
称为一兼农户，5%～50%称为二兼农户，5%以下称

为非农户[12]。

根据上述两种划分，表 5反映了 2003～2016年

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分化情况。从表 5
可以看出，随着年份的推移，当前我国农户分化呈现

如下特征：一是纯农户的比例不断下降。无论是类

型一还是类型二，从2003年起，纯农户的占比都呈现

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类型一中纯农户的占比从

2003年的 11.18%下降到 2016年的 2.90%，类型二中

纯农户的占比从 3.92%下降到 2016年的 0.54%。二

是非农户的比例不断上升。近些年来非农户的比例

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类型一中 2003年非农户占比

仅为 33.28%，2016年非农户占比增加到 64.04%，年

均增长率为 5.16%；而类型二中非农户占比从 2003
年的16.93%增加到2016年的41.05%，年均增长率为

7.05%。三是兼业农户的比例呈现小幅下降的趋

注：类型一是以80%、50%和20%为标准进行划分，类型二是以95%、50%和5%为标准进行划分。以上数据均根据农业部全国
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计算而得。

表5 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分化情况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类型一

纯农户占比

11.18%
11.45%
10.24%
9.35%
8.96%
7.62%
7.64%
7.42%
6.80%
6.69%
5.92%
5.75%
4.27%
2.90%

一兼农户占比

23.14%
26.36%
22.78%
20.93%
19.86%
19.38%
17.34%
16.53%
15.62%
14.85%
13.13%
12.11%
10.53%
9.85%

二兼农户占比

32.40%
31.43%
32.85%
32.98%
31.65%
31.96%
31.34%
29.44%
29.21%
28.05%
26.13%
24.81%
23.32%
23.21%

非农户占比

33.28%
30.77%
34.13%
36.75%
39.52%
41.03%
43.68%
46.61%
48.38%
50.41%
54.82%
57.33%
61.88%
64.04%

类型二

纯农户占比

3.92%
3.35%
2.80%
2.43%
2.45%
1.73%
1.76%
1.63%
1.46%
1.38%
1.12%
1.20%
0.83%
0.64%

一兼农户占比

30.40%
34.45%
30.22%
27.84%
26.38%
25.27%
23.22%
22.32%
20.96%
20.16%
17.93%
16.66%
13.96%
12.11%

二兼农户占比

48.74%
45.20%
49.07%
50.02%
49.20%
49.64%
49.64%
49.39%
49.72%
49.25%
47.79%
45.58%
46.28%
46.20%

非农户占比

16.93%
16.99%
17.91%
19.71%
21.97%
23.35%
25.38%
26.66%
27.86%
29.21%
33.16%
36.56%
38.92%
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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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类型一和类型二中，2003～2016年一兼农户和

二兼农户的占比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兼

业农户中二兼农户的比例明显高于一兼农户，二者

之间的差值总体上呈现扩大的趋势，这表明二兼农

户是兼业农户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农户分化的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

制度政策放活和农业转型发展驱动是农户分化

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进一步推动了农户分化与发

展。劳动力要素空间移动由“严格控制”转变为“规

范引导”“服务保障”，再转变为“带动提升”。农业资

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涓滴效应”，城镇化发展的“拉

力”与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农村就业结构变化的

“推力”，是农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基于农

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测算，发现当前农

户分化态势明显，纯农户比例不断下降而非农户的

比例不断上升。基于此，未来农户分化将会呈现以

下趋势：

一是纯农户比例会进一步下降，兼业农户将成

为农户的主流类型。随着制度政策的进一步放活、

农业转型发展的进一步驱动和“人、地、钱”要素的进

一步放活，工商资本逐步进入农业农村，农村劳动力

将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家庭收入构成中

农业经营收入的占比将会持续走低，纯农户的比例

将会进一步下降，兼业农户的比例将会进一步上升，

逐步成为农户的主流类型。

二是纯农户中种粮农户的经营规模将会增

加。纯农户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经营，未

来纯农户中粮食种植农户的经营规模将会增加，

主要原因是由于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低下，发挥

适度规模经营的优势是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关键

因素。如果纯农户中种粮农户经营规模没有扩

大，较低的农业经营收入会使得部分纯农户选择

离开农业，放弃耕种土地甚至选择撂荒。如果出

现大量种粮农户弃耕撂荒的现象，将会对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不利。

三是部分非农户会选择离开农业生产。国际经

验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会造成农户与土地

的分离。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农户与土地的分

离更可能发生在非农户，因为这些农户的收入来源

基本不再依赖农业生产。当前农户存在着退出农业

生产的意愿，地方实践也已探索出农户退出农业生

产的实现路径 [13]。因此，未来部分非农户将会退出

农业生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

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要清晰地认识当前我国

农户分化的发展状况，不断优化政策体系，以解决小

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针对未来农户

分化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政府需要基于不同类型

农户予以差别化的扶持与引导。

第一，全方位对兼业农户进行扶持。兼业农户

既从事非农就业又从事农业生产，大多数兼业农户

家庭中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针对兼业农户的

特点，在农业生产中需要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效应，引领兼业农户融

入现代农业发展全过程。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数量提升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化服务质量的稳步提

升，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向多元化、专业化和市

场化方向迈进。创新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的体制机制，在规范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

上，鼓励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衔接带动小农，形

成合力为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提供基础。此

外，在构建完备的风险防范体系前提下，鼓励支持工

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为兼业农户提供丰富的非农

就业机会。

第二，对纯农户中种粮农户予以政策上的扶持，

引导种粮农户以现代理念经营农业。有序引导有能

力的农户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依托政府和市场

等多方主体为种粮农户提供全方位服务；逐步改善

“撒胡椒面”式的农业补贴方式。改革财政支农制

度，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农

业补贴需要逐步转向针对特定群体的特惠制补贴，

尤其要瞄准从事粮食种植的纯农户。

第三，有序引导愿意退出农业生产的非农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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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农业。对宁夏平罗等地的成功经验予以总结推

广，为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放弃土地、离开农

业提供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如依托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构建退地农户的社保体系等方式，逐步完善非农

户离开农业的制度顶层设计。

注释：

①“一兼农户”是指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户。

②“二兼农户”是指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

③资料来源：http://difanggmw.cn/ha/2017-05/25/content_
24598601.htm。

④已有研究农户分化的比例数据来自全国农村经济社会

典型调查数据汇编(1986-1999年)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

查数据汇编(2000-2009年)中的第四部分关于全国农区调查

村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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