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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还有一片绿地
星期天，去看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农业示

范园。示范园规划占地 1000余亩，由台湾商
人投建，预计投资4000多万元，平均每亩约在
4万元。

农业示范园主要搞养殖，有野鸡、梅花
鹿、鸵鸟等等，还有蔬菜种植，有瓜果、青
菜、白菜以及芽菜等等，并且全部采用工厂
化的生产模式。另外还有采摘区，主要是果
树采摘以及蔬菜采摘，种植的有西瓜、香瓜
等等，果树采摘主要有柿子、梨等。无论是
蔬菜还是水果引进的都是新品种，据说一个
梨可以长到四五斤，西瓜每棵一果大概有五
六斤重。

农业示范园采用的肥料都是有机肥料，
另外养殖的肥料可以去种植苜蓿，苜蓿又可
以去喂养，饲养所用的肥料还可以用来种植
蔬菜和水果。显然还是一个循环农业。

农业示范园为了方便还采取了庄园形

式，在每一大栋蔬菜大棚前面建有七八十平
方米的别墅，可供一家人居住，另外还采取观
光采摘的形式。农业示范园预计每亩的投资
在四万元左右，每年每亩收益约在一万元以
上，估计平均至少在七八千元以上。农业示
范园采取一边建设一边种植和饲养的方式，
效率比较高，所种植的无论是蔬菜还是瓜果
生产周期都比较短。比如说市场上所卖的青
菜，每斤大概 1~2元，每个生产周期仅有 20天
左右，每次每亩可收集三四千斤。每一采摘
期每亩可有几千块收益。另外农业示范园还
修筑了水系，种莲藕、养鱼等。据介绍，他们
的一期完成以后，第二期还要进一步扩大，并
且把附近的农村都集中起来，撤村建镇，扩大
土地应用。这样做既解决了土地供应问题，
又解决了劳动力问题，附近的农民有不少可
以到这里上班。虽然，这个农业示范园还在
建设期，但是依据笔者多年的实业经验当有

不错的效益。
中国古代发达是因为农业发达，中国近

代落后是因为工业落后。所以这几十年来中
国人都致力于工业的发展，然而工业的过渡
发展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目前，中国有许
多行业产能过剩，效益低下就是其中最好的
例证。当前有许多地方产能过剩，那么如何
消化产能过剩。整合原有的产业非常重要，
在整合原有过剩产业的同时也会有富余人
员，另外城市化的发展也会使很多人进入城
市，但是生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一个方
面造成了城市的极端拥挤，城市政府建造了
大量的鬼城。为了扩大城市设施，也造成了
城市规模越来越大，问题出现越来越多的现
象。城市化的本身并不是把农村都变成城
市，也不是让人都从农村集中到城市。随着
交通的发达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发展，逆城市
化是一条必然的道路，这一点同样为西方社

会所证明。那么，在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况下，
因地制宜城镇化是一条极好的出路，而解决
城镇生存问题，加大对农业的投资，特别是对
高效农业的投资，以及城镇化的建设是极好
的措施。

按照有关统计数据，中国目前城市化率
大约在53%左右，城市化的上限应该在78%左
右。因此在中国经济工业下滑，城市化出现
许多危机的情况下，走当地特色的城镇化道
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
来的一片绿地。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
点：一是要做好认真规划，特别是对于农业示
范效果要做好规划，避免中国目前城市盲目
发展所出现的问题。第二改革土地政策，土
地规划、土地利用、土地承包等有关政策，要
方便高效农业以及城镇化的发展。第三要培
育人才，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缺

乏对基层人才的培育，特别是农村村镇长，以
及农村示范高效农业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的培育，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有利于推进城镇
化和高效农业的发展。最后是资金，中国
不缺资金，大量闲置的资金因为找不到合
适的投资方向而闲置下来，这是一种极大
的浪费。高效农业并不是暴利行业，但可
以获得长期较高的效益。关键是规划好要
政策对路！

传统农业支撑着人民几百年几千年的发
展，然而新兴农业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片正
待开发的“荒地”，投资五万亿搞新农村、新型
城镇化、新型农业，要比投资几十万亿把城市
搞成鬼城、死城、堵城、淹城好得多。如果是
加强这方面的规划、示范和引导，它将成为中
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片绿地！

(作者为北大、清华客座教授，美国哈佛大
学访问学者，享国务院特殊津贴）

农业现代化包括什么？从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大
趋势和社会环境来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具备以下
基本特征。（1）生产过程机械化。（2）生产技术科学化。
（3）增长方式集约化。（4）经营循环市场化。（5）生产组
织社会化。（6）生产绩效高优化。（7）劳动者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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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
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文件）》（一
下简称《指导意见》）对于“中原经济区”有五项
战略定位，其中第五项内容就是“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这个战略定位有两层，一是传
承，一是创新发展。传承弘扬中原文化，需要
保护和利用，需要投入和宣传，形不成文化品
牌，没有文化名片，肯定难以落实。创新发展
中原文化，必须形成“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只
有这样才是“文化软实力”，才有凝聚力，才能创
新发展。由此，如何把中原文化资源形成品
牌，有一个“品牌化”发展的过程。

一、河南省文化资源丰富，源远流长，多
数品牌还不响亮。《指导意见》开头就指出：

“中原地处我国中心地带，是中华民族和华夏
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河南是中华民族的最
重要发祥地，是古代儒、释、道、农、医等文化
的核心区域，也是较长历史时期的经济、政
治、文化中心，中国八大古都中，郑州、安阳、
洛阳、开封名列其中，中华民族大半人的根在
河南，其中起源于河南的姓氏超过 1500个，
是姓氏起源最多的省。中原大地人才辈出，
在“二十四史”中立有列传者6000余人，曾经
活跃于或活动于中原大地的历史名人更是超
过万人，他们留下了大量文化遗迹。十多年
来，河南各地已经开展了多种“寻根”文化活
动，例如中国文化源头的“河洛文化”、淮阳的

“人祖伏羲文化”、新郑的“拜祖大典”、安阳的
“周易文化”、鹿邑的“老子文化”、济源的“王
屋山文化”、开封宋代文化、温县的陈家沟太
极拳、登封禅宗文化（佛教文化）和嵩岳文化
群、新密《黄帝内经》源起文化、许昌“三国文
化”……虽然不少文化“品牌”已经是“文化品
牌”了，但除类似“少林寺”少量名牌外，都还
没有形成强大的品牌效应，文化软实力有待
进一步挖掘、扶持、提升和叫响。

二、河南文化资源品牌化需要认识上的
深入。和外省来的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
交流中发现，河南对于文化资源的忽视程度
远远高于他们所在的地区。究其原因，是因
为河南作为华夏历史文化资源大省，资源丰
富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果能够深入挖
掘，内容惊人。比如，宋代四大书院，河南有
两个，我们去四个书院参观比较，河南这两个
最寒碜，其实在宋代时候，这两个比省外那两
个要大得多，影响也更根本。外界很少人知
道郑州的历史价值，一般说起来是从“京汉铁
路大罢工”才出名，才有历史。然而，自上个
世纪 50年代开始的考古挖掘和学术研究成
果展示出郑州居然有：中国最古老的城池，中
国最古老的村落，最早丝绸、瓷器的遗存，商代最大的都城……
但是我们走动一下，发现大量的历史名人的坟墓前只有简单的
石碑，有的连石碑也没有，更不要说“文化”二字。有个地方的石
碑群，隋唐的被保护了起来，而明代、清代时代的石碑还在风雨
中被侵蚀。文化资源太丰富了，不能成为浪费的借口。

三、河南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品牌，也需要品牌化时代的
文化精神。《指导意见》第八章：“塑造中原人文精神。弘扬兼容
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中原文化”和“发扬愚公
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和红旗渠精神。”这提醒我们，这些文化精
神是可以品牌化的，是河南人的名片。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
河南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出的，值得全国人民学习的人物有很多，
地方上完全可以开发成为地方的人文精神和地方名片。

四、文化品牌开发存在一个“没有文化”的问题。文化开发一
定不能求“俗”，不能“急”，要好好论证一下，贴切是根本。举例
说，洛阳白马寺东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老板据称投资1800万开
发了一个文化旅游项目，但进入山沟，立即感觉到的是没有文化，
因为里边建筑没有秩序，沟中儒、释、道、俗合一，塑造了很多佛
教、道教和历史文化名人像，这些人像没有历史年代排列，也不是
出生或者活动地域排列，不知道按照什么秩序，反正乱七八糟的
放置在不同区域。这条沟里边居然建有狐仙洞、树精洞……不伦
不类，这不能叫文化，不能形成“品牌”。

五、文化资源品牌化，不一定“抓大放小”。《指导意见》第八
章：“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挖掘中华姓氏、功夫文化、轩辕故里
等根亲祖地文化资源优势，提升具有中原特质的文化内涵，增强
对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这个意见是宏观的指导，指出的都是
大文化、大方向，其实很多小文化资源开发好了，就是大品牌。
四川的古井贡、山东的扳倒井都不过是历史的小故事，演绎出了
大品牌。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可以从本来就是名品中来，也可以
把小的文化故事做大。

六、文化资源中，目前已经被保护、整理、出版、开发、关注的历
史文化资源品牌化后，就是经济资源、旅游资源。河南开发历史文
化品牌，要重视“根”。中华民族是一个“敬祖”不忘本的民族，华夏
子孙走到天涯海角，也会想念“祖根”。河南省不仅有民族的根，姓
氏的根，也有儒、释、道、易、医的根。河南开发文化不能局限于历
史文化，要把自然资源也进行文化开发。河南除有美丽的自然风
景，还有神话故事和典故，可以强化每个游客的深层体认。

中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必将为华夏文化传承创新区建设
做出大贡献，为文化保护、开发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中
原崛起的软实力。 （作者单位：郑州航院）

如何经营好“家庭农场”？

如何投资经营家庭农场，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以我长期从
事产业经济投资的经验来看，现阶段在中国投资兴建较大规模的家
庭农场虽是个较好的机遇期，但现实“硬”障碍比较多。在我过去给
一些国家的商业及农业部门提供农业产业化投资政策及项目顾问
服务时，发现各国政府对农业产业化都有不同形式的投资扶持和终
端产品补贴政策，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中
国最大的问题是好的农业产业政策缺乏有效的实现方式，缺乏市场
化与行政化相揉并济的推进机制和农业产业化的保险机制，因而导
致高层政策与基层实践很难有效对接。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系的可
以借势攒项目骗取国家投资，而有些真正想做事情的却独自承担风
险且无人问津。如何在中国投资建设有“产业力量和产业资本”介
入、有政府公正扶持和法律保障的所谓“家庭农场”，是一个重大的
经济课题。对此，我简要提出以下建议，仅供投资者参考。

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要“玩”家庭农场？是为
了赶时髦回归自然，锻炼并陶冶身心为主，还是为了投资经济
项目以获得预期经济收入为主，或者是兼而有之？目的不同，
自然运作方式和过程也不同。如果仅仅是觉得好玩一时头脑

发热，最好等清静下来后再考量
这个问题，因为即便是觉得好玩
的事情，要做好都不是件容易的
事情，不仅要有信心、意志，还需
要知识、策略及持之以恒的吃苦
耐劳精神。

1.关于家庭农场的定位及
模式？如果定位和模式选对了，就
会规避投资风险和获得良好收益；
否则就得不偿失。确定怎样的定位
和模式，需要考量土地所在地域的
土壤及气候条件、空间位置、劳动力
成本、农业技术及配套条件、投资者
意愿、政府补贴及保障政策等因
素。针对不同投资者而言，要在充
分考量上述因素的前提下，再确定
选择以下哪种模式：

一是以农粮作物为主的现代规模化种植业家庭农场；
二是多种内容和形式各有侧重的郊区休闲观光型家庭农场；
三是以养殖业为主的家庭农场；
四是以水产业为主的家庭农场。
以上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策略。需

要根据投资者需求进行专业化研究。
2.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家庭农场之比较？
美国的家庭农场由来已久，并且经营模式相对固定和成熟。由

于美国有效使用耕地面积大，而且土地私有，所以以自有土地为基础
的家庭农场比较多，承租性质的比较少。而且美国在农业技术、农业
政策及政府补贴、营销渠道及机械化水平等方面与中国差异性较
大。而在中国，家庭农场的出现目前尚停留在概念阶段，这既是风险
也是机遇。特别是中国在土地流转、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生产力水
平、农业保险政策、农产品市场价格、消费方式等方面，与美国有很大
差异，因此，在有些方面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在有些方面则没有借
鉴条件。具体情况，需要具体研究分析。

3.投资中国家庭农场的机遇与风险？
在中国投资家庭农场一定要把各种或明或暗的风险因素

考虑周到。主要风险：一是对市场定位跑偏，没有搞清楚主流
消费者群体及消费者代价；二是缺乏良好的规划设计，导致投
资浪费；三是缺乏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四是缺乏农业技术及规
模化田间管理水平；五是管理及营销渠道的能力较弱。如何规
避上述风险，在项目的策划、规划、设计及运筹方面，必须有充
分的考量论证。这等事宜，需要专业化顾问咨询机构提供服
务，而中国此类中介机构十分缺乏。

4.如何规划设计家庭农场？
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式的家庭农场，都是投资者想起一出是

一出，边干边想，边想边干，结果越陷越深而且严重跑偏，最后
做了夹生饭，又很难纠偏。其主要原因是从定位到规划、设计、
建设各个环节出了问题。家庭农场的规划设计有五大要素：综
合定位、功能区划、基础设施布局、消费环境及配套建设和田间
建设管护。我指导过的农发项目，都要求一开始就必须充分考
虑这个问题，这显然需要专业机构介入。

5.投资策略及投资预算？
首先，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投资及管理能力，确定总建设

规模及建设档次；其次确定投资来源及投资方式，特别是政府
是否给予相关的投资扶持（原则上基础设施政府会给予较大的
免费投资，周转资金会给贴息投资，这主要取决于项目的专业
化规划设计及商业方案如何，也取决于跟政府有关部门及领导
的关系），再次要按照功能区划范围的内容进行投资估算，最后
在估算的基础上调整预算。

6.其他方面。
最后做几点提醒：一是要注重项目策划及规划运筹；二是要

注重获得政府支持；三是要突出项目重点，不可面面俱到；四是不
要忽视投资预算控制，因为不可预见性因素很多；五是不要忽视
气候和季节因素，美国多数农庄每年的有效经营期都是半年；六
是要广开视野，寻找可靠的专业机构提供服务。

（作者为亚太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
院访问学者，研究员）

建设现代农业的着力点
我国的农业资源禀赋条件极为不利，加上

体制机制正处在转型变化之中，建设现代农业
面临着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面对的形势和难
题。从基本面来分析，主要有五大矛盾和困难，
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这就是：超小
土地规模、超大农业人口、超弱要素市场、超强
传统组织、超紧竞争环境。今后，如果我们不能
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建设现代农业就
会事倍功半。所以，必须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
做好集约化经营、双轮式驱动、非正规金融、专
业性合作、支持型补贴五篇文章，才能为建设现
代农业的快车铺平道路。

应对超小土地规模，做好集约化经营“文章”。
因为人多地少，在此背景下，建设现代农业必须
走集约化发展的路子。土地的集中要尽可能挖
掘“有限”的潜力，在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的前提下，以要素化推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的
使用效率。

应对超大农业人口，做好双轮式驱动“文章”。
庞大的农业人口规模，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工业
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决
定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必须“双轮驱动”。这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点和必由之路。城

镇化的步子可以再快一点，同时扎实推进新农
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公共事业。

应对超弱要素市场，做好非正规金融“文章”。
目前农村要素市场十分薄弱，尤其是资金市场，
整个金融供给与农民的金融需求对接不上，仍
然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当前
农村主要是分散、小额、短期、无抵押担保的非
正规金融需求，最关键是要创新农村金融组织，
支持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非正规金
融服务。

应对超强传统组织，做好专业性合作“文章”。
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构
建以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农民自我经营服务组
织，以农村理事会为主的农民自我管理组织，以
专业中介机构为主的新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
织。此外，还要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
组织。

应对超紧竞争环境，做好支持型补贴“文章”。
除了继续扩大品种和区域范围外，还可以考虑
对重点生产环节给予补贴，让农民种粮、地方
抓粮不吃亏，并引导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采
用先进实用技术。同时，考虑主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 据《经济日报》

在农业走向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和国际
化的过程中，分散的、微型的、孤立的生产经营
主体，不仅无法加强市场竞争力和提高农业经
济效益，而且必然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局限
性。在当今世界，按照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发
达国家农业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以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地多人少国家；以荷兰、
日本、以色列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国家；介于二者
之间的是法国等多数欧洲国家。建立和完善有
利于农业发展的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组
织，增强农业活力是很多国家的选择。

家庭农场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新型经营主
体。以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德国为参照，可以
看到现代化家庭农场具有明显的“五化”特点：

形式普遍化。在德国各地，农民家庭农场
是农业的普遍形式，构成了德国农业的实体基
础。“大型”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在100公顷
以上，全国有2.93万个，占德国农业企业总数的
8.29%；“中型”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在 30~
100 公顷，全国有 10.4 万个，占总数的 29.44%；

“小型”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在 2~30公顷，
全国有21.85万个，占总数的61.94%。

种类多样化。德国家庭农场种类多样，包
括粮食种植、生猪饲养、蛋鸡和肉鸡饲养、奶牛
和肉牛饲养，以及蔬菜、水果、葡萄园、花卉、苗

圃、渔业等不同类型。一个家庭农场，从事一项
主业，但有相当多的家庭农场，同时兼营手工
业、修理业、旅游业等其他行业。

经营企业化。不管是哪种家庭农场，都建
立了正规的会计制度，进行经济核算。德国各
类家庭农场都配备了专门的电脑和其他信息工
具。对于各项采购和投入、各项销售收入和产
出等明细都入账记载，以进行企业核算。

管理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德国家庭农
场已普遍实现了现代化，其标志是：用现代工业
装备、用现代科技改造、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家庭
农场，以及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建
立起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和持续发展的农
业生态系统。今天的德国农民家庭农场，全面实
现了机械化、信息化、精准化和知识化。

发展合作化。德国家庭农场一直积极提高
组织化程度，其途径就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一个半世纪以来，专业合作社坚持“自愿、
自主、自治、自助”方针，坚持“民办、民用、民有、
民主”原则，坚持“统一供应农资、统一机耕、统
一防治、统一品牌和统一销售”服务宗旨。例
如，德国通过发展“农机链”，即农机合作社形
式，不仅提高了全面农业机械化水平，而且有效
提高了农机使用效率。如今“农机链”遍布全
德。（作者为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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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描述：作者徒步考
察研究过 30 多个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后得出的感悟
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属于全
人类共同分享的财富；国家
治理最需要的不是政治领袖
的智慧而是其开明的态度。
搞研究、说实话不需要技巧；
宁肯相信一只眼睛，也不轻
信两只耳朵；最牛逼的伟人
拥有的两件宝贝是：平民心
态和济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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