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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农业强国的关键任务。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来源于农业劳动力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与单位农产品价值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其中土地单产上升的贡献率持续下降，而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 １９．９％来自土地单产上升，６７．８％来自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 综合

考虑按总增长率、按构成项的增长率和按与农业发达国家的相对水平进行预测，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在 ２０３５ 年将

超过 １９０００ 美元（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在 ２０５０ 年将超过 ５００００ 美元，达到农业发达国家水平。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主要来自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在此过程中，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
进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并保障经营权稳定，促进以增值增效为导向的农业结构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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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是建设农业强国的

关键任务，而且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目标的重要基础。 农业劳动生产率关系到农业发

展和农民增收，决定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要素流

动，也影响着国内外农产品竞争力和贸易。 自改革

开放以来，无论从劳均产值角度还是从劳均农产品

产量角度来看，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都实现了大幅

增长。 但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荷兰

等世界农业强国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与建设农业

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也有较大差距。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趋

势、增长来源与增长动力的变化，分析农业劳动生产

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两个阶段的增长潜

力，并提出提升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与保障

政策，对于未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研判农民收入

与城乡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变化趋势及国内外比较

　 　 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依据农业产出的实物量与

价值量来测度，即劳均实物产出量和劳均产出价值。
美国是全球农业强国，荷兰是欧盟国家中农业现代

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则是与中国具有相似

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结构的近邻。 以下将分析中国

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体变化趋势、主要农产品劳动生

产率变化，并对中国、美国、荷兰、日本的劳动生产率

进行比较。
（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

农业劳均产值经历了大幅增长。 １９７９—２０２２ 年，
中国按农业总产值与农业从业人口之比计算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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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均产值从 ０．０６ 万元 ／年增长到 ３．１９ 万元 ／年，按不

变价格年均增速达到 ６．１％。 与此同时，劳均农产品

产量也有明显增长。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劳均粮食产量

从 １０７１ 公斤增长到 ２１６８ 公斤，年均增长 ２．１％。 特

别是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劳均粮食产量实现了九连增，
年均增长 ５．３％。 另外，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劳均油料产

量年均增长 ５．８％，劳均糖料产量年均增长 ５．４％。
主要粮食品种和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也持续上

升。 根据成本收益资料折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小麦

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从 ２７．５ 公斤 ／工增长到 ８９．８ 公

斤 ／工，年均增长 ６．８％；水稻生产从 ３０．３ 公斤 ／工增

长到 ９３．５ 公斤 ／工，年均增长 ６．５％；玉米生产从３０．６
公斤 ／工增长到 ９６． ４ 公斤 ／工，年均增长 ６． 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生猪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从 ２０．３ 公

斤 ／工增长到 ４１．０ 公斤 ／工，年均增长 ６．１％；肉牛生

产从 １３．０ 公斤 ／工增长到 ３４．３ 公斤 ／工，年均增长

８．４％；牛奶生产从 １２１． １ 公斤 ／工增长到 １７５． ５ 公

斤 ／工，年均增长 ３．１％。 总体来说，主要粮食作物与

畜产品劳均产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都在 ６％以上。
（二）与部分强国的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相对差

距逐步缩小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经历

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但与欧美主要国家农业劳动生

产率相比，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相对差距尽管逐步缩

小但依然较大。
美国农业部主要依据国际粮农组织、国际劳动

组织等来源的数据对全球各国农业要素投入、农业

总产值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该数据的优

点就是具有统一的框架和口径，便于开展国际比较

研究①。 此处利用该数据计算各国的农业劳动生产

率。 按 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１９７８ 年美国农业劳均产

值是中国的 ９５． ６ 倍，比中国高出 ６． ５ 万美元；至
２０２０ 年，美国农业劳均产值与中国的相对差距缩小

至 ２７． １ 倍，但是绝对差距扩大到 １５． ６ 万美元。
１９７８—２０２０ 年，荷兰农业劳均产值与中国的相对差

距从 ７８．４ 倍缩小到 １８．７ 倍，但是绝对差距从５．３万
美元扩大到 １０．５ 万美元；日本农业劳均产值与中国

的相对差距从 ７．０ 倍缩小到 ２．３ 倍，绝对差距从 ０．４
万美元扩大到 ０．８ 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日本农业劳均产值的绝

对差距在 ２０１３ 年左右出现了拐点，从趋于增长转向

了趋于下降；中国与美国、荷兰劳均产值的绝对差距

近年在高点徘徊，可以预期未来将趋于下降。 详

见图 １。

图 １　 中国与主要国家农业劳均产值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 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１９９７
年美国农业劳动力的年均增加值是中国的 ３８．７ 倍，
比中国高出 ５．１ 万美元，都明显小于劳均产值的差

距；至 ２０１８ 年，美国农业劳均增加值与中国的相对

差距缩小至 １７．８ 倍，但是绝对差距扩大到 ９．４ 万美

元。 １９９７—２０１８ 年，荷兰农业劳均增加值与中国的

相对差距从 ２９．０ 倍缩小到１２．９倍，绝对差距从 ３．８
万美元扩大到 ６．７ 万美元；日本农业劳均增加值与

中国的相对差距从 １２．７ 倍缩小到 ３．２ 倍，绝对差距

从 １．６ 万美元缩小到 １．２ 万美元。 与以上劳均产值

的绝对差距相似，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与美国、荷兰

的差距都在高点徘徊，而与日本的差距自 ２００８ 年以

来就趋于下降，累计下降了 ３６．４％。 从相对差距来

看，中国与荷兰的差距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就

持续下降，与日本的差距是自 ２００２ 年左右开始连续

下降，与美国的差距则是自 ２００６ 年左右开始快速下

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美国、荷兰在劳均增加值

上的差距明显小于劳均产值的差距，但是与日本在

劳均增加值上的差距大于劳均产值的差距②。
从主要粮食作物与主要畜产品劳均产量来看，

中国与美国、欧盟也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与美国存在

巨大差距。 ２０００ 年中国粮食与油料作物③平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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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均产量为 ２９ 公斤 ／工，美国高达中国的 ２０９ 倍；至
２０１８ 年，中国劳均产量增至 ８４ 公斤 ／工，但是美国

仍高达中国的 １６１ 倍，欧盟平均水平是中国的 ２．８
倍。 ２０１８ 年中国生猪养殖的劳均产量为 ４１ 公斤 ／
工，美国则是中国的 ２９．８ 倍，这个差距与 ２０１０ 年相

比甚至略有扩大。 ２０２０ 年中国牛奶生产的劳均产

量为 １８７ 公斤 ／工，美国是中国的 ６．９ 倍，欧盟是中

国的２．１倍。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的
理论分析与结构测算

　 　 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做理论分析，并对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的结构与变化进行测

算，有助于认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动

力变化。
（一）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的理论分析

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与影响因素是长期受

到关注的重要问题［１－５］ 。 速水佑次郎与拉坦将农

业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劳均经营土地面积与土地产出

率两个部分，在此框架下可以简洁地认识农业劳动

生产率变动的结构性特征［６］ 。 但是，在劳均经营土

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土地产出率取决于设施装备

与中间投入品等投入的结果。 因此，农业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最终动力是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支
持土地产出率增长的装备和中间投入水平的提升，
以及促进土地产出潜力增长的技术进步。 如果按价

值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受到单位农产品价值的

影响，农业生产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升

级也将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１．劳均经营土地面积

总体来看，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对农业劳动生产

率有促进作用，大量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 樊胜根

与陈康对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泰国的研究表明，
农场规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促进作用［７］ 。 学者

对国内的有关研究也普遍得出了类似结论［８－１１］ 。
此外，由于农地经营权流转是农业经营规模扩张的

主要途径，有研究表明农地经营权流转对农业劳动

生产率也有促进作用［１２－１３］ 。 但是，有研究表明农

业经营规模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例如，王亚辉等的研究显示，劳动生产率与农地经营

规模之间存在鲜明的“倒 Ｌ 型”关系，在初始阶段扩

大农地经营规模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后期劳动

生产率会稳定在某一状态［１４］ 。

２．土地产出率及促进其提升的投入增长与技术

进步

劳均经营土地面积与土地产出率共同决定了农

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在经营规模扩大过程中，劳动者

需要依赖设施装备水平的提升和化肥、农药等中间

投入的增加来实现对土地的有效利用，否则就可能

出现经营规模扩张与土地单产下降的冲抵。 经营规

模与土地产出率呈反向关系就是所谓的“经营规

模—土地产出率”之谜。 恰亚诺夫发现俄国农场的

土地产出率与其规模存在反向关系［１５］ ，森发现印

度小农场的土地产出率更高［１６］ ，对非洲、亚洲、欧
洲、拉美等地区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１７］ 。 对“经营

规模—土地产出率”之谜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解释是

不完全要素市场和有关土地质量的遗漏变量，而
Ｂａｒｒｅｔｔ 等人的研究表明，不完全要素市场只能做出

很少的解释，而遗漏变量问题不能做出解释［１７］ 。
实际上，随着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土地

上可以投入的劳动趋于下降，作物生产的相关管理

投入，包括施肥、除草、墒情和作物长势的检查等，都
必然趋于减少，进而影响土地单产。 根据辛良杰的

研究，农户经营土地的规模超过 ３０ 亩后，经营规模

与土地产出率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影响大规模农

户土地产出率的最主要因素是化肥投入［１８］ 。 在农

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农户兼业化比例提高的情况

下，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兼业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影响也得到较多关注，而相关研究也验证了设施设

备、中间投入与组织制度等对土地产出率、农业劳动

生产率的重要作用。 向国成等认为，农户兼业化优

化了农村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深化了家庭农业生

产的劳动专业化程度，同时农户兼业化获得的经济

收入有助于家庭购置更多现代化农业生产设备，通
过生产迂回化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１９］ 。

劳均经营土地面积与土地产出率之间可能存在

的反向关系意味着，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并不

必然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以上农业经

营规模与农业劳动生产率表现出不确定关系的根本

原因。 要破解这个谜题，就要在土地产出率不降的

情况下增加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甚至要实现两者的

同步，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更快增长，其中的关

键就是加快推动劳动节约型的设施装备与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 土地的有效利用就是土地产出率向给定

技术条件下的最大潜在产出率（单产潜力）逼近，而
单产潜力的提高则是整个生产前沿面的扩张，这更

需要靠品种、农艺技术、机械装备等各方面的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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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来推动。 因此，提高土地单产潜力、促进土地有效

利用、更高效利用劳动节约型技术，是规模经营以外

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另一根本动力。
３．农业结构转变因素

农业劳均产出既可以用实物量测度，也可以用

产出价值测度，按实物量的劳均单产反映了技术层

面的农业生产率，而按价值的劳均产值综合反映了

技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两个方面的农业生产率。 参照

速水佑次郎与拉坦的范式［６］ ，按劳均产值来衡量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劳均

经营土地面积、土地产出率（产品实物量）和单位农

产品价值，后者取决于产品质量、需求弹性与市场供

求关系等一系列因素。 其中，产品质量实际应该是

土地产出率的组成部分，如果质量完全可测度，就可

以计算质量校正的土地产出率；需求弹性与市场供

求关系虽然外在于土地产出率，但是随着农地从生

产刚需产品向生产高收入需求弹性产品转变，从生

产低附加值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农业劳

动生产率也将因单位农产品价值的增长而增长，这
是结构转变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驱动效应。

（二）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的结构与

变化趋势

农业劳动生产率驱动因素的变化，最终都将体

现为对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土地产出率和产出价值

的差异化影响，并改变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结构

特征。 依据美国农业部全球农业生产率数据，自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增长，但
增长的来源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④。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家庭承包经营大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土
地单产大幅提高，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的

共同作用，农业劳动力劳均经营土地面积逐步减少。
同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均产值）增长 ２５．８％，土
地单产（单位面积产值）增长 ５９．３％，劳均经营土地

面积减少 ２１．０％，土地单产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贡

献率达到 ２２９．６％，而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贡献率为

－８１．４％⑤。 之后，随着改革效能的释放，土地单产

逐步接近其单产潜力，进一步增长的速度趋于下降，
主要靠技术进步驱动，而随着农村要素市场变化，特
别是农业劳动力减少和劳动成本上升，农地流转速

度逐步加快，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快速增加。 在此背

景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继续快速提升，土地单产上升

的贡献率大幅下降，而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的贡

献率不断提高。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三个时期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分别

达到 ９２．２％、８３．６％和 ９０．７％，土地单产上升的贡献

率逐步下降，分别为 ８０．７％、４３．１％和１９．９％，而劳均

经营土地面积增加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分别为

１１．１％、４１．８％和 ６７．８％⑥。 详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日本、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分解

国家 年份

劳动生产率 土地单产 劳均经营土地面积 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

当年值
（美元 ／ 人）

阶段变化
（％）

当年值
（美元 ／ 公顷）

阶段变化
（％）

当年值
（公顷 ／ 人）

阶段变化
（％）

单产
（％）

劳均经营土地
面积（％）

交互项
（％）

中国

１９８０ ７０４ １２１７ ０．５８

１９９０ ８８６ ２５．８ １９３９ ５９．３ ０．４６ －２１．０ ２２９．６ －８１．４ －４８．２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３ ９２．２ ３３８０ ７４．４ ０．５０ １０．２ ８０．７ １１．１ ８．２

２０１０ ３１２６ ８３．６ ４５９９ ３６．１ ０．６８ ３４．９ ４３．１ ４１．８ １５．１

２０２０ ５９６２ ９０．７ ５４３０ １８．１ １．１０ ６１．５ １９．９ ６７．８ １２．３

日本

１９８０ ５２２０ ４２１４ １．２４

１９９０ ７２４７ ３８．８ ４８０１ １３．９ １．５１ ２１．９ ３５．９ ５６．３ ７．８

２０００ ９５４２ ３１．７ ４７６９ －０．７ ２．００ ３２．６ －２．１ １０２．８ －０．７

２０１０ １１５２５ ２０．８ ４７３０ －０．８ ２．４４ ２１．８ －３．９ １０４．７ －０．８

２０２０ １３４６６ １６．８ ５０５６ ６．９ ２．６６ ９．３ ４０．９ ５５．３ ３．８

美国

１９８０ ６６３９１ ８６１ ７７．０７

１９９０ ９６４３０ ４５．２ ９７５ １３．２ ９８．８９ ２８．３ ２９．２ ６２．６ ８．３

２０００ １２３２７１ ２７．８ １２１５ ２４．６ １０１．４９ ２．６ ８８．３ ９．４ ２．３

２０１０ １５２５５８ ２３．８ １４４７ １９．１ １０５．４６ ３．９ ８０．４ １６．５ ３．１

２０２０ １６１５９２ ５．９ １６２５ １２．３ ９９．４４ －５．７ ２０８．３ －９６．４ －１１．９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全球农业生产率数据测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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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相比，日本、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速度相对较低，并且增速都趋于下降。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１０ 年间，日本、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幅分别只

有 １６．８％和 ５．９％。 另外，两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来源存在显著差别，其中，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增

长的主要贡献来自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美国

则主要来自土地单产的提高。

三、强国建设两阶段的
农业劳动生产率预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２０３５ 年到 ２１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以下按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两个时

点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水平进行预测。 农

业劳动生产率变动是投入变动、技术进步、制度变迁

和一系列结构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 为全面认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可能达到

的水平，以下尝试从三个角度进行预测，分别是：按
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进行预测，按土地单产和劳均

经营土地面积增速进行预测，按中国农业劳动生产

率与日本、美国的比值变动趋势进行预测。
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

时面临抑制因素和促进因素。 抑制因素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农业农村环境约束趋紧，靠增加化肥农

药投入来推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二是

农村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比重

大幅下降将抑制农业劳动力流出，同时大部分 ６０ 后

甚至 ７０ 后农民工将回到农村。 这两方面都可能抑

制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但是，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面临更多促进因素：一是随着人口

结构变动，很大一部分老龄农业劳动人口将退出农

业生产，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二是农产品消

费结构升级将驱动农业生产结构转换升级，高附加

值农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占比趋于上升，有利于提

高单位土地的产出价值；三是新品种、农业机械、数
字农业、农业工厂等农业技术进步将进一步提高农

业集约化水平和农业劳动力管理能力；四是农地改

良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提升农地产

出潜力；五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新生代农民等的

数量增长将促进农业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推动农

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和先进农业技术应用。

总体来看，促进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

素明显强于抑制因素，可以预期在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之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

度。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按农业劳均增

加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４．６％、
６．９％和 ８．０％，增速不断上升，但增速的增幅逐步缩

小。 假设 ２０１９—２０３５ 年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年均

增速仍将达到 ８．０％，在 ２０３５—２０５０ 年降至７．０％，那
么，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将分别

达到 １９２１６ 美元和 ５３０１８ 美元（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
以下预测部分均是），分别折合人民币 １１９６８６ 元和

３３０２１７ 元。 如果按照美国农业部全球农业生产率

数据，在最近的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的三个 １０ 年，中国按

农业劳均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都超过了

６％，分别达到 ６． ８％、６． ３％和 ６． ７％。 假设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５ 年中国农业劳均产值年均增速仍将达到 ６％，
在 ２０３５—２０５０ 年降至 ５． ５％，那么，至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劳均产值分别可以达到 １４２８８ 美

元和 ３１８９８ 美元， 分别折合人民币 ８８９９３ 元和

１９８６７５ 元。
随着土地单产增速回落和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发

展，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并且这一趋势仍将延续。 从

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驱动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未
来二三十年土地单产增速将维持在较低的主要由技

术进步决定的自然增长率水平，而多方面因素将推

动规模经营继续快速发展。 在此，假设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中国土地单产年均增速和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年均

增速分别为１．２％和 ５．０％，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相比，前
者低０．５个百分点，后者基本持平；假设 ２０３５—２０５０
年土地单产年均增速进一步降至 １．０％，劳均经营土

地面积年均增速仍为 ５．０％。 那么，根据美国农业部

全球农业生产率数据，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

劳均产值也将分别达到 １４８５０ 美元和 ３５８４３ 美元，
分别折合人民币 ９２４９５ 元和 ２２３２４２ 元。 按假定的

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年均增速，至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

中国农业劳均经营土地面积与 ２０２０ 年相比将分别

翻一番和翻两番，分别达到 ３４．３ 亩和 ７１．３ 亩。 这与

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是较小的劳均经营规模。
由于持续的快速增长，中国与日本、美国农业劳

均产值的比值也快速上升。 １９９０ 年以来，从相当于

日本的 １２． ２％增长到 ４４． ３％，从仅相当于美国的

０．９％增长到 ３．７％。 并且，近 ２０ 年差距缩小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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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快。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中国农业劳均产值从相

当于日本的 １２．２％上升到 １７．８％，上升 ５．６ 个百分

点；至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又先后升至 ２７． １％ 和

４４．３％，分别上升了 ９．３ 个百分点和 １７．２ 个百分点。
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均产值之比也表现出相似的变动

趋势。 可以预期的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随
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变化，其与日本、
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将经历从加速上升到减

速上升，再趋于稳定的变化。 因此，本文假设中日、
中美农业劳均产值之比遵循“Ｓ 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曲线变

化，并采用 ＢＦＧＳ 拟牛顿法对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数据进

行拟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预测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

中国与日本、美国农业劳均产值的比值。 从结果来

看，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劳均产值将分别达

到日本的 ６５％和 ９８％，分别达到美国的 ５． ６％和

８．８％。 结合对日本农业劳均产值的预测⑦，２０３５ 年

和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劳均产值将分别达到 １０９４３ 美

元和 ２００２６ 美元；结合对美国农业劳均产值的预

测⑧，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劳均产值将分别达

到 ９７５２ 美元和 １６２７０ 美元。
以与日本、美国之比为基准的预测表明，中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与日本、美国的差距将在较长时间内

保持加速缩小的变化；并且从趋势上看，中国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潜力大幅超过日本，这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中国更加灵活、务实的农地政策为农业规模

经营提供了更大潜力。 但是，与按农业劳动生产率

总增长率的预测目标和按农业劳动生产率各组成部

分增长率的预测目标相比，以与日本、美国之比为基

准的预测目标较低。 究其原因，拟合曲线相对于近

年比值的实际增长趋势更加平缓，导致了对比值在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能达到的水平的低估。 另外，从
数据比较来看，美国农业部的全球农业生产率数据

由于对农产品结构和农产品质量等的忽略，对中国

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低估情况，其结果仅略高于世

界银行数据中的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⑨。
综合来看，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劳动生

产率应更接近基于世界银行数据按农业劳动生产率

总增长率的预测，２０３５ 年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将超

过 １９０００ 美元，至 ２０５０ 年将超过 ５００００ 美元。 ２０３５
年和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的预测值按 ２０１９
年 ２１１ 个国家（地区）的水平可以分别排第 ４８ 位、
第 １７ 位，分别相当于前 １０％国家均值的 ２５．７％和

７０．８％。 据此可以认为，至 ２０５０ 年中国农业劳动生

产率有望进入农业发达国家之列。

四、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路径与保障政策

　 　 中国与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很大差距，与
日本也有一定的差距，而与两国的差距都主要来自

农业劳动力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差距。 ２０２０ 年中

国农业劳动力劳均经营土地面积仅相当于美国的

１．１％，相当于日本的 ４１．４％。 同时，中国农地的单

位产出价值大幅高于美国，与日本基本持平。 从中

国与日本、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及增长来

源的结构变化来看，还可以得到两点判断：第一，对
于中国、日本这样人多地少、以传统小农为主的农

业，通过农地流转提高劳均经营土地面积是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在此过程中提高设施装

备水平和中间投入水平，使土地产出率达到其潜在

产出率是必要保障；第二，在劳均经营土地面积趋于

稳定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土地单产的

提升，其动力是科技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

度将回归主要由技术进步速度决定的自然增长率。
以上目标测算更多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潜力，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依靠规模经营的发展

和技术进步驱动的单产提升。 基于对国内外农业劳

动生产率差异的产生原因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

来源的结构变化的判断，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主要来自农业劳动力劳均经

营土地面积的增加，在此过程中，要促进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促进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促进农地经

营权流转并保障经营权稳定，促进以增值增效为导

向的农业结构优化调整。
（一）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农业生产

经营人才队伍建设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归根结底是农业劳动者

的进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技能以更好应用更

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生产经营方式，是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首要基础。 为此，一方面，要以适度规模

经营为导向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高素质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

合作社带头人和农业职业经理人。 鼓励返乡创业农

民工、农业高校毕业生、农业科技人员等创办领办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者重

点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先进农业技术、信息技

术、环保知识等培训。 另一方面，要促进年轻农民发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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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培育以年轻人为主体、爱农业、懂农业的现代农

民。 重点鼓励受过农业专业教育的年轻人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为新进入农业且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年

轻人提供专门的收入补贴、投资补贴、贴息贷款和技

术培训支持等；以促进经营权向年轻农民长期流转

为导向完善农地流转机制，为年轻专业农民流转农

地提供信贷支持或租金补贴等；完善社会保障等制

度供给，着力加强对年轻专业农民的支持。
（二）加快劳动节约型与土地增强型农业技术

创新与应用

技术进步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最终动

力。 无论是提高土地单产还是确保劳均经营规模扩

张过程中土地单产不下降，都需要依靠设施装备和

技术的投入。 因此，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首要的就

是把农业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转变为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生产，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在提升农业劳动

生产率中的作用。 首先，要加快劳动节约型农业技

术的创新与应用，包括更先进的机械装备、更适宜农

机作业的新品种等，加快实现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

化作业。 面对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差异巨大的基本

国情，除了关注大农机，也要关注适宜丘陵山区等地

区的农机、农艺的研发。 其次，要加快有助于提高土

地单产和单产潜力的技术以及有助于开发利用非传

统农业生产空间的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前者包括节

水灌溉等资源节约的农艺技术、养分管理技术、高产

高效新品种等；后者主要通过抗逆品种、土壤改良技

术、精准调控灌溉技术、农业工厂等创新突破农业生

产对资源、区位等自然条件的约束，实现对盐碱地

区、干旱半干旱地区、北部高寒低积温地区、都市地

区等非传统农业生产空间发展潜力的开发利用。 最

后，要加快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减少劳动投入与提高管理水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面临的基本矛盾。 数字农业、智慧农业技术不仅

可以用信息装备、智能装备替代劳动，还可以使对农

业生产过程、生产环境的监测无时无处不在，实现生

产经营管理的自动化，从而化解劳动节约与提高管

理精度和管理水平这双重目标之间的矛盾。
（三）加快以农地经营权配置与保护为重点的

农地制度改革

提高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

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贡献因素，也是缩小

中国与农业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主要途径。 要在提

高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同时促进土地单产提升，就
必须保障农地经营权稳定以促进流转农地上的长期

生产性投资。 一方面，要优化经营权配置的体制机

制，完善激励机制，促进农地经营权向适度规模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和年轻专业农户流转。
为保障食物供给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在保护农

地经营权的同时，也要强化对农地用途与农业生产

方式的规制，实现多元目标的协调。 另一方面，要着

力解决农地流转过程中经营权不稳定、保护不充分

的问题，在进一步明晰“三权”内涵、权益与权利边

界的基础上加强对经营权的保护。 重点在租金、租
期、续租权利、限制随意收回等方面采取规制性举

措，明确经营者长期投资的收益和补偿权利，从农地

流转的供给侧实施鼓励长期流转的措施。
（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

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特别是提升农产品附加价

值，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价值，是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经济增长向农业部门溢

出、带动农业增值、农民增收的重要机制。 一方面，
要面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按照树立大食物观、构建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要求，增加畜产品、水产品、
水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 当

前，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加速转型，口粮消费

下降，肉蛋奶等非口粮食物消费快速刚性增长。 为

顺应这一变化趋势，要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

渔结合发展的农业生产结构，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

的基础上，增加肉蛋奶蔬果油糖各类食物的供给。
另一方面，要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促进农业增值增

效，并将产业链主体和增值收益留在县域，从而真正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重点按照“三链”协同的要

求促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农区的集聚和

协同发展：通过培育产业链促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和

多元化利用；通过培育价值链促进农产品增值和形

成更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分配关系；通过培育供应链

实现产供销更紧密、更高效的衔接，最终通过“三
链”协同发展打造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

注释

①该数据集基于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ＦＡＯＳＴＡＴ）的各

国 ２００ 个农产品（其中包括 １６２ 种作物、３０ 种畜产品和 ８ 种水产品）

的产出，以及各农产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全球均价（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

计算各国农业总产值。 该数据的一个问题是忽略了各国各类农产

品的结构差异和质量差异。 实际上，各国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农产

品存在明显的质量差异。 数据集来自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ｒｓ．ｕｓｄａ．ｇｏｖ ／ 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②产生差距的原因可能是增加值率，

即增加值与总产值比率的差异。 ③本文粮食与油料作物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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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 ④⑤⑥由于该数据中农业产出是农

牧渔业的总产值，在此测算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单位土地产出价值

变动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 初始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经济

研究局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ｒ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⑦⑧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日
本、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只有 １．６％和０．６％，相比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分别下降了 ０．３ 个和 １．６ 个百分点。 假设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日本、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 １．５％和 ０．５％，２０３５—
２０５０ 年分别为 １．３％和 ０．４％，那么，２０３５ 年两国农业劳均产值将分

别达到 １６８３６ 美元和 １７４１４５ 美元，２０５０ 年将分别达到 ２０４３５ 美元和

１８４８９１ 美元。 ⑨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２ 年中国农业劳均产值

为３．１９万元，折合５２２３．３９美元（２０１５ 年价格）。 据世界银行数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为 ３３０１．９９ 美元（２０１５ 年价格）。 美国

农业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２ 年中国农业劳均产值为 ３６２０．３６ 美元（２０１５
年价格），明显低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仅略高于世界银行统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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