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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

20世纪 80年代初袁以废除农村人民公社袁实行农村家
庭承包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改革袁瓦解了计划经济
时期所形成的较为完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要要要生产

队组织体制袁逐步确立了以农户家庭生产作为农业基本经
营单元的地位遥由此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分散的小规
模农业生产经营成为农村基本的经济组织形式遥起初袁农户
家庭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袁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遥进入 90年
代后袁 农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使得农产品的国
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形成和扩展袁但是袁家庭承包农户的
农产品生产和经营无法适应市场要求袁小生产与大市场之
间的矛盾日益凸现袁成为农民野 农产品卖难冶和野 增产不增
收冶的直接原因遥

这一矛盾的凸显要求农村经济组织适应和围绕市场经

济的发展袁进行相应地改革尧完善和创新遥目前袁全国各地农
村经济组织创新形式和名称虽不尽相同袁但基本是在农户
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袁以市场为导向袁帮助农户实现与市
场的有效对接袁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尧产业化和市场化服
务袁从而增强农户竞争力袁增加农户收入遥因此袁从一定意义
上讲袁现阶段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家
庭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超越遥

为弥补和解决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过小规模和市场间

的矛盾袁各地政府和农民群众通过生产经营实践袁纷纷创建
了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组织遥这些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功
能是联合农户进行专业化生产袁为实现农业产业化服务袁因
此袁又被统称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遥在农户家庭为基本生
产经营单元的条件下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创新的意义在
于把农副产品的生产尧加工尧销售等活动稳定地联接在一起
并使之一体化遥
2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现状与形态研究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以农户家庭生产为基础袁通过各
种形式将农副产品产前尧产中尧产后等各个环节有效地联结
在一起袁延长产业链袁增加农副产品附加值袁从而增强单个
农户的市场竞争力遥据统计袁截至 2004年底袁全国农业产业
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 11.4万个袁固定资产总额 8 099亿元袁
带动农户 8 454万户袁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34.1 %曰各类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 140多万个袁其中规模较大尧管理较好尧活动
比较规范的有 95 330个袁会员达到 1 150多万人遥农业产业

化经营组织在帮助农户实现专业化生产和经营袁增强农户
竞争力袁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遥

从世界农业发展历史看袁 农业产业化是二战后发达国
家兴起的一种农业纵向组织经营形式袁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袁
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适应的农村经济组织的名称和形式也

不尽相同袁如美国称为农业一体化袁日本称为农业协同组
合袁德国称为农工综合体遥在中国袁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设
想和实践大约发源于 20世纪 80年代末期袁但它的产生对
我国农业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和重大意义遥牛若峰曾将农业
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和发展认为野 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乡
镇企业耶 异军突起爷之后的又一伟大创举冶[1]遥伴随着农业产
业化经营的兴起袁农村经济组织形态和结构也随之创新和
变迁遥从这一意义上讲袁中国现阶段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就是
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过程遥

实践表明袁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增强了
农户竞争力袁对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遥近年来袁
国内专家学者围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创新形态尧组织
模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袁并取得了许多成果遥然而袁除 1996
年谭静曾对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研究进展状况进行过综述

外袁10年来袁极少有人对其进行过全面系统地综述[2]遥
赵慧峰尧李彤根据各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袁将国外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态划分为 4种类型院合同制袁农业合
作社袁农工商综合体和联营体[3]遥在中国实践中袁业已存在的
农村经济组织亦存在许多不同的创新形式遥 谭静对当时农
村已出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发展类型及其模式等进

行了概述袁如龙头企业带动型尧商品基地带动型尧专业市场
带动型尧科技推动型尧野 专业协会+农户冶型尧股份合作型尧能
人带动型尧服务组织带动型等遥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袁学者
们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态划分为不同类型遥

曹利群根据联结方式的不同袁 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形态划分为 4类院以契约形式作为联结方式的分包制袁以劳动
要素之间的合作作为联结方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袁 以土
地要素作为联结纽带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以资本要素

作为联结纽带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4]曰邓汉超按主体和
运行方式的不同袁将其分为 3种典型的形式院政府性经济组
织袁农户自己形成的经济组织袁投资商投资形成的经济组
织 [5]曰侯军岐根据组织生产要素结合方式的不同袁将其分为
合同渊 契约冤组织模式袁合作社组织模式和企业组织模式[6]遥

实质上袁各种形态的经济组织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袁它
们通常是构成单个农户与市场联结的野 组织链冶中的一部分遥
从已出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具体创新模式看袁野 龙头
企业+农户冶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渊 合作社冤是现阶段我
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两种基本形式袁 但在现实中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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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许多变化形式遥杜吟棠对野 公司+农户冶的内涵尧历史成
因尧制度特征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了探
讨袁认为野 公司+农户冶模式利用公司的资金尧技术尧市场及管
理优势袁可以有效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袁但与合作社相比袁
缺乏与农民利益的紧密结合袁 因此今后可能作为一种竞争
性制度安排与野 合作社+农户冶模式并存[7]遥目前袁关于农村经
济组织的诸多研究主要是围绕上述两种形式展开的袁但对二
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遥下面笔者分别对它们进行探讨遥
2.1 野 龙头企业+农户冶模式研究 在我国袁野 龙头企业+农
户冶是出现最早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遥由于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和农户是代表 2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主体袁追求各自
利益最大化袁因此袁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袁龙头企业和农户之
间常常发生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袁这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影
响了组织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遥在实践中袁为减少损害对方利
益行为的发生概率袁野 龙头企业+农户冶出现了许多变化形
式袁如野 龙头企业+合作社渊 基地冤+农户冶尧野 龙头企业+农户+
基地冶等遥因此袁如何通过有效地制度安排和组织创新在龙
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经营的组织链条袁并使这
一链条稳定且富有效率已成为人们对该模式关注的焦点遥
对于野 龙头企业+农户冶的形成和模式创新的原因袁学者们主
要利用交易费用和现代契约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遥

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和创新的目的

是节省交易费用遥 钱忠好通过对江苏如意集团的个案研究
揭示袁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创新袁是借助于
组织对市场的替代袁变市场交易为组织内的交易袁节约交易
费用 [8]曰傅晨通过对广东温氏集团的个案研究认为袁野 公司+
农户冶的一体化经营袁以非市场安排节省了企业与农户配置
资源的市场交易费用袁把企业与农户紧密连在一起袁形成了
健康的利益分配机制[9]曰杨明洪认为应用内生交易费用理论
解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演进是合适的袁农业产业化野 组织链冶
中要素的增减袁主要是当事人为节省内生交易费用所做的
努力[10]遥

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创新是追求契约

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遥 研究者主要围绕影响企业和农户之间
的合约关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遥 周立
群等于 2001尧2002年应用现代契约理论对我国农业产业化
经营组织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内在原因进行了系统地研究袁
认为野 龙头企业+农户冶这一组织形式由于契约双方实力不
对等袁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袁行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等造成
契约不稳定和约束力弱袁要求引入新的中介组织袁即野 龙头
企业+合作社渊 大户冤+农户冶的治理模式曰并指出袁新型农村
经济组织之间的商品契约比要素契约更为有效袁 契约完善
与信誉重建是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重要内容[11-12]遥尹云松等
通过案例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和农户间商品契约的类型和特

征袁并诠释了影响商品契约的关键因素及何种契约是稳定
的袁指出在公司选择守信的前提下袁产品专用性是决定商品
契约稳定性的首要因素曰在产品专用性强的情况下袁商品契
约不受与公司签订订单的农户类型的影响袁所有契约是非
常稳定的[13]遥
邓宏图尧周立群等分别对内蒙古塞飞亚公司与农户的

契约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袁结果表明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
约具有多样性和互补性袁不能认为某种制度安排是唯一的

或最优的曰并且证实了企业和农户间的合约选择是一个不
断地适应约束条件变化的动态过程袁其中袁约束条件包括交
易成本结构尧信息结构尧生产成本结构以及风险分布尧知识
分布等因素[14-15]遥黄祖辉等从不完全合约的角度袁分析了传
统农业产业化组织受到挑战的原因及我国几种主要农业产

业化组织形式的利弊[16]遥
唐勇认为法律合同框架下的产销关系治理模式在这一

特定域中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境袁从而认为将产销关系置
于同一合作社框架下进行治理袁并通过构造具有抵押性的

野 会员资格冶资产袁由合作组织来充当野 第三方冶角色对违规
行为实施强制规制会更加有效[17]遥
2.2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作为农民的自发组织是由农户自发自愿形成的袁 合作组
织和农户的目标是一致的遥 据郭红东尧 王习明分别调查显
示袁在我国袁大多数农民已经认识到了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
织的必要性袁具有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强烈意愿曰但是袁总
体而言袁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刚刚起步袁发展还不成
熟袁目前袁仅仅局限于提供一些对资本较低的技术服务和市
场信息袁能够进入流通环节的为数不多袁能够投资进行农产
品加工的就更少了遥 专业技术协会和合作社是目前我国农
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两种主要形式遥 由于专业技术协会服务
内容单一袁辐射作用小袁合作社组织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的重要发展方向[18-19]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首先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袁其主要
形式是合作社袁目前已成为西方国家衔接农民和市场的最
主要的中介组织袁其治理结构也处于不断变迁之中袁并日趋
完善和成熟遥相对而言袁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处
于初期阶段袁因此袁许多文献是介绍国外主要国家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尧合作原则尧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向等经
验和做法袁其中以德尧日尧美为主要代表曰在对国外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进行介绍和研究的基础上袁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尧存在问题尧制度环境以及影响因素等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遥

阎寿根尧徐家琦尧杨惠芳等应用案例分别对农村合作经
济组织的外部环境尧 运行机制和合作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研
究袁并提出了相关对策[20-22]遥

韩晓翠等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 SCP框架袁对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的组织结构尧行为和绩效 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23]遥

孔祥智等利用 23个省渊 直辖市尧自治区冤176个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的问卷调查资料袁 分析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尧治理结构尧利润分配方式以及政府作
用等[24]遥

郭红东等结合浙江省的具体实践袁对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袁并揭示了它们的发展特点
和趋势[25]遥黄祖辉等结合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现状袁分析了宏观体制尧法律法规尧行政介入和文化影响等
制度环境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袁认为制度
环境因素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是至关重要

的袁并将影响因素大致可归结为产品特性因素尧生产集群因
素尧合作成员因素以及制度环境因素等[26]遥

朱新方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

行了研究袁认为当前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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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不足袁行政色彩过浓曰只有重新进行资产组合尧运行
方式尧利益机制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袁才能确保中国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规范运行[27]遥

傅晨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状况袁运行机制及主
要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袁认为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官
办色彩袁使其制度安排不规范袁农民主体地位不明显曰由于
普遍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扶持和内部制度缺陷袁 使其组
织活力不足[28]遥

尤庆国等认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较小尧自我
发展能力不强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遥从运行机制来看袁内在
财务运行出现异化袁组织运行不够规范曰从政策影响来看袁
外部公共政策供给不足袁行政干预较多[29]遥

国鲁来尧孙亚范分别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袁对组织成
本和创新成本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约束及其制

度创新进行了分析[30-31]遥
近年来袁主要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方式

和合作原则发生了深刻地变化遥 如进行横向合并和纵向一
体化曰推行股份合作制袁不再强调资本报酬有限尧平均股尧一
人一票等原则曰改革公共积累制度袁将公共积累记入个人帐
户或配股到人曰区分合作组织的经营项目袁分别采取营利和
不营利的原则曰实行专家管理袁对重大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
制度等等遥 以上变化主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
一体化和市场竞争加剧作出的反应袁 这无疑将对我国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深刻地影响遥
3 结语

如何将单个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共同迎接市场的挑

战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遥近年
来袁全国各地袁尤其是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农民面对竞争日
益激烈的市场袁人们意识到单个农户家庭无法直接和市场
进行有效地对接袁 迫切要求在农户和市场之间建立中介经
济组织遥目前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是主要的两种中介组织形式袁 农户通过它们将农产品推
向市场袁取得了良好效果遥但在实际运行中袁不管野 龙头企
业+农户冶袁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存在一定问题遥从
大量研究可以看出袁大多数研究者主要是试图对农业产业
化经营组织产生的原因和现实中野 组织链冶结构的不断转变
和创新给予理论解释袁并对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
应对策进行探讨曰然而袁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创建和发展
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尧农户行为尧实现对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
有效监督和激励尧非正式制度对组织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经
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制度环境下如何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经

营组织等问题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袁今
后应该更加注重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分析遥
参考文献

[1] 牛若峰.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特点与方向[J].中国农村经济袁
2002渊 5冤院4-8袁12.

[2] 谭静.农业产业化研究进展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袁1996渊 10冤院33-39.
[3] 赵慧峰袁李彤.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分析[J].农业经济问
题袁2002渊 2冤院60-63.

[4] 曹利群 .农村组织形态创新院现状与问题 [J].农业经济问题袁2000
渊 10冤 :12-16.

[5] 邓汉超.试析我国目前农村经济组织的效率与演进趋势[J].云南财
贸学院学报袁2002渊 5冤 :30-34.

[6] 侯军岐.论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与农民利益的保护[J].农业经济
问题袁2003渊 2冤 :51-54.

[7] 杜吟棠.野 公司+农户冶模式初探要要要兼论其合理性与局限性[J].中国
农村观察袁2002渊 1冤 :30-38.

[8] 钱忠好.节约交易费用: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关键要要要对江苏如
意集团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袁2000渊 8冤 :62-66.

[9] 傅晨.野 公司+农户冶 产业化经营的成功所在要要要基于广东温氏集团
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0渊 2冤 :41-45.

[10] 杨明洪.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演进院一种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
理论解释[J].中国农村经济袁2002渊 10冤 :11-15,20.

[11] 周立群袁曹利群.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要要要山东省莱阳
市农业产业化调查报告[J].经济研究袁2001渊 1冤 :5-8.

[12] 周立群袁曹利群.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要要要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的契约选择为例[J].经济研究袁2002渊 1冤 :14-16.

[13] 尹云松袁高玉喜袁糜仲春.公司与农户间商品契约的类型及其稳定
性考察要要要对 5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个案分析[J].中国农村
经济袁2003渊 8冤 :63-67.

[14] 邓宏图袁米献炜.约束条件下合约选择和合约延续性条件分析要要要
内蒙古塞飞亚集团有限公司和农户持续签约的经济解释[J].管理
世界袁2002渊 12冤 :22-25.

[15] 周立群袁邓宏图.为什么选择了野 准一体化冶的基地合约要要要来自塞
飞亚公司与农户签约的证据[J].中国农村观察袁2004渊 3冤 :24-27.

[16] 黄祖辉袁王祖锁.从不完全合约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农
业经济问题袁2002渊 3冤 :28-31.

[17] 唐勇.俱乐部品不可或缺条件下的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创新[J].农业
经济问题袁2003渊 9冤 :54-58.

[18] 郭红东.我国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和行为[J].农业经济袁
2005渊 11冤 :31-32.

[19] 王习明. 中国农民组织建设的现状要要要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入户调
查问卷分析报告[J].中国软科学袁2005渊 9冤 :7-15.

[20] 阎寿根.衢州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农村
经济袁2002渊 3冤 :29-33.

[21] 徐家琦.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尧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袁2005渊 2冤院15-20.

[22] 杨惠芳.嘉兴市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与思考[J].农业经济
问题袁2005渊 3冤院67-69.

[23] 韩晓翠袁陈盛伟袁张秀芳.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与思考[J].山
东农业大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袁2005渊 2冤院67-70.

[24] 孔祥智袁郭艳芹.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状况尧组织管理
及政府作用要要要23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调查报告[J].农业经济问
题袁2006渊 1冤院6-12.

[25] 郭红东.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完善与创新要要要基于对浙
江省实践的分析[J].中国软科学袁2004渊 12冤院1-9.

[26] 黄祖辉袁 徐旭初袁 冯冠胜.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
析要要要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J].中国农村
经济袁2002渊 3冤院13-21.

[27] 朱新方.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
[J].长江大学学报院社会科学版袁2005渊 5冤院90-94.

[28] 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及问题[J].经济学家袁2004渊 5冤院
101-109.

[29] 尤庆国袁林万龙.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分析与政策影
响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袁2005渊 9冤院4-9.

[30] 国鲁来袁合作社制度及专业协会实践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中国农
村观察袁2001渊 4冤院36-48.

[31] 孙亚范.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成本约束及化解[J].经济
问题探索袁2004渊 2冤院29-33.

林德荣 国内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研究35卷 26期

本刊提示 来稿请用国家统一的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和符号袁不要使用国家已废除了的单位遥 如面积用 hm2渊公
顷冤尧m2渊平方米冤袁不用亩尧尺 2等曰质量用 t渊吨冤尧kg渊千克冤尧mg渊毫克冤袁不再用担等曰表示浓度的 ppm一律改用 mg/kg尧
mg/L或 滋l/L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