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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表户 现代 化 的 卖 咸机 喇 ： 专 业 化 生 户 与 市 场 文 易 服务
＊

冯 小

［摘要 ］ 随着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 关 注 日 益增 多 ， 各地产 生很 多 对接 小农 户 生产 的社会化服务来提升

小 农 户 的现代化水平 。 但对 于 经济作物 专 业化 生 产 小 农 户 的 现代化 ， 农产 品 的 市 场销 售 是 关键 。 依据 Ｄ 村

小农 户 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表明 ， 多 元化 的 市 场拓展与 专 业化生产 能 够促使小农 户 迭代升级 ，
大规模专 业化

生 产 倒 逼 市场 交 易服务的 快速发展 实现 小农 户 的 市场对接 。 从 市 场 交 易服务的供给和运行来 看 ，
不 仅 市 场

交 易服务的 多 元化供给与 专 业化分工使得 小农 户 市场 交 易便利 和低成本 ，
实现 高 效 市场对接 ；

而 且熟 面 交

易 与 规 范服务在 乡 村产 地农产 品 市 场 交 易 中 最大化地保证交 易 双方 遵循 熟人社会 的 市 场 道德 ，
公平 与 诚

信
，
促其 市场 交 易稳定有序 。 这使得 小农 户 能相对稳定地分享农业发展收益 ，

实 现现代化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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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的提 出

小农户 既是我 国农业经营 的历史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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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黄 ， 山 东寿光蔬菜等相关产业区 的驻村调研
？
发

现 ， 早期都是 以村或镇为 中心逐步扩展开来成为产

业区 ， 其 中早期 的市场拓展 ， 农户 的专业化生产与

后期多元化的市场交易服务发展密不可分 。 产地基

层市场 围绕产 品交易 的社会化服务非常发达 ， 专业

化分工精细 。 鉴于寿光蔬菜产业最具典型性 ， 是 国

内小农经济最发达的 区域之一 ， 本文将重点 以 山东

寿光蔬菜专业村 Ｄ村小农户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为表

述对象 ， 聚焦产地的市场交易服务来分析小农户 的

现代化路径及其实践机制 ， 并分析市场服务是如何

使得小农户相对稳定并最大化地分享现代农业发展

收益 。 当然市场结构里政府组织对于市场的大环境

塑造 以及相关的公共服务有重要的作用 ， 鉴于文章

重点讨论小农户 的市场交易行为 以及直接相关的社

会化服务 ， 因此对于 当地政府 的公共服务暂且搁

置 。 文章聚焦市场交易服务的供给 以及运行机制来

理解小农户 的市场销售实践及其交易秩序 ， 进而理

解并 回答小农户现代化发展 中 的市场对接难题 。

二 、 案例简介 ： 小农户现代化 的发展历程

Ｄ村处于山东省寿光县西北角 ， 地势平坦 ， 交通

便利 。 村民居住集 中 ， 全村 ５ ８ ６ 户 ，
２ １ ７ ３人 ，

４４７ ６

亩土地 。 该村两 田 制保 留至今 ， 分为农户 的 口 粮地

（承包地 ） 和经营地 （村集体的机动地 ） ， 其 中村集

体 的机动地 占 比 近 ４０％ 。 ２ ０２０ 年人均收人 ２ ． ９ 万

元 ， 该村 目前是彩椒生产专业村 。 该村经营大棚 的

年轻人 （俗称棚二代 ） 占 比达到 ４０％ 。 仅 ８０后 回

村返 乡 创业 的有 １ ４ ５人 。

＠
村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

在村庄生活就业 ， 仅少数人外 出务工 。 现在村庄村

民 的 年收人水平处于寿光市蔬菜种植村 的 上等水

平 ， 从落后村发展成 了先进示范村 。 Ｄ村在整个寿

光的蔬菜发展历史 中相 比 临海 的那些村庄属于蔬菜

发展较晚 的村庄 。 ２ ０世纪 ９ ０年代 中期 时 ， 寿光蔬

菜在全 国 已 经知名 ， 但该村 的蔬菜发展还 比较落

后 ， 多数农户 土地还处于粮 菜各半 的种植结构 ，

即 口 粮 田 种粮 ， 经营地种菜 ， 少数农户 经营果 园 。

小农户都属于兼业户 ， 家里年轻人多数都是外 出务

工谋求生计 ， 中老年人在家务农 ， 和我 国 中西部地

区 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代际分工生计模式处于 同等

水平 。 当 时村庄里种菜 ，

一部分是传统 的露天蔬

菜 ， 萝 卜 白菜 ，

一部分用简易 的塑料大棚种黄瓜 、

西红柿 。

一直到 ２ １ 世纪初 ， 农 民开始陆续学 习 其

他村庄投资新建冬暖式大棚 ， 种植反季节 的黄瓜为

主
，
口粮 田 的粮食种植 日 趋减少 ，

逐渐只剩下大棚

边缘的边角地或者无法建棚 的地块种粮食 。

虽然黄瓜种植效益 比粮食好 ， 收入高 ， 但市场

不稳定 ， 寿光和全 国很多地方一样 ， 出现周期性的

价格波动 ， 菜贱伤农是那一时期 的常见现象 ，
Ｄ 村

也不例外 。 虽然蔬菜市场庞大 ， 市场需求在逐步增

长 ， 但农 民 收人并未持续增收 。 从潍坊市 １ ９ ９ ３ 年

提出农业产业化概念并发布地方性 的发展农业产业

化的指导性文件 ，

？
直到 ２００ １ 年全国农业产业化的

经验交流会在潍坊召开 。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在

潍坊市全面推行 ， 具体就是政府引 导一村一 品或者

一乡 一 品 ， 进行生产专业化与 区域化布局 。 当 时地

方政府鼓励各村创新 ，
以市场为导 向 ，

以效益为 中

心
，
以科技为支撑发展各 自 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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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 他们进行市场宣传 ， 通过经销商 了解市场行

情 ， 努力去开发市场推销彩椒 。 另外 ， 在拓展市场

的 同 时 ， 村干部组织种植技术较好的农户 ， 将他们

的收获时节和预估产量统计起来 ， 用最好的产品去

吸引 客户 ， 力 图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 。 这一时期一

直是在市场拓展和探索的过程 中 ， 集合村庄的优质

产 品 ， 依靠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关系打开 了局面 ， 各

种销售渠道的销售量逐步增加 ， 来村庄收购彩椒的

客商也逐步增多 。

市场拓展带来农户销售 的便利 ， 销售端的顺畅

又反过来刺激 了生产端的快速跟进 。 Ｄ村小农户 以

及周边村庄 的小农户也开始跟进种植彩椒 。 彩椒种

植的大量增加 ，
也带来 了生产性的社会化服务市场

的发育 。 由 于地方政府庞大的农技力量和农民深厚

的蔬菜种植经验 ， 对于新品种彩椒 ， 小农户几乎没

有技术障碍 。 专业化生产的推进 ， 带动 了 以家庭为

主的大棚及其设施的更新和种植 中管理方式的调整

以及当地 已有 的育苗和农资市场服务的细分发展之

外 ， 生产规模的快速增加也分化出 了 与之相配套 的

从栽苗开始到采摘 的各个环节 的服务队 ，
以及一条

龙 的服务发展 。 生产环节 的分工相 当精细和发达 。

例如 ， 栽苗环节形成 了挖土 、 放苗 、 栽培等专业化

的 ３ 个细分环节 ， 服务 队伍里各 自 分工 ， 相互配

合 。 在彩椒后续的生长过程 ， 擅长修枝 、 打蔓 、 授

粉等环节都有非常精细化的专业化技术人员服务队

伍 。 这些社会化服务 的快速增长大大提升 了小农户

生产的专业化 ， 促进 了生产技术的革新与升级 。 生

产技术的革新带来彩椒品质的提升 ， 农 民 的不断摸

索和经验 的积累 ， 彩椒的形状 、 硬度 、 色彩和亮度

综合呈现 的 品质都在逐渐提升商品率和精品率 。 产

品 的标准化生产和品种 的多样化种植 同步进行 ， 为

进一步打开市场和市场分层提供了重要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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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 和经纪人之 间 的关系 ， 主要有两类 ， 第一

类 ， 普遍是农户将蔬菜 固定卖给某个经纪人或者大

部分卖给 固定的人 ， 少数是灵活卖给地头市场或其

他经纪人 ， 目 标是希望不论是在快市 （供不应求 ）

还是疲市 （供过于求 ） ， 根据市场相应价格能卖掉

大棚里 的农产 品 。

一般在疲市 ， 小农户是很难卖 出

去的 ， 经纪人可能面临亏损仍然要收货 。 这显然不

符合理性 的市场交易行为 ， 但本质原 因是一方面双

方都需要稳定 ， 经纪人需要稳定的菜农 ， 菜农也需

要稳定 的收购 。 另一方面便是乡 村熟人社会市场交

易 的社会关系和交易道德所约束 ， 即 当地人所说的

“

人家拿来 了 ， 就要收 ， 给这个面子
”

。 乡 村社会 中

“

推 己及人
”

的道德感促使二者完成交易 。 第二类

相对少一些 ， 小农户 和周边熟悉 的 多个经纪人交

易 ， 每一个人都会卖一点 ， 谁也不得罪 ，
以保证在

疲市时能够确保 自 己 的产 品被代销 。 相 比较而言 ，

前者则是 固定 的交易关系 ， 双方互有较强 的责任 ，

但并没有正式契约化的收购合 同 ， 仅仅是靠相互之

间 的信任和双方互动的合作需求 。 后者双方都是 比

较灵活 的 ， 有
一定 的 自 由 空 间 ， 双方责任有限 。 但

他们之间也并不等同于陌生社会的单次的纯粹经济

理性支撑 的市场交易行为 ， 仍有熟人社会的社会关

系 的底色作用 。 经纪人和小农户之间 的关系不是简

单的单次的 陌生人市场交易行为 ， 不仅嵌人着经纪

人和小农户 在 乡 村熟人社会 内 部 的诸如亲戚 、 本

家 、 邻居等结构性的各种关系 ， 还有 日 常的相互之

间各种形式的互动和交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 ， 这

是他们市场交易行为 的底色 ，

［
２ ３Ｈ ２ ４

］

不是单纯 的市

场交易 的理性个体 。 首先社会关系 网络具有相对稳

定性 ， 那么相应 的市场交易便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 。

这也就是在现实 中 ， 绝大多数菜农都会有相对长期

合作的经纪人 ， 即相对 固定的交易对象 。 其次 ， 在

完全竞争 的下层市场结构里 ，
经纪人也会组织 自 己

相对熟悉的小农户 ， 对他们的采摘时间 ， 销售量 ， 产

建立起来的信任 ， 能够用某种 口 头约定来整合与协

调各分散小农户 的产 品销售 。 这些非正式 的 口 头约

定和没有契约 的市场交易在多数情况下是相对稳定

的 ， 背后依靠双方的互动和社会关系形成 的诚信基

础 ， 基本上等同于组织化的市场交易效果 。

另外 ， 除 了上述主流的市场主体提供 的交易服

务之外 ， 市场交易服务开始从兼业走 向专业化 。 比

如 ， 围绕市场交易 的其他社会化服务也逐步从分散

的临时性兼业人员发展成组织化和专业化 的服务队

伍 。

一般产地交易市场当 中 ， 在生产规模化扩大和

市场交易量增加之后 ， 自 然便会形成与产业相关的

社会分工 。 例如 ， 围绕市场销售 的其他诸如分拣 、

包装 、 装卸 、 运输等等各类市场上的服务队的大量

出现 。 开始是村庄里的合作社和经纪人 自行临时寻

找 闲散劳动力完成交易 中所需要 的分拣 ， 包装和装

卸运输等事务 。 之后生产和销售 的大量増加 ， 临时

寻找 闲散劳动力在销售旺季时 日 趋捉襟见肘 ， 往往

容易耽误商机 。 有 固定包装工的经纪人更容易快速

完成收购 ， 收购量显著增加 。 这些服务工作 的重要

性 日 趋 凸显 ， 其市场空 间随着生产规模和市场交易

量的增长而扩大 。 村里愈来愈多专业化的服务队开

始 出现 ， 专业化地承接分拣 、 包装或装卸业务 。 村

里有青壮年组织小型运输队 ， 承接 田 间地头到交易

中心或者城里 的交易市场运输任务 。 后来当地愈来

愈多专业化一条龙销售服务 队 ， 服务范 围愈加广

泛 ， 从大棚到收购商指定的交货地点 ， 可 以提供全

程或单环节的所有服务 。 这不仅为小农户 的销售提

供 了便利 ， 也为专业化 的销售 主体降低 了 相关成

本 ， 使得市场交易更快捷更高效 。

小农户专业化生产的规模化发展过程 中 ，
以 Ｄ

村为 中心 的彩椒生产区形成 了彩椒的生产 、 销售与

社会化服务的各 自 分工 ， 当地从事市场交易服务的

人员 ，
已经从过去的经纪人兼业开始分离为专业化

的服务行业 ，
且服务 内容 日 趋多元化和行规愈来愈

品 品质等信息是非常清楚的 ， 依靠他们的频繁互动所细且专业化 。 在 Ｄ 村 ， 无论是对于个体经纪人 ， 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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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作社组织 ， 销售人员仅仅负责商谈产品交易本

身 ， 围绕产 品交易 的所有环节 ， 从大棚产品采摘后

到收购商指定的交货地点 ， 有各类成熟且专业化 的

服务团 队提供不 同类型的单环节或全程服务 。 经纪

人只需一个电话 ， 便有专业 的 团 队能够承接前后 的

所有工作 。 这些专业服务组织亦存在市场竞争 ， 可

为小农户供给低成本的市场交易服务 ， 促其快速灵

活 、 高效完成市场对接 。

２ ． 市 场 交 易 服务 的 运行 ： 熟 面 交 易 与 规 范

服务

在 Ｄ村小农户专业化生产和市场交易规模化发

展过程 中 ， 小农户 的市场交易行为基本上都是在熟

人关系之中达成 。 无论是政府和村集体组织 ，
以及

个体经纪人的市场销售 ， 对于小农户而言 ， 基本都

是熟人之 间 的交易 。 已 有研究指 出 ，

［
２ ５

］

市场交易

在较强 的 陌生关系 中展开时 ，
经 营者容易 背弃诚

信 ， 市场道德水准较低 。 当市场交易在熟悉关系或

陌生关系熟悉化 中展开时 ，
经 营者们能够恪守诚

信 ， 市场道德水准较高 ， 能够遵循公平诚信原则 。

？

无论是正式合作组织所建立组织化的对接市场 ， 还

是乡 村普遍存在的经纪人式的非正式的个人社会关

系 网络所组织 的销售方式 ， 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熟面

交易特点 。 小农户直接的交易对象都是乡 土社会 的

熟人 。 这里的熟悉有两个特点 ： 首先是地域空 间上

的熟人社会或熟人社会 网络所拓展 的市场交易行

为 。 其次 ， 这种熟悉既包括产 品 ， 更重要的是包括

行为主体即交易对象的 品性和为人以及家庭背景和

社会关系 的熟悉 。 这种交易行为就受到熟人社会 的

传统道德所约束 。 所以在乡村会看到很多外商无法

直接与小农户打交道 ， 原 因在于陌生关系 的不信任

和低道德行为 ， 需要通过 中 间人或者化生为熟 的策

略来进行 ［
２ ６

］

。

Ｄ村产业发展 中 ， 呈现 出熟面交易特点 的不仅

仅是农产 品销售本身 ，
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专

业化的社会化服务 。 早期村庄里 出现各种类型 的服

务队 ， 比如采摘 ， 分拣 、 包装 、 装卸 、 运输 。 这些

队伍各 自 组织模式多种多样 ， 有 的是专 门老年人组

成的采摘或分拣与包装 队伍 ， 有 的是青壮年组成的

装卸 与 运输 队 ， 同 时有其他单环节 的诸如承包分

拣 、 包装 、 装卸等服务 队 ， 或者能够承接所有环节

的
一条龙服务 队 。 虽然这些服务 比较初级 ， 技术水

平要求不高 ， 但对于小农户 和经纪人所组成的下层

市场的销售却很重要 。 除了便利和高效之外 ， 最重

要 的是干活 的人都是乡 邻乡 亲 比较尽责 ， 能够最大

化地减少监督成本 ， 减少农产品 的耗损 。 例如 ， 在

彩椒 的初次分拣时 ， 大家都很有经验又都是熟人 。

在挑拣分类时除 了规范性 的 品质诸如形状 、 大小 ，

色度和硬度 的要求外 ， 操作人员 会 比较小心细致 ，

能够最大化地减少浪费和耗损 。 每个服务队伍的人

员配备状况 （男 女的人数 、 年龄 、 体力 、 身体状况

和为人 品性等 ） ，
工作快慢 ， 是否尽力尽责 ， 大家

都 比较了解 。 服务市场也是高度竞争的 ， 各 自 都有

不同类型和不 同组合的服务模式 以及收费标准 ， 在

村里大家都非常清楚 ， 可 以根据 自 己 的实际需求去

选择 。 因此 ， 对于 Ｄ 村来说 ， 小农户 的彩椒销售 ，

仅仅只需要选择和谁进行交易 即可 ， 其他环节如彩

椒分拣 、 包装 、 装卸 、 运输等都有专业 的服务 队 。

当然这些服务队通常与合作社或经纪人有 固定的合

作关系 。 这些合作关系里既有合作社长期性 的契约

合同 ，
也有经纪人个体的 口 头约定形成的稳定合作

关系 。

专业化生产区域 内 的销售和服务市场也是高度

竞争 的 ， 在分工的专业化发展过程 中 ， 服务规范愈

加精细且服务质量也在逐步提高 。 比如农产 品 的分

拣和包装逐步从之前经纪人的单方判定变成如今的

① 因 为 经 营主 体在 陌 生 的 关 系 中 ， 敢 于采取不 正 当 的 手段进

行 不公正 甚 至欺诈性 交 易 ，
而 在 熟 悉 关 系 中 却 能 注 重公正 ，

诚信 。

对 于博弈 论和 制 度 经 济 学 的研 究也 同 样指 出
， 重 复 多 次 的 交 易 行

为 可 以 形 成 互 动性信任 ，
以 信任 为 基础 的 重 复博 弈 形 成持 续 的合

作 关 系 ，
也就 实 现 了 陌 生 关 系 熟 悉化 ，

便能提 高人们 的 道德 责任

感
， 维持公平诚信原 则 ， 降低交 易 成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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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第三方判定 ， 形成专业 的操作规范 。 服务市场

内部在专业化的驱动力下不断的竞争 ， 结果就是服

务主体不断降低服务费用和提高服务质量 。 清晰 的

服务规范和收费 ， 这有利于小农户市场交易 的议价

能力 的增强 。 产 品等级和分类包装操作规范 ， 产 品

耗损大量减少 ， 有利于增加小农户 收益 。 从村庄具

体的经验可见 ，

一方面 ， 小农户 的市场交易行为是

高度嵌人在乡 村熟人的社会关系 网络之 中 的 ， 就具

有 了熟人社会的传统道德约束 ， 能够使得市场交易

主体双方最大化地保证公平 ， 诚信 。 另一方面 ， 围

绕市场交易多元且专业的社会化服务 ， 高度竞争和

规范服务使得初加工环节愈加清晰和透 明 ， 能逐步

提高小农户 的议价能力并增加小农户 收益 。

五 、 结语 ： 小农户 现代化 的实践机制

在我 国 小农户 普遍存在且大量转 向
“

资本 和

劳动双密集
”

的商 品化农业发展趋势下 ， 小农户

对接市场 的 问题 日 益重要 。 对于小农户 的 市场对

接问题 ， 自 ２０世纪 ９ ０年代 以来 的农业产业化实践

一直在探索 ， 其 中企业带动模式有其局 限性 ， 面

临多重发展 困境 。 之后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理论预

设 比较理想 ， 但在我 国农村实践 中仍 出 现诸多制

度环境 的不适宜带来 的
“

伪
”

特征 以及合作社运

行偏离小农户 的预期 目 标 。 党 的 十九大 以来强调

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 倡导提供多元

化 的社会化服务 。 随着对社会化服务 的关注 曰 益

增多 ， 各地产生很多衔接种粮小农户 的创新做法 ，

多集 中在生产性服务 。 但对于经济作物专业化生

产 的小农户 市场交易 的社会化服务关注较少 。 本

文则是 聚焦市场交易服务来解释小农户 的现代化

发展路径和实践机制 。

案例 Ｄ村 的产业发展历程和小农户 的现代化路

径表明 ， 小农户 的现代化转型关键在市场拓展 ， 依

靠多元化 的市场拓展促进专业化生产的跟进 ， 形成

市场和生产的双 向驱动 ， 使得市场拓展与专业化生

产相互促进 。 在市场拓展和生产大规模增加之后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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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社会化分工 ， 催生 出多元化且专业化 的社会化

服务 。 从小农户 的市场交易环节来看主要有两种销

售类型 ， 即正式组织 的组织化销售 ， 和非正式的经

纪人依靠个人社会关系 网 络组成 的相对稳定 的 销

售 。 从具体的销售实践来分析 ， 在与小农户直接互

动 的近乎完全竞争的下层市场里 ， 多元专业化的社

会化服务供给 ， 和熟面交易与规范化的社会化服务

运行是保证小农户 最大化获取市场收益 的重要机

制 。 首先多元化和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化服务能够保

证市场交易 的高效率和低成本 ， 増加小农户 的便利

性 。 其次便是熟面交易 和规范服务 。 市场交易 主

体 、 交易行为和服务供给本身是高度嵌人在乡 村场

域的熟悉关系之 中 ， 这样的熟面交易具有熟人社会

的传统道德约束 ， 遵循市场道德 ， 能够使得这种市

场的交易主体最大化的遵循公正 ， 诚信原则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 下层市场结构 的竞争性带

来 的市场专业化服务和熟面交易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市场主体遵循交易道德 ， 但是对于市场上层大

资本垄断市场对下层竞争市场 的压力仍不可忽视 。

对于经纪人和小农户之间 的相对稳定性 ，
以及乡 村

熟人社会的交易道德约束 ，
二者可类似一个市场共

同体 ， 其风险和压力均 由这二者承担 。 因此 ， 在农

业现代化进程 中 ， 政府应该做好产业发展 中宏观的

的市场规范 和相关 的公共服务 ， 改造市场上层结

构 ， 增加下层市场活力 ， 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交易服

务并注重优化乡 村基层市场熟人社会的市场道德才

是小农户有效对接大市场 ， 并享受农业现代化发展

收益的可行途径 。 对于如何引 导规范上层市场 ， 还

有待更细致深入的经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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