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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双向困境
及其破解机制
———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柑橘供应链为例

李梦琪ａ，郭　 沛ａ ，∗，柯雪龙ｂ

（中国农业大学 ａ． 经济管理学院；ｂ．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农业供应链虽然在提升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核心主体与中小经营主体之

间的双向困境矛盾突显，具体体现为供应链主体间高信任度要求和第三方担保主体发展良莠不齐的困境、抵
押担保物低成本高转换要求和农业产业资产评估不统一的困境、产业发展需求和自偿性闭环不稳定的困境。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现相较于传统的“公司 ＋合作社 ＋农户”供应链融资模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

会（以下简称农合联）供应链融资模式在契约结构、交易成本、自偿性水平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以浙江省衢州

市柯城区的柑橘供应链为例，对其破解双向困境的机制进行分析验证。 研究发现，农合联集正规制度约束和

非正规社会约束于一体，能够有效提升供应链的合作效应、协同效应、分工效应，缓解融资困境。 据此认为，
缓解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双向困境的突破口在于构建经营主体共建共享的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立足

专业化服务，强化市场化经营，助力规模化发展，实现供应链一体化管理。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双向困境；破解机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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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供应链发展催生新的融资模式。 相比

于商业银行单方面向农业经营主体收集信息的

“两元单向”传统融资模式，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

凭借供应链内部各环节的精准匹配，将分散孤立

的中小经营主体与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进行捆

绑，利用上下游主体的信用和信息优势，实现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可提高农

业经营主体的信贷可得性。 中央多次出台政策，
强调发挥农业供应链金融的重要作用，从信贷、
保险、农业担保等方面给予农业供应链金融支

持。 学界也先后提出发展“农业供应链 ＋ 电商平

台”“供应链 ＋ 区块链” “物联网金融 ＋ 农业”等

供应链融资模式，以期解决农业产业融资难的

困境［１ － ３］。
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在实践和发展的过程

中弥补了部分传统农业融资模式的短板和弊端，
但也产生了诸如经营主体利益分配失衡、农业生

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农业供应链道德风险

和逆向选择问题严峻、监管力度不强、农业产业

一体化程度较低等一系列新问题［４ － ６］。 这些问

题使得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难以发挥预期作用，
限制了农业供应链的进一步发展。 厘清农业供

应链融资模式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索解决这些问

题的方法，是促进农业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重中

之重。
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的本质是，农业经营主

体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需求自发形成的而非政

策或法律强制推动的融资模式。 供销社改革等

实践证明，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力量无法取

代中小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农户的力量，过分

强调政府正规约束会导致农业发展低效，出现寻

租、脱离农户等问题［７ － ９］。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契

约、交易成本等变量，将“正规法律制度”和“非正

规社会约束”列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等同等重要

的关键要素，指明了发挥非正规社会约束公共

性、普惠性作用的重要性，为缓解供应链融资模

式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为此，本文通过对浙

江衢州柑橘供应链、山东潍坊粮食供应链、四川

德阳粮食供应链、广东云浮畜禽供应链等多条供

应链的实地调查，总结调研供应链融资模式当前

面临的双向困境及其成因，并以浙江衢州柯城区

的柑橘供应链为例，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剖
析其双向困境的破解机制与机理，旨在为支持农

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发展提供路径参考和建议。

１　 现有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下的双
向困境

　 　 依托基金项目，实地调研山东潍坊粮食供应

链、四川德阳粮食供应链、广东云浮畜禽供应链，
发现现有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主要是传统的“公
司 ＋合作社 ＋农户”的供应链融资模式。 共收回

有效问卷 １４２ 份，其中，于山东潍坊收回有效问

卷 ４７ 份，四川德阳收回有效问卷 ４９ 份，广东云

浮收回有效问卷 ４６ 份。 调研对象中，申请过正

规金融机构借款但未获得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

经营主体 １００％ 未获得过供应链信贷，甚至出现

因供应链融资担保服务门槛高或屡次被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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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拒绝而缺乏申请意愿的情况。 这说明，被寄

予厚望的供应链融资模式不仅没有发挥与传统

正规信贷对中小经营主体获取信贷的“互补”作
用，甚至呈现与传统正规信贷“双排斥”的现象。
这种“双排斥”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供应链规

模化经营生产作用的发挥，成为解决农业产业发

展融资难问题的最大阻碍。 通过对现有农业供

应链融资模式的研究分析，发现导致“双排斥”现
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核心主体和中小经营主体存

在双向困境（图 １），即中小经营主体和核心主体

虽然都有进行农业供应链融资、扩大生产规模的

意愿，但中小经营主体“申而不得”，对新融资模

式的犹疑和不信任度加深，且核心主体发展良莠

不齐，缺乏担保能力，排斥资源较少的经营主体，
双方无法达成统一契约，难以实现合作共赢的

现象。
１. １　 供应链主体间高信任度要求和第三方担保

主体发展良莠不齐的困境

能够依托具有较强权威性 的 供 应 链 核

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民合作社、龙头

企业等）建立“熟人社区”，实现各经营主体互利

共赢是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的优势所在。 农业

供应链融资模式能借助核心主体在供应链网络

中的“结构洞”位置［１０］，对供应链信息流进行整

合配置，为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授信提供可能。 然

而，通过对部分农业供应链的实地调研发现，现
阶段供应链经营主体未使用供应链融资的主要

原因是担心供应链融资不安全、不可靠。 究其根

本，作为供应链融资模式核心主体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大多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自身规模小、
发展慢、综合实力不强，存在担保能力弱、经营稳

定性低等问题，在承担供应链融资担保职责的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发展和利益，
更愿意为具备一定资本和合规抵押物的大经营

主体进行融资担保，从而导致农业供应链融资模

式内出现“１％ 的人占据 ９９％ 的融资份额”的现

象，急需获得融资的中小农业经营主体反而被排

斥在外。 核心主体与中小经营主体在日常经营

中普遍存在利益冲突。 核心主体经常通过压低

收购价格、提高收购标准、增加技术服务收费等

行为从中小经营主体处获得更多利润。 这使得

中小经营主体对提供资信给核心主体有较大的

抵触心理，认为供应链融资只是核心主体进一步

抢夺自身利益的手段。 为了尽可能获取多的融

资份额，部分中小经营主体会选择上传虚假资信

信息甚至故意违约，从而严重影响资信信息的可

信度。 供应链经营主体间信任缺失，“囚徒”困境

难以破解。
１. ２　 抵押担保物低成本高转换要求和农业资产

评估不统一的困境

农业生产经营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和不稳定

性。 传统的农业融资模式中，缺乏符合标准的合

格担保抵押物是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高或难

以获得融资贷款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实地问卷

图 １　 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双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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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农业供应链经营主体可提供的抵押物

主要包括城镇房屋、土地经营权、地上附着物、农
机设备、车辆、农村宅基地、种植物、养殖物等。
农业的特殊性使得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生产资料

的价值难以被传统抵押物评估体系所合理评估，
而土地经营权、地上附着物、农机设备等农业生

产中的必需生产资料无法被金融机构合理进行

价值评估并接受成为融资抵押物：这就造成了农

业经营主体有资产却无抵押物的困局。 相较于

传统的农业融资模式，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可以

借助供应链内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联系进一步

强化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评估能力，增强农业

生产资料充当抵押物的能力，从而缓解农业经营

主体缺乏抵押物的困局。 然而，土地经营权、地
上附着物、农机设备等占比较高的抵质押物普遍

存在估值标准不一、价格波动大、变现能力弱、储
存难度高、社会承认度不高等问题。 现阶段，“公
司 ＋合作社 ＋农户”的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大多

通过第三方物流企业提供仓储服务盘活农村动

产，但由于我国物流企业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常
会因为储存物变质、货物丢失等管理不当问题引

发纠纷，当中小经营主体出现无法履约的情况

时，农业公司与合作社很难通过拍卖农业资产收

回资金。 这一方面导致供应链融资模式排斥中

小经营主体，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中小经营主体对

“供应链融资无用论”的认知。
１. ３　 产业发展需求和自偿性闭环不稳定的困境

农业供应链将同一产业内原本分散的生产

环节、经营主体集中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供应链内农业经营主体的稳定性，但不同环节、
不同经营主体的集聚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产

业的经营风险，对融资规模和贷款金额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农业生产各环节信息不互通所形成

的信息壁垒成为制约供应链资金畅通的重大阻

碍，但现阶段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侧重于发挥核

心主体的桥梁纽带作用，忽略了从根源上提升中

小经营主体的还款稳定性，难以提高金融机构放

贷和核心主体担保的积极性。 问卷调研结果显

示，在申请供应链融资的过程中，经营主体时常

因为缺乏合规抵押物、农业生产风险大、违约风

险高而被认定为还款能力较弱、信用较差的信贷

客户，从而难以获得贷款或贷款利率较高，这与

其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充足信贷的原因如

出一辙。 这主要是因为农业供应链信息库尚未

形成，现有的信息库仅包括供应链经营主体与当

地核心企业的交易数据，且出于信息保密原则，
这类数据往往由核心企业把控，不愿意与银行、
保险等金融机构共享。 此外，核心企业出于维护

成本高等原因，也常常未能及时对数据库进行更

新，导致信息滞后性强、可信度低。 受数据信息

和核心企业规模的限制，金融机构对供应链的授

信范围小、要求高，且无法实现与中小经营主体

所需的金融市场信息、服务的互通。 如何为农业

供应链经营主体“赋能”，形成农业供应链自偿性

闭环，是发展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中急需解决的

问题。

２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供应链融资
双向困境的破解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作为影响经济运行

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能简单将其定义为狭义的正

规制度，而应该是包含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在

内的复杂整体。 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出发，农业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不能只依靠政府、金融机构等

正规制度性主体，还应该挖掘能够发挥社会约束

作用的社会化主体，构建基于社会组织和社会化

服务展开的农业融资模式。 学界对社会化服务

组织参与农业的讨论颇丰，强调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具有连接、聚合、协调、互动、共享驱动性，其
社会服务的性质使其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社会

约束作用，缓解家庭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

之间的矛盾［１１ － １３］。 当前农业供应链中占据主导

地位的“公司 ＋合作社 ＋农户”融资模式，就是以

农业公司、合作社等非制度性社会组织为核心构

建的农业社会化融资模式。
但如前文所述，这种农业社会化融资模式并

未能真正发挥新制度经济学所预期的结果，反而

产生了双向困境。 表面上看，这种双向困境是由

于信任、抵押物和风险闭环等要素不畅导致的；
但究其根本，是因为农业高风险、长周期、低效益

的弱质属性与融资信贷服务稳定性、盈利性的根

本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当前的农业社会化融资

模式无法克服农业天然的弱质属性，因而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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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符合融资信贷对稳定性和盈利性的根本要

求。 基于这一问题，学界提出打造“政企银交担

保”多元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以缓解农业供应链

融资模式当前存在的双向困境，但其破解思路仍

是在“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融资模式的基础上

减弱信贷环节金融机构的风险性，对农业弱质性

的缓解作用有限。 要想真正破解供应链融资双

向困境、克服农业产业弱质性，就必须对包含生

产、销售、信用在内的农业供应链全领域进行完

善，提高农业供应链本身的发展水平。 无论是合

作社还是农业公司，其本质都是农业经营主体，
无法真正做到对农业全环节的提高和改善。 破

解农业供应链融资双向困境的关键在于，形成一

个能够涵盖并服务农业全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组

织，并依托这一组织构建一套全新的农业社会化

融资模式。 基于此，浙江省通过构建融生产、供
销、信用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

合会（以下简称“农合联”），为缓解农业供应链

融资双向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２. １　 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模式———农合联

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已成为推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传统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普惠性”的作用，
但个体组织逐利性和公共部门低效性的矛盾难

以中和，缺少一个既能全面包容大农、中农、小农

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又能包含生产、供销、信用各

个农业服务领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化组织

平台。 农合联的出现为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转

型升级提供了发展方向。
２. １. １　 农合联的性质特征

农合联是由从事某产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家
庭农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上中

下游农业经营主体联合而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金融机构、
工商企业等各类组织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

一体”为农服务的有效平台和渠道。 与传统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相比，农合联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非营利性产业联合体。 农合联将所有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和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农业公司吸纳为成员，实现服务供给者和服

务需求者同台。 这样的组织性质有利于农合联

既了解供应链经营主体的具体情况、又不完全隶

属于政府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源头上规范农

合联行为。 二是多元化服务供给同台。 农合联

将具有生产、供销、信用服务功能的金融机构、企
业协会等组织全面吸纳为会员，并根据不同产业

对农合联会员进行再组织，组建若干产业农合

联，形成由产业农合联承担专业性服务、区域农

合联承担通用性服务的分工协作格局。 各类服

务主体全面包容的特性使得农合联具有各类服

务全面供给、相互协同和各类组织合理分工、有
序协作的优势，大大提高了供应链融资服务的质

量和效率。 三是一体化风险管理机制。 农合联

通过搭建“三位一体”数字化信息平台，明确农业

供应链所有资金流向、流量和流速，在平台上构

建集信贷、担保、保险、风险补偿协调配套的农村

金融服务格局，将闭环概念由供应链向生物圈扩

大，推进农业供应链融资闭合化、收入自偿化，使
金融服务由“嵌入式”向“融入式”演进，降低农

业供应链融资风险。
２. １. ２　 农合联供应链融资模式运行机制

农合联供应链融资模式的主体主要包括农

合联、政府、金融机构（含商业银行、担保公司、保
险公司等）、中小农业经营主体等，其运行机制如

图 ２ 所示。 当中小农业经营主体需要资金用于

生产销售时，可向农合联提交年经营效益、投资

规模、营业执照、近三个月资产负债表、项目实施

书等相关资信，并提供可供抵押的生物资产和不

动产，通过农合联找寻适合的担保公司申请联保

并购买保险。 农合联内设资产经营公司，由资产

经营公司和担保公司共同对供应链内经营主体

进行“三有一无” （有规模、有经验、有效益、无不

良）和贷款资金用途的筛查审核，并根据结果适

当放宽对经营主体贷收比、资产负债率等指标的

要求。 当经营主体获得农合联和担保公司的担

保后，商业银行根据农合联供销渠道，直接将资

金打入融资主体上下游公司的特定账户，融资经

营主体向上游购买生产原材料和向下游销售产

成品的费用收入将直接从账户中扣除，确保资金

主要用于特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经营行为

完成后，银行直接从账户中扣除贷款本息，并将

多余部分转入融资经营主体个人账户，以此形成

资金闭环，实现自偿性融资。
在贷后监督方面，农合联、农业担保公司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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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合联供应链融资模式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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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共同对供应链经营主

体的贷款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的跟踪监督，包括生

产经营情况、贷款回笼情况等，并建立定期联系

制度，互通信息，如发现产业经营主体存在有意

隐瞒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用贷款进行股本权益

性投资、用贷款从事投机性经营、不按贷款合同

规定使用贷款、将贷款用于购房和房地产项目开

发、套取银行贷款、进行相互借贷、非法获取收入

等情况时，农合联、农业担保公司、商业银行将提

前收回贷款本息。 当经营主体无法偿还融资需

要代偿时，农合联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将对经营

主体的抵质押担保物在供应链内进行拍卖流转，
剩余金额由商业银行、担保公司、农合联资产经

营管理公司、保险公司按约定比例分别承担担保

责任。 对不按时还贷、脱逃债务的失信主体，将
列入信用黑名单，不再给予农业社会化服务。
２. ２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农合联模式的创新与

优势

破解农业供应链融资双向困境的根本在于

克服农业的弱质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
度逻辑通常指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
它支配行为主体的认知与动机，以及相互间的合

作与竞争，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理性［１４］。 对于

农业融资模式来说，当其制度安排不同时，其内

在的激励机制也不同，势必影响各主体的行为，
并导致其在克服农业弱质性上的效果不同。 以

下基于制度逻辑视角，从契约结构、交易成本、自

偿性水平等方面对比农合联模式与传统“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的不同，以及农合联模式的

创新与优势（图 ３）。
２. ２. １　 农合联模式在契约结构上的创新与优势

传统的“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供应链融资

模式以盈利性契约为主。 农业公司为满足农产

品的标准化质量和稳定供给，将分散的中小经营

主体纳入农业供应链统一签订契约，借助自身的

市场势力和资本实力优势，通过合作社为中小经

营主体提供农资、农机、技术培训等“自上而下”
的全套社会化服务，推行准垂直一体化融资经营

管理。 在这一过程中，公司出于追求效益的目

的，经常会凭借自身的核心地位和体量制定相对

不平等的契约内容，争取更多的利益，使得中小

经营主体的利益在借贷过程中受损。 这使得中

小经营主体在融资信贷过程中时常有被剥削感，
进而对核心公司产生不信任感，严重影响契约的

履行。 此外，以利益为导向的契约结构使得这种

融资模式必然会因为对契约效益的追求而扶持

那些规模更大、效益更好，且与核心公司关系更

加密切的经营主体，而非迫切需要金融支持的中

小经营主体。 这种“扶强不扶弱”的现象同样使

得这一模式对农业本身弱质性的改善效果极为

有限［１５ － １６］。
农合联供应链融资模式以服务性契约为主，

以供应链经营主体合作关系为契约基础，将供应

链产、供、销各环节联系在一起，削弱了供应链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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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农业供应链融资双向困境的破解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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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营主体的垄断性特征。 此外，基于供应链长

期伙伴关系形成的信誉联盟匹配产供销环节经

营主体，有助于推动供应链主体的互动稳定性和

交易竞争的公平性。 将经营主体个体利益需求

与供应链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捆绑后，较强的经

营主体出于自身发展需要愿意为供应链内信用

记录良好、经营交易行为连续，但资金实力较弱、
资产规模较小的经营主体提供担保，形成共生担

保效应，从而扩大供应链信誉联盟的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中小经营主体的主观违约可能性和农业

产业融资的非系统性风险。
农合联融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公司 ＋ 合作

社 ＋ 农户”模式具有独立的第三方服务属性，农
合联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界定交易双方权责，明
确收益分配，由其组织建立的集生产、供销、信用

于一体的产业信息平台更具专业性和可信度，能
有效保障契约的长期稳定性，提高农业供应链的

融资效率。
２. ２. ２　 农合联模式在交易成本上的创新与优势

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主要包括人的因素和

风险的因素。 对于供应链融资模式，人的因素主

要表现为契约违约成本，风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

抵质押担保物的流通变现成本。

传统的“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供应链融资

模式以农业公司为核心，农业公司以参与者身份

管理农业供应链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虽然零

散的中小经营主体通过合作社被聚集起来，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降低了中小经营主

体的生产成本，但考虑到中小经营主体零散的现

金流和较小的资产规模，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
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在分配融资配额时，农业公

司往往倾向于规模较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
中小经营主体土地经营权、地上附着物、农机设

备等不合规资产的收购意愿低。 而且，农业公司

在信息管理人员分配、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搭建等

方面的投入较少，中小经营主体难以通过资信获

得融资贷款，抵质押担保物流通变现的高成本直

接导致其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高，一旦遇到自

然风险或市场风险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其与农业

公司的契约破裂，又会进一步加大双方的交易成

本。 此外，中小经营主体与单一农业公司基于盈

利性签订的契约本就具有较强的市场脆弱性。
由于市场买方众多，中小经营主体违约成本低，
一旦市场价格高于农业公司的订单价格，中小经

营主体基于逐利性本能，很容易违反契约与其他

主体合作。 此时，农业公司面临较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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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农合联基于供应链成立，会员几乎涵盖供应

链内的所有经营主体，供销关系较为稳定，一旦

中小经营主体发生主观性违约事件，其上下游经

营主体的正常运作将受到影响，中小经营主体的

声誉和合作关系都将受到较大冲击，面临“供应

链内信用死亡”的风险。 这就使得中小经营主体

的违约成本较高，其主观违约的可能性大大降

低，从源头上降低了农业公司、合作社等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成本。
相较于传统的“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供应

链融资模式，农合联一方面专注于为供应链主体

提供社会化服务，有意愿和能力将多个不同性质

的服务组织整合进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加快数

字化赋能，有助于打破经营主体获取金融市场信

息的时间空间限制，实现信息从优势方向劣势方

的传递并进行及时更新，降低供应链经营主体贷

前搜集金融市场信息的成本和金融机构征信授

权成本，提升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农合联依托于供应链“熟人社区”的建立，对经营

主体土地经营权、地上附着物、农机设备等资产

的价值评估更具统一性和权威度，且供应链上经

营主体从事的日常经营活动较为统一，所需的原

材料、农用机械设备大致相同，当经营主体出现

违约情况时，其“不合规”抵质押物能通过农合联

在“熟人社区”内经统一标准流通转让，盘活经营

主体的“沉睡”资产，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和金

融机构的贷后风险成本。
２. ２. ３　 农合联模式在自偿性水平上的创新与

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为保持与资

金来源流动性相匹配的资产，商业银行倾向于将

资产运用于短期自偿性贷款。 破解农业供应链

融资模式自偿性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稳定的供

应链供销渠道，在维持资金流动性和稳定性的同

时，打破供应链信息壁垒，明确资金流向，保障融

资资金的专款专用。
传统的“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供应链融资

模式以农业公司为核心。 农业公司较中小经营

主体有更强的市场信息优势和信号变动敏感度，
对中小经营主体的资信和供应链资金流向具有

绝对的控制权。 该模式虽然能根据市场运行机

制灵活调配资金流向获取较大收益，但农业公司

出于自身发展考虑往往不愿意和金融机构等专

业性组织共享数据库，对中小经营主体的交易信

息等更新滞后且不完全，导致金融机构对融资资

金的贷后监管难度较大。
农合联由供应链内相互关联的生产资料供

应商、加工商、销售商等联合而成，一方面，能提

供较为稳定的农资供销、农产品营销、消费品流

动等供销服务，缓解经营主体资金来源不稳定的

问题；另一方面，其非营利性质更能获取供应链

经营主体的信任，搜集整理准确度、完整度更高

的供应链经营主体基本信息、种植信息、供销信

息、农资购买记录、经营效益、财务状况等资信，
并与金融机构等专业性组织合作共享，通过综合

信息平台对每笔业务发生后资金的回笼情况进

行监管，从而更好地控制融资风险，加强金融机

构贷后资金监管，避免“专款滥用”问题，优化资

金资源配置，提升融资自偿性水平。
相较于传统的“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供应

链融资模式，农合联供应链融资模式与地方政府

的联系更为紧密，与公司和合作社相比具有较强

的正规制度约束，且由供应链经营主体联合而

成，具有较强的非正规道德约束。 农合联改变了

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的传统融资供应链

模式对单个经营主体进行授信的思维，转而加强

对单笔授信资金流向的监管。 基于其社会属性，
农合联更能获得政策倾斜并与金融机构开展合

作，可针对供应链农产品推行特色融资产品并对

融资资金进行封闭式运作，以真实性商业行为为

基础，缓解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的供应链

融资模式下金融机构对农业类贷款“有心无力”
的畏惧心理和供应链经营主体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不信任的抵触情绪。

３　 案例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具有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服务功能的农合联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双向困境。 以下将

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和验证这一结论。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是柑橘种植大区，位于

浙南闽西粤东柑橘产业优势带上，于 ２００６ 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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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列入“浙南闽西粤东柑橘带示范县”。 为

缓解柑橘供应链融资困境，柯城区积极应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和柑橘产业转型升级和出口快速扩

张的挑战，通过构建具有生产、供销、信用服务功

能的农合联，柑橘供应链融资金额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７
３２２ 万元增长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２ ６６７ 万元，增幅达

７３％ ，贷款户数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１ 户增长至 ２０１９ 年

的 １１１ 户，增幅达 ５６％ 。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柯城区

柑橘供应链风险金储备不断上升，融资风险发生

率控制在 １. ２９％ ，有效降低了融资违约性，缓解

了融资双向困境。 以该供应链融资模式为例，运
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其困境破解机制与机理

进行分析，探寻缓解双向困境的关键因素，以期

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实现农业农

村的高质量发展。
３. １　 破解契约信任困境———合作效应推动数字

化转型

传统的“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农业供应链

模式存在信息集中于资源优势方的问题。 为缓

解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中的契约信任困境，农合

联采用“内聚协同、外联协作”的措施，通过对经

营主体软信息的整合利用，实现经营主体硬信息

的数字化传递，缩小供应链融资模式中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信息鸿沟，拉近经营主体之间的信任

（图 ４）。
农合联由柑橘供应链内的经营主体组成，在

与经营主体沟通时具有面对面、服务全覆盖的天

然优势：一方面，农合联能够整合内部的社会服

务资源，利用农合联会员间的人情、血缘、合作关

系等软信息，推进内部会员资产情况、经营情况、
抵押担保情况、家庭基本情况等硬信息的整合，

建立信息协同机制，提升资信信息的真实性和有

效性；另一方面，农合联能够整合党政机关、社会

团体、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各类供应

链外部的组织资源，将政府、银行、企业、担保公

司、保险公司等不同性质的组织整合进同一平

台，使各种专业性服务在不同组织之间合理分

工，为供应链经营主体提供资金互助、保险互助、
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并为供应链生产、供应、销
售等环节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信息支持，提升供应

链内农业经营主体获取金融信息的便捷性、有效

性和准确性，从而更好地满足农业供应链经营主

体流动性和扩张性的资金需求。 金融机构运用

农合联大数据云平台即可对经营主体的资信情

况做出客观判断，在提升授信准确度的同时，从
根源上缓解契约中经营主体融资配额分配不合

理的问题，打破供应链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壁

垒，实现互利共赢，缓解传统供应链融资模式的

契约信任困境。
３. ２　 破解交易成本困境———协同效应提高经营

效率

提升供应链经营主体抵质押担保物的流通

变现能力和主观违约成本是缓解农业供应链融

资模式交易成本困境的关键（图 ５）。 农机设备、
厂房土地等生产资料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

资产和贷款资金流向，具有价格高、周期性使用、
共享性强的特点，是农合联缓解交易成本困境的

重要突破口。
为盘活农村“不合规”资产，农合联从完善生

产链条入手，面向经营主体提供技术推广、农产

品加工、农机设备购买租赁、生产原材料等生产

性服务，组建资产经营公司，对供应链内经营主体

图 ４　 缓解契约信任困境的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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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缓解抵押担保高成本困境的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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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押担保物进行“内部消化”，唤醒中小经营主

体的沉睡资产。 农合联的服务范围涵盖大中小

全产业链条的经营主体，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认

可度。 这使得其一方面可以对农机设备等动产，
以及果树、种苗等生物资产进行更准确的价值评

估，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农业资产评价标准，破解

估值混乱、无法标准化定价的问题；另一方面有

助于加快供应链动产和生物资产的变现转让。
农合联会员均为供应链内的生产经营主体，对各

自的动产和生物资产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需求

度。 借助农合联的平台，经营主体的抵押动产和

生物资产可以在会员间快速拍卖，用以偿还银行

贷款，从而在供应链内实现资金融通。 这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抵押担保物标准化要求和农业产

业资产评估不统一的困境，促进了供应链经营主

体的协作共享和整体外部效应的提高。
农合联与政府、金融机构合作，运用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将经营主体历年的融资情况和交易

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横纵向对比经营主体

的信贷数据设立“农贷白名单”，当经营主体发生

违约时，其违约记录将同步上传至大数据平台，
融资主体将从“农贷白名单”中剔除。 由于“农贷

白名单”具有一定的共享性，一旦融资主体被剔

除，将导致其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农合联担

保等渠道获取融资，严重者还将丧失供应链内稳

定的交易合作伙伴，被列入“供应链生产经营黑

名单”。 这样一来，融资主体的违约损失大大提

升，从根源上降低了融资主体主观违约的可能性

和金融机构的贷后监管成本，在提升金融机构放

贷积极性的同时降低了供应链经营主体的融资

成本，在破解供应链成本困境的同时促进了供应

链经营效率的提升。
３. ３　 破解自偿性困境———分工效应优化资源

配置

在外生风险的冲击下，缔约双方会出现机会

主义倾向，通过寻求各种策略，如“敲竹杆效应”，
来谋取自身利益，降低履约效率［１７］。 亚当·斯密

在《国富论》中指出，为保持与资金来源流动性相

匹配的资产，商业银行倾向于将资产运用于短期

自偿性贷款；而农业供应链具有生产周期长、资
金投入大、成果见效慢的特点。 传统的“公司 ＋
合作社 ＋农户”农业供应链模式容易使供应链核

心主体、中小经营主体、金融机构等相关者陷入

利益联结机制缺位的困境。 稳定的供应链供销

渠道是增加农业贷款自偿性、维持资金流动性和

稳定性、实现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通

过合理化分工，优化供应链不同环节的资源配

置，有助于提升农业贷款的专款专用性，缓解传

统融资模式下获得农业贷款的经营主体在取得

资金后未必从事农业经营生产，或用农业贷款取

得的经营收益未必用来偿还农业贷款的困境

（图 ６）。
柯城区的柑橘供应链以农合联为核心组织，

借助农合联社会化服务平台对农资供销、农产品

营销、消费品流动等供销服务进行合理分工配

置。 一方面，该融资模式解决了经营主体“卖不

掉”“还不上”的还款问题，融资主体可利用供应

链稳定的供销渠道获取贷款资金，“借鸡生蛋”实
现经济收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稳
定的还款来源从根源上提升了金融机构对供应

链经营主体的信任度。 柑橘供应链具有规模化

特征，供应链经营主体的交易对象相对稳定，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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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缓解自偿性困境机理图

Ｆｉｇ． ６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长期伙伴关系形成的信誉联盟具有较强的交易

连续性和互动稳定性。 金融机构通过与农合联

合作，能更充分地了解经营主体日常的经营生产

情况。 利用供应链经营主体间密切的合作关系

和数据的可追溯性，采用供应链上下游多维评判

法，借助信誉联盟和特殊的金融融资产品将信誉

较强、抵押物充裕的龙头企业的信誉传递给供应

链中较为弱势的中小经营主体，摆脱了传统模式

下对授信主体的单一抵押物评估法，同时可对误

用滥用农业专项贷款的行为及时了解、随时叫

停，从而对其贷款资金流向进行严格监管，避开

了贷款主体滥用资金的放贷风险，降低了金融机

构的非系统性风险，缓解了供应链融资模式的资

金自偿性困境。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现有的农

业供应链融资模式下双向困境产生的原因和破

解思路，并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的柑橘供应链

为例，实证缓解该地供应链融资模式双向困境的

关键在于建立了农合联，依托该组织在中小经营

主体、金融机构、核心主体之间的契约结构优势、
交易成本优势、自偿性优势，有效缓解了传统供

应链融资模式中常见的契约信任困境、抵押担保

高成本困境、资金自偿性困境，实现了供应链利

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推进了柑橘供应链的可持

续发展。
农合联融资模式已在浙江的粮食、养殖、水

果等产业上得到推广，并取得良好成效。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杭州市临安区的粮食农合联为全区

１２. ５ 万农户提供各类风险保障 ４０ 亿元，社员基

地面积达 ６９０ ｈｍ２，稻麦复种面积超 ９００ ｈｍ２，每
年社会化服务面积在 ２ ０００ ｈｍ２ 以上，形成了较

为完备的生产销售链。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杭州

市萧山区的稻虾共养产业农合联已为 ８１ 家会员

获取贷款资金 ３. ７９ 亿元，并在农合联会员中执

行利率优惠政策，有效缓解了中小经营主体贷款

和担保的难题。
基于上述案例和相关分析，我们认为，农合

联集正规制度约束与非正规社会约束于一体，能
有效缓解农业弱质性导致的经营主体间信任度

低、生产成本高、风险不可控等问题。 要解决农

业中小经营主体“融资双排斥”的问题，其突破口

就在于构建经营主体共建共享的新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实现供应链一体化管理。 同时，该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具有以下特征。
４. １　 立足专业化服务

作为农业供应链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键纽

带，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具备为农服务

性、公正性、合作经济性、非营利性、共建共享性

等多重性质，发挥其来自于供应链经营主体，服
务于供应链经营主体的作用，从源头上规范服务

组织的行为，预防服务组织内部出现腐败、不作

为、发展侧重点有待商榷等问题。 服务组织内部

应形成一套规范有序的管理制度，对供应链内部

的生产、经营规划安排和融资发展计划制定给予

统一的指导支持，从而降低供应链内部不同经营

主体各自为政、无序经营和盲目扩张带来的生产

经营风险，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在供应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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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各主体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使供应链经营

主体之间的共性需求集中释放，为经营主体提供

更精准的定制化服务。
４. ２　 强化市场化经营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演化趋势看，农业社会

化服务已由单一型向一体化社会化服务演化。
要破解供应链融资困境，应该以中小经营主体参

与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初心”为出发点：一方面，
强化一体化社会化服务，优化供销资源配置。 引

导中小农业经营主体在供应链各环节进行规范

合理的生产经营，保证资金供给方在其他多元主

体的帮助下，形成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稳定

性，为资金需求方发展提供较为完备的金融支持

服务，从而促进融资资金有序、高效、合理地注入

农业生产经营的每个环节，形成融征信端、贷款

端、理赔端于一体的贷款闭合，提升农业风险的

缓释手段，降低生产经营全环节的信贷风险，强
化农业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将社会化服务功能

延伸至市场化运营中。 另一方面，以需定产，注
重打造农业供应链信息服务数字化平台。 将农

业生产交易信息化、数据化，构建供应链资金封

闭式管理体系，及时迅速地针对金融产品和业务

数据进行分析，做到商流、物流、现金流的全方面

数字化、可视化、透明化，以方便对农业供应链中

不同生产环节和不同经营主体进行实时准确的

信贷风险评估，及时采取风险防控措施，完善农

业供应链融资的自偿性水平，实现由信息共享到

信息互惠的增信、分险、赋能目标。
４. ３　 助力规模化发展

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核心作用在于

承担政府不能做、做不了，专业合作社做不好、不
经济的事项，是实现供应链规模化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 要缓解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双向困境，需要

提供经营交易信息的主体独立于资金供需双方，
确保其核心利益诉求为促进农业供应链发展，提
高供应链数据的客观真实性，避免市场出现“道
德风险”，保证资金供求双方利益。 新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应将政策信息、金融市场信息、供
应链内所有经营交易信息等统一记录于平台：一
方面，降低金融机构的征信授权成本，便于银行、
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掌握经营主体资

信情况，从而对经营主体的还贷能力做出较为准

确的判断，同时加强供应链内部动产评估、抵押

登记、流转等机制建设，缓解农业供应链融资模

式中质押品价格波动风险大、存储难度高、没有

统一标准的困境，提高供应链“沉睡”资产流通转

化率；另一方面，便于经营主体一站式获得金融

服务，以交易信息作为授信凭证，摆脱抵押担保

受限问题，降低其融资担保费用，通过搭建信息

服务数字化平台，“内聚协同，外联协作”，缓解供

应链契约不平等、交易成本高、自偿性能力弱等

困境，实现供应链规模化转型升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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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 来自黄河中上游五省区的７８０ 份调查数据［Ｊ］ ．
财经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０， ４１（３）： １７ － ２４．
ＬＩ Ｇ 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ｉｓ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７８０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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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cｔｉc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cｅ ａｎｄ Ｅcｏｎｏｍｉcｓ，
２０２０， ４１（３）： １７ － ２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７］ 　 罗建强， 姜亚文， 李洪波． 农机社会化服务生态系统：制
度分析及实现机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 Ｊ］ ． 农

业经济问题， ２０２１， ４２（６）： ３４ － ４６．
ＬＵＯ Ｊ Ｑ， ＪＩＡＮＧ Ｙ Ｗ， ＬＩ Ｈ Ｂ．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
ｃｈｉｎｅ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 ．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gｒｉc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c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１， ４２（６）：
３４ － ４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８］ 　 何得桂， 公晓昱． 农业价值链视角下小农户融入社会化服

务体系的有效实现路径［ Ｊ］ ． 农村经济， ２０２１（１１）： ９５ －
１０３． 　
ＨＥ Ｄ Ｇ， ＧＯＮＧ Ｘ Ｙ．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Ｊ］ ． Ｒｕｒａｌ Ｅc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１ （１１）：
９５ － １０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９］ 　 彭建仿．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的形成与演进［ Ｊ］ ． 华南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１６（４）： ４５ － ５２．
ＰＥＮＧ Ｊ 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gｒｉc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cｉａｌ Ｓcｉｅｎc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１６（４）： ４５ － ５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０］ 　 贾汉星， 郭文波．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供应链金融信用

传导机制分析与对策： 基于核心企业结构洞视角［Ｊ］ ． 首

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５）： １６０ － １６８．
ＪＩＡ Ｈ Ｘ， ＧＵＯ Ｗ Ｂ．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ｅｄ⁃
ｉ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ｏ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cｉａｌ Ｓcｉｅｎc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５）： １６０ － １６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１］ 　 郑小玉， 刘冬梅， 曹智． 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 内

涵、构成与发展［Ｊ］ ．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２０（１０）： ５６ － ６４．
ＺＨＥＮＧ Ｘ Ｙ， ＬＩＵ Ｄ Ｍ， ＣＡＯ Ｚ．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ｆｔ Ｓcｉｅｎcｅ， ２０２０（１０）：
５６ － ６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２］ 　 彭建仿， 胡森森．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链的商业模式创

新［Ｊ］ ．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１８（６）：

１ － １１．
ＰＥＮＧ Ｊ Ｆ， ＨＵ Ｓ 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
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g⁃
ｒｉc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cｉａｌ Ｓcｉｅｎc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１８（６）：
１ － １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３］ 　 陈林， 商文江． 新时代小农与社会化服务研究［ Ｊ］ ． 行政

管理改革， ２０１８（７）： ５６ － ６０．
ＣＨＥＮ Ｌ， ＳＨＡＮＧ Ｗ Ｊ．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ｚ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２０１８ （７）： ５６ －
６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４］ 　 周雪光， 艾云．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一个分析框架

［Ｊ］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０（４）： １３２ － １５０．
ＺＨＯＵ Ｘ Ｇ， ＡＩ 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ｏｇ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 ． Ｓｏcｉａｌ Ｓcｉｅｎc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４）： １３２ － １５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５］ 　 江光辉， 胡浩． 农业企业纵向一体化契约模式选择及动

态演变：基于生猪养殖企业的案例分析［Ｊ］ ． 南京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２２（３）： １６４ － １７６．
ＪＩＡＮＧ Ｇ Ｈ， ＨＵ 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ｏｄ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ｇ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g Ａgｒｉc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cｉａｌ Ｓcｉｅｎc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２， ２２ （３ ）： １６４ － １７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１６］ 　 高杰．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农业准一体化经营组织分

析［Ｊ］ ． 经济问题探索， ２０１３（１）： １２３ － １２７．
ＧＡＯ Ｊ．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ｑｕａｓ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Ｊ］ ．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Ｅcｏｎｏｍｉc Ｉｓｓｕｅｓ， ２０１３ （１）： １２３ － １２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７］ 　 郑晓书， 王芳． 一个不完全契约履约效率的案例研究：
基于农业循环经济项目的实践逻辑［Ｊ］ ．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２１， ４２（１０）： ６４ － ７７．
ＺＨＥＮＧ Ｘ Ｓ， ＷＡＮＧ Ｆ．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Ｊ］ ．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gｒｉc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c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１， ４２（１０）： ６４ － ７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责任编辑　 高　 峻）

·９４９１·李梦琪， 等．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视角下农业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双向困境及其破解机制———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柑橘供应链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