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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南农垦占海南省的1／4土地、1／8的人口，在海南省占有重要地位，其改革事关海南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是这几年海南省工作的头等大事；土地是海南农垦的基本生产要素和重要资产，土地
权利是海南农垦资产重组、经营体制转换的关键，涉及农垦职工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海南土地资源
的整体配置效率，因此深入研究海南农垦改革、研究海南农垦改革中的土地法律问题对推进海南农垦
、推动海南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理论上，一方面农垦土地属于农地的范畴，适用农地使用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农垦土地有其特殊性
，是农地使用的特殊安排，深受农垦发展过程、农垦产业特征和农垦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改革、创新将极大丰富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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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南农垦占海南省的1／4土地、1／8的人口，在海南省占有重要地位，其改革事关海南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是这几年海南省工作的头等大事；土地是海南农垦的基本生产要素和重要资产，土地
权利是海南农垦资产重组、经营体制转换的关键，涉及农垦职工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海南土地资源
的整体配置效率，因此深入研究海南农垦改革、研究海南农垦改革中的土地法律问题对推进海南农垦
、推动海南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理论上，一方面农垦土地属于农地的范畴，适用农地使用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农垦土地有其特殊性
，是农地使用的特殊安排，深受农垦发展过程、农垦产业特征和农垦所在地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改革、创新将极大丰富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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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集体所有制是统一经营的基础，一些大型的、先进的生产手段和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联合采用的先
进技术措施，要求统一经营，统一管理，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则要求分散经营。
但是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不能完全决定农业经营方式，在既定的所有制形式下，农业的经营方
式是可以选择的；同一种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可以有不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的农业生产资料所
有制形式也可以有相同的或近似的经营方式，包括公有公用、公有私用和私有私用等方式。
如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均可采用承包经营的方式、多种所有制形式相互之间还可以来用合作经营和经
济联合体等经营方式①。
　　2.农业生产的特点　　由于受生物生长过程的制约，农业生产中人类的操作必须按照生物生长的
过程循序渐进，不可能通过分工协作而缩短生产周期；同时，农业生产中的不同工序并不像在工业生
产中那样，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进行，工业劳动的分工、协作、专门化，可以缩短生产周期、使
劳动效率成十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提高，但在农业生产中却难以实现。
即便是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分工与协作，也可能因为监督成本及其他间接费用的提高而比在工业中
支付更高的代价。
因此，农业生产不可能象工业一样不断扩大规模，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分工与协作所产生的效率远比工
业要低得多。
因此，农业生产大多采取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形式。
当然，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分工和协作生产方面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农业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在那些生产力水平较低
的地方，农业的劳动协作就只能以简单协作为主，农业生产规模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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