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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30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中国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再次回归农户家
庭经营模式。作为农户家庭经营模式之一的家庭农场，是促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建设现代农业
的重要组织模式。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 在论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时，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党的十八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
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要“努力提高农户集约经营水平。按
照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要求，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生产要素，加快转变农业生
产经营方式。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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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了解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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