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4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225

学 术论坛
XUESHULUNTAN

开展以规模化经营为主的家庭农场，建立农民合作社，不
仅能够发挥出“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的最大优势，还可以提
升农户在市场当中的主体地位。构建层次全息模型能够有效识别
“家庭农场+合作社”的经营风险，为农业行业的良性发展提供
助力保障。

一、“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的制度特性
（一）家庭经营
家庭农场与合作社都是基于家庭承包制度，继承了传统制度

的优势，还可以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共同使用。例
如：生产机械设备、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式等等。“家
庭农场+合作社”采用机械代替人工的方法，并以信息技术为助
推动力，建立了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体系。

（二）规模适度
家庭农场必须要达到相应的规模，才可以充分融入现代化的

农业生产要素，并且还需要将自身的经营规模保持在可控的范围
之内，避免由于规模过大或过小的影响，而带来的成本增加以及
价格变动不稳定等问题。

（三）专业化生产
在“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的影响下，合作社组织家庭农

场开设了专业化以及商品化的生产经营路径，并在最大程度上利
用自然以及人力等方面的资源，实现了经济利益最大化。家庭农
场所经营的范围较为广泛，集约化程度较高，在产品的安全化生
产等方面占据了较大的优势。

（四）产业化经营
“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是利用销售以及商品的流

通，促使以农产品从生产的领域，逐渐转移到消费的领域，并达
成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此外，企业化管理的转型，促使经营的
内容更加注重对产出的核算、效率以及经营效益，并在成本的节
约以及管理制度的制定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二、基于层次全息模型为主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风
险识别

（一）“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当中的风险类型
1.自然风险。在农业产业的生产与经营的过程中，对农药、

化肥、技术以及机械设备的使用，需要注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
系。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广泛性以及地域性所带来的损害，都会
对农业产业的产品价格、产量等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自然因素
是农业产业目前最难以把控的风险类型。

2.市场风险。由于市场在运转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不确定性，
会伴随成本上涨以及结构单一等方面的经营风险，对农业产业的
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在市场的波动之下，必将“家庭农场
+合作社”经营模式置于风险当中。

3.制度风险。制约“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良性运营
的因素，还有制度方面的风险，制度的不健全，促使“家庭农场
+合作社”经营模式逐渐陷入负向发展的风险当中。此外，交易
融合、利益融合以及要素融合都缺乏制度方面的保障，所以在非
专业化意见的影响下，可能会在降低生产效率的同时，对“家庭
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的发展带来错误的指导方向。

4.经营风险。农业产业中的劳动力逐渐出现短缺等问题，不
仅会对“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带来负面影响，还会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模式不稳定以及成本上涨等方面的风险。此外，传
统落后的硬件设施和配套服务，会导致“家庭农场+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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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模式出现停滞性。
5.社会风险。在农业产业在运转的过程中，土地流转不合

理，会提高以“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为主的运营成本，
出现资金运作困难等经济问题，进而导致家庭农场的土地收益与
合作社的市场份额逐渐流失。另外，随着农业产品需求市场的不
断变化，促使在种植及销售等方面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所
以对产业的选择带来了风险。

（二）风险的筛选
以“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为主的农业产业，在实际

的运营过程中，风险的类型分为自然、市场、社会、经营以及制
度等五大类，结合不同的维度，利用风险识别全息模型，建立多
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系统，虽然会难以避免重复性风险因素的发
生，但是对风险识别环节的准确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三、促进“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稳步运行
（一）提供配套的支持
为了实现“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的稳步运营，首先

需要得到政府等部门的配套性支持，相关部门需要主动承担一部
分农业责任。政府部门可以发挥自身职能，为其提供更加规范化
的土地流转制度，并帮助以生产为主的家庭农场降低土地成本，
同时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提高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配套的支
撑促使“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能够全方位受益，并为其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对产业的选择
经营利润与产业的选择具有直接联系，在农业产业的生产以

及经营过程中，长久性、稳定性的产业选择，可以为“家庭农场
+合作社”经营模式的顺利发展提供保障。此外，对特色化产品
的选择，有利于打造多样化的产品销售渠道，并通过对特色化产
业形式的塑造，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加强人才培养
人力资源建设是保障各项制度以及经营模式顺利实施的基

础，为“家庭农场+合作社”经营模式提供大量的人才储备，对
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现阶段的人才培养模式有
定向委培以及务工办学等两种类型，前者是委托院校以及机构定
向化的培养人才，而后者是以外部引进的方式，从产业的内部创
造专业化人才。

四、结束语
“家庭农场+合作社”是以农业家庭经营以及家庭农场集约

化、专业化以及规模化的生产经营为基础，依托于合作社，实现
对农业产业经营模式的创新。为了解决“家庭农场+合作社”在
经营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所以需要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克服
成本以及风险等方面的问题，并在实现外部经济内部化、经营规
模化以及提升竞争力的基础上，提高农产品市场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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