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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基于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特殊性,构建了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市场化指数模型,并采用德尔菲法

对市场化指数模型各指标值进行科学赋值,最后依据市场化指数值的大小,对八大类农业物质性基础设施项目

的投资主体进行定位,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包括农业机械化、农产品仓储设施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三

大类建设项目;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包括中小型农田水利、农村信息服务和农村道路等三大类建设项目;市场

化程度低的项目包括农村电力和大江大河治理二大类建设项目。由此提出如下结论:企业、农户等私人部门应

是市场化程度较高项目的投资主体;政府应该是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的主要投资主体应,同时私人部门也可

参与投资;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项目,投资主体应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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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经济赖以发展的“先行资

本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和农村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是改善农

业生产基础条件的载体,与其他项目相比,其具有目

标的综合性、消费的非他性、典型的自然垄断性和较

大的外部经济性等典型特征[1]。正因为农业基础设

施项目具有这些典型特征,容易造成我国目前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缺失,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管理效率低下,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的瓶颈。因此,不同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主体定位已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解

决的现实问题。
投资主体定位问题属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问题

的研究范畴,从文献上来看,目前关于农业基础设施

投资分析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主要体

现以下3个方面:一是研究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

及影响因素。张军等认为制度缺失、体制缺位是造

成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的主要制约因素[2];
李纯英提出财政计划内资金投资比例显著下降、投
资总量偏低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的主要原

因[3]。二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研究。田国

双、赵维清等学者相应提出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来解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4灢5];谭洪江研

究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

优化投资政策,改善制度环境、健全投资体制等有针

对性的政策建议[6]。三是关于引入民间资本可行

性、必要性方面的阐释。唐建新提出积极吸引民间

资本和外资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出采用

BOT(build灢operate灢transfer)等项目融资模式[7];陆
迁、赵珊等指出,民间资金投入是农业基础设施来源

渠道之一,是解决当前农业基础设施财政资金投入

不足的一种有效途径[8灢10]。
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什

么因素影响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暠“投融资机制如

何暠和“具体的投融资方式暠3个方面,他们都涉及到

投资主体定位的问题。投资主体定位问题从本质上

来看也是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市场化程度大小问

题。但从目前研究成果看,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市场

化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宏观或定性的角度进行的,目
前国内理论界尚没有关于农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

与范围的定量研究成果。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充分

考虑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特点,通过构建市场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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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模型,并结合德尔菲法对大江大河治理建设项目、
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农村电力建设项目、
农村道路建设项目、农产品储藏设施建设项目、农产

品批发市场建设项目、农村信息服务建设项目及农

业机械化建设项目等八大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主体进行准确定位,以期为各个投资主体投资农业

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理论参考。

暋暋一、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指数
模型构建

暋暋1.指标体系构建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指数是衡量私人、企
业等私人部门通过市场行为来投资农业基础设施项

目的可能性大小的量化指标,用npmf表示。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市场化指数,不仅需要考虑

正常项目的投资收益水平,还需要考虑经济发展水

平、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消费需

求程度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农业基础设施项目

的特殊性。基于上述因素,构建了包括2个层次的指

标体系,其中第一层包括3项一级指标,第二层次包

括10项二级指标。具体指标内容如图1所示。

图1暋市场化指数模型结构

(1)指标定义。项目属性系数(A):主要指某农

业基础设施项目是属于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还是

属于纯公共产品,通过该项目的竞争性系数(A1)和排

他性系数(A2)来反映。竞争性和排他性是指农业基

础设施项目消费上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大小。如,公
共物品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几乎没有

市场化的可能性。市场竞争力(B):指农业基础设施

项目的可竞争性,可从参与者数量、市场进入管制、项
目的替代性及项目风险等方面综合考虑。参与者数

量系数(B1)是指参与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潜在的参与

者数量多少;市场进入管制系数(B2)是指某农业基础

设施项目是否存在自然垄断的可能性大小;项目的替

代性系数(B3)是指某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及其提

供的服务被其他项目和服务替代的可能性大小;项目

风险系数(B4)是某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管理过程

中面临系统风险、市场风险的程度。项目运营收益

(C):指投资某种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收益,可从项

目投资规划、项目提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程度、项目

收益机制及项目资产变现等方面考虑。建设成本规

模系数(C1)是指某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小;
产品需求服务系数(C2)是指某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提

供服务的市场需求稳定程度;收费机制系数(C3)是指

某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是否有完善的收费机制;资产变

现系数(C4)是指某农业基础设施项目通过市场行为

转变为现金的可能性大小。
(2)指标量化标准。采用0、1、2、3、4、5六档分

值作为10个二级指标的量化标准。具体如下:竞争

性系数(A1):该指标为正指标,取值越大,表明某类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竞争性就越强,反之就越弱;排他

性系数(A2):该指标为正指标,取值越大,表明某类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排他性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参与

者数量系数(B1):该指标为正指标,取值越大,表明

某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参与者就越多,反之就越少;
市场进入管制系数(B2):该指标为负指标,取值越

小,表明某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进入管制就越强,反
之就越弱;项目替代性系数(B3):该指标为正指标,
取值越大,表明某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替代性就越

强,反之就越弱;项目风险系数(B4):该指标为负指

标,取值越小,表明某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风险就越

大,反之就越小;建设成本系数(C1):该指标为负指

标,取值越小,表明某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

成本就越高,反之就越低;项目服务需求系数(C2):
该指标为正指标,取值越大,表明某类农业基础设施

项目服务需求就越多,反之就越少;收费机制系数

(C3):该指标为正指标,取值越大,表明某类农业基

础设施项目收费机制就越健全,反之则不健全;项目

资产变现系数(C4):该指标为正指标,取值越大,表
明某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资产通过市场行为转变为

现金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2.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指数模型指标体系

的量化处理

为了科学合理对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指数

进行量化处理,采用德尔菲法,2008年课题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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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名专家(其中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专家3名,农业

项目管理专业专家3名,农村金融专业专家3名及

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2名)对3个一级指标和10
个二级指标进行了打分、评价。

根据德尔菲法要求,采用匿名打分的方式,专家

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不发生横向联系,只能与调查人

员发生关系,通过4轮次调查专家对问卷所提问题

的看法和打分结果,经过反复征询、归纳、修改,最后

汇总成专家基本一致的打分结果。
(1)一级指标权重。根据指标重要性程度大小,

将一级指标分为无关、不重要、一般、重要、较重要和

特别重要6个档次(见表1),以各个指标的相对值

作为权重。即专家首先根据每个指标对项目市场化

的影响程度进行打分,然后计算每个指标的平均值,
平均值最大指标的权重为1,其他指标的权重等于

该指标的平均值除以最大的平均值。每个指标的打

分及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表1暋一级指标相对重要性程度及分值

重要性程度 无关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较重要 很重要

分值 0 1 3 5 7 9

表2暋一级指标得分结果

A B C
专家一 9 9 7
专家二 7 7 9
专家三 9 9 9
专家四 9 7 9
专家五 9 7 9
专家六 7 9 7
专家七 9 5 7
专家八 9 5 7
专家九 7 9 7
专家十 9 7 9

专家十一 7 7 5
总分 91 81 85
均值 8.27 7.36 7.73

相对值 1.00 0.89 0.93

暋暋以上统计分析显示,3个一级指标的相对比值

为1.00暶0.89暶0.93,取值均大于7,对农业基础设

施项目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均为“比较重要暠等级

以上。
(2)二级指标专家打分结果。专家根据二级指

标的量化标准对八大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打

分,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暋二级指标得分结果

序号 项目类别 A1 A2 B1 B2 B3 B4 C1 C2 C3 C4

1 农业机械化建设项目 4.55 4.91 4.64 1.55 4.00 4.82 4.45 3.09 4.64 4.91

2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项目 4.27 4.09 2.91 1.45 3.91 4.45 4.18 3.09 4.91 2.91

3 农村信息服务建设项目 1.64 2.91 3.00 3.00 3.27 3.27 3.00 4.18 3.00 2.09

4 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项目 3.82 4.64 4.00 2.36 3.82 3.82 3.82 2.91 3.91 3.91

5 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3.18 4.00 3.18 3.09 2.18 3.91 3.27 3.36 3.18 2.09

6 农村道路建设项目 1.09 1.45 3.82 3.09 2.00 3.91 2.00 4.45 1.09 1.00

7 农村电力建设项目 0.09 0.45 1.73 1.09 1.36 2.00 2.00 4.36 3.73 0.00

8 大江大河治理建设项目 0.00 0.18 0.91 2.09 1.36 2.00 1.27 3.73 0.91 0.00

暋暋3.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指数的计算结果

对上述3项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可得农业基础

设施项目市场化指数:

npmf = (Ap1 +Bp2 +Cp3

暺
3

i=1
pi

)/5

暋暋式中:A 为项目属性系数,B 为市场竞争力系

数,C为运营收益系数,pi 为3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5为二级指标值的最大值。其中:A= 暺 n
i=1Ai/n,

B= 暺 n
i=1Bi/n,C= 暺 n

i=1Ci/n,n 为每个一级指

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npmf 的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4暋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指数

序号 项目类别 A B C npmf
1 农业机械化建设项目 4.73 3.75 4.27 0.85
2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项目 4.18 3.18 3.77 0.75
3 农村信息服务建设项目 2.27 3.14 3.07 0.56
4 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项目 4.23 3.50 3.64 0.76
5 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3.59 3.09 2.98 0.65
6 农村道路建设项目 1.27 3.20 2.14 0.43
7 农村电力建设项目 0.27 1.55 2.52 0.28
8 大江大河治理建设项目 0.09 1.59 1.48 0.20

暋暋二、基于市场化指数模型的农业基
础设施项目投资主体定位分析

暋暋按照市场化指数三分之一划分法,可以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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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设 施 项 目 的 市 场 化 程 度 分 为 3 种 类 别:
(1)0.66<npmf曑1.00,市场化程度高,表明该类

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市场化条件,可以通过市场

行为来进行投资建设。(2)0.33<npmf曑0.66,市
场化程度一般,表明该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局

部的市场化条件,可以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投资

建设;(3)0.00曑npmf曑0.33,市场化程度较低,表
明该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不具有市场化条件,应完

全由政府投资;因此,若某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

指数值越接近于0,表明该项目市场化程度就越低,
政府投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其市场化指数值

越接近于1,表明该项目市场化程度就越高,农户、
企业、农户等私人部门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八大

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主体的定位如果见表5。
表5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定位结果

序号 项目 npmf 市场化程度 投资主体

1
农业机械化建设项目

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项目
农村信息服务建设项目

0.85
0.76
0.75

高
企业、
农户等

私人部门

2
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项目
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农村道路建设项目

0.65
0.56
0.43

一般

政府、企
业、农户

等,采用公
私合作方式

3
农村电力建设项目

大江大河治理建设项目
0.28
0.20

低 政府

暋暋1.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

农业机械化、农产品仓储设施和农产品批发市

场等三大类建设项目的市场化指数值介于0.66和

1.00之间,属于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这三大类项

目应通过市场行为引导农户、企业等私人部门来进

行投资建设。

2.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

中小型农田水利、农村信息服务和农村道路等

三大类建设项目的市场化指数值介于0.33和0.66
之间,属于市场化程度一般的项目。这类项目具有

准公共产品属性,完全由政府或者私人部门来投资

建设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这类农业基础设施项

目的投资建设应以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主体,农户、企
业等私人部门作为辅助投资主体,采用公私合作投

资建设模式。

3.市场化程度低的项目

除上述六大类项目外,农村电力建设项目和大

江大河治理建设项目的的市场化指数值低于0.33,
属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项目。这类项目具有准公共产

品属性,,无法通过市场行为来投资建设,应由政府

投资建设,但项目运营或管护不完全排斥市场生产

方式,可采用市场化方式。

暋暋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市场化指数对不同的农业基础设施项

目的投资主体进行准确定位,结果显示:0.66<
npmf曑1.00,该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程度

较高,农户、企业等私人部门应是这类项目的投资主

体。0.33<npmf曑0.66,该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

市场化程度一般,应应以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主体,农
户、企业等私人部门作为辅助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

资主体进行投资建设;市场化指数0.00曑npmf曑
0.33,该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

理应成为其投资主体。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的环境在不断变化,其投资主体结构也在

由单一主体向多元化主体演变。在农业基础设施投

资过程中,应坚持市场化指数原则,形成“政府+农

户+集体+企业暠的四大主体并存的多元化投资主

体结构,有效解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政府失

灵暠和“市场失灵暠问题。

参暋考暋文暋献

[1]暋李胜文,闫俊强.农村基础设施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村经济增

长的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0灢14.
[2]暋张军,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J].改

革,1996(5):50灢56.
[3]暋李纯英.国家投资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新

途径[J].经济问题,2002(12):41灢43.
[4]暋田国双,王敏.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J].理论探讨,2011(2):78灢81.
[5]暋赵维清.试论农业基础设施多渠道投入的投融资机制[J].黑龙

江社会科学,2002(5):38灢40.
[6]暋谭洪江.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困境与出路[J].岭南学刊,

2004(4):89灢92.
[7]暋唐建新,杨军.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2003.
[8]暋陆迁,何学松.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障碍与建议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灢4.
[9]暋赵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民间资金的政策选择[J].上海金

融,2006(12):16灢18.
[10]陆迁,杨天荣.民间资本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探析[J].经

济研究导刊,2009(11):141灢143.

81



第6期 刘天军 等: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主体定位研究———基于市场化指数模型的定量分析 暋

OrientationResearchonInvestmentSubjectsof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Projects

———BasedonQuantitativeAnalysisonMarket灢orientedIndexModel

LIUTian灢jun1,HOUJun灢qi2,FEIZhen灢guo3

(1.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712100;

2.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Beijing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
UniversityBeijing,100192;3.SchoolofBusinessAdministration ,ShandongUniversity

ofEconomicsandFinance,Jinan,Shangdong,250014)

Abstract暋Thispaperconstructsthemarket灢orientedindexmodelbasedonthespecialnatureofag灢
riculturalinfrastructureprojects,andusestheDelphimethodtocalculatetheindexvalue.Finally,in灢
vestmentsubjectsofeightcategoriesinagriculturalinfrastructureprojectsbasedonthesizeoftheindex
valuearelocated.Theresultshowsthatprojectswithhigherdegreeofmarketizationinclude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constructionprojects,agriculturalproductsstoragefacilitiesandagriculturalproducts
wholesalemarket.Projectswithacommondegreeofmarketizationincludesmallandmedium-sizedir灢
rigationandwaterconservancy,ruralinformationserviceandruralroadconstructionprojects.Projects
withalowerdegreeofmarketizationincluderuralpowerconstructionprojectsandlargeriversconstruc灢
tionprojects.Therefore,thispaperpointsoutthatenterprises,farmersandotherprivatesectorsarethe
investmentsubjectsofthehigherdegreeofmarketizationprojects.Theinvestmentsubjectsofthecom灢
mondegreeofmarketprojectsaregovernment,otherprivatesectorscanalsoparticipateinsuchinvest灢
ment.;Theinvestmentsubjectsofthelowermarketizationaremainly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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