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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分为9个环节,基于农业生产环节交易特性与农户行为能力两个层面,测
度农业生产环节进行服务外包的影响因子。农业生产环节的交易特性细分为专用性、规模性与风险性3个维

度,农户行为能力则由排他能力、处置能力和交易能力3个维度表达。基于专家问卷,借助模糊数学和层次分析

方法,对影响因子的权重进行定量评估。结果显示,同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农业生产环节中表现出不同的特

征,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同一个农业生产环节中表现出的特征也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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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曾猜想:“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

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

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1]。许多西方学

者都认为,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然而传统农业

的生命特性决定的生长周期性与季节性、农产品的

易腐性和低需求弹性决定的市场容量有限、农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监督困难性决定的小规模经营等因

素导致了传统农业生产领域的分工深化存在内生障

碍,传统农业成为弱质产业。但是,随着制度的革新

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分工有限性的格局仍然是

可以被打破的[2]。实践中,农业生产中的横向可分

工和纵向可分工都处于不断发育之中:横向可分工

性体现在不同品种农作物之间的分工,例如粮食、水
产、花卉等;纵向可分工性体现在同种农作物生产过

程的分工,如耕整、种苗、播栽、施肥、灌溉、植保、除
草、收获和储运等环节的专业化。

从市场供求的角度,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面,
迂回化生产是分工的基础,从而产生巨大的供给和

需求[3]。农业生产的纵向可分工性,使得不同生产

环节从整体农业生产中分离,形成农业生产服务专

业化市场成为可能。由此,农户可以自主选择将某

一环节交由他人处理,产生合作剩余,深化农业生产

的迂回程度,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农业生产服务外

包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农户获得更多的合作剩余,因
此研究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子有着极为重要

的实践价值。
不同农业生产环节具有不同的属性,即使在有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的条件下,其服务外包的难

易程度也大不相同。例如植保环节与储运环节相比

较,一般而言,若农户将植保环节外包给服务商,植
保的效果短期内难以用肉眼观察,同样是外包给服

务商的储运环节,农户监督的问题相比植保环节就

简单得多,农户更加愿意将此环节分工外包。所以,
某一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情况,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
破解其中的影响机制,相当于给予了一把打开农业

生产服务外包市场发展的钥匙。有鉴于此,本研究

根据实地调研情况,运用层次分析与模糊数学相结

合的评价方法,分析评价影响某一生产环节外包不

同因素的现状及计算因子权重,并且将其作为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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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某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难易程度的理论依据。

  一、理论与方法

  1.农业服务外包的决定因素:两个视角

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共同决定着农业生产环节

服务外包难易程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的产权明晰使得农户可以自主决定生产什么、如何

生产、谁来生产;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农业生产

的局限性被逐步打破,农业的生产过程被分为九个

环节,每一个环节从技术上来说,逐渐可以从整体剥

离出来,形成专业化分工,部分农民专门从事某环节

的现象开始出现。所以说,产权界定和技术特性决

定着农业生产交易特性,使得农业分工成为可能,是
农业服务外包可能的先决条件。

同时,中国的农民不仅仅是进行生产劳作的农

民,也是生产经营中的“企业家”,他们在劳作过程

中,会考虑自身成本和收益。在生产过程中,农户会

根据自己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和

收益选择生产的方式。例如,农户虽有意将植保环

节外包,但生产过程中过高的监督成本却可能阻碍

农户的这种尝试。所以,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农
户的行为能力是决定农业生产环节服务是否外包的

关键条件。
所以从产权和交易成本的角度,评价农户对农

业生产经营不同环节外包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

于两个方面:一是由制度与技术决定的农业生产交

易特性,二是农户的行为能力。
(1)交易特性方面。Coase认为进行市场交易

并不是如正统的完全竞争理论所假定的那样,价格

信息为既定的并为所有当事人所掌握;相反,价格是

不确定的、未知的,要将其转化为已知的,需要付出

代价,同时再交易过程中时常发生纠纷、冲突,需要

花费一定的交易费用[4]。威廉姆森给出的交易费用

分析范式将交易费用分为资产专用性、风险性和规

模性[5]。罗必良等以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

研究土地流转问题[6],同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涉

及到农机使用、自然风险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

不同农业生产环节的生产资料投入组合并不一致,
进而各个环节外包的交易费用也不一致,所以环节

外包的交易特性可从资产专用性、风险性和规模性

3个方面描述。

1)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生

产经营价值的条件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

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

度。资源被“锁定”某用途,不仅使产权主体无法收

回其沉没成本,而且导致原产权的各项整体性功能

减弱从而经济价值造成损失。专用性越强,所面临

的交易成本越高。罗必良等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将所

使用的机械和技术描述为实物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

产专用性[7],所以刻画资产专用性从4个方面:一是

劳动的技术含量(需要手巧),二是机械投资于其他

用途的难度,三是能够节省劳动力的农艺与技术,四
是作业质量好坏对土地条件的依赖性。

2)规模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或者生产频率

越大,引发的交易费用就会上升,因为家庭经营的土

地面积越大,或者某项生产活动进行的次数频繁,农
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也就越多,因此,当农业生

产发展到一定规模,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生产各环

节可以独立进行,由农户家庭劳动力转换为社会分

工。刘荣茂等认为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大农业生

产经营规模越大,越需要增加农业生产性投入,包括

机械、劳动力、时间和资金等[8],所以刻画规模性的

三个方面:一是劳动用工量(劳动密集程度),二是机

械作业对土地规模的要求,三是周期内需经常重复

进行的作业。

3)风险性。农业生产经营同样面临着风险,其
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然风险,二是技术风

险。风险越高,面临的交易成本就越大,农户对某个

分工环节的生产资料投入的可能性就越低。传统农

业生产依赖季节的变化和自然环境,随着科技的进

步,新型农业通过技术(需要通过学习掌握)可以提

高产量,自然环境和技术的掌控程度是决定农业生

产好坏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从四个方面刻画风

险性:一是劳动的细心程度(需要用心),二是劳动用

工的季节性,三是面临的自然与环境风险,四是面临

的技术难度与风险。
(2)农户行为能力方面。虽然法律赋予行为主

体同样的权利,但不同主体对产权安排的可实施性可

能并不一致,因此主体之间存在资源配置空间,即将

某项权利分离出来交予他人,并获得合作剩余,改善

资源配置效率[9]。农户的行为能力主要体现在3个

方面:一是排他能力,二是处置能力,三是交易能

力[10]。

1)排他能力。排他能力体现在国家法律赋予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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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长期而稳定的承包权上。这种“准所有权”给予农

民在生产经营中一个稳定的预期,使之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精耕细作。若存在行为主体对资源的信息或

知识不足、谈判技巧欠缺、行使产权保护的力量有限

等问题[11],则说明该行为主体的排他能力不足,所
以农户可以从产权保护方面体现其排他能力的强

弱:一是对人工作业质量好坏进行考核的能力,二是

对机械作业质量好坏进行考核能力。

2)处置能力。处置权利体现在农民可以自主决

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处置能力强的农

户重视农业生产经营,更可能分享农业社会化分工

的收益。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刻画处置能力:一是劳动

的体能要求(需要体力),二是机械(装备)替代人工的

可能性,三是机械作业的投资门槛,四是需要现场处

理的特殊性问题(信号),五是农户自己处理的难度。

3)交易能力。交易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农产品在

市场上的交易,也体现在农民根据自己的生产经营

能力情况以及对生产环节中生产成本的比较,当交

易市场和农民的交易意愿均存在时,农民就有可能

选择退出农业生产活动,而选择出租土地获得租金

收入。一般而言,交易市场越是活跃,提供的商品和

服务就越多,交易的可能性就越大,交易能力便会越

高,所以交易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刻画:一是由别

人提供服务的可能性(外包),二是提供人工服务的

可能性,三是提供机械(设备)服务的可能性。

2.评估方法:模糊数学方法与层次分析法

(1)模糊数学方法构建的基本步骤。

1)确定环节评价指标体系U={U1,U2,…,

Un},在描述某个维度Ui 有s个元素,即Ui={ui1,

ui2,…,uis},i=1,2,…,n,且满足条件:

①∪
n

i=1
Ui=U;②Ui∩Uj=∅,i≠j

2)确定环节评语集V={v1,v2,…,vm}。

3)由因素Ui 与评语集V,可以获得一个评价矩

阵:

Ri=

r(i)11 r(i)12 … r(i)1m
︙ ︙ ︙ ︙

r(i)nj1 r(i)nj2
… r(i)nj

æ

è

ç
çç

ö

ø

÷
÷÷

m

其中:

rij=
X 位评委中认为某一指标Ui 属于V 中第j个等级的人数

X
(1)

  (2)AHP方法构建的基本步骤。

1)建立尺度标度,依据Ui 中所有指标两两之间

比较的标度和判断原理,得到如表1所示1~9分的

尺度标度。
表1 1~9分尺度标度的意义

重要性强度 定义 说明

1 同等重要 表示Ci 比Cj 同等重要

3 稍微重要 表示Ci 比Cj 稍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表示Ci 比Cj 明显重要

7 强烈重要 表示Ci 比Cj 强烈重要

9 极端重要 表示Ci 比Cj 极端重要

2,4,6,8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1/2,1/3,...,1/9 是上述非负值的倒数,表示Cj 与Ci 的比较

  2)根据表1,构建判断矩阵D(i)
n×n,以Ui 中的

某个指标与Ui 中的所有指标逐个两两比较,按定义

则有:

D(i)
n×n=

ui1

ui1

ui1

ui2
… ui1

uis

ui2

ui1

ui2

ui2
… ui2

uis

︙ ︙ ︙ ︙

uis

ui1

uis

ui2
… uis

u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is

 注:“—”在此不作为除法,而是元素之间的比较符号。

3)计算D(i)
n×n的最大特征根λ(i)max和特征根W[12]。

4)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检验公式为CR=CI/RI,其中CI为一致性检验标

准,CI=(λ(i)
max-s)/(s-1),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

标。若CR<0.1,一般认为D(i)
n×n的一致性是可以

接受的,且W 可以作为Ui 中元素的权重A′i。
(3)综合权重测算。

1)对每一个Ui,分别作出综合决策。由:
Bi=A′i×Ri={bi1,bi2,…,bim},i=1,2,…,s (2)

可以得出维度为s的向量,根据最大隶属原则,
由最大的元素值作为对该Ui 的评价[13],并且根据

评语集V 判断其评价等级。

2)对于某一个Ui 的最终权重wi,利用综合决

策向量与评语集的乘积得到,即:
wi=Bi×VT=A′i×Ri×VT= bi1,bi2,…,b( )im ·

(v1,v2,…,vm)T (3)

(4)测量方法的评价。AHP与模糊数学相结合

的评价方法以向量的形式出现,是一个模糊子集,性
质和能力本身便是难以用准确数值描述,所以使用

该方法较为准确地刻画事物本身的模糊情况。而且

AHP与模糊数学相结合的评价方法适用性较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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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主观评判,也可以用于客观评判,正是因为其

能够处理不能准确描述的模糊问题,较于其他方法,
例如求取平均值,更加具备科学的表达,所得出的权

重更加具备解释性和科学性。
相较以往的AHP与模糊数学相结合的评价方

法,本文作出细微修正,利用问卷客观数据本身的

处理方法设置权数,克服模糊评价中指标权数人

为制定的缺陷,避免主观随意性问题。其次必须

提到,采用该方法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来源于

评价对象的指标信息考虑是否全面,有可能影响

最终结果。

3.评价指标体系

(1)农业生产经营评价指标体系U 的确定。
根据专家问卷的内容,提炼出3层指标体系,第三

层为交易特性和行为能力的具体测项,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农业生产各环节3层指标体系

  (2)评价评语集V 的确立。确定项目评语集

V={v1,v2,…,vm},在调研中本文的评语共有以下

五类:“很小=1;较小=2;一般=3;较高=4;很高=
5”。本文依靠专家评分法,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

三性三能力进行评价。

  二、影响因子测度:基于专家问卷

  1.数据来源

为了测算不同农业(种植业)生产环节外包难易

程度的不同因子的影响程度,考虑到农业领域内的

专家具有如下特点:①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能够对

农业生产有全面且深入的了解;②能够对农业生产

表达客观准确的研究意见,能够反映真实的生产状

况。相比之下,农户不具备专家那样的专业知识,评
价农业生产环节具有不稳定性,且可能带有个人情感

色彩,不能客观全面表达真实情况。所以本文所采用

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经营特性的调查问

卷,调查对象是来自农业不同领域的66位专家。

2.测评方法

在计算指标权重A′i 前,先根据66份专家问卷

进行统计,针对某一个指标,比较其在各个环节当中

的重要程度,形成一个排名。然后根据Ui 的各个指

标在同一环节的排名,间接得到Ui 中的各个指标两

两之间的重要程度,赋予1~9分。农业(尤其是种

植业)生产经营分工成9个环节:耕整、种苗、播栽、
施肥、灌溉、植保、除草、收获和储运。以耕整环节中

的资产专用性评价为例子,说明测评结果。
(1)计算评价矩阵R耕整,资产专用性。根据问卷结果

统计分析表明,ri,j利用式(1)可以得到环节资产专

用性的评价矩阵,以耕整环节为例:
R耕整,资产专用性=

0.1364 0.2273 0.4394 0.1667 0.0303
0.0909 0.1667 0.3485 0.1818 0.2121
0.0303 0.0909 0.1667 0.3485 0.3636
0.0303 0.0455 0.1515 0.39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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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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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8

(2)构建判断矩阵计算权重A′i。利用排名构

建判断矩阵,得到:

D耕整,资产专用性=

1 1
3

1
3

1
3

3 1 1 1
3 1 1 1

æ

è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3 1 1 1

将其导入Matlab中并且调用AHP工具包计算得

到各指标权重 A耕整,资产专用性,结果为:A耕整,资产专用性 =
(0.0999,0.3000,0.3000,0.3000)。

(3)综合评价测算。通过上述两步计算的结果

得到的评价矩阵和指标权重,可以利用式(2)和式

(3)计算耕整环节资产专用性的评价B耕整,资产专用性 以

及耕整环节资产专用性的综合得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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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耕整,资产专用性)=(0.0591,0.1136,0.2439,0.2939,0.2894),

耕整环节综合得分=3.6406。

其 中 在 B(耕整,资产专用性)= (0.0591,0.1136,

0.2439,0.2939,0.2894)表示,有5.9077%的专

家 认 为 耕 整 环 节 中 资 产 专 用 性 是 很 低 的,

11.3614%的专家认为耕整环节中资产专用性较

低,24.3895%的专家认为耕整环节中资产专用性

一般,29.3923%的专家认为耕整环节的资产专用

性较高,28.9391%的专家认为耕整环节的资产专

用性很高。根据最大隶属原则,所以判定农业生产

经营耕整环节中的资产专用性具有较高的属性,最
终评价得分为3.6406。

3.测算结果

(1)各个环节最终测评结果。如前所述,每个环

节的3性3能力与耕整环节的资产专用性的计算方

法一致(若需要计算过程请联系本文作者),通过对

9个环节的测评,结果如表2。
表2 农业生产经营各环节与评价集的隶属关系

资产专用 规模 风险 排他 处置 交易

耕整 较高 很高 很高 较低 很高 很高

种苗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高

播栽 较高 一般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高

施肥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灌溉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低 很高 较高

植保 一般 较高 较高 一般 较高 较高

除草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低 一般 较高

收获 较高 很高 很高 较低 较高 很高

储运 一般 一般 较高 很低 很高 很高

  根据表2分析可得:1)耕整环节在交易特性上

具有较高资产专用性,很高规模性、很高风险性的特

征。其原因可能在于耕整环节需要大量的人力或者

专用机械,并进一步决定了其很高规模性和较高的

资产专用性。另外,耕整环节是生产的基石,其质量

的好坏直接影响后续生产环节的开展。关键的是,
耕整在土地上进行,受自然气候的影响较大,所以风

险性高。
从农户的行为能力来说,耕整环节要高质量地

完成,机械的投入很重要,这就需要人们相对准确地

把握自然因素的影响,意味着农户在此环节需要很

高的处置能力。问卷结果显示,市场发育良好,处置

能力较差的人在市场上寻求服务很便捷,这就决定

了其交易能力很高。不过,耕整环节排他能力较低,
其原因就在于监督成本过高。

2)种苗环节在其交易特性上体现出较高的资产

专用性、较高的规模性和较高的风险性的特征。其

原因可能在于种苗需要搭建专门的生产场所,决定

了该环节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其次育秧发芽的

质量好坏是决定作物的产值的关键,为了保证种苗

的质量必须投入一定的精力和技术,搭建稳定适合

的环境以抵御自然风险,所以种苗环节必然体现出

较高的规模性和较高的风险性的特征。
从农户的行为能力来看,要培育出优质的种苗

意味着农户需要具备良好的生产技术和决策能力,
并且需要了解种苗环节自身单产增加的内在机理,
较高的处置能力是种苗环节的必备能力之一。问卷

结果显示种苗市场发育良好,处置能力较差的农户

容易在市场上寻求到服务,并且在交易过程中能够

处于优势谈判状态,这就决定了其交易能力较高。
然而种苗质量监督工作困难,农户无法保障外包质

量,不具备足够的排他能力,排他能力较低。

3)播栽环节在交易特性上,播栽环节受季节影

响,以致该环节在整一个生产过程中仅一次完成,不
需要重复作业以及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投入,这就决

定了播栽环节具备一般的规模性的特征。其次,播
栽的效果好坏跟种苗密度有关,这就要求农户需要

足够的生产经验和播栽技术,所以该环节具备较高

的资产专用性的特征的原因更多地来自人力方面。
关键的是,播栽很看重种苗的质量和土地的耕整情

况,所以其风险性较高。
从行为能力上看,播栽环节要高质量地完成,播

栽的手法很重要,这就需要农户准确地把握种苗适

宜的生长密度,意味着要求农户具备较高的处置能

力。问卷显示,播栽市场发育良好,提供专门播栽的

服务,以解决农户不具备较好的播栽技术问题,这就

决定了农户具备较高的交易能力。但是,播栽环节

的监督成本较高,所以农户的排他能力较低。

4)施肥环节从交易特性的角度上说,其具有一

般的资产专用性、一般的规模性和一般风险性的特

征。一般的资产专用性的可能原因在于,虽然施肥

有专门的工具,但其工具价格相对机械而言,小很

多,这就代表了其投资门槛较低,而且施肥的工具还

可以用作其他方面,这就决定了施肥环节一般的资

产专用性的性质。现代农业技术提出一种耕作施肥

一体化的先进技术,即在耕整的同时增加土地肥力,
这样就简化了随后的施肥工作,并不需要大规模施

肥,所以施肥环节体现出一般规模性的特征。然而

一般的风险性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很多作物存在抗

病虫害的能力,对土地肥力的要求大大降低,所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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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险大大降低。
从农户的行为能力上看,施肥环节的资源特性

一方面简化工作投入量,另一方面也不需要过多的

投入,所以施肥环节并不要求农户具备很高的处置

能力。其次,农户在面对选择是自己干还是外包施

肥环节,根据前文所述,一般情况下农户会选择自己

执行该环节,节约生产和监督成本,所以问卷结果显

示施肥环节中农户具备一般的排他能力和一般的交

易能力的原因可能正如上述分析所言。

5)灌溉环节从其交易特性上说,具备一般的资

产专用性、一般的规模性和一般的风险性的特征。
其原因在于,一是灌溉不需要专门的机械,一般由当

地的水利设施完成,所以资产专用性显示一般的特

征。二是灌溉由早期铺设好的水渠或相关设施完

成,不需要人工重复作业,规模性不大,另外灌溉的

技术含量不高,所以规模性和风险性均显示一般的

特征。
从农户的行为能力上说,要求农户具有很高的

处置能力和较高的交易能力,这是因为灌溉环节一

般由水利设施完成,代替人力劳动,所以建设水利设

施需要较高的处置能力。而建设水利设施是一件复

杂的工程,水利设施的空间布局会影响水利效率,处
置能力较低的农户必须寻求市场上的服务,与此同

时,问卷结果显示市场发育良好,寻找服务相对便

捷,所以决定了该环节需要较高的交易能力。排他

能力较低,是因为水利设施是公共物品,搭便车的行

为容易出现,所以显示排他能力低下。

6)从植保环节的交易特性来说,植保的目的是

为了帮助作物排除不利环境因素,让作物健康成长,
植保工作的进行不需要大型机械代替人力,这就决

定了其资产专用性一般的特点。关键的是,植保需

要人们经常观察土地生产情况,发现作物存在问题就

要马上处理,是一个需要重复作业的环节,所以该环

节同时具有较高的规模性和较高的风险性的特点。
从农户的行为能力上来说,植保环节要求农户

要对特殊情况作出及时的处理,这从很大程度上要

求农户具备较高的处置能力,然而不具备这种处置

能力的人也容易在市场上寻求专门的服务,所以问

卷结果显示该环节农户较高的交易能力。植保的效

果容易显示出来,监督容易,监督成本降低,所以农

户在植保环节的排他能力一般。

7)除草环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植保环节的

一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与植保环节类似。除草环

节在杂草快速生长的季节中执行,目的在于防止杂

草与生产作物竞争土地养分,杂草的易辨认性和季

节性以及除草工作的简单性决定了除草环节具备一

般的资产专用性、一般的规模性和一般的风险性的

特征。
从农户的行为能力来说,农户对除草的工作不

需要付出过多的机械和技术,所以农户在该环节的

处置能力一般。然而问卷显示在市场中寻求除草服

务非常便利,决定了其交易能力较高的特性。不过,
除草环节中农户排他能力较低,其原因是监督成本

过高。

8)收获环节从交易特性上来说,收获需要专门

的收割机,投资门槛高,一般收获具有大面积的规模

性,且收获的果实与当年的气候条件息息相关,所以

决定了该环节具备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很高的规模

性和风险性的特性。
从农户的行为能力上来说,收获需要机械代替

人力,要求农户会操纵大型收割机器,这就决定了农

户具有较高的处置能力。然而普通农户无法投资大

型机械代替人力进行收获,需要在市场上寻求到专

门的收获服务,所以该部分农户具备很高的交易能

力。但收获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顺手牵羊或者收割

效果不好的情况,难以确定,所以排他能力较低。

9)储运环节从交易特性来说,具有一般的资产

专用性和规模性。其主要是因为运输需要的机械主

要是汽车,但汽车除了运输作物,其余时间可以用来

做别的事情,一般汽车的集装箱大,一次性可以装较

多的作物,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机械,故资产专用性和

规模性一般。储运的过程关键是保持农产品的新鲜

程度,众所周知,农产品具有易腐性,储运过程中稍

有不慎,便会降低农产品的新鲜度,使其价值大打折

扣,所以储运环节的风险性较高。
从农户的行为能力上来说,问卷显示农户在该

环节具备很高的处置能力和交易能力,这是因为作

物收获回来需要一定的保鲜措施,作物的储运一般

由机械完成,收获之时需要机械运输,这就决定了其

很高的处置能力,然而处置能力低的农户能够在市

场上寻求到便捷的服务,体现其交易能力很高。但

储运的监督工作很难完成,主要体现在作物的运输

过程中,所以排他能力很低。
(2)各环节外包影响因子权重。表2的结果是

评价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9个环节是否分工外包的

各个影响因子的状况,不同环节所具备的特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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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仅仅作为一种判断,不能完全替代后续计量模

型研究的权重设置。为了完成这一项工作,需要在

表2的基础上,计算每一个环节不同影响因子的权

重。结果如表3。
表3 农业生产经营各环节影响因子权重

资产专用 规模 风险 排他 处置 交易

耕整 3.6406 3.98893.51192.71974.19304.4394
种苗 3.4592 2.99033.75922.97733.31703.7509
播栽 3.6880 3.64883.63932.79553.50383.7383
施肥 3.1742 3.48983.13963.09853.14933.4852
灌溉 3.3934 3.48222.76202.68943.36793.5337
植保 3.2228 3.47903.48173.07583.48313.6840
除草 2.8875 3.24882.98792.65532.76493.4048
收获 3.5103 3.75573.88502.50003.80404.0307
储运 3.1554 2.95643.06612.46213.66974.1689

  1)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权重在3.50以上的

环节 是 耕 整(3.6406)、播 栽(3.6880)和 收 获

(3.5103)。这3个 环 节 属 于 高 资 产 专 用 性 的 环

节———耕整和收获环节主要需要机械完成作业,然
而 播 栽 则 需 要 更 多 的 人 力 投 资。然 而 种 苗

(3.4592)、施肥(3.1742)、灌溉(3.3934)、植保

(3.2228)和储运(3.1554)环节资产专用性一般,
除草环节的分数最低(2.8875),从资产专用性的角

度来说,除草环节一般由农户自己操作,其中使用的

工具器械不束缚农户的生产成本。

2)从规模 性 的 角 度。耕 整(3.9889)、播 栽

(3.6488)和收获(3.7557)的权重位于前三位,主
要是因为耕整、播栽和收获从对土地面积的要求和

重复作业的要求两个角度来说,需要大型机械替代

人力劳动。然而施肥(3.4898)、灌溉(3.4882)、植
保(3.4790)和除草(3.2488)的规模性较高,主要

是由于耕作的面积较大,种苗(2.9903)和储运

(2.9564)属于低规模性的环节。

3)从风险性的角度。风险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

面,一是自然风险,二是技术风险。根据表3的结

果,处于高风险性的环节是耕整(3.5119)、种苗

(3.7592)、播栽(3.6393)和收获(3.8850)。耕整、
播栽和收获主要来源于自然风险,种苗不仅仅是自

然风险,还来自技术风险,例如温室的建设,种苗的

培育等,然而施肥(3.1396)和储运(3.0661)的风

险没 有 前 者 那 么 高,风 险 性 最 低 的 环 节 是 灌 溉

(2.7620)和除草(2.9879)。

4)从排他能力的角度。大部分环节的排他能力

都不高,其原因在于监督困难,不能有效地排他。从

结果上看,排他能力较高的环节是施肥(3.0985)和

植保(3.0758),其原因应在于这些环节一般由农户

自己操作,没有监督困难的问题。其余环节的排他

能力均低于3分,证明在这些环节上,监督成本过高

导致农户对于这类工作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

5)从处置能力的角度。处置能力要求农户对各

个生产环节拥有不同处理方式。从表3的结果来

看,处置能力要求高的环节是耕整(4.1930)、播栽

(3.5038)、收获(3.8040)和储运(3.6697),其原因

在于这类环节要求农户具有一定的体力和技术,甚
至要 求 具 备 操 作 大 型 机 械 的 能 力。然 而 种 苗

(3.3170)、施肥(3.1493)、灌溉(3.3679)、植保

(3.4831)所要求的处置能力不高,最低的环节是除

草(2.7649)。

6)从交易能力的角度。交易能力意味着在市场

上容易寻找到提供服务的人。从表3的结果来看,
极 易 在 市 场 上 找 到 服 务 提 供 商 的 环 节 是 耕 整

(4.4392)、收获(4.0307)和储运(4.1689),其余的

环节在市场上寻得服务的方便程度相对较低。

  三、结论与展望

  杨格等指出,社会化分工对产业发展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3]。罗必良则认为,农业同样也可以通

过社会化服务外包替代生产组织内部分工来推动传

统农业的发展[14-15]。盛洪指出,社会化分工面临着

交易成本障碍,因此推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分工体

系的建立有赖于削减服务外包链条中的交易成

本[16]。如何减少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促进农业生产社会化分工,改变传统“小农经济”的
生产模式,必须研究交易成本产生的内在机理,探究

社会化服务外包难易程度的影响因素。本文从产权

和行为能力两个方面出发,发现决定农业生产不同

环节外包难易程度的因素包括资产专用性、规模性、
风险性、排他能力、处置能力和交易能力。根据计量

结果判断不同生产环节不同影响因子的评判结果,
并计算出了影响因子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同样

的决定因素在不同的农业生产环节中表现出不同的

作用,不同的决定因素在同一个农业生产环节中的

表现出的作用也有所差异。正是作用方式的差异,
导致不同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难易程度并不一致。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外包,
推动中国传统农业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价

值:通过对决定农业生产外包难易程度因素的判断,
清晰地给出了决定各个环节外包的因素的结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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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可以有针对性地为推动服务外包市场发展做

出正确的政策安排———以耕整环节为例,最能影响

该环节服务外包难易程度的因子为农户的交易能

力,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应该着力发展农业生产服

务市场,并提高农户获得服务信息的便利程度。可

以说,本文的研究工作有利于促进农业领域的市场

合作,让农民分享更多的合作剩余,共同致富。
最后,基于本文对农业生产外包难易程度因素

的判断,为农业生产外包难易程度的实证研究奠定

了科学理论基础。各个环节外包难易程度因素的权

重值为研究各个环节是否容易外包模型提供了科学

的理论假设,使得后期研究的环节生产外包模型更

能具备现实解释能力,为决策者提供重点推动某类

环节服务外包市场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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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DivisionofAgriculture:MeasurementofInfluencing
FactorsonAgriculturalOutsourcingServices

———BasedonQuantitativeAssessmentbyExpertQuestionnaires

CHENWen-hao,XIELin
(TheResearchInstituteofChinaAgricultureIndustrialDevelopment,

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42)

Abstract Farmers’agriculturalproductionisdividedintonineareas,andbasedontransactionchar-
acteristicsofagriculturalproductionprocessesandcapacityoffarmers,thispapermeasurestheinfluen-
cingfactorsofoutsourcingservicesofagriculturalproduction.Transactioncharacteristicsofagricultural
productionprocessesissubdividedintospecificity,scaleandrisk,andfarmerscapacityisexpressedby
theexclusivecapacity,disposalcapacityandtransactionalcapacityinthreedimensions.Basedonexpert
questionnaires,fuzzymathematicsandAHPmethods,thispapermakesthequantitativeassessementon
weightsofinfluencingfactors.Theresultshowsthatthesamefactorshowsdifferentcharacteristicsin
differentagriculturalproductionprocesses,andtherearedifferencesbetweendifferentfactorsinthe
samepartofagricultural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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