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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载体，按照“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

扶持农民”的政策理念，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近十年来一直把扶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作为一项重要举措，期望

通过“扶持政策( 政府)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政策路径，实现扶持农业，扶持农民，促进农业产业化的目

的。以江西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为例，研究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龙头企业绩效评价问题，试图对多年来受到政

策惠顾的农业龙头企业产生的基于农户视角的行为绩效作出合理评价。结果表明，从横向上看，基于农户视角

的农业龙头企业绩效普遍偏低，且潜在绩效也不明显; 从纵向上看，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龙头企业绩效有逐年

提高的趋势。据此: ( 1) 政府有必要延续扶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政策理念; ( 2) 要根据农业龙头企业基于农

户视角绩效的动态评价结果，调整优化扶持政策; ( 3) 应当将扶持政策转化为基于农户视角绩效表现突出的农

业龙头企业列为“重中之重”扶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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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Jiangxi Province of China，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performance of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 LA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 1) from
the crosswise view，the performance of LA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is widely insufficient; ( 2 ) The
performance of LA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is yearly increasing． Therefore，Government should con-
tinu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E，and，on the other hand，the leading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have
to improve the weak aspects which concern the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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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农户视角的龙头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O 准则层 A 指标层 B

基于农户 利益联结紧密度 A1 公司 + 农户: 带动农户数 B1

视角的 公司 + 基地 + 农户: 基地原材料比例 B2

龙头企业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带动合作社数 B3

绩效评价 农户收入 A2 户均收入 B4

利润返还率 B5

入股数( 农户入股占有比例) B6

农户潜在绩效 A3 培训农民投入额 B7

基地投入额 B8

一、引 言

目前，我国农业龙头企业形成了以 894 家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为核心、以 7 500 多家省级龙头

企业为骨干、以 8 万多家中小型龙头企业为基础

的发展格局，其中，江西已形成以 27 家国家级重

点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407 家省级农业龙头企

业为主体、700 余家市级龙头企业为基础的龙头

企业格局。
按照政策设定的初衷，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

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因此，中

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选择一批又一批农业龙头企业

进行政策扶持的目的是通过扶持对象的组织带动

作用，引导和带动广大农户转换经营机制，积极投

身市场农业，走规模化、专业化的产业化经营道

路，成为市场农业的有效主体。这样，农业龙头企

业的行为绩效，特别是着眼于农户视角的行为绩

效，就是政府和农民高度关注的对象，也是评价扶

持政策实际效果的重点。
从整体上看，扶持

政策应该是发挥了积极

作用的。例如，2010 上

半年，江西省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15% ; 农业

产业化“双十双百”龙头

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利

税、出口创汇分别同比增

长 18%、21%、4% ; 省级

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直接

带动农户 328 万户，同

比增长 12% ; 农户从事

农业产业 化 经 营 户 均 增 收 1 086 元，同 比 增 长

11% ( 农业产业化信息网 http: / / cyh． hljagri． gov．
cn) 。但是，从微观上看，由于农业龙头企业也是

企业，具有一般企业的特征，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

驱使下，有可能忽视担负的“龙头职责”，将得到

的政策优惠完全用于企业自身的经营目标。这

样，农业龙头企业自身追求的绩效与这里所说的

基于农户视角的绩效之间就有可能存在冲突和偏

差。这也就是说，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龙头企业

的行为绩效的生成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从更为通俗的角度而言，依据关注主体、评价

主体( 评价角度) 的不同，农业龙头企业的行为绩

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从企业自身角度关注的

“绩效”( 基于企业视角的绩效) 、从农户角度关注

的“绩效”( 基于农户视角的绩效) 、从社会角度关

注的“绩效”( 基于社会视角的绩效) 。这三个方

面的“绩效”，彼此之间有联系，但是侧重点不同，

相互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和等同。例如，基于企业

视角的“绩效”大，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视角的

“绩效”也大。反之，亦然。这也说明，各类扶持

政策下放到农业龙头企业之后，实际产生的效果

和作用，在企业自身、农户、社会三者各自关注的

方面，在理论上应该是所区别的。这也进一步说

明，农业龙头企业的绩效评价问题，是一个复杂问

题，从不同的角度，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而要得

到正确的结果，选准评价的视角十分重要。显然，

农业龙头企业的“产出”或者“绩效”，相对于一般

工商企业来说，更应该关注的是基于农户视角的

绩效，因为它们主动申请承担了“龙头”职责，并

因此得到政策的惠顾。

二、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一)设立评价指标

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遵循层次性的原则，按

照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 3 个层次设置指标体

系。目标层代表研究的目标，即基于农户视角的

农业龙头企业绩效评价; 准则层反映研究目标的

分解，但又高于具体的指标，介于目标与指标之

间; 指标层则是具体的观测点和描述手段( 表 1) 。
综合考虑农户的直接与潜在利益需求，农户

视角绩效评价设立 3 个一级目标: 利益联结紧密

度: 农户收入、农户潜在绩效。利益联结紧密度:

反映农户与龙头企业利益联结的密切程度。政府

扶持龙头企业，旨在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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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发展。初步假设紧密度越

高，基于农户视角的企业绩效也越高; 农户收入:

反映农户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需求，是影响基于

农户视角的企业绩效的最直接、最主要方面。初

步假设农户收入越高，基于农户视角的企业绩效

也越高; 农户潜在绩效: 反映影响农户视角的企业

绩效的潜在性、长期性因素，它看起来不直接反映

在当期的企业绩效上，却对农户视角的企业绩效

有深刻影响。例如，龙头企业的基地投入和培训

农民投入。同样，初步假设农户潜在绩效越高，农

户视角的企业绩效也越高。
(二)指标解释

在 3 个一级目标之下，根据研究目标以及数

据的可采集性程度，具体设立 8 个观测指标，具体

含义如下: ( 1) 带动农户数: 通过与农户签订购销

合同、利润返还协议、吸收入股以及其他形式带动

的农户数，区别与龙头企业处于纯市场关系的农

户。( 2) 基地原材料比例: 农业龙头企业从其原

材料基地采购原材料的数量与其加工原材料总量

的比例。( 3) 带动合作社数: 龙头企业带动成立

合作社的个数，表示龙头企业对农民的服务支持。
( 4) 户均收入: 平均单个农户通过为农业龙头企

业提供农副产品、劳动力、出资、土地等资源而从

企业获得的各种收入。( 5 ) 农民参股数: 指龙头

企业吸收农户参股的具体份额。( 6 ) 利率返还

率: 部分龙头企业年终时会根据经营状况，以签约

农户交售量为依据，从利润中按比例向签约农户

进行“二次分配”返利。具体计算为: 利润返还率

= 二次返利额 /利润。( 7 ) 培训农民投入额: 龙头

企业用于帮助农户提高农技水平而投入的培训专

项经费。( 8) 基地投入额: 企业当年对基地建设

投入、农户生产资料垫付。
(三)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的权重

1． 建立判断矩阵。应用专家调查法，通过发

放判断矩阵调查表，对省内政府部门、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遴选出

12 位有代表性的专家进行书面调查。经收集整

理，得到正式的判断矩阵。
( 1) 第一层矩阵。O － A( 相对于评价目标而

言，利益联结紧密度、农户收入、农户潜在绩效的

相对重要性比较) :

1 0． 97 5． 44
1． 03 1 6． 83









0． 18 0． 15 1

，λmax = 3． 004，CI =0． 002，

CR = 0． 004 ＜ 0． 1。
( 2) 第二层矩阵。A － B1 ( 相对于利益联结紧

密度而言，带动农户数、基地原材料比率、带动合

作社数的相对重要性比较) :

1 3． 00 4． 50
0． 33 1 2． 78









0． 22 0． 36 1

，λmax = 3． 042，CI =0． 021，

CR = 0． 037 ＜ 0． 1。
A － B2 ( 相对于农户收入而言，户均收入、利

润返还率、入股数的相对重要性比较) :

1 4． 71 2． 75
0． 21 1 1． 31









0． 36 0． 77 1

，λmax = 3． 073，CI =0． 037，

CR = 0． 063 ＜ 0． 1。
A － B3 ( 相对于农户潜在绩效而言，农民培训

投入金额、基地投入额的相对重要性比较) :

1 0． 80[ ]1． 25 1
2． 计算指标权重。先计算单个判断矩阵各因

素的权重，并对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进行检验，然

后计算所有指标相对于评价目标的总权重( 即指

标归一化处理，表 2) 。
从表 2 数据可知，进入前 3 位的指标权重分

别为户均收入( 0． 311 7) 、带动农户数( 0． 276 3) 、
基地 原 材 料 比 例 ( 0． 113 1 ) ，占 总 权 重 的 70．
11%，是影响农户视角的企业绩效的重要方面，应

列为重点考察指标。

三、纵向与横向评价

本文选择 18 家分布于南昌、宜春、九江、抚州

等地的省级和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进行绩效评

价。评价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横向评价

是对各企业之间在同一时间段 ( 某一年度) 绩效

水平高低的评价，以反映评价对象在被评价企业

群体中的绩效水平; 纵向评价则是对企业自身在

不同时间段( 连续若干年) 绩效水平高低的评价，

以反映企业连续若干年绩效水平的发展变动情

况。横向与纵向评价均通过计算单指标评价值和

综合评价值来进行，单指标评价值和综合评价值

的计算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 ( 限于篇幅，计算公

式和计算过程从略) 。为了不泄露企业的商业秘

密，18 家样本企业分别用 A、B、C、D、E、F、G、H、I、
J、K、L、M、N、O、P、Q、R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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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龙头企业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目标层 O 准则层 A 指标层 B 总权重

利益联结紧密度 A1 公司 + 农户: 带动农户数 B1

0． 439 454 4 0． 628 813 0． 276 3

公司 + 基地 + 农户: 0． 113 1

基地原材料比例 B2

0． 257 396 3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0． 050 0

带动合作社数 B3

0． 113 790 7

基于农户视角的 农户收入 A2 户均收入 B4 0． 311 7

龙头企业绩效评价 0． 484 866 7 0． 642 850 9

利润返还率 B5 0． 086 5

0． 1784 686

入股数 0． 086 7

( 农户入股占有比例) B6

0． 178 680 6

农户潜在绩效 A3 培训农民投入额 B7 0． 033 6

0． 075 678 9 0． 443 954 1

基地投入额 B8 0． 042 1

0． 556 045 9

表 3 江西 18 家农业龙头企业基于农户视角绩效的评价指标值(2009)

指标 A B C D E F G H I

带动农户数 /户 28 000 4 250 5 549 1 340 1 340 12 000 27 200 3 150 28 000

基地原材料比例 /% 90． 00 80． 00 40． 00 89． 50 89． 50 50． 00 33． 73 35． 00 18． 03

带动合作社数 /个 48． 00 0． 00 6． 00 15． 00 15． 00 180． 00 2． 00 1500． 00 1． 00

户均收入 /万元 1． 07 1． 79 0． 28 1． 13 1． 10 1． 27 0． 11 0． 12 0． 63

利润返还率 /% 0． 00 0． 00 11 0． 00 0． 00 1． 50 0． 00 11 0． 00

农户入股数 /股 0． 00 750 50． 00 0． 00 17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培训农民投入 /万元 550． 00 280 48． 00 110． 00 60． 00 0． 00 1． 1 16． 1 13． 00

基地投入额 /万元 3 000． 00 610． 00 1 800． 00 720． 00 290． 00 100． 00 110． 00 66． 87 1 800． 00

指标 J K L M N O P Q R

带动农户数 /户 12 364 3 100 3 600 2 800 9 100 17 860 2 800 49 562 3 100

基地原材料比例 /% 93． 89 100． 00 100． 00 79． 16 85． 00 36． 50 56． 00 47． 00 36． 10

带动合作社数 /个 8． 00 28． 00 0． 00 650． 00 1． 00 1． 00 1． 00 4 956． 00 0． 00

户均收入 /万元 1． 84 2． 99 0． 23 0． 10 0． 08 1． 30 0． 17 1． 20 1． 50

利润返还率 /% 6． 68 0． 00 0． 00 0． 00 3． 70 0． 00 0． 00 5． 00 0． 00

农户入股数 /股 187． 00 0． 00 0． 00 0． 00 102． 00 0． 00 0． 00 46． 00 0． 00

培训农民投入 /万元 80． 00 128． 00 5 10． 00 14． 30 2． 80 8． 00 2． 00 1． 2

基地投入额 /万元 685． 00 820． 00 4 580． 00 531． 00 510． 34 54． 80 610． 00 19． 00 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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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横向评价

包括: ( 1) 评价指标值的收集( 表 3) ; ( 2) 单指

标评价值的计算( 表 4) ; ( 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二)纵向评价

包括: ( 1) 评价指标值的整理; ( 2 ) 单指标评

价值的计算; ( 3)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四、评价结果与政策建议

(一)评价结果

1． 横向评价结果。从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

( 表 5) ，Q 企业的绩效最好，综合评价值为 70． 250
0。排名 2 至 5 位的分别为 K、A、J、B，其综合评价

值分别为 67． 072 6，65． 202 4，64． 409 1，63． 704 5; 综

合评价值最差的为 P 企业，得分为 44． 645 5。
从 3 个准则层的指标可以看出，在利益联结

紧密度方面( 表 6 ) ，Q 企业最好，为 90． 014 8，其

余均在 80 以下，最差的是 R 企业，为 44． 887 3;

在农户收入方面 ( 表 7 ) ，K、B 企业最好，分别为

78． 571 1 和 73． 352 1，其余均在 70 以下，最差的

为 M 企业，为 40． 265 4; 在潜在绩效方面( 表 8) ，

表 4 江西 18 家农业龙头企业基于农户视角绩效的单指标评价值(2009)

指标 A B C D E F G H I

带动农户数 0． 732 5 0． 437 8 0． 454 0 0． 401 7 0． 401 7 0． 534 0 0． 722 6 0． 424 2 0． 732 5

基地原材料比例 0． 926 8 0． 853 6 0． 560 8 0． 923 1 0． 923 1 0． 634 0 0． 514 9 0． 524 2 0． 400 0

带动合作社数 0． 405 8 0． 400 0 0． 400 7 0． 401 8 0． 401 8 0． 421 8 0． 400 2 0． 581 6 0． 400 1

户均收入 0． 604 0 0． 752 0 0． 440 9 0． 617 0 0． 610 5 0． 644 9 0． 407 2 0． 408 0 0． 514 2

利润返还率 0． 400 0 0． 400 0 0． 588 6 0． 400 0 0． 400 0 0． 425 7 0． 400 0 0． 588 6 0． 400 0

农户入股数 0． 400 0 1． 000 0 0． 440 0 0． 400 0 0． 536 0 0． 400 0 0． 400 0 0． 400 0 0． 400 0

培训农民投入 1． 000 0 0． 705 5 0． 452 4 0． 520 0 0． 465 5 0． 400 0 0． 401 2 0． 417 6 0． 414 2

基地投入 0． 792 5 0． 478 5 0． 634 8 0． 493 0 0． 436 5 0． 411 5 0． 412 8 0． 407 2 0． 634 8

指标 J K L M N O P Q R

带动农户数 0． 538 5 0． 423 6 0． 429 8 0． 419 9 0． 498 0 0． 606 7 0． 419 9 1． 000 0 0． 423 6

基地原材料比例 0． 955 3 1． 000 0 1． 000 0 0． 847 5 0． 890 2 0． 535 2 0． 677 9 0． 612 1 0． 532 3

带动合作社数 0． 401 0 0． 403 4 0． 400 0 0． 478 7 0． 400 1 0． 400 1 0． 400 1 1． 000 0 0． 400 0

户均收入 0． 763 9 1． 000 0 0． 431 0 0． 404 1 0． 400 0 0． 651 8 0． 419 0 0． 631 0 0． 693 1

利润返还率 0． 514 6 0． 400 0 0． 400 0 0． 400 0 0． 463 4 0． 400 0 0． 400 0 0． 485 7 0． 400 0

农户入股数 0． 549 6 0． 400 0 0． 400 0 0． 400 0 0． 481 6 0． 400 0 0． 400 0 0． 436 8 0． 400 0

培训农民投入 0． 487 3 0． 539 6 0． 405 5 0． 410 9 0． 415 6 0． 403 1 0． 408 7 0． 402 2 0． 401 3

基地投入 0． 488 4 0． 506 1 1． 000 0 0． 468 1 0． 465 4 0． 405 6 0． 478 5 0． 400 9 0． 400 0

表 5 江西 18 家农业龙头企业总目标综合绩效评价值(2009)

企业名称 综合评价值 排序 企业名称 综合评价值 排序

Q 70． 250 0 1 D 53． 531 8 10

K 67． 072 6 2 R 51． 287 2 11

A 65． 202 4 3 L 51． 120 4 12

J 64． 409 1 4 G 50． 497 5 13

B 63． 704 5 5 N 49． 837 4 14

O 55． 123 8 6 C 47． 731 7 15

F 54． 363 7 7 M 46． 455 5 16

E 54． 088 0 8 H 44． 951 3 17

I 53． 784 0 9 P 44． 645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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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江西 18 家农业龙头企业利益联结紧密度综合评价值(2009)

企业名称 综合评价值 排序 企业名称 综合评价值 排序

Q 90． 014 8 1 F 54． 697 2 10

A 74． 533 5 2 B 54． 055 2 11

G 63． 244 7 3 M 53． 661 2 12

J 63． 013 5 4 D 53． 595 5 13

I 60． 908 9 5 E 53． 595 5 14

N 58． 782 2 6 P 48． 403 8 15

L 57． 316 1 7 C 47． 540 9 16

K 56． 964 6 8 H 46． 785 4 17

O 56． 478 8 9 R 44． 887 3 18

表 7 江西 18 家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收入综合评价值(2009)

企业名称 综合评价值 排序 企业名称 综合评价值 排序

K 78． 571 1 1 A 53． 115 2 10

B 73． 352 1 2 I 47． 341 6 11

J 68． 112 2 3 C 46． 710 6 12

R 58． 840 4 4 H 43． 878 0 13

Q 57． 035 2 5 N 42． 590 0 14

F 56． 203 5 6 L 41． 995 5 15

O 56． 186 8 7 P 41． 222 5 16

E 55． 963 3 8 G 40． 463 1 17

D 53． 947 9 9 M 40． 265 4 18

表 8 江西 18 家农业龙头企业潜在绩效综合评价值(2009)

企业名称 综合评价值 排序 企业名称 综合评价值 排序

A 88． 459 3 1 P 44． 752 5 10

L 73． 604 9 2 N 44． 329 6 11

B 57． 925 8 3 M 44． 272 3 12

C 55． 381 7 4 H 41． 177 6 13

I 53． 686 6 5 G 40． 766 2 14

K 52． 098 1 6 F 40． 639 9 15

D 50． 495 9 7 O 40． 445 3 16

J 48． 787 3 8 Q 40． 145 1 17

E 44． 933 5 9 R 40． 058 1 18

表 9 C 公司 2005—2009 年基于农户视角绩效评价指标值

指标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带动农户数 /户 2 180． 00 2 860． 00 3 186． 00 4 980． 00 5 549． 00

基地原材料比例 /% 0 0 0 45 40

带动合作社数 /个 1 3 3 6 6

户均收入 /万元 0． 15 0． 21 0． 18 0． 29 0． 28

利润返还率 /% 3 2 10 10 11

农户入股数 /股 0 0 0 15 50

培训农民投入 /万元 12 22 28 36 48

基地投入额 /万元 370 450 640 1 490 1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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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C 公司 2005—2009 年基于农户视角绩效单指标评价值(无量岗化处理后)

指标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带动农户数 0． 400 0 0． 521 1 0． 579 2 0． 898 7 1． 000 0

基地原材料比例 0． 400 0 0． 400 0 0． 400 0 1． 000 0 0． 933 3

带动合作社数 0． 400 0 0． 640 0 0． 640 0 1． 000 0 1． 000 0

户均收入 0． 400 0 0． 681 6 0． 560 2 1． 000 0 0． 943 2

利润返还率 0． 466 7 0． 400 0 0． 933 3 0． 933 3 1． 000 0

农户入股数 0． 400 0 0． 400 0 0． 400 0 0． 580 0 1． 000 0

培训农民投入 0． 400 0 0． 566 7 0． 666 7 0． 800 0 1． 000 0

基地投入 0． 400 0 0． 433 6 0． 513 3 0． 869 9 1． 000 0

表 11 C 公司 2005—2009 年利益联结紧密度综合评价值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利益联结紧密度 40． 000 0 50． 346 2 53． 997 0 93． 627 9 98． 284 0

表 12 C 公司 2005—2009 年农户收入综合评价值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户收入 41． 189 8 58． 099 9 59． 816 1 91． 305 7 96． 351 8

表 13 C 公司 2005—2009 年农户潜在绩效综合评价值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潜在绩效 40． 000 0 49． 265 7 58． 138 0 83． 888 4 100． 000 0

表 14 C 公司 2005—2009 年基于农户视角绩效综合评价值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一级目标综合评价值 40． 576 9 54． 023 9 57． 131 9 91． 764 9 97． 477 2

最好的是 A 企业，为 88． 459 3，其余均在 80 以

下，最差的为企业 R，为 40． 058 1。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将基于农户视角的江西

农业龙头企业的绩效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基于农户视角的企业绩效普遍偏低。
18 家样本企业，最高的总目标综合评价值仅为

70． 250 0，超过 2 /3 的样本企业的综合评价值在

45 至 60 之间，说明大多数企业的龙头带动行为

还比较薄弱，因而基于农户视角的企业绩效总体

水平偏低。
第二，农户潜在绩效明显不足。即培训农民

投入和基地建设投入不足，造成农户视角绩效的

潜在能力欠缺。从长远看，这是决定农户视角绩

效的关键方面，若是不注重此方面的投入，基于农

户视角的龙头行为必然减弱。
第三，被带动农户的收入总体水平不高。户

均收入、农户入股、利率返还率水平表现不高。除

了 K、B、J 三家企业在 60 以上外，其余 15 家企业

全在 60 以下。特别是农户入股、利率返还率水平

低，18 家样本企业中农户入股数为 0 的企业有 12
个，占 2 /3; 利率返还率为 0 的也有 12 个，也占 2 /
3。这说明参与农户的获利途径还比较单一，更深

层次的利益分配机制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
第四，利益联结紧密度总体偏低。带动农户

数、基地原材料采购比例、带动合作社数等指标偏

低。得分超 90 的只有 Q 一个企业，绝大多数企

业的得分在 45 至 60 之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普遍较少，这是利益

联结紧密程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2． 纵 向 评 价 结 果。由 表 9 ～ 表 14 可 知，

2005—2009 年，C 企业的综合评价值逐年提高，

特别是从 2007—2008 年，一级目标综合评价值由

57． 131 9 提高到 91． 764 9。对应到各个准则层，

2007—2008 年均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二)政策建议

根据对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基于农户视角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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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评价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 1) 政府有必要延续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政

策理念。一方面，从横向评价结果看，农业龙头企

业基于农户视角绩效普遍偏低，特别是影响农户

视角绩效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即带动农户数、农
户收入、基地原材料采购比例依然很低; 另一方

面，从纵向评价结果看，基于农户视角的企业绩效

逐年提高，说明政策扶持是有效果的。综合这两

个方面的结果，政府有必要延续扶持农业龙头企

业的政策理念。
( 2) 针对农业龙头企业基于农户视角绩效的

薄弱环节，调整优化扶持政策。从横向评价看，一

部分企业的有些绩效较高，而有些方面却处于空

置的状态。例如，带动合作社数量，部分龙头企业

甚至出现零的现象，这严重影响农户与龙头企业

的利益联结紧密程度。另外，大多数企业没有进

行二次利润返还。因此，需要针对农业龙头企业

基于农户视角绩效的薄弱环节，调整优化扶持政

策。
( 3) 根据政策设计的理念，应该在各级政府

重点扶持的农业龙头企业中，将扶持政策转化为

农户视角的绩效表现突出的农业龙头企业列为

“重中之重”扶持对象。换句话说，贯彻执行政策

好、让农民得到实惠更多的企业应当给予更多的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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