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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农业袁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袁按照与农
产品购买者签订的合同来组织安排生产的一种农业产销模

式遥 具体内容袁订单农业中的违约风险主要有自然风险尧市
场风险和道德风险 3类遥在 3种风险中袁自然风险是不可抗
拒的袁它通过加强气象预报和发展农业保险加以规避曰市场
风险可以通过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工具来建立利益风险分配

机制来规避袁农户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减少市场交易成本袁降低农户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曰企业与农
户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尧敲竹杠行为等都属于道德风险袁是
订单农业违约风险的主要成因遥 笔者通过博弈论来分析农
户与企业之间由于道德因素而形成的违约风险遥
1 订单农业道德风险的博弈分析

1.1 基本假设 为分析订单农业中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农

业订单违约现象袁建立信用博弈模型袁基本假设如下院淤博
弈的参加者是农户和企业袁在博弈规则确定后袁双方的地位
是平等的曰于农户与企业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袁决策和行为
都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袁博弈过程中袁能理性
地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策略遥
1.2 一次博弈下的纳什均衡 在一次博弈情况下袁农户不
考虑与企业继续交易的可能袁所以假设 I=0渊 I表示企业不
守信用所带来的名誉损失袁 它包括企业以后难以从农户手
中收购农产品及其合作企业的不信任带来的交易损失冤袁农
户与企业之间的理性选择可以通过下面的博弈矩阵来

说明院

博弈中袁 给定农户选择销售农产品袁 则拒收是企业的
野 上策冶袁因为它的收益 10跃5袁所以理性的订单企业的最优
选择是拒收曰如果农户预期到企业拒收袁农户的最优选择是
将农产品销售给非订单企业袁此时农户收益为 6跃-2曰如果
农户没有预期到订单企业违约袁 理性的农户会发现销售给
订单企业的收入为 5袁 而拒售将农产品卖给非订单企业的
收入为 6袁其最优策略为拒售遥 因此袁农户会选择拒售袁最后
所出现的均衡为渊 拒售袁拒收冤遥由于企业和农户的信息不对
称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利己主义行为而产生的道德风

险袁使得企业收购订单农户农产品的承诺不可信袁所以合作
博弈渊 销售袁收购冤的情况在一次纳什均衡博弈中不会出现遥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袁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袁由于道德风
险的存在袁订单农户将无法区分企业的风险类型袁农户与企
业在一次博弈中的理性选择渊 拒售袁拒收冤普遍存在袁使得农
户不约而同出现了违约的现象遥
1.3 重复博弈下的纳什均衡 现实中农户和企业间多为重

复博弈袁行为模式与在一次博弈中有所不同袁建立效用函数院
农户按订单销售农产品给订单企业袁企业收购袁则院
U1=MP-W
农户按订单销售农产品给订单企业袁企业违约袁则院
U1=-W
订单企业守信收购农户的农产品袁则院
U2=R-PQ-T
订单企业拒收农户的农产品袁则院
U2=-渊 T+I冤

式中袁U1尧U2为农户和企业的效用函数袁W 为农户成本曰Q为
产量曰P为订单价格曰R为企业加工销售农产品所得收益曰T为
企业生产成本曰I为订单企业不守信用所带来的名誉损失遥

假定一次博弈结束后袁 博弈双方都预期得到可能存在
着下一次博弈遥 假设农户策略院农户首先选择订单销售袁如
果企业选择订单收购袁 农户在下一阶段博弈中仍然选择订
单销售曰如果在某个阶段博弈中企业选择欺骗袁此后农户永
远选择拒售遥 假设交易继续的可能性为 袁订单企业在无限
次重复博弈中收益为院

移U2=渊 R-PQ-T冤+ 渊 R-PQ-T冤+ 2渊 R-PQ-T冤+噎噎
=[1/渊 1- 冤 ]渊 R-PQ-T冤

而企业选择拒收的收益为院U2=-渊 T+I冤
只要[1/渊 1- 冤 ]渊 R-PQ-T冤跃渊 T+I冤袁订单企业的理性选择

就是履约遥 若企业拒绝收购袁则当期净收益为 10袁若企业选
择收购袁在各次交易中获得的收益总和为院

浊=5+ 5 +5 2+5 3+5 4噎噎=5/渊 1- 冤
若 5/渊 1- 冤跃10袁即 跃0.5时袁理性的企业选择守信用收购袁
为了合作的长远利益而放弃拒收带来的眼前收益遥 一般来
说袁博弈重复的次数越多袁企业履约的可能性越大袁因为信
誉的净收益会随博弈次数的增加而上升遥 在重复博弈下的
均衡有 2种可能袁当 大于某一数值时渊 本例为 0.5冤袁均衡
为渊 销售袁收购冤袁这是大型或重点企业与农户无限次重复博
弈的选择曰当 小于这一数值时袁均衡为渊 拒售袁拒收冤袁这体
现在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与农户博弈的选择遥 因此到目前
为止袁农户仍然将大型企业作为其主要销售单位袁大型企业
在与农户进行的重复博弈中袁为长远利益袁选择守信用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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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博弈论对订单农业违约风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行了分析遥 结果表明袁如果农户和企业之间存在着无限次重复博弈袁就能够
得到最优的帕累托均衡点袁形成农户与企业之间良性的合作关系遥 但由于农户与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袁使得农户与企业的无限次重
复博弈变为一次博弈袁违约便成为农户和企业的理性选择袁就此提出了几点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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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由于存在规模小尧存续期短尧信用差等问题袁在订
单农业中继续交易的可能性较小袁违约成为其理性的选择遥
从风险方面考虑袁农户与中小企业签订订单的可能性较小遥

由此可见袁若农户和企业间存在着无限次重复博弈袁就
能得到最优的帕累托均衡袁即渊 销售袁收购冤袁形成良性的合
作关系袁 但实践中由于农户与企业间存在着广泛的信息不
对称袁农户与企业的无限次重复博弈往往演变为一次博弈袁
农户和企业的理性选择便成为渊 违约袁违约冤遥
2 解决订单农业道德风险的对策

2.1 规范农业订单合同 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农产

品种植和收购合同内容袁使农户有依据来与企业抗衡袁从而
约束企业的违约行为袁 降低道德风险所造成的农业订单违
约率遥
2.2 建立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 分析假定农户与企业的

地位是平等的袁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袁企业在各个
方面的实力都强于农户袁加之信息不对称袁使得处于强势地
位的公司的意志往往成为事实上占主导地位的意志袁 单个
农户在与企业谈判交易的过程中处于劣势袁因此袁应该动员
农户联合起来建立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组织遥 通过农业专业
合作组织袁 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订单企业的原料来
源袁提高了农户谈判地位袁保护农户权益曰一方面农户可以
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袁采用新的农业科技成果袁提高农业的
综合效益和整体竞争力遥
2.3 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信息系统 农户与企业对市场

上所掌握的农产品信息不完全相同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袁
无疑对订单的履约率影响很大遥目前袁市场信息的来源主要
渠道有院口碑相传尧农业服务机构及政府发表的一些简报和
新闻媒体上定期公布的信息袁 但是大量信息的传播渠道各
异袁其真实性尧实效性难以保证遥 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信息
系统袁使信息在企业与农户之间共享袁可以降低两者对对方
策略的猜测导致的不良后果袁并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袁从而
预防由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的违约现象遥
2.4 转变政府职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袁订单农业中政府
的作用主要有 2点院 一是引导农民建立与大农业相适应的
形式多样的经济组织曰二是规范市场行为袁创造一个良好的
产销环境遥协调尧服务尧监管袁这是订单农业中政府的准确定
位遥在实行订单农业的过程中袁政府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具体
情况袁运用政策法规来规范订单农业中企业与农户的行为袁
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尧 政策法规咨询以及处理合同纠纷等
服务袁引导尧培养和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尧风险意识和拼搏
意识袁帮助农民转变思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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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资金的有农业部尧水利部尧林业局尧畜牧局尧科技部
等部门遥 这种管理体制决定了在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上是
条块分割袁各部门都有资金分配权袁各自为政袁从而不利于
资金的统筹安排和使用袁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遥
3 建议

渊 1冤着力增加支农资金投入遥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袁近 20
年的农业总产值与农业 GDP均排在全国前列遥 但相对于河
北省的农业规模袁则政支农对农业增长的支持仍然偏低遥所
以河北省各级财政部门都要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袁
努力增加支农资金投入总量袁 研究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投入
渠道袁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农业袁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
稳定的资金来源遥

渊 2冤创新政府投融资机制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遥对政府扶持的农业产业和公益性事业袁在确定
补助区域尧补助环节和补助标准的基础上袁将资金和实物直
接补助到乡村尧农民遥积极运用资本投入尧补助尧贴息尧担保尧
以奖代补等财政政策手段袁 发挥农业投资公司等投融资机
构的作用袁引导省外投资尧省内社会资金尧银行信贷资金尧农
民积累等投资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遥

积极探索财政支持农业保险尧农业担保的有效途径袁以
政府为主导袁建立一套适合河北省特点的支农风险管理和防
范机制袁如设立支农金融风险基金尧组建农业贷款担保中心遥

渊 3冤进一步加强改革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袁促进产业和事
业发展投资向小城镇聚集遥 进一步加强改革乡镇财政管理
体制袁围绕县域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尧合理布局袁在经济发展

水平和产业聚集度较高的乡镇袁实行野 分级管理尧支出定责尧
收入分享尧责权统一冶的财政体制袁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尧财政
收入规模小的乡镇袁实行野 收支统管尧核定收支尧超收奖励尧
节支留用冶的财政体制遥

渊 4冤继续实施激励性财政政策袁增强县尧乡发展活力遥延
续张家口尧承德 2地袁其他扶贫开发重点县野 定额分享尧超收
全返冶和其他市县野 超分成增长率全返冶袁以及扩权县野 特殊
体制激励冶政策袁全面推进财政野 五奖二补冶政策的实施遥

渊 5冤强化管理袁精简人员袁提高效率遥随着我国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袁财政支出中的非生产性支出逐年增长袁符合经济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遥 但近年来袁随着事业部门人员增多袁
人员经费尧公用经费和业务费大幅度增长袁事业费的支出更
多的是用于人员机构经费袁非生产性支出过多袁导致财政支
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袁起不到真正的支农作用遥因此政府应
重点加强对事业部门人员的管理袁精简人员尧提高效率袁控
制非生产性支出的过快增长曰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管理
的绩效考评和奖优罚劣等管理制度袁 加强财政支农资金使
用效益的监督检查袁 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
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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