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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农产品交易本质上属于长期合作关系，双方有效合作的基础是能够为合
作双方提供长期有效的激励、降低违约风险的可自我实施契约。在界定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的基础

上，对在农户存在专用投资、龙头企业具有全部事后谈判力量的情形下，农产品交易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可

能形式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最优平稳关系契约形式与双方的贴现因子、双方持续合作的概率、农户的事前

和事后保留收益有关；最优的激励计划严格依赖于龙头企业承诺向农户的支付与农户的事前保留效用及事

后保留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这种对比关系使农产品交易关系契约的运行效率不再与剩余分配状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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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内学者对我国现阶段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背

景下农产品交易稳定性状态的判断是一致的，左

孟孝（２００２）、姜长运（２００２）、刘凤芹（２００３）、郭红
东（２００６）、贾伟强（２００７）、徐雪高等（２０１０）、黄民
礼（２０１２）的研究以及各地订单农业履约率的相关
调查、研究报告的数据表明，目前各地订单农业履

约率都较低。综合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调

查数据，比较一致性结论是：由于交易双方谈判地

位的非对称性、信息不对称及不完全、农产品交易

特性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契约农业中违约率普

遍较高；农产品交易稳定性不强是目前我国农业

产业化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并已

经成为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障

碍之一。

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签订农产品交易契约的目的

是为交易双方提供长期有效的激励，并能够降低违约

风险，促使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和牢固发展

（Ｄｗｙ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Ｇａｎｅｓａｎ，１９９４；Ｍｏｏｒｍａｎ，１９９２）。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产品交易契约通过第三

方实施的难度较大，成本也较高，因而契约能够平

稳地自我实施是其对龙头企业和农户间复杂交易

进行有效治理的基石。平稳关系契约指在每一个

交易期内，委托人向代理人提供相同的激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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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则按相同决策准则实施相关行动的关系契

约。由于在平稳的关系契约下，双方能够在每一

合作期末根据具体的商业情境对涉及交易的相关

事项进行动态的调整，而非通过改变后续合作期

内的期望收益来解决双方行为对交易绩效的偏离

问题，使交易双方在不改变后续合作期均衡路径

的条件下按相同的框架协议进入下一期的交易过

程，从而使双方的交易关系能够持续发展。因而，

平稳关系契约的意义在于促使双方在最优状态下

维系长期合作关系。由于长期合作关系对未来支

付的承诺阻断了合作方当期的违约激励，从而能

够实现契约的可自我实施性，为农产品交易的稳

定性提供保障。

目前，对于农产品交易的契约设计问题的研究

尚不多见。张春勋等（２０１０）依据食品供应链中企
业与农户间的交易特性，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

下，建立了双方承诺不再进行协商的短期合作交易

契约设计理论模型；刘伟等（２０１０）建立了双方无法

承诺不再进行协商情况下的农产品交易契约模型。

但现有基于农产品交易契约选择和优化的研究似

乎没有注意到关系契约的可自我实施性和平稳性

问题，本文则将在对平稳关系契约进行界定的基础

上，构建基于事后谈判能力和关系终止补偿的平稳

关系契约模型，并对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的特

征及最优可自我实施平稳关系契约的形式进行分

析，进而为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决策提供参考。

二、问题描述及模型假设

在农产品交易开始时，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

龙头企业只向农户提供一个粗略的交易框架，即关

系契约，其中约定了一些长期中相对固定的条款，

而对于严格依赖于具体商业情景的事项只给出一

个双方认可的处理模式（对于这些事项的相关责权

利划分，需要根据以后的商业情境加以明确）。出

于简化原则，图１只给出了农产品交易关系契约第
１、２期的结构。

图１　农产品交易关系契约的时序结构图（第１，２期）

　　假设一：由于农户与龙头企业交易的目的在于
获得长期合作租金，如无意外事件发生，则双方将

致力于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巩固。因此，假定龙

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农产品交易发生于一个无限

的时期序列（ｔ＝１，２，…）中，双方在ｔ＝１时期开始
时建立交易关系，在每一期交易完成后，龙头企业

可获得价值为ｙｔ∈Ｙ＝［ｙ
ｌ，ｙｈ］的农产品。这里的

农产品价值包含了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信息，

农产品数量可观测，而农产品质量虽可观测但不可

为第三方所证实，或者即便能够为第三方所证实，

但证实的成本很高，因而建立在 ｙｔ基础上的激励机

制不能够通过第三方来实施。令ｙｔ的连续条件分布
函数为Ｆ（· ｅ），其中ｅ为农户为生产价值为ｙｔ的农
产品而付出的努力程度。 这里假定分布函数

Ｆ（· ｅ）满 足 ＭＬＲＰ（单 调 似 然 比 性 质）和
ＣＤＦＣ（凸性条件），以便用一阶方法求解 ＩＣ约束下
的道德风险问题。

假设二：农户为生产价值为 ｙｔ的农产品而付出

的努力的取值范围为ｅｔ∈ Ｅ＝［０，ｅ
ｈ］，相应的努力

成本为ｃ（ｅｔ Ｉ），如果农户付出的努力程度为 ０，则

相应的成为 ｃ（０ Ｉ）＝０，其满足
ｄｃ（ｅｔ Ｉ）
ｄｅｔ

＞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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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ｃ（ｅｔ Ｉ）
ｄｅ２ｔ

≥０。其经济含义为：随着农户付出努力

的增加，每增加１单位额外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
的，这与实际情形相符。Ｉ∈ ｛０，Ｉ０｝为合作关系建
立初期龙头企业要求农户进行的专用投资①，这里

不妨将Ｉ＝Ｉ０视为农户提供价值为ｙｔ农产品的基本
投资，故有：ｃ（ｅｔ Ｉ＝０）＝＋∞，ｅ＞０。由于专用
投资在ｔ＝１就开始发生，因而以后的各期产生的投
资均为沉没成本。

假设三：为了对农户进行投资和努力的激励，

在交易开始时，龙头企业往往向农户提供一个支付

计划。不失一般性，假定该支付计划包括固定支

付、激励计划和关系终止补偿三个部分，即

ｗｔ（θｔ）＝ｗ
ｍ
ｔ ＋ｂｔθｔ＋ｗ

ｓ
ｔ＋１。其中，ｗ

ｍ
ｔ为固定支付，可

视为龙头企业给农户的提供的定金或固定收购

价。ｂｔθｔ为状态依存于农户交付的农产品绩效θｔ
｛ｅｔ，ｙｔ｝∈Θ的激励计划，这里的农产品绩效包括质
量、交货期适应性以及协调性等（出于简化的目的，

这里主要讨论农产品质量绩效）；ｂｔ为激励系数，当
农产品绩效低于最低要求时，ｂｔθｔ＜０，反之，则ｂｔθｔ
＞０。ｗｓｔ＋１为若交易ｔ期后，龙头企业由于某种原因
在下一时期（即ｔ＋１期）与农户中断合作关系而支
付给农户的补偿。

假设四：一般情况下，农户交付的农产品绩效

除了受农户投入和努力水平的影响外，还受自然环

境等其他不确定随机因素的影响。出于简便的目

的，假定农产品绩效θｔ＝ｅｔ＋υｔ，其中υｔ是均值为零、

方差为 σ２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即外生不确定因
素。故有 Ｅθｔ＝ｅｔ，Ｖａｒ（θｔ）＝Ｖａｒ（ｅｔ）＋Ｖａｒ（υｔ）＝

σ２ｔ；农户的确定性等价支付为 ｗｔ（ｍｔ）－
１
２ρ
ｂ２ｔσ

２
ｔ－

ｃ（ｅｔ），其中 ρ为农户的绝对风险厌恶度系数，交易

剩余为ｙｔ－
１
２ρ
ｂ２ｔσ

２
ｔ－ｃ（ｅｔ）。由于在短期合作契约

中双方均有违约的激励，因而龙头企业无法通过一

个静态契约向农户提供激励以提高农产品质量，而

必须通过一个跨期的关系契约来实现对双方的合

作关系的有效治理。当交易双方都致力于长期合

作关系的持续时，合作双方对未来的支付承诺降低

了当前的违约激励，所以关系契约具有可自我实

施性。

假设五：假定龙头企业向农户提供一个具有足

够吸引力、能够对农户形成有效激励的关系契约，

且双方对所获支付的贴现因子均为 δ∈ ［０，１］；ｄτ
为农户的决策，若农户接受该契约则ｄτ＝１，否则ｄτ
＝０；若在ｔ期末交易关系终止则ｖτ＝１，否则ｖτ＝０；

在ｔ＝０时，农户按龙头企业的要求进行专用性投资

Ｉ０。则通过０到ｔ期的交易，龙头企业和农户可获得

的期望支付的贴现值分别为：

πｔ＝（１－δ）
∞

τ＝ｔ
δτ－１｛（１－ｖτ）［ｄτＥａτ（ｙτ－

ｗτ ｅτ）］＋（１－ｄτ）π－Ｇ ＋ｖτπ－Ｇ｝ （１）

ｕｔ＝（１－δ）
∞

τ＝ｔ
δτ－１｛（１－ｖτＴ）［ｄτＥａτ（ｗτ－

ｃ（ｅτ Ｉ
０） ｅτ］＋（１－ｄτ）珔ｕ＋ｖτ珘ｕ｝ （２）

三、道德风险下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

契约

１．事前保留收益与事后保留收益的概念
若龙头企业与农户的交易未能为其带来足够

的收益（比如龙头企业未向农户提供足够多的有效

激励，因而未能获得符合其质量和数量要求的农产

品），则龙头企业将在外部市场上寻找新的合作伙

伴。现将龙头企业在每一交易期内在外部市场上

所能获得的固定收益称为龙头企业的事前保留收

益π。同理，农户不接受龙头企业提供的契约时，在

外部市场上与其它龙头企业交易能够获得的收益

为农户的事前保留收益 珔ｕ；如果农户为与龙头企业

进行交易发生了专用投资，则当时的事前保留收益

即为专用投资的机会成本。

若龙头企业因某种原因而与农户终止合作关

系时，能够在外部市场上找到其他合作方合作且能

够得到符合其要求的农产品，并获得相应期望支付

π－Ｇ（ｅ），该 π－Ｇ（ｅ）称为龙头企业的事后保留收

益。若π－Ｇ（ｅ）＞π，则该龙头企业具有在外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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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勋，罗渝华：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研究

①农户往往需要进行专用性投资，以便为了与特定的龙头企业合作，如专用的农业生产工具、种质资源、专用性的人力资

源等。



上寻求其他合作对象的激励。同样，若农户因某种

原因而与该龙头企业终止合作关系时，能够在外部

市场上找到新的买方，并获得相应期望收益珘ｕ，则该
期望收益称为农户的事后保留收益。由于农户存

在关系专用投资，故珔ｕ≠珘ｕ；若珔ｕ＞珘ｕ，则表明农户为
生产农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具有专用性。

在引入事前与事后保留收益的概念后，便可对

专用投资、事后谈判能力等因素对关系型契约均衡

的影响进行分析①。

２．平稳关系契约的界定
平稳关系契约（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即在每一

个交易期内，作为委托人的龙头企业按照相同的支

付函数向作为代理人的农户提供激励，农户则按照

相同的决策准则行事的关系契约。由于合作双方

都在相同的决策准则下实施其行为，因而契约能够

平稳得以实施。根据 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３）的研究结论，若
一个关系契约是平稳的，则一定存在最优关系契

约。所以平稳关系契约的意义在于促使双方长期

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巩固，从而能够促进农产品交易

的稳定性。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３）对平稳关系契约的定
义为：

对于一个ｗｍ∈Ｒ，ｂ：Θ→Ｒ及ｅ∈Ｅ的关系契
约，若在每一个时期ｔ，在均衡路径上恒有：ｗｔ＝ｗ

ｍ＋

ｂθｔ，ｅｔ＝ｅ，则该关系契约是平稳的。
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３）的研究结果表明，若存在最优关

系契约，则一定存在最优的平稳关系契约。在农户

“风险厌恶”的假设下，农户更希望龙头企业通过向

其提供当期足够高的收益而非通过提高后续交易

期的期望收益获得激励。所以交易双方可在每一

个交易期末根据具体的商业情境就交易的相关条

款进行调整，而不是通过提高后续交易期的期望收

益来解决农户对交付农产品绩效偏离的问题，从而

能够在不改变后续交易期均衡路径的情况下按相

同的框架协议进入到下一期的交易，双方的合作关

系得以持续。本研究用（ｗｍ，ｗｓ，ｂθｔ，ｅ，π，ｕ）表示平
稳关系契约，该关系契约中，除了变量θｔ外，其余变

量在每个交易期都具有相同结构；ｗｓ≠０表示在每
个交易期末，双方不再对契约进行协商。

３．道德风险下的平稳关系契约
由于龙头企业获得的农产品价值 ｙｔ（内含了农

产品质量和数量以及农产品提交时效性等绩效信

息）可观测但不可证实，且农产品绩效并非唯一由

农户努力水平ｅｔ决定，ｅｔ不可观测，故存在道德风险
问题。而根据关系契约的可自我实施条件的要求，

农户不可能实施一级最优努力水平 ｅＦＢ。为保证双
方守约，必须满足：

－ｂθ＋
δ
１－δ

π（θ）≥
δ
１－δ

π　θ∈Θ （３）

ｂθ＋
δ
１－δ

π（θ）≥
δ
１－δ

珔ｕ　θ∈Θ （４）

（３）式和（４）式表示双方愿意按照协议进行行
动而不违背承诺的条件，称为守约约束。进一步

地，根据（３）式和（４）式有：

δ
１－δ

（π－π）≥ｓｕｐ
θ
ｂθ （５）

δ
１－δ

（ｕ－珔ｕ）≥－ｉｎｆ
θ
ｂθ （６）

（５）式和（６）式表明，只要合作双方的最大支
付不大于未来交易期期望支付的贴现值，就可保证

交易双方在最优和最劣绩效状态下都将选择守

约。将（５）式与（６）式合并可得契约动态实施约束
条件：

ＤＥ： δ
１－δ

［（π－π）＋（ｕ－珔ｕ）］

＝ δ
１－δ

（ｓ－珋ｓ）≥ｓｕｐ
θ
ｂθ－ｉｎｆ

θ
ｂθ （７）

根据（７）式，只有当龙头企业向农户提供的激
励计划的变化范围不大于未来交易合作剩余的贴

现值时，关系契约才可自我实施。因为酌情决定的

支付ｂθ的功能是向农户提供激励，故 ｂθ的变动范
围限制了激励约束条件的范围。同时，因为龙头企

业向农户提供的激励在达到一定值后与契约绩效

的变化负相关，故（７）式即为限制激励强度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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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３）构建了关系契约的基本模型，并在合作双方风险态度均为风险中性的假设下，讨论当π－Ｇ（ｅ）＝π、ｕ＝ｕ槇、

ｗｓ＝０时关系契约可自我实施的必要条件。但在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３）构建的分析框架中，并未引入事后保留收益的概念，而无法对谈
判能力及专用资产对契约效率的影响进行有效分析。



条件，它降低了可自我实施关系契约中农户的努力

水平，因此（７）式又称为关系契约动态实施约束
（Ｄ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ＤＥ约束与
ＩＣ约束共同构成了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的总
体约束。由于ｅ不可观测，令θ＝｛ｙ｝，所以有ｂθ＝

ｂｙ。综上，当且仅当（７）式和（８）式同时成立时，能
够在稳定契约（ｗｍ，ｗｓ＝０，ｂｙｔ，ｅ，π，ｕ）中实施在每
期产生剩余ｓ的努力水平ｅ。

ＩＣ：ｅ∈ａｒｇｍａｘ
珓ｅ∫

ｙｈ

ｙｌ
ｂｙｆ（ｙ珓ｅ）ｄｙ－

１
２ρ
ｂ２σ２－ｃ（珓ｅ）

（８）
根据 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３）的研究结论，同时满足 ＤＥ

条件和 ＩＣ条件的关系契约能实施的努力水平 ｅ＜
ｅＦＢ具有单步（ｏｎｅｓｔｅｐ）的特征。单步的关系激励
契约将农户交付的农产品的绩效信息压缩为优、

劣两个水平。与单步关系契约相对应的单步激励

计划为：对于任意ｙ≥ ｙ^，有ｂｙ＝ｓｕｐ
ａ
ｂｙ＝ δ

１－δ
（ｓ

－珋ｓ）＋ｉｎｆ
ａ
ｂｙ；而对于任意ｙ＜ｙ^，有ｂｙ＝ｉｎｆ

ａ
ｂｙ。其

中 ｙ^为似然率①从负值变为正值的临界点。满足

ＩＣ的一阶条件为∫
ｙｈ

ｙｌ
ｂｙｆｅ（ｙｅ）ｄｙ＝ｃｅ（ｅ）。当ｙ≥ ｙ^

时，ｆｅ（ｙｅ）≥０；当ｙ＜ｙ^时，ｆｅ（ｙｅ）＜０；而对于ｅ
＞０，ｃｅ（ｅ）＞０，表示在ＤＥ约束下，关系契约允许
最大程度的激励存在，从而能为农户提供最大限

度的激励。

四、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最优平稳关

系契约特征

由于龙头企业大多居于垄断买者的地位，拥有

较强的谈判能力，而且其变更农户的转换成本极

低，可能以此为要挟降低对农户的支付，致使农户

利益受损，进而降低了农户守约的动机，甚至退出

契约。而农户为了获得交易合同往往需要进行大

量关系专用投资，导致农户转换成本及违约成本较

高。此时龙头企业的契约设计问题为：

Ｐ１：ｍａｘπ
ｗｍ，ｂ（ｙ），ｅ

＝１
－δ

１－δｐ{∫ｙ－ｂ（ｙ）ｆ（ｙｅ）ｄｙ－
ｗｍ} ＋δ－δｐ１－δｐ

π

ｓ．ｔ．　ｕ＝
１－δ
１－δｐ

ｗｍ ＋∫ｂｙｆ（ｙｅ）ｄｙ－{
１
２ρ
ｂ２σ２－ｃ（ｅ）} ＋δ－δｐ１－δｐ

珘ｕ

≥π （ＩＲ）

　　ｅ＝ａｒｇｍａｘ
珓ｅ∫ｂ（ｙ）ｆ（ｙ珓ｅ）ｄｙ－

１
２ρ
ｂ２σ２－ｃ（珓ｅ） （ＩＣ）

龙头企业的守约约束：

－ｓｕｐ
ｙ
ｂｙ＋ｐ δ

１－δ
π≥ｐ

δ
１－δ

π

农户的守约约束：

ｉｎｆ
ｙ
ｂｙ＋ｐ δ

１－δ
ｕ≥ｐ

δ
１－δ

珘ｕ

将农户的守约约束变形为
ｐδ
１－δ

（ｕ－珘ｕ）≥－ｉｎｆ
ｙ

ｂｙ，由龙头企业守约约束可知ｓｕｐ
ｙ
ｂｙ＜０，故：

ＤＥ：
ｐδ
１－δ

（ｕ－珘ｕ）≥ｓｕｐ
ｙ
ｂｙ－ｉｎｆ

ｙ
ｂｙ （９）

（９）式表明龙头企业可通过承诺给代理农户更
大的期望支付ｕ放松ＤＥ约束，从而使对农户在不同
产出绩效之间的激励计划的变动范围增大，向农户

提供更强的激励。但是，提高对农户的期望支付 ｕ
意味着龙头企业的期望收益π的减少，因此龙头企
业必须在向农户提供激励与相应的激励成本之间

进行权衡。此外，龙头企业通过提高在后期与农户

持续合作的概率ｐ也能使ＤＥ约束放松。
当且仅当下列约束得到满足时，农产品交易平

稳关系契约（ｗｍ，ｗｓ，ｂｙ，ｅ，π，ｕ）可自我实施：
（１）企业参与约束为：

π＝
１－δ
１－ｐδ∫ｙ－ｂｙｆ（ｙｅ）ｄｙ－ｗ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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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似然率为 ｆｅ（ｙ ｅ）／ｆ（ｙ ｅ），它度量了代理人选择偷懒时，特定可观测变量发生的概率与给定代理人选择勤奋工作时
此观测变量发生的概率的比率。似然率的含义在于，对于一个确定观测变量，有多大程度是由于偷懒导致。较高的似然率

意味着产出有较大的可能性来自偷懒的行为；相反，较低的似然率表明产出更有可能来自努力的行动。分配原则对似然率

是单调的，因此，使用此原则的前提是似然率对产出是单调的，这就是统计中著名的单调似然率（Ｍｏｎｏｔｏｎｅ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ａｔｉｏ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ＬＲＰ）概念，由米尔格罗姆（１９８１）引入经济学。



δ－δｐ
１－ｐδ

［π－（１－δ）ｗｓ］≥π （１０）

（２）农户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分别为：

ｕ＝
１－δ
１－ｐδ{∫ｗｍ ＋ｂｙｆ（ｙｅ）ｄｙ－
１
２ρ
ｂ２σ２－ｃ（ｅ）} ＋

δ－δｐ
１－ｐδ

［珘ｕ＋（１－δ）ｗｓ］≥珔ｕ （１１）

ｅ＝ａｒｇｍａｘ
珓ｅ∫ｂ（ｙ）ｆ（ｙ珓ｅ）ｄｙ－

１
２ρ
ｂ２σ２－ｃ（珓ｅ）

（１２）
（３）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守约约束分别为：

－ｓｕｐ
ｙ
ｂｙ＋ｐ δ

１－δ
π≥ｐ

δ
１－δ

（π－δｗｓ）

ｉｎｆ
ｙ
ｂｙ＋ｐ δ

１－δ
ｕ≥ｐ

δ
１－δ

（珘ｕ＋δｗｓ）

现构建一个能让农户实施相同的努力水平 ｅ、
双方在不同交易期获得相同期望支付的可自我实

施的平稳关系契约。在双方的守约约束两端同时

加（减）δｐｗｓ，使对于所有能够同时满足 －ｓｕｐ
ｙ
ｂｙ＋ｐ

δ
１－δ

π≥ｐ
δ
１－δ

π以及ｉｎｆ
ｙ
ｂｙ＋ｐ δ

１－δ
ｕ≥ｐ

δ
１－δ

珘ｕ

的ｙ，存在珋ｂｙ＝ｂｙ－δｐｗｓ，使双方的守约约束能够在
新的激励计划 ｂｙ都得到满足。新的固定支付定义
为珔ｗｍ＝ｗｍ＋δｗｓ，求ｗｍ，并将珋ｂ（ｙ）＝ｂｙ－δｐｗｓ、珔ｗｍ＝
ｗｍ ＋δｗｓ代入（１０）、（１１）和（１２）式，可得：

π＝
１－δ
１－ｐδ∫ｙ－珋ｂｙｆ（ｙｅ）ｄｙ－珔ｗｍ{ } ＋
δ－δｐ
１－ｐδ

π≥π

ｕ＝
１－δ
１－ｐδ∫珔ｗｍ ＋珋ｂｙｆ（ｙｅ）ｄｙ－{
１
２ρ
珋ｂ２σ２－ｃ（ｅ）} ＋δ－δｐ１－ｐδ

珘ｕ≥珔ｕ

ｅ＝ａｒｇｍａｘ
珓ｅ∫珋ｂｙｆ（ｙ珓ｅ）ｄｙ－

１
２ρ
珋ｂ２σ２－ｃ（珓ｅ）＋

δｐｗｓ

因此，用 珋ｂ（ｙ）、珔ｗｍ分别代替ｂ（ｙ）、ｗｍ的契约满
足自我实施约束，即平稳关系契约（ｗｍ＋δｗｓ，０，ｂｙ－

δｐｗｓ，ｅ，π，ｕ）能够在每一合作期使农户实施相同的
努力水平ｅ，并使交易双方在每一交易期能够获得

相同的期望支付。故可得：

命题１：当π＝π－Ｇ ｘＧ，
珔ｕ＞珘ｕ时，若存在ｗｓ＞０

的可自我实施的平稳关系契约（ｗｍ，ｗｓ，ｂｙ，ｅ，π，ｕ），
则当ｗｓ＝０时，同样存在一个可自我实施的平稳关
系契约。

根据命题１，当农户存在专用投资而龙头企业
拥有全部的事后谈判力时，若关系终止补偿 ｗｓ＞０
时存在可自我实施平稳关系契约，则当关系终止补

偿ｗｓ＝０时，也存在自我实施平稳关系契约。

五、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最优平稳关

系契约的形式

ｗｍ＝
１－δｐ
１－δ

ｕ－δ
－δｐ
１－δｐ

珘ｕ( ) －
∫ｂｙｆ（ｙｅ）ｄｙ＋１２ρｂ２σ２＋ｃ（ｅ）

将上式代入目标函数，将问题 Ｐ１变形为问
题Ｐ２：

ｍａｘπ
ｗｍ，ｂ（ｙ），ｅ

＝１
－δ

１－δｐ∫ｙｆ（ｙｅ）ｄｙ－{
１
２ρ
ｂ２σ２－ｃ（ｅ）} ＋δ－δｐ１－δｐ

π－

ｕ＋δ
－δｐ
１－δｐ

珘ｕ （１３）

此时农户的参与约束可被简化为：

ｓ．ｔ．（ｉ）：ｕ－珔ｕ≥０
农户的激励相容约束在单调似然率条件ＭＬＲＰ

和凸性条件ＣＤＦＣ下可简化为：

ｓ．ｔ．（ｉｉ）：∫ｂｙｆｅ（ｙｅ）ｄｙ－ｃｅ（ｅ）＝０
双方的守约约束可综合为：

ｓ．ｔ．（ｉｉｉ）：－
ｐδ
１－δ

（ｕ－珘ｕ）≤ｂｙ≤０，ｙ

该约束又可称为ｂｙ的双边边界约束。
现给定（１３）式的最优解，则固定支付 ｗｍ随之

确定。若（１３）式最优解中的π≥π，即龙头企业的
期望支付大于事前的保留收益，则必定存在一个最

优的可自我实施的平稳关系契约。为保证内点解

的存在性，农户努力的成本函数应满足稻田假设：

ｃｅ（０）＝０和ｃｅ（ｅ
ｈ）＝＋∞。

现通过求解龙头企业的契约设计问题分析自

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形式。

分别用λ１和λ２表示代理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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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乘子，分别用μ（ｙ）和φ（ｙ）表示双边边界约束
中的第一和第二个不等式中的乘子，可得到Ｐ２的拉
格朗日函数：

Ｌ（ｕ，ｅ，ｂ（ｙ），λ１，λ２，μ（ｙ），φ（ｙ））

＝１
－δ

１－δｐ∫ｙｆ（ｙｅ）ｄｙ－ｃ（ｅ）{ } ＋
δ－δｐ
１－δｐ

π－ｕ＋
δ－δｐ
１－δｐ

珘ｕ＋λ１（ｕ－珔ｕ）＋

λ２∫ｂ（ｙ）ｆｅ（ｙｅ）ｄａ－ｃｅ（ｅ）[ ] －

∫μ（ｙ）ｂ（ｙ）ｄａ＋∫φ（ｙ）{ｂ（ｙ）＋
ｐδ
１－δ

（ｕ－珘ｕ）}ｄｙ
最优解存在的一阶条件为：

Ａ１：
ｄＬ
ｄｅ
＝１

－δ
１－δｐ∫ｙｆｅ（ｙ） ｅｄｙ－ｃｅ（ｅ）{ } ＋
λ２［∫ｂ（ｙ）ｆｅｅ（ｙｅ）ｄｙ－ｃｅｅ（ｅ）］＝０

Ａ２：
ｄＬ
ｄｕ
＝－１＋λ１＋

ｐδ
１－δ∫φ（ｙ）ｄｙ＝０

Ａ３：
ｄＬ
ｄｂ（ｙ）

＝λ２ｆｅ（ｙｅ）－μ（ｙ）＋φ（ｙ）＝０，

（ｙ∈Ｙ）
Ａ４：λ１（ｕ－珔ｕ）＝０；λ１≥０；ｕ－珔ｕ≥０
Ａ５：－μ（ｙ）ｂ（ｙ）＝０，μ（ｙ）≥０；ｂ（ｙ）≤０，
（ｙ∈Ｙ）

Ａ６：ｂ（ｙ）＋
ｐδ
１－δ

（ｕ－珘ｕ[ ] ＝０；φ（ｙ）≥０；
ｂ（ｙ）＋

ｐδ
１－δ

（ｕ－珘ｕ）≥０；（ｙ∈Ｙ）

根据问题Ｐ２最优解存在的一阶条件，可得命题

２：当π＝π－Ｇ ｘＧ，
珔ｕ＞珘ｕ时，一定存在一个最优的可

自我实施的平稳关系契约，且具有以下三种形式：

形式一：该平稳关系契约承诺农户的期望支付

大于其事前保留收益，即ｕ＞珔ｕ，并规定农户的努力
水平小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ｅ＜ｅＦＢ），该关系契约
包括一个单步激励计划：若 ｙ≥ ｙ^（^ｙ为似然率
ｆｅ（ｙｅ）
ｆ（ｙｅ）

从负值变为正值的临界点，下同），则 ｂｙ＝

０；若ｙ＜ｙ^，则ｂｙ＝－
ｐδ
１－δ

（ｕ－珘ｕ）。

形式二：该关系契约承诺农户的期望支付等于

其事前保留收益，即 ｕ＝珔ｕ，并规定农户的努力水平
小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ｅ＜ｅＦＢ），该关系契约包括
一个单步激励计划，即若ｙ≥ ｙ^，则ｂｙ＝０；若ｙ＜ｙ^，

则ｂｙ＝－
ｐδ
１－δ

（珔ｕ－珘ｕ）。

形式三：该关系契约承诺农户的期望支付等

于其事前保留收益，即 ｕ＝珔ｕ，并规定农户的努力
水平等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ｅ＝ｅＦＢ），该关系型
契约包括一个单调激励计划并满足：激励相容约

束∫ｂｙｆｅ（ｙｅ）ｄｙ－ｃｅ（ｅ）＝ ０，且 － ｐδ
１－δ

（珔ｕ－珘ｕ）≤

ｂｙ≤ ０，ｙ∈ Ｙ。如果
ｃｅ（ｅ

ＦＢ）

Ｆｅ（^ｙ ｅ
ＦＢ）
≥－

ｐδ
１－δ

（珔ｕ－

珘ｕ），激励计划将是单步的：如果 ｙ≥ ｙ^，ｂｙ＝０；如果

ｙ＜^ｙ，ｂｙ＝
ｃｅ（ｅ

ＦＢ）

Ｆｅ（^ｙｅ
ＦＢ）
，此时 ｙ^满足

ｆｅ（^ｙｅ
ＦＢ）

ｆ（^ｙｅＦＢ）
＝０。

下面将通过检验所有库恩—塔克情形，来证明

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三种形式。

１．最优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
系契约形式一

假定λ１＝０，即农户参与约束不紧，则对农户的
激励计划具有如下形式：对于部分ｙ∈Ｙ，ｂ（ｙ）＝０或

者ｂ（ｙ）＝ δ
ｐ

１－δ
（ｕ－珘ｕ）是充分条件。注意到一阶条

件Ａ２中∫φ（ｙ）ｄｙ＝１－δδｐ ＞０，故对部分ｙ∈Ｙ，必然

有φ（ｙ）＞０，因此一阶条件 Ａ６意味着 ｂ（ｙ）＝－

δｐ
１－δ

（ｕ－珘ｕ）。将Ａ３对ｙ积分得：

Ａ７：λ２∫ｆｅ（ｙｅ）ｄｙ＝∫μ（ｙ）ｄｙ－∫φ（ｙ）ｄｙ
当∫ｆｅ（ｙｅ）ｄｙ＝０，有∫μ（ｙ）ｄｙ－∫φ（ｙ）ｄｙ＝０，

故∫μ（ｙ）ｄｙ＝１－δδｐ ＞０。因此，对于一部分ｙ∈Ｙ，

必然有μ（ｙ）＞０，ｂ（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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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定λ２＝０，同时λ１＝０①，根据Ａ１，有：

Ａ８：∫ｙｆｅ（ｙｅ）ｄｙ－ｃｅｅ（ｅ）＝０
由于Ａ８是客观目标函数（代理农户与龙头企业

每 期 期 望 支 付 之 和） ｍａｘ
ｅ
π ＝ １－δ

１－δｐ
×

∫ｆ（ｙｅ）ｄｙ－ｃ（ｙ）{ } ＋δ－δｐ１－δｐ
π＋
δ－δｐ
１－δｐ

珘ｕ取最大值

的一阶条件，因而，满足Ａ８式的努力水平ｅ等于一级

最优努力水平ｅＦＢ。
但是，根据Ａ３有 －μ（ｙ）＋φ（ｙ）＝０（ｙ∈Ｙ），

由于 μ（ｙ）和 φ（ｙ）不可能同时为正，则必然有
μ（ｙ）＝φ（ｙ）＝０，（ｙ∈ Ｙ）。而 μ（ｙ）＝φ（ｙ）＝

０（ｙ∈Ｙ）与λ１＝０时∫μ（ｙ）ｄｙ＝∫φ（ｙ）ｄｙ＝１－δδｐ
＞０相矛盾，因此λ１＝０且λ２＝０的假定可以排除。
现在假定λ２ ＞０，同时λ１＝０。由于当农户实

施的努力水平 ｅ为最优时满足∫ｂ（ｙ）ｆｅｅ（ｙｅ）ｄｙ－
ｃｅｅ（ｅ）＜０。根据Ａ１，在ｅ取最优值时有∫ｙｆｅ（ｙｅ）ｄｙ
－ｃｅ（ｅ）＞０，而在 ＭＬＲＰ（单调似然率特性）和
ＣＤＦＣ（凸性条件）以及农户努力的成本函数为凸函

数的假设下，∫ｙｆ（ｙｅ）ｄｙ－ｃ（ｅ）必须为凹函数才能
有ｅ＜ｅＦＢ。

现在讨论 μ（ｙ）＞０而 φ（ｙ）＝０、μ（ｙ）＝０而
φ（ｙ）＞０、μ（ｙ）＝０而φ（ｙ）＝０三种情形。如果对
于一些ｙ∈Ｙ，μ（ｙ）＞０而φ（ｙ）＝０，根据Ａ３，则有
ｆｅ（ｙｅ）＞０，同时根据Ａ５有ｂ（ｙ）＝０；如果对于一些
ｙ∈Ｙ，μ（ｙ）＝０而φ（ｙ）＞０，根据Ａ３则ｆｅ（ｙｅ）＜

０，同时根据Ａ６有ｂ（ｙ）＝－
δｐ
１－δ

（ｕ－珘ｕ）；如果对于一

些ｙ∈Ｙ，μ（ｙ）＝０而 φ（ｙ）＝０，根据 Ａ３，则有０≤

ｆｅ（ｙｅ）≤－
δｐ
１－δ

（ｕ－珘ｕ）。如果令ｆｅ（ｙｅ）＝０，则

ｙ＝^ｙ时有
ｆｅ（ｙ^ ｅ）
ｆｅ（ｙｅ）

＝０，由于
ｆｅ（ｙ^ ｅ）
ｆｅ（ｙｅ）

为 ｙ的增函数

（根据单调似然率特性），对于所有的 ｙ＞ｙ^有

ｆｅ（ｙｅ）＞０，对于所有的ｙ＜ｙ^有ｆｅ（ｙｅ）＜０。因

此，对于所有ｙ≥ ｙ^有ｂ（ｙ）＝０，对于所有 ｙ＜ｙ^有

ｂ（ｙ）＝－ δｐ
１－δ

（ｕ－珘ｕ），龙头企业对农户的激励计划

是单步的。这就证明了当农户的参与约束不紧时，

最优契约是单步的，即ｅ＜ｅＦＢ，农户实施的努力水平
将低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

接着讨论λ２＜０，同时λ１＝０的情形。由于当
农户 实 施 的 努 力 水 平 ｅ取 最 优 值 时 满 足

∫ｂ（ｙ）ｆｅｅ（ｙｅ）ｄｙ－ｃｅｅ（ｅ）＜０，而根据Ａ１，在ｅ取最
优值时有∫ｙｆｅ（ｙｅ）ｄｙ－ｃｅ（ｅ）＞０。运用λ２＞０同
时λ１＝０情形时分析步骤，可以得到龙头企业给农

户的激励计划是：对于所有 ｙ＞ｙ^有 ｂ（ｙ）＝－

δｐ
１－δ

（ｕ－珘ｕ），对于所有ｙ≤ ｙ^有ｂ（ｙ）＝０。然而，在

此激励计划下，由于优化问题Ｐ２中ＭＬＲＰ和ＣＤＦＣ

下的激励相容条件中∫ｂ（ｙ）ｆｅ（ｙｅ）ｄｙ始终小于 ０，
而对于所有ｅ＞０，ｃｅ（ｅ）＞０，在这样的激励计划下，
任何大于０的努力水平都不会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

件ｓ．ｔ．（ｉｉ）：∫ｂｙｆｅ（ｙｅ）ｄｙ－ｃｅ（ｅ）＝０。故排除λ２＜
０同时λ１＝０的情形。

２．最优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
系契约形式二

假定 λ１ ＞０。 如果 λ１ ＞１，由 Ａ２ 可知
ｐδ
１－δ∫φ（ｙ）ｄｙ＝１－λ１ ＜０。由于对于所有的 ｙ，
φ（ｙ）≥０，这意味着

ｐδ
１－δ∫φ（ｙ）ｄｙ≥０，因而这种情

形不可能出现，故排除λ１ ＞１的情形。

而如果０＜λ１ ＜１，则由Ａ２可知有∫φ（ｙ）ｄｙ＝
１－λ１

１－δ
δｐ

＜０。按照分析当λ１＝０的情形时的逻

辑，至少存在一个 ｙ∈ Ｙ，使 φ（ｙ）＞０，∫φ（ｙ）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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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在最优解中，任意等式约束（如激励相容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为０，则意味着客观目标函数（龙头企业每期期望支
付函数）最大值不受该约束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该约束条件被排除在该优化问题之外，则客观目标函数的最大值不会改

变。在后面的证明过程中会发现，在最优契约中，如果农户实施了一级最优努力，则λ２ ＝０。



１－λ１
１－δ
δｐ

＜０。根据 Ａ３和 Ａ７可知有∫μ（ｙ）ｄｙ－

∫φ（ｙ）ｄｙ＝０，必有∫μ（ｙ）ｄｙ＞０，因此有μ（ｙ）＞０，
这意味着至少存在一个ｙ∈Ｙ使ｂ（ｙ）＝０。同样按
照分析当λ１＝０的情形时的逻辑，可排除λ２≤０的

情形。而在λ２＞０的情形，对于ｙ≥ ｙ^有ｂ（ｙ）＝０；

对于所有ｙ＜ｙ^，当ｂ（ｙ）＝－ δ
ｐ

１－δ
（珔ｕ－珘ｕ）时，在单步

激励计划中农户会实施 ｅ＜ｅＦＢ的努力水平。这样
就建立了当农户参与约束为紧的时候，命题２中第２
种形式的最优契约。

３．最优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
系契约形式三

考虑λ１＝１的情形。根据Ａ２有
δｐ
１－δ∫φ（ｙ）ｄｙ＝

０，这意味着对于所有的ｙ∈Ｙ，φ（ｙ）＝０。而根据Ａ７

有∫φ（ｙ）ｄｙ＝０，意味着对于所有的 ｙ∈ Ｙ，μ（ｙ）＝
０。因此，对于所有的 ｙ∈ Ｙ，ｂ（ｙ）可取 ０到 －

δｐ
１－δ

（珔ｕ－珘ｕ）。而根据Ａ３可知，对于所有的ｙ∈Ｙ，

λ２ｆｅ（ｙｅ）＝０，这意味着λ２＝０。因此，根据Ａ１，ｅ＝

ｅＦＢ。而且，任何单调的激励计划满足激励相容约束

条件∫ｂ（ｙ）ｆｅ（ｙｅＦＢ）ｄｙ－ｃｅ（ｅＦＢ）＝０，对于所有的 ｙ
∈Ｙ，－

δｐ
１－δ

（珔ｕ－珘ｕ）≤ｂ（ｙ）≤０是一个可行的解。

激励计划的单调性保证了 Ｐ１问题中的激励相容约

束条件中∫ｂ（ｙ）ｆ（ｙｅ）ｄｙ－ｃ（ｅ）的严格凹性。为
了说 明 这 一 点， 这 里 使 用 定 积 分 的 概 念，

∫ｂ（ｙ）ｆ（ｙｅ）ｄｙ－ｃ（ｅ）可变形为：
Ａ９：∫ｂ（ｙ）ｆ（ｙｅ）ｄｙ－ｃ（ｅ）＝［ｂ（ｙ）Ｆ（ｙｅ）］珋ｙｙ－－
∫
珋ｙ

ｙ
－

ｄｂ（ｙ）
ｄｙ
Ｆ（ｙｅ）ｄｙ－ｃ（ｅ）

＝ｂ（珋ｙ）－∫
珋ｙ

ｙ
－

ｄｂ（ｙ）
ｄｙ
Ｆ（ｙｅ）－ｃ（ｅ）

ｅ∈Ｅ，Ｆ（ｙｅ）＝０，Ｆ（珋ｙｅ）＝１

根据ＣＤＦＣ有：ｃｅｅ（ｅ）＞０，Ｆｅｅ（ｙｅ）＞０。只要
ｄｂ（ｙ）
ｄｙ ≥０，Ａ９就是严格凹函数。根据这个性质，可

推知Ｐ２问题中的∫ｂ（ｙ）ｆｅ（ｙｅ）ｄｙ－ｃｅ（ｅ）＝０的所有
ｅ满足农户的最优决策条件。由此可知，对农户的
单步激励计划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有解。在单步激

励计划中，对于所有 ｙ≥ 珋ｙ，ｂ（ｙ）设为 ０，对于所有

ｙ＜珋ｙ，ｂ（ｙ）＝ｂ，激励相容约束条件ｂ∫
ｙ^

ｙ
－
ｆｅ（ｙｅ

ＦＢ）ｄｙ＋

０×∫
珋ｙ

ｙ^
ｆｅ（ｙｅ

ＦＢ）ｄｙ－ ｃｅ（ｅ
ＦＢ）＝０可 变 形 为：

ｂＦｅ（^ｙｅ
ＦＢ） －ｃｅ（ｅ

ＦＢ）＝０， 则 有：ｂ（ｙ）＝ｂ＝

ｃｅ（ｅ
ＦＢ）

Ｆｅ（^ｙｅ
ＦＢ）
，ｙ＜ｙ^。如果

ｃｅ（ｅ
ＦＢ）

Ｆｅ（^ｙｅ
ＦＢ）
≥－

δｐ
１－δ

（珔ｕ

－珘ｕ），则这是一个最优激励计划。这样就建立了命
题２中的第３种最优契约形式。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农产品交易平稳关

系契约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农户存在关系专用

投资、龙头企业具有全部事后谈判力量时全部可能

的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形式。结论表明，每一种契

约形式均依赖于双方的贴现因子、双方持续合作的

概率、农户的事前和事后保留收益等外生变量。第

一和第二种最优平稳关系契约表明，若龙头企业未

能够意识到让农户实施一级最优努力水平 ｅＦＢ为最
优契约的话，最优平稳关系契约将具有“单步形

式”，这时农户的农产品绩效将被简单划分为“好”

与“差”两个水平；两种最优平稳契约形式的区别在

于龙头企业给农户支付的租金大小差异。第三种

最优平稳关系契约形式表明，若龙头企业想要让农

户实施一级最优努力水平ｅＦＢ时，一定存在一个满足
一定约束条件的单调激励计划。在满足一定条件

下，第三种最优平稳关系契约形式中的最优契约也

可得到单步激励计划。

总体而言，即便农户存在关系专用投资，且龙

头企业拥有全部谈判能力，并考虑到环境变量的情

况下，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３）所给出的单步激励计划仍是道
德风险环境下最优的、使农户实施小于一级最优努

力水平ｅＦＢ的机制。但是，最优的激励计划严格依赖
于龙头企业承诺向农户的支付与农户的事前保留

效用及事后保留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这种对比关

系使农产品交易关系契约的运行效率不再与剩余

分配状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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