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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农产品的交易效率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可实现的关键因素。运用交易费用理论，通过对不同交

易方式下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分析，认为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提升产品交易效率是较为合理的制

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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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农民

的收人增长关系到实现扩大内需政策和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增长。如何提高农民收人?最有效的办法之

一就是提高农产品的交易效率、降低农产品的成本。

本文试图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交易

费用，对不同交易方式下农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分

析来探讨我国主导农产品交易的制度安排。

    一、交易成本的理论分析

    对交易成本的认识与理解始于科斯发表的《企

业的性质》(1937)，最初是从市场交换、市场定价机

制的角度来考虑交易成本的。科斯认为有许多因素

涉及交易成本的产生: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中，企业

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减少市场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

是使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主要包括获取市场信

息、准备合约的成本，达成合约的成本，监督和实施

合约的成本;威廉姆森在《市场与等级结构》(1975)

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1985)中阐述和发展了交

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如同物体运动存在摩擦

力一样，交易活动中都存在交易成本，不存在交易成

本是无法想象的。交易成本还应分为事前的交易成

本(为达成一项交易进行谈判和缔结合约的成本)和

事后的交易成本(交易达成后所发生的成本)。他在

接受了西蒙(Simon)的“行政人”即有限理性人假设

的基础上，又首创了“人的机会主义”假设，经过分析

认为人的有限理性使交易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由

此产生了交易成本。“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直接影响

市场交易效率，市场交易双方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利

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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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使得达成合约的难度增加，履行合约的风险加

大，从而产生和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现实经济中还

存在不确定现象，使本身很复杂的一项交易更加复

杂，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因此，市场机制只有在理

性有限性、机会主义行为、未来不确定性和小数目条

件四种基本条件综合作用下才会失效。虽然交易费

用经济学理论尚未发明一种可行.的计算交易成本的
方法，但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确实很高。

诺斯估计美国的交易成本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5%

到50%，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占香港地区国民生产

总值高达80%。而杨小凯把交易成本分为外生交易

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双方

在决策前就知道其水平的交易费用，它包括运输费

用、贮藏商品造成的费用等;内生交易费用指人的机

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利益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

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扭曲，这些费用都是通

过市场配置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过程中不可避免而

产生的。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

制度的存在主要是在降低内生交易成本的同时降低

外生交易成本。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

向，制度的存在可以减少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约

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交易效率，节约内生交易

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内生交易成本极

高，交易活动不可能正常进行，交易结果就不可能是

可预期的和富有效率的。

    二、农产品交易方式与社会交易成本的比较研究

    根据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经济主体(农户、中

介组织、企业、政府)的市场交易存在私人交易成本

和社会交易成本。私人交易成本:CP =肠+6+

0(Q 为获取市场信息、准备合约的成本，0达成合

约的成本，0监督和实施合约的成本);社会交易成

本:Cs一习Cid十习Cj。+云以f(Cid为第，个
                注二l j=1 乏=1

农户的私人交易成本，Cj。为第j个企业或中介组织

的科层管理成本，以f为政府的计划管理成本)。

    (一)农户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交易效率分析

    农户的社会交易成本Cs一艺Cid，ad是第，
                                                                          f二 1

个农户的私人交易成本。在此种交易方式下，农户只

存在私人交易成本。我国农村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为主要经营方式，经营规模普遍较小。由于自身

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信息的不完全导致的未

来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在走向市场过程中每次交

易的交易风险极大、内生交易成本极高，因此它不可

能成为我国农产品交易的主导方式。

    (二)农户通过政府与消费者间接交易的交易效

率分析

    农户的社会交易成本Cs一艺以f，。f为政
                                                                    花留1

府的计划管理成本。在此种交易方式下，农户没有私

人交易成本，只存在政府的计划管理成本。虽然可以

消除经营农户的理性有限性、机会主义行为，但政府
组织农产品的流通主要采用的是行政计划手段，故

交易效率极低，计划管理成本极高。因此，它也不可

能成为我国农产品交易的主导方式。

    (三)农户通过市场中介组织与消费者间接交易

的交易效率分析

农户的社会交易成本cs=见Cid+

Cid为第1个农户的私人交易成本，Cj。为第j个市场

中介组织的科层管理成本。在此种交易方式下，农产

品交易中存在私人交易成本和科层管理成本。市场

中介组织一般是指专业化的农产品流通组织，虽然

可以使科层管理成本降低，但由于其只是承担中介

服务，无法消除经营农户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

为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每次交易的交易风险仍然

极大。私人交易成本降低的可能性不多，只能适用于

大量小规模交易，因此也不可能成为我国农产品交

易的主导方式。

    (四)农户通过企业与消费者间接交易的交易效

率分析

农户的社会交易成本 0 =习ad+

Cid为第1个农户的私人交易成本，Cje为第j个企业

的科层管理成本。与农户通过市场中介组织与消费

者间接交易非常相似，农产品交易中都存在私人交

易成本和科层管理成本。与市场中介组织相比，企业

经营规模一般较大，尽管科层管理成本较高，但由于

企业与农户的长期契约关系，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

农户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和未来市场的不确

定性，从而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户的私人交易成
本。因此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能是我国主导

农产品交易的组织形式。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经过以上初步分析，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可能是农产品流通中交易 (下转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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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应促进军工产业和民用产业相结合，以

促进民用产业的发展，这应该是西部地区产业调整

的一个方向。西部地区存在一大批军工企业，军工

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只要能有效地解决军事机

密等问题，就能有效实现军工产业和民用产业的结

合，从而极大地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部门1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下标1、2分别为不同的

    区域。

⑤比较成本收入比率可以反映地区某产业的成本优势，计算

  公式为:b一鱼，其中，p，和p:分别表示某产业的产品梢
                    P2

售成本与产品稍售收入，P，和P:分别表示不同的地区。

⑥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反映某地区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

状况·计算公式”:“一会，其中‘表示某”业的劳动生产
注 释:

①产业结构变化率可以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结构的变

  化程度。计算会式为:‘一习}ql一qZ}，其中，q为区城
  某产业部门1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下标1、2分别表

  示两个不同的时期。

② 产业专业化指数可以反映地区产业专业化程度或产业集

                                叉:‘In:;
  中程度。计算公式为:SPI=(1+三已二‘二二)x100，凡表示        _，一.-.，.一一、，，·一一 、一‘ Inn

率，1和2分别表示不同的地区。

第1个产业部门的产值比重，n为产业部门数。

③ 非农产业区位商可以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计

  _、二 (加2+y。)/又(，:+，3)‘，
  异万活为，v二一一一一甲下芍犷赞一一.一，共甲，苏，、扒，和

                                苏j之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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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最低的一种组织形式，是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

最优的制度选择，因而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导交

易方式。在此种交易方式下，由于龙头企业与农户

间互利性契约安排的存在，使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不确定性和小数目条件等因素的对市场的实际影响

大为降低，使其具有最低的市场交易成本。但由于

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尚未发明一种可行的权威的计

算交易成本的方法，因此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是构

建计量经济模型，计算出各种交易方式的交易成本，

选择交易方式最优的制度安排。农户通过企业与消

费者进行间接交易可以带动的农户数量多，产品附

加值外向度高，市场信誉效益好，农户收人增加快。

同时，大型龙头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强，能够维

持长期稳定的“企业+农户”合作关系，能较好地协

调企业与农户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我国农产品交

易应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主导。当前，我国农

户长期通过政府与消费者进行间接交易形成城乡

“二元结构”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流通体制，使得农

户缺乏市场意识、走向市场的能力非常弱，在市场交

易中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风险，存在极高的市场交易

成本。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组织恰好可以极大

地提高交易效率，大幅度降低了农户的市场交易成

本，显示出其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巨大优势。当前最主

要的任务应是完善“企业十农户”的交易模式，龙头企

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

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降低内生交易成本;政

府应减少干预，实现“企业+农户”交易方式的市场化

运作;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对违约的

龙头企业和农户坚决惩处甚至迫使其退出市场，提高

契约的约束力和履约率，维护市场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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