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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产业组织在解决农户超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起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不同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划分为基础,综述了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及

不同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效率。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在农业产业组织的构建方面,应充分考虑相关

利益者的角色和作用;在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应加强对不同组织模式效率的定量研究和系统研究;在农业产

业组织效率评价方面,应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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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为基础的农业产业面

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实现农户超小规模经

营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二是如何确保分散经营的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普遍

认为农业产业链管理是解决农业产业发展困境的根

本出路,农业产业组织则是农业产业链管理的核心

内容之一。作为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桥梁和纽

带,农业产业组织是深化农业改革、发展农村经济的

有效途径,其本质是农户专业化经营的一种交易协

调机制,是农户为了实现专业化生产而与相关企业、
合作组织或相互之间进行的交易活动的协调方式或

契约关系[1]。农业产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合理高效

稳定的产业组织模式。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也不断演变以适应当前农业产业

的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结构普

遍简单,联结机制不合理,参与主体间合作违约率居

高不下,农业产业组织效率低下,严重降低了农户参

与农业产业组织的积极性,影响了我国农业产业组

织乃至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众多各具特色的农业产

业组织模式中,哪些组织效率更高? 哪些结构更加

合理? 哪些稳定性更好,更有利于推广和发展? 这

些问题均是农业产业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

领域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形成了

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对近几年国内外相关研究

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明确农业产业组织及其绩效

研究进一步开展的方向。

  一、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划分

  产业组织模式是产业链上各节点之间通过一定

联结机制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具有特定产业形态和

功能的经营方式,主要从横向的生产模式和纵向的

交易模式2个纬度展开研究。横向纬度的焦点是合

作社的研究,纵向纬度则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分别借

助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集群等概念进行探

讨。农业产业组织涉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各个

领域以及链条上的多个经济实体,不同农产品链在

产品特性、资源禀赋、资产特征、外部环境等方面都

具有特殊性,链条上各节点的联结松紧不一,形成了

各式各样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

1.“龙头”及其所带动的参与者不同

陈吉元、王凯等、牛若峰将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形

式分为专业市场带动型、合作社等中介组织带动型、
龙头企业带动型和其他模式[2-4]。韩晓翠等认为合

作社模式、经纪人组织模式、契约模式以及专业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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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模式是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主要模

式[5]。谭涛提出以加工企业为核心和以物流中心为

核心的2种供应链组织模式,指出利益机制是农产

品供应链管理的核心[6]。唐步龙认为杨树产业链存

在市场交易、合作形式和纵向一体化3种模式,前一

种称为传统的产业组织类型,后两种则称为新型产

业组织类型。从交易成本、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
交易发生的频率等方面分析了这两类产业组织共存

的原因[7]。王太祥将我国梨产业组织模式分为市场

交易、中介组织带动、企业带动和纵向一体化4种基

本类型,并进一步划分为松散的产业组织模式(市场

带动型)和紧密的产业组织模式(合作社带动型、企
业带动型)[8]。

2.主体之间联结方式不同

周立群等基于产业联结方式的差异,创新地划

分了4类农业产业组织形态,即以劳动要素为纽带

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契约为纽带的分包制、以资

本为纽带的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以土地为纽

带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9]。吴群、姜昭等从农户与

龙头企业利益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相对稳定的买断

关系、合作式利益联接、合同式利益联接、企业化利

益联接、股份式或股份合作式关系5种主要联接形

式[10-11]。王瑜等根据参与产业链的紧密程度,将农

户分为松散的垂直协作形式和较为紧密的垂直协作

形式[12]。张学鹏等将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划分为

契约为纽带的契约模式、互助合作为纽带的内生龙

头一体化模式和资本为纽带的外生龙头一体化模

式[13]。李晓红认为中高档猪肉产业链各利益主体

的投资方式和投资环节影响各功能主体之间的联结

方式,进而形成了纵向一体化、混合纵向一体化、合
同契约和混合模式,但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混合型组

织模式和混合纵向一体化组织模式,其他2种并不

多见[14]。

3.制度经济学视角

周立群等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将产业组织分为

商品契约型和要素契约型,提出农户和龙头企业之

间的商品契约可以是相当稳定的[15]。龙方等认为

纵向兼并型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中契约和产权作为产

业组织维持纵向关系的2种要素具有替代效应,同
样程度的纵向关系可选用不同程度的产权与契约投

入进行组合,以达到最优的产权契约投入水平。横

向一体化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又包括龙头企业横向一

体化和农户的横向一体化(即合作社模式)[16]。

  二、农业产业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
及评价

  在国外,产业组织绩效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

丰富的成果。很多文献都提到,产业组织绩效研究

不仅要注重关键企业的网链关系,更要强调其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影响产业组织整

体绩效的重要因素。Venkatraman等将联盟绩效

的相关评价指标归纳为组织绩效、财务绩效、商务绩

效三大类[17]。Gregory等和 Winter从消费者满意

的角度来审视企业间的合作绩效[18-19],Buchlin等用

供应链合作效率代替组织效率进行了研究[20],Mo-
hr等又将供应链企业间的成本削减加入到评价供

应链组织效率的研究中[21]。Spekman等的研究显

示有效率的供应链管理需要各节点成员的共同协

作,开 展 长 期 协 作 有 助 于 降 低 供 应 链 的 运 作 成

本[22]。Ellram、Monczka等认为供应链合作伙伴之

间的相互信任和承诺能够降低供应链交易的总成

本,提高彼此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23-24]。Van等在

研究食品供应链时将供应链组织效率的评价指标归

纳为成本的削减、风险的降低、信息的传递等几个方

面[25],Das等学者也认为合作风险已经成为影响合

作绩效的主要因素[26]。Doyle、Xu等、Mohr等多位

学者证实了合作能力关系对产业链绩效有正向影响

能力[27-29]。Robert等构建的供应链反应能力假设

模型提出影响供应链反应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信任,
供应链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合约的完善程度也

是重要影响因素[30]。Das等学者建立了合作效率

的理论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通过实证验证了影响

合作效率的关键因素包括全体产业链成员的努力程

度、成员间的利益冲突程度及成员间彼此的依赖程

度[31]。还有学者认为物流、供应链的信息化程度、
面对面交流的程度、合作双方的承诺、共同决策程度

以及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影响供应链的组织效

率[32-33]。合作社的效率亦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

一[34-35]。Salazar等和Soboh等关心垂直一体化对

效率的影响,并对合作社和投资者所有企业之间的

效率进行比较[36-37];Salazar等研究发现下游垂直一

体化水平越高,合作社就越有效率[38]。随着中国合

作社的发展,中国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因素和组织绩

效等合作经济领域的核心主题也开始引起国际的

关注[39-40]。
我国学者对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研究大都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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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农产品产业链入手,从多个角度设计农业产

业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

析法、因子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

法等,并结合结构方程进行验证。目前这方面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产业组织某个节点效率的评价及影响

因素

李军民及徐玖丹结合Delphi法和层次分析法,
从运作效率与组织效率两方面选取指标,对农产品

加工企业的绩效进行定量分析[41-42]。张梅建立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进行了效益评价[43]。马培衢运用抽样调查研究了

湖北、四川、山东三省农民合作的组织行为与运营绩

效[44]。胡胜德等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和合作经济

组织成员2个方面反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

营效率[45]。刘丽霞构建了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经营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DEA方法对吉

林省20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投入产

出效率进行了定量研究[46]。温菊萍以组织效率为

目标层,交易费用和内部管理成本为准则层,采用

AHP法对农户、农业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营效

率做了比较[47]。黄祖辉等基于Bootstrap-DEA 模

型测算了营销类合作社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
建立合作社效率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合作

社规模、创新、内部治理、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合作社

效率的影响[48]。胡振华等从制度角度分析农村专

业合作组织运营绩效主要取决于产权制度、治理机

制和制度环境三方面[49]。目前的研究也注意到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功能与原则的不同会导致合作

社社员的增收绩效差异,只有加强合作社与农户的

利益联结,实现“利润返还”等合作社原则,合作社绩

效增加才更显著。

2.农业产业组织整体的效率及影响因素

产业组织的效率不是仅仅反映单个节点企业的

运营情况,而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衡量。谭

涛较早运用结构方程对蔬菜供应链组织效率进行定

量测定,确定了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效率的主要影响

因素及其影响程度[6]。戴化勇等以南京蔬菜产业链

为例,构建了绩效层次分析模型和绩效评价矩阵,应
用层次分析法对蔬菜产业链进行了综合评价[50]。
吕美晔等建立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假设模型,运用

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合作能力、合作

意向、组织强度和环境不确定性对蔬菜产业链组织

效率的影响[51]。有人用合作效率反映乳品产业链

的整体绩效,从4个评价维度即合作意愿、合作能力

与条件、合作收益和合作风险构建乳品加工企业与

原料奶供应商合作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

析法和实地调查资料,对乳品产业链中3种不同类

型的原料奶供应商与加工企业之间的合作效率进行

了实证考察。田露等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肉牛产业

链组织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环境的

不确定性、利益主体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产业链

组织强度等4个因素对肉牛产业链组织效率的影

响[52]。高阔构建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交换理

论视角下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对生猪绿色供应链绩

效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关系治理与契约治

理同时共同直接改善供应链绩效[53]。此外,学者还

探讨了行业社会及政策环境、物流能力、整合意愿与

行为、供应链伙伴关系、利益分配以及个人与企业特

征等变量对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作用[54-55]。

  三、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与绩效关系
的研究

  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不同产业组织

的制度安排不同或置于不同的环境,其背后隐藏的

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同,进而影响到作为经济人的参

与者 的 行 为 努 力,最 终 导 致 经 济 组 织 的 绩 效 不

同[56]。学者们从产业组织理论、生产理论、博弈论、
社会交换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理论等视角结合案例

对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效率现状进行了理论剖析,
不同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对农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者

的交易成本有很大影响。“公司+农户”模式比较

灵活,组织成本低,但农户的弱势地位以及体制上的

缺陷所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该模式不稳定,缺
乏长期效率。大量学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
产业组织理论、不完全合约导致的“敲竹杠”问题以

及新制度经济学等对其进行理论解释,但温氏集团

案例的成功提供了反证。傅晨对温氏集团的研究发

现,“公司+ 农户”的制度安排节省了市场交易费

用,企业与农户紧密相连,形成了健康稳定的利益分

配机制[57]。“合作社+农户”可以大大提高公司和

农户的寻租成本,降低双方的违约概率,只是建立在

农户自愿基础上的合作社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

水平比较低,大部分靠政府的扶持和补贴才能运转。
“公司+合作社+农户”可以弥补前两种模式的不

足,加大组织的稳定性和平等性,增强农民的讨价还

价能力,提高农民收入,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模式。当

27



第4期 汪爱娥 等:农业产业组织与绩效综述  

然,由于资源禀赋、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产业特点

以及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农业产业组织不能拘泥于

一种模式,应因地制宜进行选择。
在实证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不同产业组

织模式与农户生产效率、农户纯收入以及农产品质

量安全等之间的关系。首先,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影

响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王太祥等利用梨农调查数

据,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市场交易和

合作社两种组织形式下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比

较,认为农户生产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户的受

教育程度、参加技术培训以及加入合作社等能显著

提高农户生产技术效率 [58]。其次,不同农业产业

组织模式对农户增收效果不同。胡定寰等、祝宏辉

等及孙艳华等的实证研究均显示参加合作社、生产

合同的农户收入均显著高于市场交易农户[59-61]。进

一步研究发现,合作社的原则和功能不同对农户的

收入影响较大,盈余返还被认为是合作社增加农户

收入的重要原因;生产合同导致农户增收的主要原

因是合同内部合理的治理机制,即农户与公司是密

切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最后,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不

同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差异。孙世民等基于产

业组织的视角提出不同产业组织的制度安排导致农

产品质量安全行为存在差异,农户与各节点联系越

紧密,农产品的品质与安全性就越高[62]。卫龙宝

等、任国元等探讨了合作社对农产品质量控制的重

要作用[63-64]。韩纪琴等和李平英的研究均发现紧密

的垂直协作形式能够显著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性[65-66]。钟真等从生产和交易两个维度构建了产业

组织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证实

了生产模式和交易模式对农产品品质和安全有显著

影响 [67]。

  四、研究展望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学者结合各种理论对农业

产业组织的内涵、组织模式、制度创新、运行机制、利
益机制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分析,并对农业

产业组织的运行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了有

益的探索,为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提供了较好

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尽管如此,农业产业组织

绩效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有待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和领域。
第一,在农业产业组织的构建方面,应充分考虑

相关利益者的角色和作用。农业产业组织是各节点

及其相关利益者通过全面有效的共生合作减少产业

系统运行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促进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协调发展的集聚性产业关联系统,它将不同类

型参与者包括进来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共同体,
通过网络化的交互实现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和整体效

率的提升。现有研究很少有提及核心企业如何发挥

领导作用、政府应在农业产业组织的建设方面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及方式实现政府

在农业产业组织管理和运行中的推动作用等。
第二,在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应加强定量研

究和系统研究。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剖析了不同农

业产业组织模式的优劣,并针对多种组织形式并存

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但没有结合不同产业发

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区域经济来系统研究农业产业组

织模式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特征;究竟选择采用哪种

产业组织模式对农业更为有利,不同模式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作用机理以及信息技术的运用与开发;
利益和风险在各节点之间如何分配和分担等,也尚

无明确的研究结论。
第三,在农业产业组织效率评价方面,应建立统

一的效率评价体系,以便进行深入分析。目前对农

业产业组织效率的内涵界定不一,评价缺乏统一的

标准,往往以合作绩效替代,没有得出较为科学的定

论,已有研究也鲜有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保护

纳入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整体评价之中,并且不同

产业的差异使得农业产业组织效率的研究更为复

杂,因而,不管是产业组织效率的理论探讨还是实证

分析都亟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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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industrialorganizationisplayingamoreandmoreimportantroleinsolving
theconflictbetweensuper-small-scaleoperationbypeasanthouseholdsandbigmarketandensuringthe
qualityofagriculturalproducts.Basedonagriculturalorganizationpatterns,thispaperreviewstheevalu-
a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agriculturalindustrialorganizationefficiency.Performanceandinfluen-
cingfactorsofindustrialorganizationsshowdifferentbehaviorsbecauseoftheparticularityofagricultur-
alproductchain.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thecontentanddirectionsofthefurtherresearch:as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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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industrialorganizationpattern,thequantitativestudyandsystematicresearchofdiffer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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