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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合作行为形成与发展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案例分析

宋金田,祁春节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阐述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过程,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影响该合作社形成的内在

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资产专用性,以及相应而来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农户

成立合作社的的主要动力;对农户来说,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户市场谈判地位,降低运输成本,提高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进而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农户合作行为产生的内在诱因;农户成立合作社离不开政府引导

和推动,单靠农户自发成立合作社将遭遇“集体的逻辑”的困境,政府的引导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行政强制手段,

对合作社的成立及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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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合作组织是一种重要的提供农产品的组织

和制度安排。Pattison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有1/3的

食品生产由各种合作组织生产和提供[1]。中国的农

业合作组织是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出现

的。各类农业合作组织为组织成员提供物资采购、
产品加工与销售、技术培训、生产指导等产前、产中、
产后多方面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户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

链接问题。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纷纷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配套措施及

政策法规,例如,中央政府于2006年颁发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强

调:“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推动统一

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
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大力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这些举措促进了农业合作组织的迅速

发展。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截止2012年5月

份,中国农业合作组织实有60.01万户,比2011年

增加7.85万户,实有入社农户达到4600多万户,
约占农户总数的18.6%,农业合作组织已经成为我

国重要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现代农业、促进

农民 增 收、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2-3]。
随着而来的问题是,农户要完成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和加工,农户可以选择组建农业合作组织,也可

以选择成立投资者所有企业进行交易,那么农户为

什么要选择组建农业合作组织,或者说农户在什么

条件下会选择组建农业合作组织? 回答这一问题,
有助于理解当今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农业合作组织蓬

勃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推进中国农业合作组织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对农业合作组织成立动因的有关理论进行

回顾的基础上,从交易成本、契约稳定性、制度变迁

等角度对一个柑橘专业合作社成立过程进行了分

析,试图更清晰的解释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选择合

作的内在机理。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农业合作组织产生动因的研究可

以分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和新制度经济学框架2个

视角: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农业合作组织往往被

看做一种企业的形式,其治理结构区别于投资者所

有企业,但在市场中同样从事经济活动并以盈利为

目的。早期的学者在新古典的框架下,省略了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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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组织内部制度安排的探析,更多从对抗不对

称的市场力量和促进市场竞争的角度解释农业合作

组织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

加工领域,农业生产者呈原子状态,数量较多,相对

而言买方的市场集中度较高,数量较少,这就造成了

农户与买方市场地位的不对称。一般而言,农户是

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由于市场地位的不

对称,当农户参与市场交易时,往往只能接受较低的

市场价格并承受更多的风险。通过组织农业合作组

织来集体营销农产品,可以增强农民对抗零售商和

加工商的力量,提高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从而成为

农民组建农业合作组织的重要动机之一。Nourse
提出了农业合作组织的“竞争标尺”理论,认为市场

失灵是农业合作组织存在的前提,农业合作组织存

在的目的是通过运作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从而迫

使投资者所有企业更有竞争力[4]。Helmberger等

把农业合作组织看作是对抗恶劣环境的产物,用来

解释经济萧条时期农业合作组织大量出现而在此之

后农业合作组织会大量消失的原因[5]。Enke、Sex-
ton等认为农业合作组织可以改善不完备的市场绩

效,能增加社会福利,农业合作组织可以被看做是实

现农业合作组织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最大化的

组织或厂商[6-7]。Levay认为一个成功的农业合作

组织的存在可以使其竞争者更富有效率,即使价格

和服务的调整已经完成,农业合作组织也有其存在

的价值[8]。Feinerman等证明了农业合作组织可以

影响成员的生产力和收入,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实现

价格制定和要素分配,以实现帕累托最优[9]。可见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农民组建农业合作组织带来的

市场结构改善和绩效提高这两个角度来论证农业合

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更多是从交易成本角度来分析农

业合作组织的产生动因。Staatz、Caves等的研究认

为在农业产业中,农产品投资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

性,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对季节、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

依赖,因此交易过程中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交易

对手很容易利用资产专用性进行敲竹杠行为,而农

业合作组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措施[10-11]。Sex-
ton、Ollila等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独立的小农户来

说,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提高农产品竞

争力,还可以有效的降低交易风险,使农户获得较为

稳定的收益[12-13]。Fulton认为,农业合作组织可以

降低农户在购买资料和销售产品时面临的市场垄断

风险[14]。
国内对农业合作组织产生动因的解释主要从农

户内部需要和外部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农户内

部需求方面来看,马林坚等认为,处于市场弱势而且

境况近似的同业者,具有采取集体行动的动力或倾

向,这是因为单个农户面对较大规模的市场时,天然

处于弱势,因此农业生产存在生产的生物性、地域的

分散性以及规模的不均匀性,决定了农民合作有其

必要性[15]。黄祖辉、孔祥智、秦愚等认为农业合作

组织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相结合既可以保留家庭承

包制度在劳动控制、剩余分配、激励和约束等方面的

优势,还可以发挥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产销协调、外部

性内化、风险软化和利益均沾等功能[16-18]。张晓

山[19]、林坚等[20]、任大鹏等[21]、黄胜忠等[22]发现,
中国农业合作组织的成立多为生产大户、运销大户

以及农业企业等少数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带头成

立的[19-22]。
外部影响角度来看,郭红东等认为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市场发育水平、生产专业化水平和商品化程

度是 影 响 农 业 合 作 组 织 的 重 要 因 素[23]。Deng
Hengshan等的研究表明政府的行为对农业合作组

织的成立和发展有重要影响[24]。赵晓峰认为,虽然

农民有成立专业农业合作组织的需求,但由于各种

因素的限制,农民主观上常常选择不合作行为,因此

农民走向合作,离不开国家力量的介入,只有国家从

各个层面发挥作用,才能使农民合作从理想走向现

实[25]。当然,政府对农业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

有可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如党国英认为,政府控

制和农民合作往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控

制越严,农民合作越困难[26]。童建华的研究认为,
组织原则、法律地位、产权安排和组织管理也是影响

农业合作组织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产权不合理是农

业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27]。苑鹏、
张晓山等认为相关垄断部门可能会阻碍农业合作组

织的组织化程度[28-29]。徐志刚等研究认为,除了政

府推动、扶持,农户合作需求、产业发展基础、市场交

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农民之间的社会信任

以及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的农民合作意愿和能力对

农业合作组织的产生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30]。刘

婷认为农业合作组织的形成并非仅仅由农户单一力

量的推动,其他部门,如涉农企业,政府部门等利益

相关主体也是推动农业合作组织创建的重要力量,
由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联合行动组建农业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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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必然[31]。
此外,近年来国内方面也有学者采用新制度经

济学的基本理论来解释农业合作组织产生的动因,
黄祖辉的研究表明,农业合作组织是介于市场与科

层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有效的降低交易和管

理成本[16。池泽新等认为,与市场交易相比,农业合

作组织可以降低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

的影响[32]。罗必良等的研究表明,现代农业专业化

生产的专用性投资会增加交易成本、市场风险和不

确定性,而化解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对农户实

行横向一体化,成立农业合作组织[33]。

  二、案例研究设计

  1.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案例研究将探讨以下3个问题:第一,Z
村柑橘经营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农户合作行为产生

的主要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有哪些? 第二,在农户

合作行为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角色

是怎样的? 第三,农户合作行为的产生是否存在一

些共性特征,从而从中推演出一般性的结论和政策

建议?

2.背景与研究对象

X县位于位于中国规划的三峡库区柑橘优势产

业带,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全县幅员面积2000
余km2,耕地面积5.33万hm2。境内呈“三山两槽”
地形,系深丘浅丘夹山脉地貌,海拔117~1700m,
属亚热带东南季风区山地气候。下辖28个乡镇,总
人口97余万。该县气候、温度、水文条件皆适宜种

植柑橘,但并没有大规模种植柑橘的历史。20世纪

90年代,X县决定在本县大力推广柑橘产业,目标

是把该县打造成领先的加工用柑橘生产与加工基

地。在随后几年,该县采取各项措施积极推进柑橘

产业的发展。在运行机制、资金投入、管理模式、科
技扶持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总结来看,该县推进柑

橘产业呈现以下3个特点:一是政府主导,农户参

与。为了推动柑橘产业发展,县里成立了项目建设

指挥小组,各乡镇也成立了相应的项目建设指挥部

与柑橘产业建设办公室,建立多层次的指挥、协调网

络,并制定和落实柑橘果园规划设计方案,例如每

667m2 地种植的柑橘树棵数都力求统一。二是柑

橘种植按区域分类,用途特定。X县柑橘产业的主

要目标是建设世界先进的加工用柑橘生产及加工基

地,为了满足橙汁加工厂持续加工的要求,X县在长

江沿岸海拔低于400m的地区种植的是翌年五月

成熟的晚熟甜橙,如奥林达、德尔塔甜橙,在海拔

500m以上的部分区域推广的是11月早熟的甜橙,
主要品种为哈姆林,以此满足橙汁加工厂对原料周

期供应的要求。其中哈姆林甜橙属于早熟甜橙,其
特点是产量高,果实较小,果形和大小不整齐,采前

易裂果,因此适宜加工而不太适合鲜销。三是龙头

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2004年X县引进了B橙

汁加工厂,橙汁加工厂引入后在柑橘生产技术和日

常管理上给当地农户提供了很大帮助。此外公司还

曾经承诺,将按市场价格收购柑橘进行加工,为了保

护农户种植柑橘的积极性,还承诺以前3年当地主

要经济作物的收入作为收购果实的保护价。并与部

分基地果园签订了《包产保底协议》。

Z村位于X县Y镇,幅员面积3km2,耕地面积

93.47hm2。历史上该村以种植水稻、玉米等粮食

作物为主。从20世纪90年底在政府大力推动柑橘

产业建设的号召下开始大规模种植柑橘,到2002
年,Z村4个村民小组共有400余农户按照生产规

模化、建园标准化、基地专业化和品种优质化的要

求,建成了共86.67hm2 柑橘果园。由于Z村的地

理位置恰好处于X县海拔较高的区域,所以该村种

植的全部是哈姆林甜橙。

Z村柑橘果园建成后,各个农户负责管理种植

自己的果园,农资的采购、打药施肥、果实采购、柑橘

的销售都是由农户独立完成。由于农户对柑橘种植

重视程度不够和能力有限,果园基础设施管护不好,
柑橘树生长管理粗放,加之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

柑橘销售出现困难,该村柑橘产业发展前景受到影

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经过考察,Z村引入了C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并决定采取租赁经营模式,把果园

交由C公司统一经营管理,试图走出困境。但由于

果园尚在投产初期,产量较低,同时需要支付高额

的土地租金和生产投入,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

堪重负,两年后撤出。公司租赁经营模式也以失

败告终。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探索一条适合Z村柑橘产

业发展的道路,解决农户面临的问题,就成为摆在各

级政府干部面前的一道难题。毕竟Z村柑橘产业

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如果该产业发展不顺

利甚至失败,对政府的声誉也有损害。经过考察分

析,乡镇、村干部一致认为通过合作经营的方式,是
推动当地柑橘产业的发展引导Z村柑橘产业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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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最优选择。

2009年,Z村按照规定登记注册,正式成立了

A柑橘专业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直接以成员柑橘树

权入股方式,按每株柑橘树为一股,每股按照柑橘

树树龄或树围直径分为三级,各级参照年产值分

别计价,标准为一级每株40元,二级35元,三级

30元。

3.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

根据案例研究的“证据三角”原则[34],本案例分

析力求从所有可能的渠道收集数据信息。除了通过

互联网、政府文件等二手数据来源广泛收集了相关

数据信息以外,还采取了面对面访谈的方法获得研

究所需要的数据。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访谈对象确

定为Z村柑橘专业合作社社长(兼Z村党支书)、Z
村从事柑橘种植工作的10位村民、B橙汁加工厂某

高层管理人员、以及X县农业局和Y乡基层政府和

相关官员。在正式访谈之前拟定了访谈大纲,并对

几位农户进行了预访谈,根据访谈结果对访谈大纲

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最终确定访谈大纲后实施正

式访谈。案例调查工作得到了X县农业局以及 Y
乡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访谈对象、访谈时

间和内容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时间和内容一览表

访谈对象 农户 合作社社长 企业管理者 政府官员

样本数 10 1 1 2
访谈时间/min 25 约60 约60 60
访谈地点 农户住所 合作社办公室 企业总经办 政府办公室

访谈内容
不同 时 期 柑 橘 种 植、销
售、收益状况,对合作社
的看法

合作社的成立与运转状
况,合作社章程

企业运营状况;近年柑橘收购
价格、质量等

政府对柑橘产业的管理措施、
扶持政策,合作社成立过程中
的介入与角色

  三、案例分析

  1.Z村农户合作行为的形成:柑橘经营制度的

演进

根据以上A柑橘专业合作社成立及发展过程,
结合相关实地调研访谈,大致可以将Z村柑橘经营

体制的变化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7之前,在政府发展柑橘产业的

推动下,Z村农户开始按政府的要求成规模种植柑

橘,在这个阶段,柑橘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分散生产模式。第二阶段为

2007-2009年。在这个阶段,Z村柑橘种植模式为

租赁承包模式,通过引入C农业发展公司,把柑橘

果园承包出去,Z村农户不再直接负责柑橘的生产

经营。第三阶段为2009年至今。在这个阶段,Z村

成立了 A柑橘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安排,对
柑橘果园进行集体经营,从农资采购,市场管理到最

终销售,都是由A合作社负责。
从上述3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由最初的农

户分户管理、各自负责,到引入外来农业公司,实现

租赁管理,再到最后成立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

Z村的柑橘经营模式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
(1)阶段一:隐性契约的不稳定性与“龙头企业

+农户”模式的破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X县大力

发展加工用柑橘,最初主要为B橙汁加工厂提供原

料的 。因此总体来看,X县柑橘产业发展初期采取

的模式类似于龙头企业+农户这一模式。即农户分

工生产农副产品,龙头企业负责农副产品的加工和

销售,除此之外,龙头企业还向农户提供农用物质采

购、农业技术服务等产前和产中的服务。如相关研

究指出的,这种“龙头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一方

面可以为企业提供可靠的原料来源,解除企业原料

供应不稳定的后顾之忧;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户增收

和地方经济发展,在此模式下,农户、企业、政府3者

都可以从中获益[35-36]。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B
橙汁加工厂与X县大部分农户之间并没有签订正

式的契约合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隐性契约关系 ,
即龙头企业与农户在产权上是相互独立的经济实

体,合作双方是依赖信誉、风俗习惯、地域关系建立

和维持的一种经济合作关系[37]。尤其特别的一点,
在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隐性契约关系的过程中,政
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户种植柑橘以及龙头企业的

引入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的。

2004年,X村柑橘开始投产,B橙汁加工厂也

开始收购柑橘并生产橙汁。在接下来的连续3年之

内,农户和加工厂之间的这种隐性契约关系出现了

波动。Z村农户发现橙汁加工厂并没有履行其以前

承诺的包产保底协议,给出的柑橘收购价格较低,在
较低的收购价格下,农户发现他们种植柑橘盈利很

少甚至出现亏本现象。这种情况下,有些农户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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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他途径,如自己到市场上销售,但很快他们发

现市场对哈姆林甜橙接受程度不高,柑橘很难在市

场上顺利买出去。最终绝大部分农户只能选择把柑

橘卖给B橙汁加工厂,
橙汁加工厂为什么不愿意履行包产保底协议?

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①X县的柑橘刚进入丰产期,
柑橘果实的糖度较低,不能完全达到企业的生产工

艺要求,企业产品整体品质无法达到预定要求,这
种情况下,生产的橙汁越多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②由于X县柑橘种植规模过大,柑橘供给量大,企
业选择余地较大,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原材料,因
此不愿意履行以前的包产保底协议。③B橙汁加工

厂一期工程设计每天只能加工70t柑橘,而且B橙

汁加工厂采用的生产线要求柑橘果实落地24小时

以内完成加工,否则就达不到设定的工艺要求,企业

每天收购的柑橘数量只能少于70t。
农户为什么无法选择其他途径销售柑橘? 主要

原因是,Z村种植的哈姆林甜橙,上市时间一般在

11、12月左右,上市时间与其他传统的鲜销食用脐

橙重合,由于哈姆林果实均匀度较差,和其他鲜食类

脐橙相比,缺乏竞争力,因此,除了少数种植面积少,
产量较低的农户会采取自己销售外,绝大多数农户

销售只能依赖B橙汁加工厂。
(2)阶段二:承包租赁制———风险的转移与收益

的锁定。为了扭转柑橘收益较低的状况,Z村于

2007年引入了C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与C公司

签订承包合同,把柑橘果园出租给C公司。Z村与

C公司的签订过的果园出租合同,实际上是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之一,这种土地流转方式是指

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

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承包方收取租金,并保

持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关系,履行承包合同义务。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以按照市场规则在

全社会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具体来讲,对Z村而

言,果园的出租承包有3个方面的收益:第一,促进

外来非农资金、科技和信息流入,有助于柑橘的栽培

管理,提高单位土地产出效益和农业比较收益;第
二,企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给予的土地租金也更加

接近市场价值,C公司除了按照承包的柑橘树数量

向Z村支付承包费,在柑橘销售完后还要按销售情

况进行二次返利,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第三,最重

要的一点是,Z村通过柑橘果园的出租,对农户而言

实际上把柑橘种植的风险进行转移和锁定,通过承

包合同把柑橘种植、销售的风险转移给了C公司,
同时可以保证每年获得稳定的承包费用。

承包租赁制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

是,相对于农户的分散经营管理,以企业化的方式对

果园进行管理,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C公司经

过2年的经营后由于受自身资金缺乏的原因,最终

选择终止了这种承包关系。
(3)阶段三:A柑橘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农户分

散管理模式与承包租赁模式失败后,Z村柑橘产业

发展进入了瓶颈期。柑橘销售状况不理想,造成部

分农户对柑橘产业发展前景信心不足,他们认为种

植柑橘还不如以往种植粮食作物效益高,尤其是在

近几年国家实行粮食作物农业直补政策之后,柑橘

收益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下降。Z村的柑橘产业怎样

才能走出困境,乡、村基层干部与广大农户进行了认

识思考和比较分析,决定建立合作社,采取合作社的

模式发展柑橘产业。并于2009年初成立了柑橘专

业合作社。

2.A柑橘专业合作社绩效分析

(1)合作社成立前后农户主要生产成本比较。
本文所指的成本皆为显性成本,不包括柑橘生产的

隐性成本(如农户自己投入的劳动和土地成本)。表

2给出的是10户接受调查的样本农户主要生产成

本的统计结果。随着合作社的成立,肥料成本、农药

成本、除草剂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主要原因

有:第一,合作社作为一个整体购买农资,相对单个

农户购买,由于购买量大可以获得更大优惠力度;第
二,合作社成立后要求按照统一要求和标准施肥打

药,柑橘种植技术得到改进,节约了肥料等农资的施

用量。管理费用上升主要原因是合作社成立后,对
果园的管理按照精品果园的标准进行管理,使得劳

动投入有所增加。
表2 调查农户参与合作社前后

主要生产成本比较 元/株

成本类型 参与合作社前 参与合作社后

肥料 4.1 3.7
农药 1.5 1.2
除草剂 1.1 0.9
管理费 7.9 8.2
合计 14.6 14.0

 注:①肥料费包括化肥和自家肥;②管理费包括施肥、打药、修剪、

采摘等费用。

(2)合作社成立前后产出收益变化状况。农业

合作组织建立以后,由于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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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规范统一。柑橘产量及成员收入明显增加。柑

橘销售价格高于非社员价格。据统计,农业合作组

织统一销售的柑橘价格要比单个农户高10%左右,
调查农户参与合作社前后产量、销售价格比较见

表3。2009年该社柑橘产量突破1800多t,实现收

入180万元,社员二次返利达到了70余万元。
表3 调查农户参与合作社前后产量、销售价格比较

类别 参与合作社前 参与合作社前后

产量(kg/株) 26.5 30.5
销售价格(元/kg) 0.62 0.88

  3.Z村柑橘经营模式转变的引申讨论

由最初的农户分户管理、各自负责,到引入外来

农业公司,实现租赁管理,再到最后成立专业合作社

实行统一管理,Z村的柑橘经营模式几经转变。在

这一过程中,农户、龙头企业、各级政府等主体不断

的博弈和互动。那么,这个模式的转变动力何在?
不同的经营模式中,农户的地位是怎样的? 龙头企

业、政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角色是怎样的?
(1)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行为———柑橘经营模

式转变的内在动力。柑橘生产经营过程是集自然再

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于一体的,相对于工业企业和服

务企业,甚至相对于同样处于第一产业的粮食作物、
蔬菜作物的生产,柑橘生产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这种

特殊性又决定了柑橘生产具有十分显著的资产专用

性。就Z村的柑橘生产经营而言,其资产专用性表

现在3个方面:一是柑橘果园的场地资产专用性。
为了获得优质高产的柑橘,Z村对建设果园的土壤、
地形、灌溉条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在Z村的柑

橘果园建设过程中,对果园的开垦、土壤管理和施肥

以及病、虫、草害防治都有专门的要求。例如种植土

壤厚度不能低于50cm,pH值在5.5~7.5之间,以

20度以下阳坡、半阴半阳坡为主。种植柑橘时要挖

坑,直径1.0m,深度0.8m左右,每667m2 植株限

定在40株左右。果园建设过程中还要修建了杀虫

灯、排水沟等配套设施。柑橘树作为一种常年生作

物,栽培后一般要3年后才会结果,第4年开始才逐

渐进入丰产期。柑橘的经济年龄可达数10年,在其

期间如果更换柑橘品种或者改种其它作物如粮食、
蔬菜等作物将会面临巨大的沉没成本损失。因此柑

橘果园具有明显的场地资产专用性。二是柑橘果实

用途的资产专用性。Z村种植的柑橘品种多为哈姆

林甜橙。哈姆林甜橙属于早熟甜橙品种,一般当年

11月上中旬成熟,上市时间较集中,产量高而果实

小,品相较差,决定了这些柑橘只能卖给加工厂才有

利可图,如果不能用于加工而转向鲜销,由于口感和

品相原因,销售价格将低于其他品种的柑橘,其经济

价值将大幅降低。因此柑橘果实具有明显的用途的

资产专用性。
正是由于柑橘生产存在明显的资产专用性,柑

橘市场价格出现波动时,橙汁加工企业就有可能采

取机会主义行为。在本案例中,由于公司实力强大

且数量单一,分散的单个农户与之相比力量相差悬

殊,橙汁加工厂与农户的关系不再是相互依存,而是

演变成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
机会主义行为就出现了。农户销售柑橘时,柑橘质

量的评级鉴定、柑橘收购价格的确定都是由橙汁加

工厂决定的。橙汁加工厂依据自己面对众多小规模

种植的农户天然的优势谈判地位,不愿意履行与农

户达成的隐性契约,只愿意给出较低的柑橘收购价

格,攫取了本来应该属于农户的部分收益。由于农

户与企业之间的契约是不完全的隐性契约,契约不

能对当事人构成有效约束,而且农户对龙头企业这

种机会主义行为只能保持沉默,即龙头企业+农户

的发展模式往往会受到不完全契约的制约[38]。
在隐性契约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农户必须

寻找别的途径来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地位,维护自

己的利益,这也是Z村柑橘经营模式转变的主要内

在动力。
(2)政府的介入与引导———柑橘经营模式转变

的外在推力。Z村种植柑橘的农户有400余户,每
个户种植的柑橘面积都不大,在柑橘经营模式的转

变过程中,无论是承包租赁还是成立合作社,都需要

把全村的果园集中起来。2007年后,由于柑橘收入

连续几年不理想,很多农户都不愿意再继续种植柑

橘,部分柑橘种植农户选择外出打工。这种情况下,
要想改变分散经营模式,把全村的果园集中起来统

一交给C农业发展经营公司,如果仅仅依靠农户自

己协商,短时间内很难完成相关工作。而在承包租

赁模式失败后,要成立柑橘专业合作社,也面临着一

系列组织协调成本。因此,由分散的农户经营模式

转向承包租赁模式以及合作社模式,就存在奥尔森

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即由于个人利益和集体

利益往往不一致,对集体有益的目标难以自动实

现[39]。就Z村农户为例,通过成立农业合作组织,
统一管理,为农户提供购销服务,提高柑橘的产量和

质量,增强农户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农业合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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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组建和发展可以实现集体的共同目标,但作为

理性的个体,农户认识到,即使他为集体利益而舍弃

自己的利益,由于不能保证其他农户也会这样做,他
还是很难主动为集体的利益添砖加瓦。而且即使他

什么也不做,也能享受到农业合作组织带来的好处,
因此,他的最优选择是什么也不做,显然,集体行动

的困难会阻碍农业合作组织的组建和发展。
由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往往不一致,对集体

有益的目标难以自动实现。奥尔森认为要摆脱集体

行动的困境有2个途径:一是需要某种形式的强制,
二是向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就Z村柑橘经营模

式转变过程而言,政府实际上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
事实上,C农业发展公司的引入、A柑橘专业合作社

的成立,都是在县、乡相关政府部门下牵头进行的。

A柑橘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就被X县选为该县农

民专业农业合作组织规范化建设行动试点单位,并
获得了国家、市级专业合作社示范项目补助资金约

14万元,这也是合作社成立初期运行的主要资金来

源。此外,为了完善和规范 A专业合作社的运营,
乡政府出资对该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一系列

培训,并利用大学生村官计划给合作社配备了一名

财务人员。
(3)为什么选择合作社———多种策略下的农户

最优选择。对Z村农户而言,要减少橙汁加工厂的

机会主义行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持隐性契约的稳

定性,方式之一是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采取冷酷

战略。周立群等的研究表明,如果交易双方的交易

是长期的,而且声誉机制可以发挥作用,同时交易对

方投资同样具有高度的资产专用性,只要交易双方

采取“冷酷策略”,即博弈双方开始选择守约,直到对

方选择了违约,然后永远选择违约,能有效减少交易

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40]。橙汁加工厂可以与农

户维持契约的稳定,但这个结论需要严格的限定条

件,现实中往往难以实现。唐勇也认为,只有在一个

产销双方高度依存的市场中,一方采取冷酷战略才

是可信的,但现实中更多的是众多农户面对数量较

少的龙头企业,农户的冷酷战略就不是可信的[41]。
第二个可供选择的消除机会主义行为的途径就

是将外部交易内部化,即实施纵向一体化的战略。
纵向一体化有2种:第一,龙头企业通过后向一体化

延伸到生产领域,即采用反租倒包的方式,把农户的

果园变为自己的生产基地;第二,农户组建专业农业

合作组织,通过前向一体化延伸到流通或加工领域。

在本案例中,橙汁加工厂虽然存在较高的资产专用

性,但并不存在被农户敲竹杠的风险,因为它面对的

是整个县的柑橘农户,因此并没有动力进行后向一

体化。对农户而言,虽然无力通过前向一体化延伸

到流通或加工领域,但可以组建合作社,因为合作社

的建立能够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对方的

机会主义行为,起到稳定契约的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用案例研究方法描述了Z村柑橘经营模

式的变迁过程。这个变迁过程说明农户对采取合作

行为,进而成立柑橘专业合作社有着内生需求,这种

内在需求又来自于农户柑橘生产经营的资产专用

性,以及相应而来的利益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高昂

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农户面临企业的机会主义行

为时只能保持沉默,导致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的隐

性契约存在不稳定性。而柑橘专业合作社这一制度

安排恰好可以增强农户的谈判地位,降低交易成本,
最大程度上维护农户的利益,在市场价格出现不利

的情况下维护契约的稳定性。基于上述分析,可以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农业生产中资产专用性较高是农业合作

组织产生的重要因素。当沉没资本在农户的投资中

占有较高的比例,或者产品对销售期限要求很高,或
者产品在短时间内转移到可替代的市场难度很大,
从而农户没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时,农户就容易

遭受交易对象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损害,农户就有

组织农业合作组织的要求。本案例中Z村农户的

处境恰好具备这3点特征:农户为了种植柑橘,在果

园建设、改造、幼树引进等方面投入了大量沉没成

本;柑橘作为一种不耐贮存容易腐烂的水果,需要在

采摘后短时间内销售完;加之种植的柑橘品种为加

工用品种,只能销售给橙汁加工厂。这也是为什么

在水果、某些蔬菜等行业农业合作组织非常盛行的

原因。
第二,农户生产资产专用性高,而流通加工领域

企业少也是农业合作组织产生的重要因素。如果X
县还有其他橙汁加工厂,或者近期还有别的橙汁加

工厂进入X县,B橙汁加工厂受到其他加工厂的竞

争,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它可能就不会或较少

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农户敲竹杠。所以,在一个处

在扩张时期的市场上,如果流通加工领域的企业数

量多,竞争较充分,农户组建农业合作组织的动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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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比较弱;反之,如果在一个市场上,流通加工企业

数量少,竞争不激烈,当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是,其
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较大,作为应对的一

种策略,农户组建农业合作组织的动机就会更强烈。
第三,农户从分户管理、各自负责到成立合作

社,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且主要是一个自

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这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主

要包含3个相关主体:柑橘种植农户、橙汁加工厂、
各级政府干部和村干部。对农户而言,成立合作社

所带来的收益包括:一是通过集中管理稳定柑橘的

产量,提高柑橘果实的质量;二是增强销售过程的谈

判能力和话语权;三是通过集中销售降低销售成本。
因此,对农户来说,成立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Z村

柑橘产业竞争力,获得额外的收益,即合作社成立之

前的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这就成为制度自然演进

的诱因。
除去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外,A柑橘专业合作社

成立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

主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同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农

户自发组建专业合作社符合农户群体自身的利益。
但在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源条

件,而且在小规模的农户占主导地位的Z村,组建

专业合作社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因为与一般的

企业相比,合作社这种制度的安全有着较强的反市

场性,在自由竞争机制的市场环境下,合作社的制度

安排处于市场机制失灵的边缘,需要政府的扶持。
由于Z村柑橘产业的前期发展是在政府强力推动

下进行的,如果柑橘产业发展不顺利,发生诸如砍树

之类事件,政府声誉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有动力对

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进行引导和扶持。
与此同时,上述结论还隐含着丰富的政策含义,

政府需要在提升农户收入的稳定性,降低农户面临

的市场风险采取适当的行为,除了给农户农产品交

易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外,有时有必要介入农产

品生产经营,甚至推动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
此外,基层政府要注意采取有效的方式约束龙头企

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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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FarmerHouseholds’CooperativeBehavior
———ACaseStudyfromPerspectiveof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

SONGJin-tian,QIChun-jie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paperexplainstheformationofafarmerprofessionalcooperativeandanalyzesinner
mechanismwhichinfluencessuchform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There-
sultshowsthatassetspecificityintheproductionprocessoffarmerhouseholdsandcorrespondingoppor-
tunismofpartytotransactionintheprocessoftransactionarethemaindrivingforcesforfarmerhouse-
holdstoestablishcooperatives.Asforfarmerhouseholds,establishmentofcooperativescanimprove
theirmarketpositionsinnegotiation,reducetransportcost,improvemarketcompetitivenessofagricul-
turalproducts,andobtainadditionalprofits,whicharetheinnercausesoffarmerhouseholdstocooper-
ate.Moreover,farmerhouseholdscannotestablishcooperativeswithoutguidanceandpromotionofgov-
ernment.Becausecooperativesestablishedbyfarmerhouseholdswillsufferfromthedilemmaof“collec-
tivelogic”,guidanceorcertaincompulsivemeansofgovernmentareplayinganessentialroleinestablis-
hingafarmercooperative.

Keywords cooperative;assetspecificity;opportunisticbehavior;transactioncost;institutional
change;farmer;cit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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