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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养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目前我国一种重要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运用博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此

类合作组织中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收购商等不同博弈方在采取不同博弈策略中的得益情况进行深入分

析，从中发现降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成本是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有效措施，农户愿意遵守农产品种养技术标准

是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和趋势，违约金的多少是决定买卖契约得到切实履行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加快种养

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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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nting and breeding industry farmers’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farmers’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Using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 of Game，based on the deep analysis of
different benefits of various game parties like farmers，farmers’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buyers，etc，with
numerous means of game strategies，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o reduce the cost of farmers’joining the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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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经营形式，而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重要的市场主体。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数量及入社农户呈现快速增长的势
［1 － 2］，截

至 2010 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超过 35 万

家，入社农户约 2 800 万户。农民合作社的蓬勃

发展，为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

业产业 化 经 营，提 高 农 民 收 入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3 － 6］。

为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持续发展，农

业部会同有关部委从 2009 年起组织开展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建设行动”，提出要在全国择

优培育扶持一批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产品质

量优、民主管理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示范性建设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依

赖的基础是自愿联合的农户和利益相关方，不同

决策主体之间既有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
［7 － 11］，

即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合作组织、农户与收购商等

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博弈行为
［12 － 16］。

现实中由于博弈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加

之市场经济利益至上和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等因

素影响，合作组织内相关博弈方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为自身目标，表现出一种不完全合作的状态。
但是，事实上合作组织内各博弈方并不都是根据

个体利益最大化决策行为的，也有一些策略中存

在以合作组织整体利益为目标的行为，想办法提

高合作组织内各博弈方决策行为的理性和效率尤

为关键。
种植业和养殖业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种

养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入门槛较低，地缘亲缘

关系较为紧密，受到广大农户的青睐，是当前农民

合作组织存在的一种重要类型
［17 － 20］。同时，由于

生产技术标准相对传统种养业更高，市场价格风

险更大等因素的影响，种养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发展依赖于各方的合作。为此，研究种养类农民

专业合作社相关博弈方策略选择的判断，寻找具

有相对稳定性的策略组合，预测博弈的可能结果对

于促进种养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作用明显。

二、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博弈分析

农户作为一个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否加

入农民合作社是其一种理性行为选择过程。农户

与农户之间入社博弈的特征，类似囚徒困境博弈

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种情况: 假设只有一些农

户入社的情况下，比如说甲群体农户早入社，乙群

体农户晚入社，那么早入社的农户的产品销售渠

道及价格就有优势，假设甲群体平均获利 μ1，乙

群体平均获利 μ0，一般是 μ1 ＞ μ0。第二种情况:

与第一种情况假设相反。第三种情况: 假设甲乙

群体农户同时入社，此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种养

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在市场需求一定的条件下，价

格下降，组织内农户的平均收益下降，加入农户的

平均获利是 μ3，会出现 μ1 ＞ μ3的情况。第四种情

况: 假设农户甲群体和农户乙群体都不加入，它们

的平均获利是 μ0，μ3 ＞ μ0。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设两个外部条件相似

的农户群体，把它们“加入”与“不加入”的得益情

况进行比较。他们在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前的

收益为 μ0，一方加入的收益为 μ1，双方同时加入

的收益为 μ2，加入时所需要的种养成本为 Cj ( 主

要包括生产设施投资、技术管理人员劳务费、风险

等成本) ，不加入时所需要的种养成本为 Cb ( 主要

包括生产设施投资、风险等成本) ，假设一般情况

下: μ1 ＞ μ2 ＞ μ0，Cj ＞ Cb。
表 1 农户加入合作组织的博弈分析

农户乙

加入 不加入

农户甲

加入 不加入

μ2 － Cj，μ2 － Cj μ1 － Cj，μ0 － Cb

μ0 － Cb，μ1 － Cj μ0 － Cb，μ0 － Cb

由表 1 可知，此博弈符合囚徒博弈的基本特

征，出现双方得益军为 μ2 － Cj 的可能性最大。此

种情形下，农户都会选择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的策略，但此时并不一定是合作组织整体得益最

大。可以推断，要吸引农户加入合作组织，必须使

得 μ2 － Cj ＞ μ0 － Cb，只有此种情况下才可以获得

有利于组织之外农户加入的纳什均衡。如果市场

需求扩大，合作组织需要吸收更多的农户加入合

作组织，可以想办法降低农户加入组织的成本 Cj

使得 μ2 － Cj ＞ μ0 － Cb得到进一步巩固，形成吸引

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组织的良性循环。可见，种养

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初期吸引农户加入会比

较困难，当市场需求较大时，合作组织达到一定规

模后更容易吸引农户加入。

三、农户遵守生产技术标准的博弈分析

种养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之间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合作基础，就是合作组织内农户种养要

符合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如果合作组织内部成员

不遵守合作协议，比如不按协议规定施肥、用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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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进行生产，组织内部的整体利益将可能

受到大的损失。种养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成员

有遵守或不遵守协议的两种可能性，只要有一户

不遵守协议，产生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即对整个合

作组织内的种养产品质量带来负面因素，收购商

认为合作组织生产的同批次产品不合格，大家的

利益都受损。因此，此博弈中所有的博弈方其实

只有“遵守”和“不遵守”两种可选策略，只有在大

家都选择“遵守”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合作的利

益各 1 个单位，只要有一家农户不按照技术标准

种养，整批次农产品的质量视为不合格，合作组织

内农户的得益都是 0。因此，此类博弈可以简化

看成两类型( 遵守与不遵守) 博弈方的博弈。
表 2 农户执行生产技术标准协议博弈

农户 1

遵守 不遵守

农户 2

遵守 不遵守

1，1 0，0

0，0 0，0

农户 1 + 农户 2 = 合作组织内总的农户数。

从该博弈的得益情况看，前一个策略优于后

一个策略，完全理性假设条件下的农户都会坚持

遵守协议。事实上，由于有限理性的思想支配行

动，开始时组织内总会有农户为了获得超额利益，

出现不遵守生产技术标准的行为。我们假设合作

组织内“遵守”类型的农户比例是 α，那么“不遵

守”类型的农户为 1 － α。合作组织内农户随机配

对进行博弈时，每个博弈方都可能遇到两类不同

类型的对手，遇到“遵守”的概率是 α，遇到“不遵

守”的概率是 1 － α。
由此可见，一个博弈方的得益一方面取决于

自己的类型，另一方面取决于随机配对遇到的对

手类型。分别计算出“遵守”与“不遵守”两种类

型博弈方各自的期望得益 μz 和 μb :

μz = α × 1 + ( 1 － α) × 0 = α ( 1)

μb = μb × 0 + ( 1 － α) × 0 = 0 ( 2)

组织内部成员的平均得益为:

μ = α × μz + ( 1 － α) × μb = α
2 ( 3)

可以看出，除非所有的博弈方都是不遵守协

议( α = 0) ，否则两类博弈方的得益就有明显的差

异，即“遵守”的农户高于“不遵守”的农户，也高

于平均得益( α ＞ α2，因为 0 ＜ α ＜ 1) 。只要博弈方

有基本的理性和判断能力，加上种养户的地缘、亲
缘关系的影响，“不遵守”的农户早晚会发现上述

得益差异，改变自己的策略，这也是种养类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进一步分析，两种类型博弈方的比例 α

和 1 － α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化。将其时间的函数列为:

α( t) ; 1 － α( t) ( 4)

此博弈是有限理性的博弈，如果组织内农户

都不遵守生产技术标准，该组织将很难维持下去，

终将解散。故采用“遵守”类型博弈方的比例来

分析，看其比例动态变化的速度，用下面动态微分

方程表示:

dx /dt = α( μz － μ ) ( 5)

其中 α 表示“遵守”类型博弈方的比例; μz 表

示采用“遵守”策略的期望得益; μ 表示所有博弈

方的平均策略得益; dx /dt 表示“遵守”类型博弈

方比例的变化率。把“遵守”策略博弈方的期望

得益和合作组织内所有博弈方的平均得益代入上

述方程中，得到:

dx /dt = α( α － α2 ) = α2 － α3 ( 6)

其中 α 有等于 0 和大于 0 两种情况，按照前

面的假设，只讨论 α 大于 0 的情形。当 α ＞ 0 时，

如果采用这种策略的期望得益超过平均得益的幅

度为正，即 α ＞ α2 ( 因为 0 ＜ α ＜ 1) ，那么上述变化

率为正，即采用“遵守”的博弈方会逐步增加，当 α
= 1 时，变化率为 0 ，即采用“遵守”策略的博弈方

不会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可以看出，要让合作组

织内农户遵守种养的技术标准，需要通过采取教

育、管理等多种综合措施，使尽量多的农户熟悉并

遵守生产技术标准，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内农户

生产农产品质量的整体稳定性。

四、农户与收购商之间是否违反供货协

议的博弈分析

合作组织内农户种养的农产品销售多数是与

收购商之间以协议的方式约定，因为农产品的种

植或养殖有一个比较长的生产周期，种养的农产

品上市时，当初约定的价格与市场价格可能会有

一个差异。如果遇到农产品价格波动大时，差异

较大，某一方单方面违反协议的可能性大，特别是

农户有可能完全按照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

发，不顾组织的长期利益和集体利益私自违约，组

织的长期健康发展受到阻碍。当然，签约商也有

可能生产经营没有效益违约，使农户的利益受和

自身的信誉受损。
假设模型中的博弈方分别是签约商和合作组

织内的农户。假定契约价格固定为 P，在市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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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户与收购商履行供货协议的博弈分析

农户 1

履约 违约

签约商

履约 违约

Qp － C，R － QP － f QP － C + E，，R － QP － f － E
QPg － C － E，R － QP － f + E QP － C，R － QP － f

表 4 农户与收购商履行供货协议的博弈分析

农户 1

履约 违约

签约商

履约 违约

Qp － C，R － QP － f QP － C + E，R － Q Pd － f － E
Q Pd － C － E，R － QP － f + E Q Pd － C，R － QPd － f

情好时的价格为 Pg，市场行情差时的价格为 Pd，

则 Pg ＞ P ＞ Pd。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数量为 Q，履

约时全部卖给签约商，违约时全部卖给其他收购

商。农户的生产成本为 C，签约商经营成本为 f，
签约商销售农产品可获得收益为 R，若一方违约

需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E。则博弈双方的收益矩阵

见表 1 和表 2。
由表 3 可知，在市场行情好时，企业的占优

策略是履约，而在企业履约的条件下:

如果农户( QPg － C － E) － ( Qp － C) ＜ 0，即

QPg － QP ＜ E 时，农户通过市场买卖获得超额收

益不足以抵偿违约金的损失，农户会选择履约。
如果农户( QPg － C － E) － ( Qp － C) ＞ 0 ，即

QPg － QP ＞ E 时，农户通过市场买卖获得超额收

益足以抵偿违约金的损失，农户会选择违约。
由表 4 可知，当市场行情不好时，农户的占

优策略是履约，而在农户履约的条件下:

如果签约商( R － QP － f) － ( R － Q Pd － f －
E) ＜ 0，即 QP － QPd ＜ E 时签约商从市场上购买

农产品获得的超额收益不足以抵偿违约金的损

失，企业会选择履约。
如果签约商( R － QP － f) － ( R － Q Pd － f －

E) ＞ 0，即 QP － QPd ＞ E 时签约商从市场上购买

农产品获得的超额收益不足以抵偿违约金的损

失，企业会选择违约。
上述可见，签约商和农户是否履约取决于市

场价格与固定价格之间的差额大小和违约金大小

的比较。在市场价格出现波动的情形下，违约金

的数额成为改善签约商和农户契约关系的重要指

标，如果违约金的数量足够大并能够得到有效执

行的话，签约商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就将得到很好

的执行。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博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种养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合作主体之间的一些博弈行为进行

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种养类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决定农户是否加入组织的重要因素是农

户加入合作组织的成本; 保证组织内农产品质量

标准是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户在此博弈

中有先天的理性优势，只要有一定的时间过渡，坚

持生产技术标准的农户稳定性高; 违约金的多少

是保证合作组织内部农户和收购商之间履约的关

键因素。
实现种养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各主体的最

大得益。第一，要尽量降低农户加入合作组织的

成本。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要重点向种养业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比较发达的地区倾斜，有利于

农户减少生产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 县乡一级农

技部门要加强与此类合作组织的联系，指导农户

进行生产，减少合作组织聘请技术员的管理费用。
只要前期扶持得好，种养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壮大就有基础。第二，要加强对农户遵守生产

技术标准的宣传教育，为了防止少部分农户种养

的农产品不符合要求，合作组织前期可以与经销

商约定一定比例的不合格率，既保证组织内种养

农产品的良好质量信誉，又为实现组织内生产技

术标准的完全统一争取缓冲时间。第三，合作组

织在与收购商签订收购订单时，要在对种养产品

的价格做出一定预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违约金

杠杆，保证农户与收购商的良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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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农业大学聘请黄季焜研究员和孔祥智教授

为《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学术顾问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是江西省教育厅主管、江西农业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

学学术刊物，自 2002 年创刊以来，影响因子和引文频次等指标不断攀升。
为进一步提升社科学报学术质量，江西农业大学特聘请黄季焜研究员和孔祥智教授为《江西农业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学术顾问。6 月 17 日下午，江西农业大学校长、学报学术委员会主任黄路生教

授向黄季焜研究员颁发了《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学术顾问的聘书。
黄季焜现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博士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政策、农

产品供需贸易和预测等研究。孔祥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合作经济、林业经济、农业政策分析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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