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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订单农业履约困境的分析 ,认为其内在根源是由价格引起的风险在订单双方主体之间分担

不合理造成的。订单农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可能还是将期货引入订单农业。通过对黑龙江省某企业与农户玉米

“期货 + 订单”的案例分析 ,结果表明在订单中引入期货 ,不仅能为企业在制定订单产品价格时提供指导 ,而且能

有效分散企业事后由价格条款所带来的风险 ,保证企业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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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单农业 (cont ract farming) 也称为合同农业、

契约农业 ,是指农户和其他企业之间的契约安排 ,它

可以是口头的 ,也可以是书面的 ,它规定了农产品的

生产数量、价格、质量、交易时间以及各方在农产品

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1 ] 。订单农业为企业和农

户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交易成本低于 (普通) 市场

的准市场 ,既有市场属性 ,又有一定的企业属性 ,计

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相互渗透、融为一体 ,从

而降低了运行费用 ,提高了运行效率[2 ] 。但订单农

业违约事件频频发生 ,农户违约和龙头企业违约现

象都存在。近年来 ,订单农业履约率极低 ,违约率高

达 80 %[ 3 ]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订单农业履约

率如此低 ? 有什么更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提高订单的

履约率 ?

　　一、订单农业履约困境的根源分析

订单农业发展的障碍主要表现为高违约率。表

面上看 ,订单农业的高违约率是订单运行过程中诸

多风险而引起的 ,然而 ,诸多风险的产生又与信息不

对称、农产品销售合约不完全性有着天然的关系[4 ] 。

不对称信息通常会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5 ] 。道

德风险问题会使已签约的农户 (企业)利用信息不对

称 ,为自己谋利[3 ] 。以农户为例 ,当合约价格低于市

场价格时 ,农民可能隐藏产量 ,以减少履约的数量 ,

而将隐藏的产量按市场价格出卖 ;当合约价格高于

市场价格时 ,农民可能虚报产量 ,以增加履约数量 ,

增加的部分可以从市场购买 ,赚取市场价格与合约

价格间的差价。逆向选择问题会使一些不诚实守信

的企业 (农户) 积极参与订单农业[6 ] 。表现为企业

(农户)通过隐藏知识 ,诱使农民 (企业) 签订不合理

的合约 ,将市场风险推向农民 (企业) 或直接违约。

农产品销售合同是典型的不完全合同。农产品销售

合同不完全性源于达成和履行合同的高成本 ,包括 :

预见成本 ,即当事人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 ,不可

能预见所有的或然状态 ;缔约成本 ,即使当事人可以

预见到或然状态 ,以一种双方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

合同也很困难或成本太高 ;证实成本 ,即关于契约的

重要信息对双方是可观察的 ,但对第三方 (如法庭)

是不可证实的[7 ] 。

如果信息的不对称性与不完全合约使违约成为

可能 ,那么机会主义行为就使违约成为必然[ 4 ] 。

Williamson 将机会主义说成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

下 ,用欺骗手段寻求自利的行为 ,包括说谎、偷懒和

欺骗等赤裸祼的形式[ 8 ] 。农产品销售合同双方都有

机会主义倾向。当市场价格低于双方在合约中事先

规定的价格时 ,农业龙头企业则倾向于违约而从市

场上进行收购 ;反之 ,在市场价格高于合约价格时 ,

农户存在着把农产品转售给市场的强烈动机。对违

约的惩罚力度不够、法庭没有办法证明其违约或证

明其违约的交易成本太高时 ,合约当事人就可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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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 ,否则 ,将采取狡诈的违约手

段 ,包括欺骗[3 ] 。订单农业双方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的内在根源在于市场风险在订单双方主体之间不合

理分担造成的。订单农业并没有让巨大的市场风险

在现货市场上消失 ,只是在农户与企业间内部转移

和流动 ,企业和农户组成的订单体系不得不被动地

承受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作为理性经

济人 ,双方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之时 ,都对此风险向有

利于己方做解释 ,都以损害对方利益作为前提 ,都希

望从不稳定的农产品产量、价格以及软约束的农业

订单中规避自身的风险 ,那么毁约现象就是必然。

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两大功能。

将期货市场引入订单农业 ,不仅可以有效规避风险 ,

也可以为“公司 + 农户”的顺利运行提供载体 ,将成

为下一阶段订单农业发展的方向[9 ] 。虽然许多国内

学者都认同此观点 ,但是有关“期货 + 订单”的实证

研究极其匮乏。本文将通过对黑龙江省某企业的

“期货 + 订单”实践 ,进行完整的分析。

　　二、引入期货 ,规避订单农业履约风
险

　　订单农业是一种远期合约 ,这就决定订单从开

始到结束需要一段时间 ,经过多个环节 (见图 1) 。

首先 ,在 T0 期 ,企业要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订单。在

T1 期农户选择参与或与不参与订单。在 T2 期 ,企

业在参与的农户集合中选择目标农户。在 T3 期 ,

对于各种突发事件 ,如企业收购资金约束、市场价格

波动等情况 ,进行过程控制。在 T4 期 ,企业 (或农

户) 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履约 (或违约) 行为。

图 1 　订单农业运行的过程

　　对于传统订单的履约分析 , 可以借鉴郭红东

2006 年所构建的分析框架[10 ] 。由于我国目前农产

品期货品种只有玉米、小麦、大豆等大宗农产品 ,“期

货 + 订单”只可能在这些大宗农产品中开展。因此 ,

本文所选择的参考系 (传统订单) 只是大宗农产品的

订单。假定订单价格为 P0 ,市场价格为 P1 ,违约赔

偿金为 D , 一方违约另一方获得赔偿的概率为

ρ(0 ≤ρ≤1) ,假定企业违约 ,其损失 (经济和名誉等)

为 W ,假定农户违约 ,其损失 (经济和名誉等) 为 G,

建立如下博弈矩阵 (见图 2) 。在农产品市场行情好

的时候 ,即 P1 > P0 ,企业的占优策略是履约 ,农户采

用什么策略取决于不同策略下报酬的大小 , 如果

Q P1 -ρD - G≤P0 Q ,即 Q( P1 - P0 ) ≤ρD + G,农户

会履约 ,否则违约。在农产品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

即 P1 < P0 ,农户的占优策略是履约 ,企业采用什么

策略取决于不同策略下报酬的大小 ,如果 Q ( P0 -

P1 ) - W - ρD ≤Q ( P1 - P0 ) ,即 2Q ( P0 - P1 ) ≤

W +ρD ,企业履约 ,否则违约。可见 ,订单农业的履

约与 W 、G、ρ、D、P0 - P1 有关。要提高订单的履

约 ,有两种策略 ,一是提高 (ρD + G) 和 ( W +ρD) ,二

是减小 Q( P0 - P1 ) 。对于大宗农产品而言 ,产品专

用性低 ,所以 W 和 G 相对较小。而且对于农民来

讲 ,由于收入较低 ,经济贫困 ,所以 D 一般不可能很

高。在农村 ,法院的执行成本很高 ,再加上农民经济

上的贫困 ,因此 ,赔偿概率ρ也较小。所以要提高订

单农业的履约 ,只有尽量减小 Q( P0 - P1 ) 。一种方

法即是减少 P0 与 P1 之间的差 ,第二种方法是其他

人来分担一部分损失 Q( P0 - P1 ) 。

图 2 　农户与企业的博弈矩阵

　　可见 ,传统订单农业的风险来源于订单价格与

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和风险的分担。而期货市场的

两大功能是价格发现和分散风险。在订单农业中引

入期货 ,通过制度创新 ,对于破解订单农业的履约困

境具有两大优势 :

1. 引入期货能指导定价 ,为订单农业的履行提

供前提条件

价格是订单农业的核心 ,价格过低农户缺乏种

植积极性 ,价格过高企业的经营风险又比较大。价

格直接决定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在我国 ,

大多数企业与农户签订订单时 ,都是根据上一期现

货市场价格信号来制定价格。但现货价格仅反映该

种商品当期供求关系的均衡价格 ,带有很强的瞬时

性、随机性、分散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供求关系的

不断变化 ,均衡价格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期货价

格建立在期货市场高效、竞争的交易运行机制上 ,投

资者采用各种手段去分析预测期货市场上的各种价

格信息 ,并通过在场内直接买卖期货合约的经纪人 ,

把自己对某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的判断传送到交易场上 ,利用公开叫价的方式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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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竞争 ,以各自认为最适当的价格进行成交 ,这样

就形成了一个趋向统一的期货价格。由此确定的价

格可以克服季节货源和市场的时空局限 ,且具有极

高的灵敏性和一定的权威性、预期性。而且期货价

格和现货价格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现货涨价 ,期货也

涨价 ;现货跌价 ,期货也跌价。因此 ,企业可以根据

期货市场的即时价格来预测现货到期的价格 ,降低

因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盲目性 ,从而制定一个合理的

订单价格。

2. 引入期货能分散风险 ,为订单农业的履行提

供保障机制

订单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利益风险机制分配

不合理。由于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较长 ,从种植到收

获 ,市场行情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订单农业的

风险非常大。订单的签订 ,并没有消除风险 ,而只是

将风险在企业和农户之间转移和流动 ,作为理性经

济人 ,双方都有违约的倾向。作为风险转移和再分

配市场的期货市场 ,集中了众多的投机者和投资者 ,

订单农业中的价格风险完全可以通过期货合约转移

到这些主体中去 ,从而将风险锁定在企业和农户可

承受的范围内。企业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

把订单中的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企业只用在期货

市场上卖出与现货市场上交易方向相反、数量相等

的同种商品期货合约 ,过一段时间后 ,进行对冲以了

结履行期货合同的义务 ,最终都能实现在一个市场

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上盈利 ,并且盈亏大致相

抵。另外 ,期货交易的自主退市功能使得企业可以

根据市场行情及自身条件的变化随时结束期货市场

头寸 ,从而使企业拥有高度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因此 ,可以得出研究假说 :

H0 :在订单农业中引入期货 ,可以有效指导定

价和分散风险 ,提高订单的履约率。

　　三、案例分析

1. 案例背景

2005 年 ,大连商品交易所 (以下简称大商所) 开

展了“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大力推行“公司 + 农

户 ,期货 + 订单”产业化经营试点。在整个工程的推

进中 ,大商所开展了针对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免费期

货知识培训。2005 年 ,大连商品交易所将东北各市

县农委官员、乡镇政府官员、农村经纪人和种粮大户

免费请入大连进行培训。2006 年以后 ,大商所联合

期货经纪公司深入农村 ,对普通农民进行免费期货

知识培训。除每月一期的常规培训外 ,在农民种粮

之前和收获之后会增加期数。大商所还利用各种大

众传媒对农民进行期货信息的传播。它与中国大豆

网、中国玉米网合作 ,通过短信平台给 2005 年培训

的学员免费发送期货价格信息。它与黑龙江省 W K

县电视台合作 ,每天 06 :40、12 :00、19 :30、21 :00 以

文字图片、播音员念稿的形式播出大豆、玉米的期货

价格。这些信息培训服务都为开展“公司 + 农户 ,期

货 + 订单”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

境。

2. 案例描述

黑龙江省 W K县 DS 乡农副产品经销公司是一

个粮食流通企业。该公司法人代表 SXH 从事农产

品购销多年 ,并在 2005 - 2006 年去大连进行了期货

知识培训。2006 年 ,该公司与农民签订了 4 000 吨

玉米 ,并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公司的具体

做法是 : (1)公司在全县各村给农民发放传单 ,宣传

期货订单的好处 ,创造良好的期货订单环境。(2)为

提高该公司的信誉度 ,县委某副书记亲自在县里开

了一个全县典型玉米乡镇的协调会 ,公开表示为该

公司作担保 ,参会人员为九个乡镇村支部书记。

(3)订单农户主要是公司合伙人同村的农户 ,而且只

有信用程度好、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可以 ,种植面积大

的农户才有机会和公司签订单。(4) 订单价格采用

固定价收购 ,即 0. 45 元/ 斤 ,此价格已为最近几年的

最高价格。公司表示 ,如果当时签 0. 4 元/ 斤 ,农民

也非常乐意。(5)签订订单的农户必须缴纳 10 %的

保证金 ,如果履约 ,交易后全部返还。(6) 如果农户

的玉米达到公司标准 ,则按合约价收购 ,如果低于标

准的扣水、扣杂后收购。(7) 违约责任规定 :违约一

方要向另一方一次性赔偿因违约而带来的损失 ,违

约方的全部家庭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如人力不可抗

拒的灾害发生时 ,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8)该公司

与县粮食局签订合同 ,代收其属下的 10 家粮库的

10 000 吨玉米 ,同时 ,借粮库名义向农发行贷款 (公

司支付贷款利息并给粮库部分佣金) ,获得收购订单

农户玉米的资金。(9)由于玉米加工企业 (乙醇汽油

企业) 的快速发展 , 玉米的价格升到 0. 5 - 0. 6

元/ 斤 ,只有一小部分农户履约。由于公司刚成立不

久 ,为了在农民心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便于以后

开展订单农业 ,公司对合同进行了调整 ,按市场价收

购农民的玉米 ,农民全部履约。虽然公司最终提高

了订单价格 ,减少了公司利润 ,但公司通过在期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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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套期保值 ,还是为公司带来 60 多万元的利

润。

3. 案例分析

根据订单农业开展的时间线 (见图 1) ,可以分

析黑龙江省 W K县 DS 乡农副产品经销公司开展农

业订单的整个过程 :

(1) 在订单农业开展的前期 (即 T0 、T1 和 T2

期) ,公司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 ,树立农民相

信企业履约的信心。公司首先通过请县委副书记出

面作宣传 ,并由县农委作担保 ,通过地方政府这一中

介 ,增加农民对公司履约的信心。另外 ,企业借大连

商品交易所开展期货培训和信息传播的东风 ,再加

上自己对农民期货的宣传 ,增加农民对期货的了解。

农民通过了解期货的功能 ,既不用对企业提供如此

高的订单价格 ,今后履约产生怀疑 ,又不用担心企业

在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价格时不收玉米。其次 ,挑选

了农村中的种粮大户。从合同条款来看 ,企业拥有

对玉米质量最终的检验定级权力 ,因此 ,当市场价格

低于合同价格时 ,企业存在着强烈的压级、压价动

机 ,它可以在契约事先留下的“公共空间”中 ,事后来

压低产品级别[11 ] 。小农户生产成本高 ,降价空间有

限 ;而大户产品单价上的损失能被规模的扩大所弥

补 ,对龙头企业榨取准租金而降价的承受较大。另

外 ,农业生产具有专用性投资强的特点 ,时间、产品、

工具、人力资本都是专用性资产[ 12 ] 。大农户专用性

投资规模大 ,容易被“套牢”在特定的交易之中 ,因而

大农户不容易违约。尹云松通过对安徽省 5 家龙头

企业与农户的商品契约稳定性的个案研究表明 ,在

产品专用性弱和中等的情况下 ,商品契约的稳定性

与公司签约的农户类型有关 ,大农户签订订单的稳

定性要好[13 ] 。

(2)在订单农业开展的中期 (即 T3 期) ,公司从

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 ,履约保证金制度。企业

向农户预收了合约价值 10 %的资金作为保证金。

根据大商所规定 ,玉米期货保证金规定为 5 %。可

见企业向农户征收履约保证金包括两方面 ,一是为

套期保值的保证金提供了资金来源 ,二是在农户出

现违约时 ,该履约保证金既是对于农户违约的罚金 ,

又是向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这相当于公司隐蔽

地向农户收取了卖权期权费。其次 ,违约成本极高。

违约责任规定违约一方要向另一方一次性赔偿因违

约而带来的损失 ,违约方的全部家庭财产承担无限

责任。在长期重复的合同交易过程中 ,农户 (或企

业)经过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自然会选择履约。最

后 ,借粮库名义缓解信贷约束。由于农村企业规模

较小 ,内部制度不健全、信息透明度差等原因 ,信用

社等金融机构 ,往往不愿意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 ,于

是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信贷约束[14 ] 。农副产品经

销公司通过借粮库的名义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

款 ,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收购玉米时所需的大量资

金。

(3)在订单农业开展的后期 (即 T4 期) ,公司采

取以下措施 :随行就市、保底收购的价格条款。要提

高企业与农户的订单履约率 ,订单价格条款的设计

十分重要[ 10 ] 。企业通过再谈判机制 ,采用随行就市

的价格条款 ,保证了订单的履行。企业之所以敢采

用该条款 ,原因是企业已将这种定价方式所带来的

经营风险通过期货市场有效地转移给期货市场大量

的投机者和投资者。

由案例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期货市场充分地

发挥了价格发现和分散风险的功能。通过期货市场

虽然不能准确地预测将来现货市场的价格 ,但它能

提供一个价格趋势 ,为企业在制定订单产品价格时

提供参考 ,使订单价格接近未来现货价格 ,即使因价

格差而发生损失 ,也使损失尽量最小化。期货市场

很好地发挥了分散风险的功能。正是由于公司在期

货市场上套期保值 ,转移了风险 ,企业才有能力承担

订单产品价格风险 ,验证了 H0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订单农业中引入期货 ,

能有效缓解价格条款所带来的风险。期货市场的价

格发现功能有效地指导企业订单产品价格的制定 ,

减少订单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差异 ,减少企业风

险。期货市场分散风险的功能 ,使企业有能力承担

“随行就市、保底收购”所带来的订单风险。在订单

农业中引入期货市场确实能提高履约率 ,验证了原

假说。

由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第一 ,要完善和规范期货市场 ,使我国的期货市

场更好地发挥权威价格信息指导和分散风险的作

用。第二 ,利用金融创新工具 ,在订单中引入期权 ,

确保“随行就市 ,保底收购”价格条款的执行。农户

(企业)向企业 (农户) 交纳一定的保险金即期权费

(权利金)来获得卖 (买) 方期权。这样 ,无论市场价

格如何变动 ,农民获得的期权收益是在确保保底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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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收益)的前提下 ,还能有获得价格上涨的高收益机

会 ;对于企业来说 ,在价格下跌时 ,企业按合同价收

购所造成的损失和在价格上升因农户违约而无法保

证货源稳定的风险 ,都可以通过期权费获得补偿。

第三 ,提高金融机构对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能

力 ,如促进地方性的、具有信息捕捉优势的中小金融

机构的发展 ,改善现有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信息

获取能力 ,加强信贷供给。第四 ,帮助企业树立信

誉。通过对企业的资质审核 ,对资质好、信誉高、实

力强的企业 ,政府要给予支持和引导 ,帮助其创立名

牌、树良好形象 ,完善相应的信息显示机制。第四 ,

鼓励中介组织的发展。通过发展中介组织 ,克服农

民个体的非理性行为和小农意识 ,增强市场观念和

法律意识 ,提高农民的信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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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Performanc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ontract Farming

———Based on Cont ract Farming wit h Futures Market in Heilongjiang

XU Xue2gao1 ,SH EN G Jie2

(1 . Research Center f or R ural Econom y , M i nist ry of A g ricul t ure , B ei j i n g , 100810 ;

2 . S chool of A g ricul t ural Economics and R ural Development , Renmi n

U ni versi t y of Chi na , B ei j i ng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 he performance dilemma of cont ract farming and proposes t hat t he

inherent source of t he low rate of cont ract is dist ribution of t he risk po sed by the prices between buyer

and seller is unreasonable. The countermeasure for cont ract farming is developing wit h f ut ure market .

From t he case st udy of corn cont ract between enterp rise and peasant households in Heilongjiang ,t he re2
sult s show t hat the cont ract with f ut ures can not only provide guidance to p roduct p rice order ,but also

disperse the enterp rise’s risk and ensure t hem to perform the cont ract .

Key words 　cont ract farming ; performance dilemma ; f ut ures market ; develop men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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