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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大爷家的五块地和两张纸

——一个农民的种植决策是怎样做出的

十三团（吉林省通榆县）4组  中国农业银行  余  涛

通榆县向海乡龙井村的村民齐德大爷今年57

岁，主要以种植业为生。我们十三团四组一行前去看

望了齐大爷，并和齐大爷一起算了一笔详细的收入

支出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件小事引起了我们的

注意。

分散风险，齐大爷的“组合管理”

第一个是五块一样大的地。齐大爷有21亩地，

种了五种作物，分别是葵花、芝麻、绿豆、高粱和

蓖麻。这五种作物种植面积基本相等，等分成五

块。我们对齐大爷的种植决策感到很纳闷，为什么

按照这种方式来配置种植比例，而不是种适合当地

土地的作物或者近几年价格比较走俏的作物？齐大

爷说他以前也是看周围的人种什么就种什么，经常

吃亏。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的土地只适合种这

几样作物，而现在这些作物的价格变化很快。降价

的有时能跌掉一半多，有的跌个一两成，比如葵花

2010年最高峰时期3.2元一斤，现在只能卖到1.35

元一斤。齐大爷按照1.35元的价格卖掉1000斤的葵

花，仅此一项便损失了1850元。芝麻2010年最高时

6.5元一斤，现在是5.1元一斤，齐大爷至今还屯着

芝麻没有出售。也有

涨价的，比如蓖麻在

2010年秋天的时候是

3元一斤，到今年二三

月份达到4元一斤。齐

大爷不知道农产品的

价格究竟是怎样的，

如果全部都种一样

东西，遇到价格波动

较大时，很有可能发

生大额亏损。在缺乏

信息的情况下，最优

的决策便是五样东西
   齐大爷在地里劳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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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种一些，等额分配，以实现最优的风险收益配

置。

以点及面，“科学”预测引导决策

第二个是两张简单记账的白纸。齐大爷也种了

一些菜苗，有生菜苗、香菜苗、茴香苗、地瓜苗、

茄子苗、辣椒苗、臭菜苗、柿子苗等等。齐大爷并

不知道这些菜苗的销售状况怎样，于是他便详细记

录每种菜苗的出售情况，最后计算每样菜苗的总销

售额，并据此调整菜苗种植结构，增加销售状况较

好的菜苗的种植面积，适当减少其他菜苗的种植面

积。目前来看，齐大爷准备增加地瓜苗的种植面

积。

 

 

 

         

          齐大爷的两张记账单 

传统意义上认为小农缺乏足够理性，舒尔茨在

《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小农也是理性的，他可以

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做出最优决策。齐大爷也是在其

掌握的信息范围内做出了平均分地决策和记账调整

结构决策，但是齐大爷决策所掌握的信息是很不完

全的，凸显了制约不仅是齐大爷，包括国内很多地

方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几个问题。

1.农业保险缺失。农业本身就是一个受自然影

响很大的行业，通榆县为国家级贫困县，自然条件

恶劣，土地盐碱化程度严重，加上水资源匮乏，使

得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隐患。齐

大爷前几年将全部土地都种植了葵花，但是遇到了

虫灾和风灾，损失殆尽，几年都未能缓解。在农业

保险缺失的情况下，齐大爷只能通过均等化种植面

积来分散风险。

2.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由于通榆县整体经济发

展较为落后，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尤其不发达，使

得各家金融机构在这一地区的金融供给行为都十分

谨慎，当地的农户贷款难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据调

查，在贷款供给上，正规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

审批链条长、附加成本高等问题，而齐大爷本身就

欠有债务，更是被排除在正规农村金融机构之外。

当地民间借贷利率高达年息24%，近期更是出现了

36%的个案。对于附加值本身就很低的农业来说，

也显得负担过重。现实中，齐大爷只能精打细算，

通过自我缓慢积累来走出困境。如果农业保险和农

业信贷都很发达，齐大爷完全可以通过信贷杠杆和

农业保险加速脱困进程。

3.农民合作组织建设的滞后。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农民组织化程度

的提高是未来三农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组织化的

农民可以共享资源，以一个有力的市场主体参与市

场竞争，提升谈判权和议价能力。农民合作组织可

以提供诸如市场信息、农业科技等方面的指导，帮

助单个的农民进行科学的决策，最大化自身收益。

齐大爷之前的种植决策都是依靠模仿周围的农户，

很容易产生盲从亏损的现象（经济学上有个专门描

述这个的模型叫“蛛网模型”），带有很大的盲目

性。齐大爷依靠自己力量解决这个问题的土办法就

是通过简单记录售卖菜苗的账本对生产结构进行调

整，一方面反映了齐大爷的理性抉择，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齐大爷对这种信息的需求。

齐大爷看似简单的两个决策，凸显了上述几

个重大的三农问题。这几个问题都很大，也存在已

久。社会各界对此也多有研究，现实中也有不少操

作与实践，比如当地已经开展了安华农业保险的试

点（虽然还存在覆盖农作物范围狭窄，赔付率不高

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农民来说第一重要的事

情，便是如何发展好农业生产，规避风险，理性决

策，最大化自身收益。我们仅就此问题提出一些不

成熟的看法。

齐大爷作为一个农民，是一个基本孤立的个

体，自身经营力量十分弱小，在市场谈判中处于弱

势地位。他的平均分地决策和记账调整结构决策本

质上是在低生产水平上首先进行自我保护、其次谋

求渐进发展的理性选择。一缺信息，二缺技术，三

缺资金，这是当前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生产面临的普

遍问题，缓解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走农民组织

化的道路。

1.解决农民的弱势地位问题除了国家的大量

经济补贴之外，还必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发挥组

织化的力量。新时期农民的组织化必须发挥农民的

原创作用和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组织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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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等方面服务农民的优势，将松散的农民个体组

织成强有力的市场经济主体，将外在的交易成本内

部化，摊薄信息成本与科技成本。农民一旦联合成

一个统一的经济主体，还能够逐步拓展业务领域，

由农业产业链最上游的生产环节逐步拓展到加工环

节、流通环节和最终出售环节，最大限度分享农产

品的综合收益，提升组织内农民的收入水平。

2.农民的组织不仅要进行生产联合和供销联

合，还要进行资金联合。当前农民贷款难问题十分

突出，农民生产缺乏金融支持现象严重。金融支持

的谨慎存在多方面原因，比如农业生产风险大、农

民缺乏有效抵押品、农户金融服务成本过高、农

户信贷机会成本太高等等。这就需要将农户组织起

来，一方面在内部进行资金互助，缓解农户金融供

给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将分散的个体组织化为统一

的经济主体，创新解决抵押缺失问题、降低对外交

易成本，也有利于外部金融支持的介入。

3.对于落后地区和农民生产水平不高的地区，

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应当充分发

挥合力。第一，正如第二点所言，农民作为弱者的

联合，充分发挥合作组织在资金互助方面的作用，

从自身内部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第二，政策性金

融应当发挥积极有效的先期作用。一般而言，商业

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商业化经营项目，由于资本回

报率要求以及服务半径约束等问题，在服务微小客

户尤其是小农户方面并不具备比较优势。在这方

面，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探索通过大规模投资设立

村镇银行、对接资金互助社等手段提升对农户的金

融供给水平。适当降低回报率要求，为农村金融事

业奠好根基。第三，在部分适合商业性金融运作的

领域，商业性金融机构应积极做好对农村金融的投

入，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做好金融服务。

如果我老无所依  请把我纳进农保里
十五团（内蒙古多伦县）1组   王  玉

养儿防老是传续了上千年的重要养老方式。在

农村，这种观念和表现尤其明显，但是伴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近年来发生了明显

的转变。

以内蒙古多伦县诺尔镇水泉村的访问农户王

大叔一家为例，王大叔共养育3个孩子，2女1子。

两个姑娘分别与2005年、2007年出嫁，小儿子也在

2008年张罗了终身大事。目前，家中只有老两口和

小孙子。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地点的缘故，王大叔

最为看重的小儿子已经在县城分期购买了商品房，

目前还背负着3万余元的房贷，而小儿子每月的工

作收入仅为1500元。按照购房合同，小儿子每年要

按时还贷1万元——对于他目前的经济水平而言，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小儿子自己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嫁出去的女

儿泼出去的水，我们老两口也不指望他们，自己能

做点就做点，不能做的话，到时候再说吧”。谈到

养老的问题，先前谈笑风生的王大叔，脸上露出来

凝重的表情。

我们简单地向他解释说明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新农保”是中央政府继取消农业税，开展

农业直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之后的又

一项重大惠农政策，近些年逐步试点和试行。新农

保在支付结构上分两部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对

于个人账户养老金，按照王大叔的理解，就是自己

先期往里面放钱，相当于把自己的钱放到这个“银

行”之中，等到自己60岁以后，每个月该银行会逐

月“像城里人一样发月工资”。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王大叔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并没有加入进

去。我们分析后，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如

下：

（一）农民思想观念较保守

水泉村的农户普遍认为，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

的钱放到看不见的未来，这种事情似乎不太保险。

换句话说，我们农村群众在思想认识上，更看重的

是自己现在就能拿到多少钱。由此看见，一方面固

然是我们老百姓在思想认识上比较守旧、保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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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进步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也间接说明

我们在宣传相关政策工作中，基层政府在解释说明

工作上，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二）农户经济结构和收入较单一

未见产出，先要投入，而农户自身的经济收

入比较单一有限，致使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到这个

未来有保障的“银行”之中。以王大叔为例，如果

要加入新农保，他全家被要求每月自缴800元，一

年自缴近1万元，而作为1952年生人，从现在到60

周岁领取“工资”的8年时间，王大叔全家要投入

近10万元，而全家一年的纯收入为1.8万，相较之

下，这笔支出占到全家支出的50%，对于全家而言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王大叔

坦言：我自己觉得不划算，也就没有参加农保。

（三）靠天吃饭存在一定的风险

王大叔说：“俺们农民都是靠天吃饭，风调

雨顺了，收成好了，自己一年就能多赚一点，赶

上天旱，就要自己吃老本，所以必须为自己留一

点应急资金，要不然真的就是等着政府来救济

了。”从中看出，其本质还是农民的增产增收问

题，不能有效地做到广开财源，把所有的鸡蛋都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风险自然无法有效分担，农

民自己不愿意参加在他们看来“遥遥无期”的

“领工资”，在他们所身处的环境中，这是一个

他们能做出的最合理选择。

（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

由于全国存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财政能力的不平

衡现象，对于内蒙古区的部分欠发达地区来说，给

个人缴费的补贴将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这

样在新农保制度的构建中，地方政府就难以支付必

要的保费配套补贴，从而影响新农保制度的扩展与

推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是新农保制度在全

国全面建立的难点，也是地方政府对推动此项工作

兴趣索然、积极性不足的一个掣肘。

（五）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偏低

新农保的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组成。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基础养老金标准

目前为每人每月最低为60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

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以最低

缴费档次为例，如果某农村居民每年缴费100元，

地方政府补贴缴费30元，缴满15年以后，连同利息

个人账户资金为2000多元，除以139，个人账户养

老金接近15元，再加上政府补贴的基础养老金60

元，农户最低每月可以拿到75元养老金。每个月不

足百元的养老金对于农民来说保障水平仍显太低，

这也是农民不愿意参加新农保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为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城市化逐渐完成的过程

中，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是必然的阶段。现在农村经

济的滞后已成为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阻碍，城市必

须带动农村，使得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我们认为：农村经济的大发展才是提高农村养

老保障水平的根本途径。只要经济水平提高，养老

保险的保障水平也自然会提高。城市除了在经济上

反哺农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以外，提高农民工收

入、加大新农保财政补贴投入等财政反哺也是城市

带农村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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