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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与经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的功能定位及
互补性分析

赵�敏
石河子市石总场农业发展中心�新疆�石河子�83200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身份地与经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的功能定位及其互补性。通过对身份地和经营地的概念

界定、功能分析以及互补性探讨，本文试图为优化团场农业资源配置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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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团场作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其土地资

源配置和农业生产效率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团场职

工的福祉。身份地与经营地各具特色，功能定位明晰且

互补性强。身份地承载着团场职工的生活保障与生态保

护使命，而经营地则注重经济效益与农业现代化。二者

的有机结合，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1��身份地与经营地的概念界定

身份地与经营地是农业用地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

们在团场农业生产中各有独特的定位和功能。身份地通

常指的是根据团场职工的身份或成员资格而分配的土

地，这种分配往往基于团场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考虑。身

份地与团场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紧密相连，承载着保障

团场职工生活稳定和团场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相对而

言，经营地则更侧重于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它是指种

植户（团场职工或非职工）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

包括承包地、租赁地等，其使用更为灵活，种植户可以

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经营能力进行自主安排。经营地是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种植户经济收

入的关键。在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经营地的合理配置

和高效利用对于推动团场农业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

2��身份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的功能定位

2.1  保障团场职工基本生活
身份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承载着多重功能，其中最

为核心的是保障团场职工的基本生活。作为团场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份地为团场职工提供了

稳定的生活来源，确保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

足。通过分配给团场职工一定面积的身份地，可以保

障他们有足够的土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从而获得稳

定的食物供应和收入来源。这种保障作用对于维护团

场社会的稳定和增进团场职工的福祉至关重要。在团

场农业生产中，身份地的保障功能还体现在为团场职工

提供就业机会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上。团场职工通过耕种

身份地，可以实现在家门口的就业，避免了大量团场职

工外出务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1]。同时，身份地也为团场

职工提供了一定的资产积累，增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

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2.2  维护团场社会稳定
身份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除了经济层面的重要性

外，还承载着维护团场社会稳定的关键功能。身份地作

为团场土地产权的一部分，其分配和使用往往与团场

职工的身份和成员资格紧密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

了土地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通过公平的土地分

配，可以减少因土地权益不均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

突，从而维护团场社会的和谐稳定。此外，身份地还为

团场职工提供了一种社会归属感和安全感。团场职工拥

有身份，意味着他们在团场社会中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和

权益，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

社会心理的稳定作用，对于维护团场社会的整体稳定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

2.3  生态保护功能
身份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不仅承载着经济和社会功

能，还具有重要的生态保护功能。作为团场土地资源的

一部分，身份地的合理利用和管理直接关系到团场生态

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通过科学规划身份地的利用方式，

可以有效防止土地退化和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的发生。

团场职工在身份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时，注重生态平衡和

可持续性，采取环保的耕作方式和农业技术，有助于保

护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同时，身份地还可以作为生

态屏障和景观元素，为团场提供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生态

景观。合理的身份地布局和管理，可以促进农田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增强团场地区的生态功能和景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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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的功能定位

3.1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经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中最为突出的功能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随着农业现

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分散、小块土地经营模式已难以

满足市场需求和效益最大化的要求。而经营地通过土地

流转、整合和连片开发，使得土地资源得以集中利用，

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基础条件。在团场农业生产

中，经营地的规模化经营有助于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

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规模化经营还

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增

加种植户的经济收益。通过经营地的合理规划和管理，

可以推动农业生产向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提升农

业整体效益。

3.2  推动农业现代化
经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关

键力量。农业现代化不仅要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需

要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装备和管理模式。经营地作为

农业生产的核心区域，其规模化、集约化的利用方式，

为农业现代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经营地的集

中连片经营，可以引入大型农机具和现代化的农业设

施，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大幅提高生产效

率。同时，经营地的科学管理和合理规划，有助于推广

先进的农业技术，提升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此外，经

营地还是农业产业链的重要环节，通过与农产品加工、

销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可以推动农业产业链的现代化

升级，提升农业整体竞争力[2]。在团场农业生产中，经营

地的功能定位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引领农业生产方式转

型升级，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3  增加种植户收入
经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对于增加种植户收入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营地是种植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核

心资源，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可以显著提高农业产出

和效益，从而直接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收入。种植户在经

营地上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发展特色产业，不仅能够满

足市场需求，还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同时，经营地

的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也为种植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增收途径。团场职工可以将土地流转给有技术、有市场的

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土地流转费用，同时还可以在流转后

的土地上务工，实现双重收益。这种经营模式不仅提高了

土地的利用效率，也有效促进了团场职工的持续增收。经

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的功能定位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基

础，更是增加团场职工收入、提升团场职工生活水平的

重要途径。通过优化经营地的利用方式和加强相关政策

支持，可以进一步推动团场农业的持续发展。

4��身份地与经营地的互补性分析

4.1  资源配置方面
在团场农业生产中，身份地与经营地在资源配置方

面所展现的互补性，是推动农业高效、稳定发展的关

键。这种互补性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的利用，还促进了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首先，身份地作为基于团场

职工身份或成员资格分配的土地，确保了团场职工拥有

一定的土地资源进行生产，从而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

活。这种分配方式体现了公平原则，使得每个团场职工

都能获得相应的土地资源，避免了土地资源的过度集

中。同时，身份地的长期稳定性也鼓励团场职工进行长

期投资，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率。然而，身份地的分配

方式也可能导致土地资源的细碎化，限制了农业生产规

模的扩大。这时，经营地的出现便弥补了这一不足。经

营地更注重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化配置，通过土

地流转、整合和集中经营，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高效利用。这种经营方式有助于形成连片开发的规模

效应，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在资源配置方面，

身份地与经营地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身份地保障了团场职工的基本

土地权益，而经营地则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了土地资源

的优化配置，使得土地资源能够流向更具生产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的农业经营主体。二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

的有效利用。经营地的规模化经营吸引了更多的资金和

技术投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而

身份地则为这些生产要素提供了稳定的应用场所。三是

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身份地保障了团场职工的基本

就业，而经营地则通过土地流转和集中经营，为种植户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途径[3]。身份地与经营地在

团场农业生产中的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方面，为

农业生产的高效、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充分

发挥身份地与经营地的各自优势，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

分配和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可以推动团场农业生产不

断向现代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4.2  生产效率方面
在团场农业生产中，身份地与经营地在生产效率方

面展现出了显著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为农业生产带来

了显著的效益提升。身份地作为基于团场职工身份分

配的土地，为团场职工提供了稳定的生产基础。团场职

工在身份地上进行长期稳定的农业生产，积累了丰富的

生产经验和技术。他们熟悉土地的性质，了解作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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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规律，能够根据气候和土壤条件进行合理的耕作和管

理。这种对土地的熟悉和依赖使得团场职工在身份地上

的农业生产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然而，身份地的分配

也可能导致土地细碎化，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效率

的提升。这时，经营地的出现便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营

地通过土地流转和集中连片经营，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规模化利用。这种规模化经营有助于引入先进

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推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大型农机具的使用，现代化的灌溉和施肥技术，以及智

能化的农业管理系统，都能够在经营地上得到广泛应

用，从而显著提高生产效率。身份地与经营地在生产效

率方面的互补性还体现在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上。身份地

为团场职工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保障了他们的基本

生活。而经营地的规模化经营则吸引了更多的农业劳动

力投入，实现了劳动力的集中使用。这种劳动力的集中

使用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生产向高效、集

约化的方向发展。此外，身份地与经营地的互补性还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创新。团场职工在身份地上积累的

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经营地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同

时，经营上的规模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也为团场职工提

供了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机会，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不

断进步[4]。身份地与经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的互补性在

生产效率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身份地与经营地的

有机结合，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力的合理

利用以及技术的不断创新，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

显著提升。

4.3  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
在团场农业生产中，身份地与经营地在农业可持续

发展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

在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上，更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和

社会责任担当上，为农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身份

地作为基于团场职工身份分配的土地资源，承载着团场

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同时也承载着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历史使命。团场职工在身份地上进行长期的精耕细

作，注重生态平衡和土壤保护，采用环保的耕作方式，

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从而维护了一个良好的农业生态

系统。这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助于保护土地资

源，维护生态平衡，为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

础。然而，单纯依赖身份地进行农业生产，可能会因为

土地细碎化、经营规模小而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限制了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团场职工收入的提高。这时，经

营地的出现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经营地通过土

地流转和集中连片经营，实现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高效利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但经营地

的高强度利用也可能带来生态环境问题。为了追求高产

高效，有时可能会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污染和

水资源破坏。这时，身份地的生态保护功能就显得尤为

重要。身份地上的团场职工通过采用环保的耕作方式和

生态农业技术，为经营地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屏障。他们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农业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

环境为代价，只有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有机统一，才能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农业可持

续发展方面，身份地与经营地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

身份地注重生态平衡和土壤保护，为经营地提供了良好

的生态环境基础；而经营地则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

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身份

地的生态保护提供了经济支持和技术保障。这种互补性

不仅有助于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更有助于推动团

场农业向更加绿色、生态、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结语

身份地与经营地在团场农业生产中各有功能定位，

相互补充：身份地保障团场职工基本生活与生态稳定，

经营地则追求高效益与现代化。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

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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