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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场家庭收入差异及因素分析⋯

口吕 洋 周 彩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400067]

[葑萄 要] 本文根据年销售额对美国家庭农场进行分类，从农场现金总收入及组成、农场财务

业绩、家庭收入来源及水平、政府补贴等方面对美国家庭农场收入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不同类

型家庭农场在收入的各个层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的结论，并对引起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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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收入是农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拥有世界

上最发达的农业，美国的农场在世界上同样是最有效

的。虽然只有不到2％的美国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

产，但农业生产率却很高，每个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

可供80个人食用。美国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很高，其

农产品出口量占世界农产晶出口总量的l／6左右⋯。

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美国大约有210

万个农场，其中98％为家庭农场，其余2％为非家庭

农场。2。，因此本文主要以家庭农场为分析研究对象。

一、农场的组织形式及其分类

家庭农场是美国农业的主要经营单位，相似于中

国的农户。农场组织形式可分为业主制、合伙制和公

司制，其中公司制又分为家庭公司和非家庭公司。业

主制现今仍是美国农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同时，由

于许多合伙农场和公司农场也是以家庭农场为依托

的，因此，美国的农场几乎都是家庭农场，可以说美国

农业是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进行的。从组织形式

上看，与中国农户的家庭经营十分相似。2005年的

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210万个农场中，大约有88％

的农场由个人性质的农场主拥有，合伙制农场大约占

10％，公司农场只占2％。

本文根据年销售额及农场经营者职业将农场划

分为两大农场组(group farms)：小型家庭农场(年销售

总额低于25万美元)和大型家庭农场(年销售总额高

于25万美元)。小型农场组包括：有限资源农场

(Limited—resource farms)，即2003年销售总额低于10

万美元，2004年低于10万5千美元；退休者农场(Re—

tired farms)，其经营者为退休人员；居住型农场(Resi．

dential／lifesty|e farms)，即农场经营者的职业为非农职

业；农业职业农场(Farming—occupation farms)，即农场

经营者的主要职业为农业，其中包括年销售总额低于

10万美元的低销售额农场(Low—sales farms)和年销售

总额介于10万和249999美元之间的中等销售额农

场(Medium．sales farms)。大型农场组包括：大家庭农

场(Large family farms)，即年销售总额介于25万美元

和499999美元之问；特大家庭农场，即年销售总额在

50万美元以上。200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小型家庭

农场占总农场90．3％，大型家庭农场占7．5％，非家

庭农场只占2．2％。

二、农场收入及其组成

(一)美国农场家庭收入的一般性描述

美国农场家庭收入的水平较高，农场家庭收入总

体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全国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

1960年，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4054美元，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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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平均收人为6237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5％；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农场家庭收入高于

全国家庭收入的情况。而大致在90年代中期，农场

家庭收入已经持续超过全国家庭收入的平均水平。

2002年，美国农场家庭收入达到65757美元，而全国

家庭收入仅为57852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 14％∞o。

农场家庭收入超过全国家庭收入平均水平的主要原

因是：1)农场数量的减少提高了单个农场的农业收

入。有关普查数据显示，1964年，美国农场总数为

315．8万个，1992年减少到192．5万个，减少幅度达

39％。尽管随后农场数量有所增加，但在2002年，美

国农场总数仍仅为212．9万个，只比1992年增加

ll％；2)农场家庭中劳动力在家庭人口的比重呈增长

趋势，特别是女性劳力比重上升尤为明显；3)农场外

就业增加。

(二)农场收入组成

农场家庭收入包括农业净收入和农场外收入两

部分。其中，农业净收入包括农产品销售的净现金收

入、农业出租收入、休耕收入、家庭农产品消费、政府

补贴和提供农业机械服务的收益等；农场外收入包括

农业劳动收入、经营者和家庭成员的工薪收入、社会

保障收入、农场外经营活动净收入、利息、托管收入、

租金、红利和其他收入。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10。2003年中，粮食和

畜产品销售是农场收入的最大来源，占农场家庭现金

总收入的4／5多，而且粮食和畜产品销售占农产品现

金总收入的比例一直在发生变化，从20年代末到70

年代初，畜产品销售额一直高于粮食销售额，但是从

1972年到1974年，粮食销售占农场现金总收入的比

例从39％上升到55％，而畜产品从54％下降至44％，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粮食出口需求的增长引发的

粮食价格猛涨。

图1 美国农场现金收入组成

资料来源：USDA，Eeonomic Research Service．U．S．and

State Farm Income Data

政府补贴和与农场有关的其他收入(Other farm—

related income)是构成农场现金总收入的其他来源，但

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从1933年实施政府补贴政策以

来，政府补贴占现金总收入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到

10％之问。而与农场有关的其他收入在逐年增长，近

年来占农场现金总收人的比例已达7％。这部分收

入包括外出雇工、农机租赁、休闲活动、林产品销售以

及农场的其他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在农场家庭总收

入中，政府补贴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而且美国农村居

民要比城市居民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社会保险、医

疗、收入维持、失业保险等)。2001年，美国城市人均

收人为32077美元，其中，政府补贴为4357美元，占

13．58％；农村人均收为2239l美元，其中，政府补贴

为3798美元，占16．96％，比城市人口多3．38个百

分点。

(三)农场财务业绩

1．农场利润

图2 2003年农场利润率按销售额排列

注：资料来源USI)A，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2003 Agri—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urvey．Phase Ul

从图2中的统汁数据可以看出，农场利润与农场

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平均运营利润率随销售额而增

加，只有在销售额达到175000美元时才出现正值，同

样模式也适用不同类型农场利润率的测算。小农场

的平均利润率和产权收益率是负值，但大农场、特大

农场和非家庭农场是正值，特大农场的这些指标要高

于大农场，其反映出特大农场更高的销售水平。从测

量的数据覆，农场问财务运营的平均利润率的差别并

不显著，很多小农场实际上是盈利的。在各种类型的

小农场中，大多数农场的净收入是正值，尽管平均收

入低于大农场。农场运营利润率足按照农场净收入

+利息一工人工资及管理费用于农场毛收入的百分

比汁算。

2．财务指标

按2003年的平均数据汁算，有限资源农场和农

村居住型农场运营费率均高于100％，换言之，运营

费用均超出了他们的现金总收入。而其余的农场，如

退休人员农场，低销售量和中等销售量农场均有足够

的收入来抵消这些投入费用，尽管退休人员农场和低

销售量农场的投入要占到农场现金总收入的90％。

销售额在10万美元以上的小农场和大农场运营费率

基本相当，均在70％到75％之间，因此这类农场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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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率要高于退休人员农场和低销售农场。年销售额

在1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因此

他们有更高的偿付能力(农场净收入为正值但资产负

债率均高于40％)。相对应，有限资源农场、退休人

员农场、农村居住型农场以及低销售量小农场更易于

归入边际收益范畴(净收人为负值但资产负债率不超

过40％)，这表明他们的运营费率更高更容易产生净

收入负值。净收入为负值资产负债率高于40％的弱

势农场在各种类型农场中相对比例很少，事实上多数

农场都有良好的财务业绩‘4 o。

三、家庭收入差异因素的分析

从以上的家庭农场财务业绩分析可以看出，与大

农场相比，小农场的财务运营状况差，那么，他们是如

何生存呢?小家庭农场有大量的农场外收人，有限资

源农场平均农场外收入为14500美元，而农村居住型

农场为90400美元。大部分农场外收入是工薪收入

(工资、带薪工作或自谋职业)，而就有限资源农场和

退休人员农场而言，一半多的农场外收入并非工薪收

入而是社会保障、退休金、分红、利息和房租，这充分

反映了此类农场经营者的年龄特点。

1．农场外工作

从事农场外工作因农场类型有所不同。一方面，

70％的有限资源农场和退休人员农场的经营者或他

们的配偶并不从事农场外工作，另一方面，61％的农

村居住型农场的经营者及他们的配偶均从事农场外

工作，在其他的农场类型中，经营者或他们的配偶或

双方都从事农场外工作的比例为47％到57％。在农

村居住型农场中，经营者以及配偶每年从事农场外工

作高达2000小时以上，相当于全职工作。销售额超

过10万美元的中等销售额小农场和大型农场，经营

者的配偶则大多从事农场外工作，而经营者本人由于

每年花在自己农场的时间在2800小时以上，因此这

类经营者从事农场外工作的时间就非常有限，然而那

些大农场和特大型农场家庭仍然有30000美元的农

场外收入∞o。

2．多重职业家庭

很多农场家庭都是多重职业，既从事农场外工作

也从事农场工作，这种情况在农村居住型农场中最为

显著，但同样也适用于大农场和特大农场，只是程度

要小。2003年最新人口普查显示，大约43％的全美

家庭有两个或更多的人在工作，因此农场家庭和全国

家庭情况基本相同。在某种程度上，多重职业农场家

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场家庭。传统的农业观点是：

居住在农场，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并在农场建立家庭，

家庭大部分收人来自于农业并且可以直接消费部分

农产品，他们可以从事农场外工作，但仅仅是为了养

活农场。相对而言，多重职业农场经营者主要是从事

农场分工管理以及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其他工作，就

像非农业家庭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中分配资源一样。

3．经营者家庭收入

2003年，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68500美元，比全

美家庭平均收入高出16个百分点。但平均收人并非

进行比较的最佳手段，因为一些收入非常高的家庭可

以提高大部分家庭的平均收入，使用中位数而非平均

值也会得出类似的结果。2003年，农场家庭中位数

收人为47620美元，高出全美家庭中位数收入10个

百分点，只有两个类型家庭：有限资源农场和退休人

员农场，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全美家庭中位数收入。

4．收入净值

农场家庭来自于农业的收入并不能反映很多农

场家庭的净收人情况。比如，对那些销售额在J0万

美元以上的农场来说，平均收入净值在中等销售额的

小农场的972600美元到特大型农场的190亿美元之

问。与大部分农场外收入不同，不管农场大小，农场

净收入占农场家庭财富的大部分，63％一87％的农场

收入净值所反映的是土地密集型农业的特点。

5．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通过立法来实施，而且是参与该补贴计

划的农场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补贴以美元或按占

家庭收入百分比来计量，每年均有很大的波动。目前

最大的变化是与农产品计划相关补贴政策的变化，而

且随着市场条件、政策制定、自然灾害等其他因素变

化而发生变化。土地保护计划补贴主要是CRP，即土

地保护储备计划，1987年以来一直稳定在170亿到

260亿之间(按2003年美元价格计算)。政府补贴有

两次达到顶峰，分别占到家庭现金总收入的10％，第

一次是1987年，发生在农业金融危机之后；第二次高

峰出现在2000年，主要是美国国会为了满足出口需

求以及缓解部分地区粮食减产影响。1993年，政府

补贴高达家庭现金总收人的7％，主要归功于谷物饲

料的大丰收以及凶干旱和洪水造成的自然灾害补贴。

2003年大约有39％的农场从政府补贴中受益，

政府补贴计划的作用因农场不同而变化。比如：71％

～84％的“参与了农产品补贴计划”的中等销售额小

农场和大型农场获得政府补贴，这类农场因计划作物

的大面积丰收，从中获得了77％的政府补贴；特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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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获得了32％的“参与农产品计划”的补贴№。。

6．：七地保护汁划

CRP(保护储备计划)和WRP(湿地保护计划)对

象是特殊类型土地，而不是某些具体产品的产量。退

休人员农场和农村居住型农场获得46％的土地保护

计划补贴，低销售额农场获得18％。在这三类农场

中50％的耕地由农场所有，因此他们更愿意参加

CRP和WRP汁划。这两项计划覆盖了46％的退休人

员农场和28％的居住型农场及23％的低销售额农

场，相反，中等销售额小农场和大型农场只有5％～

9％参与该两项计划。居住型农场经营者大多为非农

职业，因此他们花在农场的时间是有限的。由于CRP

和WRP计划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因此该两项计

划对居住型农场主有很大的资金方面的吸引力，尤其

是那些并非高盈利的农场。由于年龄的原因，许多退

休人员农场和低销售额农场都愿意参与土地保护

计划。

结论

通过对美国两大家庭农场组(group farms)：小型

家庭农场和大型家庭农场在收入各个层面上进行的

量化差异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粮食和畜产品销售

是农场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粮食和畜产品所占

家庭总收入比例会出现交替现象，与农场有关的其他

收入比例在逐年增长；2)农场利润与农场规模存在密

切关系，农场平均运营利润率随销售量增加而增加；

3)农场外收入逐年递增，6l％的农村居住型农场经营

者及配偶均参加农场外工作，其他类型农场的比例也

在47％到57％之间，只有有限资源农场和退休人员

家庭农场的比例在30％以下；4)政府补贴占家庭总

收入的10％左右，而中等销售额小农场和大型农场

是政府农产品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比例占到这类农场

的7I％～84％，而退休人员农场和农村居住型农场

更愿意参加CRP和CWP土地保护汁划，并从中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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