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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垂直协作关系来看，契约农业是一种介于市场交易和垂直一体化之间的准垂直一体化组织。 现实中，龙头企业

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主要为销售合同（松散的契约关系） 、生产合同（紧密的契约关系）两种。 销售合同最简单的形式

是双方只约定价格和数量，而且农户能够控制自身的资产和生产；而生产合同是指龙头企业控制农户的生产决策，且农户

需要为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支付一定的费用。 契约农业通常指后者。

【农业经济】

契约农业能有效提高农户的收入吗？
———以肉鸡养殖户为例

侯晶，应瑞瑶，周力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文章运用 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 １１ 个县（市、区）的规模化肉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普通最

小二乘回归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从整体上测度了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引入分位数回归

模型，深入分析契约农业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契约农业在整体上能够

提高农户的人均养殖净收入，但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性，即契约农业仅对低收

入层次农户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其他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作用并不显著；此外，区域分

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契约农业对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 因此，加大对中低收入层次

农户以及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契约农业组织模式创新，并鼓励

部分高收入层次农户自主经营，是有效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户增收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契约农业；农户收入；分位数回归；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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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契约农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ａｒｍｉｎｇ） ，又称“订单农业” “合同农业” ，被视为农业领域纵向协作模式

的主要形式①，在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降低农户市场风险、增加农户收入、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１－３］ 。 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对食品安全

问题的关注，以“龙头企业＋农户”为代表的契约农业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然而，学者

们对中国契约农业的现实考察发现，在契约实践过程中不断涌现出农户增收乏力、契约违约率

居高不下等一系列困扰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突出问题 ［４－６］ 。 这凸显了当前“龙头企业＋农户”
契约模式的推广对正处于深度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并再次引发人们的思

考：中国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收入效应到底如何，契约农业能否有效实现农户增收的目标？ 这

是中国农业产业化政策需回答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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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契约农业对发展中国家农户的影响就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
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及理论探讨。 契约农业的支持者认为，参与契约农业能够降低农户的市场

风险和交易成本，使小农户获得生产资料、资金、市场信息和生产技术等支持，起到促进农户增

收、减少绝对贫困的作用 ［７－９］ 。 例如，Ｔｒｉｐａｔｈｉ 等 ［１０］ 、Ｍｉｙａｔａ 等 ［１１］ 学者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

农户与大公司签约后可以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获得规模经济，并得到更高的报酬，
提高其福利水平；Ｂｒｉｔｈａｌ 等 ［１２］ 对印度奶农的研究发现，契约农业大幅降低农户的市场销售成本

及生产成本，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净利润；Ｓｉｍｍｏｎｓ 等 ［１３］ 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家禽养殖户和水稻种

植户，结果显示参与契约农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资本回报率；Ｍｉｓｈｒａ 等 ［１４］ 对尼泊尔高产品种

水稻种植户的研究发现，契约农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利润和产量，且小规模农户参

与契约农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张昆等 ［１５］ 发现，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紧密的契约关系不

仅能够直接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能通过向农户提供优质生产要素、先进生产技术、信贷

支持等服务，间接提高农户的收入。
与上述观点相反，一些学者因担心契约农业对小规模农户具有“挤出”效应，使农户缺失自

主权和商业决策权，容易被龙头企业利用等，而对契约农业的农户增收效应持否定的态

度 ［１６－１９］ 。 比如，Ｓｉｎｇｈ［１７］ 、Ｍａｅｒｔｅｎｓ［１８］ 等学者指出，小农户获得契约的机会较少，农业龙头企业

倾向于与较大规模的农户签订契约，这将导致农村贫富差距扩大；Ｃａｈｙａｄｉ 和 Ｗａｉｂｅｌ［１９］ 研究了

印度尼西亚小规模棕榈油种植户及其陷入贫困的风险，发现尽管契约农业能够降低油棕价格冲

击的负面影响，但参与契约的农户仍易陷入贫困；Ｍｗａｍｂｉ 等 ［２０］ 对肯尼亚坎德拉地区的鳄梨种

植户的案例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契约农业并不能有效提高其家庭收入、农业收入以及鳄梨种植

收入；Ｒｕｎｓｔｅｎ 和 Ｋｅｙ［２１］ 发现，契约农业会增加发展中国家非参与者的不稳定，破坏传统农户家

庭文化的强大关系，过度依赖经济作物，可能更容易导致食物短缺，并被大企业利用；周立群和

曹利群 ［２２］ 调查分析中国山东省农业产业化后指出，中国存在契约双方市场能力不对等、契约农

户增收乏力等问题；徐健和王旭辉 ［２３］ 分析了中国北方五省不同契约农业组织模式对农户收入

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模式对农户增收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佐证了周立群和曹利群的观点。
由此可见，契约农业一方面为农户提供更好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机会，从而促进了农户收入的提

高，另一方面，农户的契约农业收入效应也可能会因为小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而被削弱。
因而，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到底如何，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仍需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现有文献对契约农业的农户收入效应的分歧，亦反映了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

响具有复杂性。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以往对于农户收入效应的研究普遍采用最小二乘估计

（ＯＬＳ） ，即仅分析条件均值下的农户收入效应，忽略了收入分布顶端和尾部的收入情况。 而农

户收入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其资源禀赋的异质性 ［２４］ ，如果充分考虑农户的收入差别，那么同样的

契约农业组织模式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绩效可能会具有不同的效果，这可能亦是导致契约农

业对农户影响的研究结论具有差异性的原因。 但就已有的文献来看，当前针对契约农业收入效

应的研究仍局限在总体效应方面，尚缺乏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影响的系统分析及实证检

验；且在研究方法上，大多忽略了由于未观测到的农户特征（如经营能力、勤奋、创新精神等）和

契约参与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所导致的测量偏差问题。 因此，采用单一的 ＯＬＳ 进行估计可能导

致结果有偏，而引入能够测度收入分布上差异效应的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充分考虑内生性偏

误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进行契约农业的农户收入效应研究，则更为科学、有效。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发展较快的肉鸡养殖业为案例，对契约农业的农户收

入效应展开了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对江苏省 １１ 个县（市、区）的 ３５９ 户规模化肉鸡养

殖户的实地调查。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引入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在
解决未观测到的农户特征与契约参与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基于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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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条件分布，深入分析契约农业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影响差异，以期制定更具针对性的

农业产业化政策，实现农户增收的目的。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机制与模型设定；第三部分为数据和变量描述；

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及结果；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机制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检验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收入效应，主要通过肉鸡养殖户是否参与契约

农业对其家庭人均养殖净收入的影响效果进行检验。 基于中国禽业产业化的特点，本文所指的

契约农业特指“龙头企业＋农户”的生产合同。 在生产合同模式下，鸡苗、饲料、药品等生产资料

的采购和最终产品销售均由龙头企业负责，而农户则需要按龙头企业的统一要求进行防疫及饲

养管理，并预付保证金。 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主要在于：在生产合同模式下，龙头企

业为农户提供生产要素、资金、技术推广和指导等方面的服务，能有效解决农户生产在资金、技
术、信息等方面的瓶颈约束，提高农户的生产效率，降低农户的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从而增进

农户的收入水平。 具体来说：（ １）龙头企业为签约农户提供生产资料乃至信贷，这大大降低了

农户的生产约束，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农户增收；（ ２）农户参与契约本身可能

就是为了获取更先进的生产技术，龙头企业往往具备技术创新能力，向农户推广自己的新技术

有利于农户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农户的收入增长；（３）从新品种采纳角度看，生产合

同这一紧密的纵向协作关系有利于促进农户的创新能力及先发优势价值，这提升了农户采纳良

种后的利润率；同时，紧密的纵向协作关系能够削弱供应链上下游的抗衡力量，增强自身的市场

力量，这将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盈利水平，提升农户品种改良行为的利益激励，从而实现农户

增收。
鉴于采用收入这一数值型因变量，本研究首先构建了 ＯＬＳ 回归模型，其模型形式如下：

Ｌｎ（Ｙ）＝ α＋βＸ＋γＺ＋ε （１）
其中，Ｙ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家庭的人均养殖净收入（在进行模型回归时，为减小异方

差影响，取自然对数形式） ，即养殖户全年肉鸡总产出的增加值；自变量中，Ｘ 表示农户是否参与

契约农业，Ｚ 表示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养殖特征等一组控制变量向量；ε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更好地考察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方程（１）的估计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关键

性问题：
第一，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由于未观测到的农户特征因素（例如个人能力、勤奋程度、创新

精神等）可能会与农户的契约参与行为具有相关性，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会导致模型的内生

性 ［１１］ ；另一方面，养殖大户有可能存在“自选择”行为，即“大户选择企业、企业选择大户”的马

太效应循环 ［２５］ 。 因此，若采用单一的 ＯＬＳ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内生性偏误。 为解决

这一问题，本文拟同时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对样本选择或自选择偏误加以矫正。 借鉴周

力 ［２５］ 等学者的研究，选取农户养殖场是否位于签约公司的覆盖区域（距离公司 ３０ 公里之内） 、
农户从事肉鸡养殖的机会成本（包括种植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农户从事肉鸡养殖的预算约束

（养鸡借款）为工具变量。 上述几类变量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契约参与决策，但对农户肉鸡养殖

收益的影响是不确定且间接的。
第二，农户收入的实际情形难以满足模型（ １）对随机误差项作出同方差与服从正态分布的

假定，进而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Ｋｏｅｎｋｅ 和 Ｂａｓｓｅｔ 于 １９７８ 年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能够放宽样本均值回归对随机误差项独立同分布的假设 ［２６］ ，故本文拟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

模型研究契约农业的农户收入效应。 相比较于样本均值回归，该模型具备以下优势：一是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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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扰动项强假定的偏离所导致的估计偏误；二是估计结果不易受收入离群值的影响，稳健性

较好；三是分位数回归对于条件分布的刻画更为细致，便于探讨契约农业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

效用影响的差异性。 本文定义 Ｑ ｑ［ Ｌｎ（Ｙ） ］代表 ｑ 分位上的农户收入水平，对于任意的 ０＜ｑ＜１，
构建如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Ｑ ｑ［ Ｌｎ（Ｙ） ］ ＝ αｑ＋βｑＸ＋γｑＺ＋εｑ （２）
综上所述，本文的计量分析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通过 ＯＬＳ 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农户参与契

约农业是否显著提升了他们的人均养殖净收入；二是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选择工具变量以

检验 ＯＬＳ 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鉴于前述回归模型的结果只能描述平均水平，本文计量的

第三部分是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剖析契约农业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人均养殖净收入的

影响差异。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２０１６ 年春季对江苏省 １１ 个县（市、区）的规模化肉鸡养殖户①的问

卷调查。 江苏省作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同时又是中国禽肉生产大省，
在禽业养殖的规模化水平、家禽出栏量、禽蛋产量、农业政策扶持力度等指标方面排名靠前。 可

见，以江苏省肉鸡养殖户为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样本分布于江苏的南部、中部和北部，
样本地均有运行“龙头企业＋农户”契约模式的肉鸡龙头企业②。 在每个采样地点随机选择 ３５
个符合要求的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收集农户的个体和家庭基本信息，以及 ２０１５ 年的生产经营

及契约参与情况等信息。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３５９ 份，其中，参与生产合同的契约农户有

２９０ 户。
（二）自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契约参与变量，若农户和龙头企业签订生产合同（称为“契约

农户” ） ，该变量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 在生产合同模式下，鸡苗、饲料、药品等生产资料的采

购和最终产品销售均由龙头企业负责，而农户则需要按龙头企业的统一要求进行防疫及饲养管

理，并预付保证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定义的“独立养殖户”是指未与龙头企业签订生产合同

的规模化肉鸡养殖户，他们的生产资料的采购和最终商品销售由其自主经营且自负盈亏，价格

随行就市。
此外，文献研究表明，农户的个体特征、生产特征、家庭资产等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因

素 ［２３，２７］ 。 因此本文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养
殖规模、养殖经验、养殖品种、专用性投资、家庭资产等。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详见表 １。 本次调查中，受访农户的平均年龄接近 ４９ 岁，平均受教育

年限为 ７．５ 年。 受访农户家庭平均养鸡劳动力人数为 ２ 人，平均肉鸡年出栏量约为 ５ 万只。 受

访农户家庭的人均养殖净收入为 ２．５ 万元，专用性投资为 ２３ 万元。
表 ２ 呈现了独立养殖户与契约农户的特点以及各变量差异的 ｔ 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契约

农户与独立养殖户在养殖规模、专用性投资、人均养殖净收入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差别。 然而，
从表 ２ 看，独立养殖户的平均专用性资产均要明显高于契约农户，这说明独立养殖户拥有更多

的营运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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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我国畜牧统计资料的统计口径，将年出栏量大于 ２０００ 只肉鸡的养殖场（户）作为规模化肉鸡养殖场（户） 。
具体调研地点包括苏南（苏州太仓、常州金坛、镇江） 、苏中（南通海门、泰州姜堰、扬州高邮） 、苏北（宿迁宿豫、徐州

邳州、连云港东海、盐城大丰、淮安盱眙） 。



表 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变量

　 契约参与 若农户参与契约农业，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 ０．１９２ ０．３９４ ０ １

　 年龄 户主年龄（周岁） ４８．７３８ ９．６１０ ２７ ６９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正规学校教育年数（年数） ７．５１０ ２．８００ ０ １５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量（人） ４．４０４ １．６５２ ２ １０

　 劳动力人数 家庭人口中专门从事养鸡的人数（人） １．７９８ ０．５６８ １ ６

　 养殖规模 ２０１５ 年全年的肉鸡出栏量（万只） ５．３８９ ５．２２４ ０．３２ ４５

　 养殖年限 从事肉鸡养殖的年限（年） ７．４２６ ５．７５１ １ ３０

　 养殖品种 １ ＝黄羽鸡；０ ＝白羽鸡 ０．８３４ ０．３６９ ０ １

　 专用性投资 鸡舍和养鸡设备（万元） ２３．１０９ ２６．３９７ ０ １７３．８

　 家庭资产

　 　 耕地面积 自有耕地面积（亩） ４．０９８ ４．０５８ ０ ２０

　 　 房屋面积 房屋总面积（百平方米）∗自建＋购买 ２．６２０ ２．２００ ０．２ １８

　 　 空调拥有量 空调数量（台） １．８１９ １．３６７ ０ １２

　 　 小汽车拥有量 小汽车数量（辆） ０．５０７ ０．６９３ ０ ５

工具变量

　 公司覆盖 １ ＝养殖场与公司的距离在 ３０ 公里以内；０ ＝其他 ０．８９９ ０．３０１ ０ １

　 种植业收入 家庭种植业收入（万元） ０．２８２ ５．４０５ ０ ２９

　 非农收入 农业以外的收入（万元） ３．４４３ ４．９４２ ０ ３５

　 借款 养鸡借款额（万元） ４．８９３ １１．６７６ ０ １００

因变量

　 人均养鸡净收入 家庭人均养鸡净收入（万元） ２．４４７ ２．６３１ －３．３３ ２６

　 　 注：养鸡设备主要包括自动喂养设备、自动喷雾设备、通风设备、加温设备等。

表 ２　 契约农户和独立养殖户的特征比较

变量
独立养殖户 （ Ｎ ＝ ６９） 契约农户（ Ｎ ＝ ２９０） ｔ 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Ｐｒｏｂ． ＞ ｜ ｔ ｜

年龄 ４８．６９６ ９．３３１ ４８．７４８ ９．６９ ０．１８６

受教育程度 ８．３６２ ３．２５８ ７．３０７ ２．６４６ ∗∗∗

家庭人口规模 ４．４９３ １．６３３ ４．３８３ １．６５８ ０．８６３

劳动力人数 ２．７９７ ０．９３３ ２．８１ １．０２７ ０．６２０

养殖规模 ７．４５７ ７．８４７ ４．８９７ ４．２４８ ∗∗∗

养殖年限 １１．７８３ ８．７９３ ６．３９ ４．１４４ ∗∗∗

养殖品种 ０．４７８ ０．５０３ ０．７７５ １．３２１ ∗

专用性投资 ３３．３７２ ３９．５１７ ２０．６６７ ２１．５５６ ∗∗∗

耕地面积 ３．６１０ ３．６４６ ４．２１４ ４．１４７ ０．５５０

房屋面积 ２．８２１ ２．４９ ２．５７２ ２．１２７ ０．５９９

空调拥有量 ２．４４９ １．８７５ １．６６９ １．１７１ ∗∗∗

小汽车拥有量 ０．８２６ ０．８０４ ０．４３１ ０．６４２ ∗∗∗

公司覆盖区域 ０．８８４ ０．３２３ ０．９０３ ０．２９６ ∗

养殖借款 １０．８５５ ２０．２０７ ３．４７５ ７．９２３ ∗∗∗

非农收入 ５．４５９ ７．５５６ ２．９６３ ３．９５２ ∗∗∗

种植业收入 ０．６２２ ６．８０８ ０．２０１ ５．０２５ ０．６４３

人均养殖净收入 ２．８７５ ３．８９８ ２．３４５ ２．２２３ ∗∗∗

　 　 注：最后一列是 ｔ 检验的零假设，即在两个样本的均值是相等的；∗、∗∗、∗∗∗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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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ＯＬＳ 回归模型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

１． ＯＬＳ 回归模型

ＯＬＳ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左栏）所示。 在估计过程中，本文采用了 Ｗｈｉｔｅ 异方差来

校正截面数据所带来的异方差性。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净收入数值存在负数的情况，取
自然对数后该类样本会因出现缺失值而被剔除，本文通过观察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值，在不影

响分析结论的情况下，将上述样本取对数后的收入值用 ０ 值进行替代（下同） ，以规避大量样本

的缺损现象。
本文特别关注契约参与变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表 ３ 中的 ＯＬＳ 估计结果显示，契约参与变

量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估计参数为 １．８８６） ，表明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契约农业在

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人均养殖净收入。 这与既有文献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农户通过

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获取信贷支持和技术指导，进而提高农户的生产效益。
表 ３　 人均养殖净收入的 ＯＬＳ 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ＯＬＳ 回归模型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

因变量：人均养殖净收入 因变量：契约参与 因变量：人均养殖净收入

契约参与 １．８８６∗∗∗（ ０．３１５） ——— １．４３４∗∗（ ０．６８２）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０）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３１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０） －０．３１２∗∗∗（ ０．０８０）

劳动力人数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８） ０．１９４（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１（ ０．１３６）

养殖规模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养殖年限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４）

养殖品种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１）

专用性投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耕地面积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７）

房屋面积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９）

空调数量 ０．１４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８０） ０．１４２（ ０．０８７）

小汽车数量 －０．２１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６１） －０．２２５（ ０．１７３）

公司覆盖区域 ——— ０．２６４∗（ ０．１３９） ———

养殖借款 ——— －２．０８ｅ－０６∗∗（ １．０１ｅ－０６） ———

非农收入 ———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３） ———

种植业收入 ———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４） ———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１８６ ———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 ———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 ４８．２７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 ０．０００

ａｔｈｒｈｏ ——— ０．１３７（ ０．１８６）

逆米尔斯比率 ０．２６９（ ０．３６３）

样本量 ３５９ ３５９

　 　 注：因变量是人均养殖净收入的自然对数，对于净收入为负的样本，取对数后的收入值用 ０ 替代；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差；∗、∗∗、∗∗∗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人口规模变量对农户的收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估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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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３１１） ，而养殖规模变量和养殖年限变量对农户的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估计参数分别

为 ０．０３４ 和 ０．０５８） 。 这表明，农户的家庭人口数越少、养殖规模越大、养殖年限越长，农户家庭

的人均养殖净收入就越高。 不难理解，较多的家庭人口数量会降低人均产出，而农户的养殖规

模越大，其肉鸡养殖的商品化程度和专业化程度可能会越高，规模效应所带来的平均生产成本

的下降能够促进农户的增收。 养殖年限反映了农户饲养经验的丰富程度，农户肉鸡养殖年限越

长，其饲养经验就越丰富，农户可能会更敢于创新并尝试新技术、新产品，从而有利于收入的增

长。 此外，结果还发现，家庭资产、专用性投资等变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

是，目前我国的肉鸡养殖业对技术、资本等要素的要求相对较低，即农户的进入壁垒并不高，因
此农户的经营效果与家庭资产关联度较低 ［２８］ 。

２．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右栏）所示。 该模型包括两个方程，“选择方程”用于

估计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概率，而“结果方程”是关于人均养殖净收入的方程，与契约参与变

量、控制变量以及逆米尔斯比率一起矫正自选择问题。 如表 ３ 所示，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的估

计结果表明，农户处于公司覆盖区域、农户养殖借款越少、农户非农收入和种植业收入越低，则
参加契约农业的概率越高（估计参数分别为 ０．２６４、－２．０８ｅ－０６、－０．０５４、－０．０３９） 。 此处本文进

行了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 ｐ 值均大于 ０．１，因而可认为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 然而，Ｈａｕｓ⁃
ｍａｎ 内生性检验未在至少 １０％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卡方统计量为 ２． ７０８，ｐ 值为 ０． ４４３） ，因
此，本文认为契约参与变量不是内生解释变量。 此外，模型估计结果中代表两方程误差项之间

相关性的 ａｔｈｒｈｏ 值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为 ０．４６１） ，说明样本不存在选择偏差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契约参与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一结果肯定

了契约农业在整体提升农户收入方面的关键作用。 此外，在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中，
其他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及作用方向与 ＯＬＳ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和 ＯＬＳ 没有系统性的差异，同时也更好地验证了本研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二）分位数回归模型

借鉴李长生和张文琪 ［２９］ 、温涛等 ［３０］ 的研究，本文在分位数回归中选取了 ０．１ 分位点、０．２５
分位点、０．５ 分位点、０．７５ 分位点和 ０．９ 分位点，以区分极低收入组、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高收

入组和极高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①。 在模型回归之前，本文用命令“ ｔｅｓｔ［ ｑ１０ ＝ ｑ２５ ＝ ｑ５０ ＝ ｑ７５
＝ ｑ９０］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检验在各分位点回归中，契约参与变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的系数是否相同，结果显示 ｐ
＝ ０．０６７，表明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各个分位点的回归系数不完全相同。 分位数回归模型的

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从表 ４ 可以看出，在 ０．１ 和 ０．２５ 分位点的回归模型中，契约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

且分别在 １％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估计参数分别为 ８．８９８ 和 １．２３９） 。 这表明契

约农业对低收入层次农户的人均养殖净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由于低收入层次农户拥有

的物质资本较为匮乏，家庭资源禀赋通常处于劣势，对其增加物质资本等投入，会使得边际产出

效果更为明显。 具体来说，在生产合同模式下，龙头企业会为农户提供生产要素、资金、信息、技
术推广和指导等服务，农户参与契约农业后能够立即弥补自身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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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这五个分位点的回归分析能够较好地代表农户不同收入水平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但并未能对解释变量在全部

分位点上的边际贡献变化情况进行全面描述。 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还进行了全分位数回归，将解释变量在全部分位点上对

农户人均养殖净收入的边际贡献和变化趋势用直观的图形表示（受篇幅所限，此处未呈现） 。 结果显示，契约参与变量图形中

的前半部分波动较大，表明其在中低分位上的估计系数变化较为显著；而后半部分波动较为平缓，意味着该解释变量在各分

位上的估计系数变化不显著。 由此可见，全分位数回归结果和本文的主要结论一致，说明主要发现是稳健的，本文分位点的

选取具有一定可行性与代表性。



乏，缓解农户生产的瓶颈约束，因此这类农户的养殖收入受到契约农业的影响较为显著。 该结

果亦说明了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能够通过参与契约农业而受益。
表 ４　 收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分位点

ｑ ＝ ０．１ ｑ ＝ ０．２５ ｑ ＝ ０．５ ｑ ＝ ０．７５ ｑ ＝ ０．９

契约参与 ８．８９８∗∗∗（ ０．４４７） １．２３９∗（ ０．６５７） ０．１５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１）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１）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７） －０．３２０∗∗∗（ ０．０８４）－０．３０５∗∗∗（ ０．０３９）－０．２９４∗∗∗（ ０．０５１）－０．２７９∗∗∗（ ０．０４３）

劳动力人数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９）

养殖规模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０．０２３）

养殖年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７）

养殖品种 －０．１５３∗∗∗（ ０．０３６）－０．０９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１０７）

专用性投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耕地面积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房屋面积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６）

空调数量 ０．０７５（ ０．１４３） ０．２１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２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０）

小汽车数量 －０．０９０（ ０．４４７） －０．１８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３７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９１ ０．２７０ ０．３４４

　 　 注：因变量是人均养殖净收入的自然对数，对于净收入为负的样本，取对数后的收入值用 ０ 替代，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差；∗、∗∗、∗∗∗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

而在 ０．５ 和 ０．７５ 分位点的回归模型中，虽然契约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估计参数分

别为 ０．１５９ 和 ０．０３１）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当前的契约农业模式在利益分配机制等

方面尚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无法保护弱势农户的切身利益。 事实上，传统的“龙头企业＋农户”
的契约农业组织模式易诱使农户投资于专用性资产、调整生产模式等，导致农户对龙头企业产

生严重依赖并丧失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进而使得双方市场权利不均衡，农户难以分享契约农

业的增值效益 ［３１］ 。 正如刘凤芹指出，若契约本身缺乏较好的风险分摊机制，且在契约设计时并

未有效解决契约双方市场权力不均衡的问题，则现有的契约模式就不能有效地促进农户

增收 ［４］ 。
需要注意的是，０．９ 分位点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契约参与变量不显著且为负（估计参

数为－０．００２） ，说明契约农业未能促进极高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相反还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作用。 可能的解释是，“龙头企业＋农户”契约模式下农户通常获得的是固定收益，而高收入层

次农户因其自身的家庭资源禀赋和风险承受能力较高，且在经营能力、资金、信息等方面具有优

势，因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及创收能力，这类农户若选择自主经营，可能会获得比固定利润更

高的收益。
另外，本文还采用农户在 ２０１５ 年中每一批次的养鸡收入数据①，以单位肉鸡养殖净收入的

标准差为因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户参与契约农业能够降低其获取收入而承担的风

险②，这也说明了这类高收入层次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求稳”而非“赚钱” 。
以上分析表明，各分位数水平下的回归结果与均值回归结果并不相同，故契约农业对农户

收入的影响不能以均值回归结果来判定。 总体来看，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随着农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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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肉鸡养殖户根据其饲养的肉鸡品种不同，一般一年可饲养 ２ ～ ５ 批，每一批的养殖周期通常在 ６０ 天到 １００ 天不等。
本文以农户在 ２０１５ 年中各个饲养批次的单位肉鸡养殖净收入的标准差为因变量，以契约参与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

为自变量，分别进行 ＯＬＳ 估计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契约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分别在 １％和 ５％的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估计参数分别为－０．２３８ 和－０．１２３） 。



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三）地区差异研究

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江苏省南部和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

平衡，而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差距亦是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影。 考虑到

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基于地域的分组研究①。
本文仍定义人均养殖净收入（取自然对数形式）为因变量，重复前述的实证步骤。 回归结果

如表 ５ 所示，受篇幅所限，正文仅列出了重点关注的契约参与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 ５　 按地区分组的检验结果

契约参与变量 苏南 苏中 苏北

ＯＬＳ 回归 ０．９３１∗（０．５０２） １．２７２∗∗∗（ ０．３４１） ３．６３３∗∗∗（０．８４２）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 ０．９６４∗（０．５６８） １．３４３∗∗（ ０．６７７） ３．４０３∗∗（１．３４４）

分位数回归

ｑ ＝ ０．１ ０．５２８∗∗（０．２４８） ６．８３９∗∗（ ３．０４４） ８．３５５∗∗∗（２．８７９）

ｑ ＝ ０．２５ ０．３２３∗（０．１８２） ０．５５４∗（ ０．３０４） ７．０９８∗∗∗（１．９１３）

ｑ ＝ ０．５ ０．１０９（ ０．２５４） ０．２２８（ ０．１９３） ０．７１１（ ０．８９０）

ｑ ＝ ０．７５ －０．２４１（ ０．２２６） ０．１３７（ ０．１６８） ０．３０３（ ０．２３５）

ｑ ＝ ０．９ －０．１８１（ ０．１５７） ０．２１５（ ０．１５８） ０．４６８（ ０．４６８）

样本量 １１８ ８５ １５６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 ５％、１％、０．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５ 中的 ＯＬＳ 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契约参与变量在各分样本中都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契约农业在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江苏各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 然而，进
一步的分位数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却表明，契约农业仅对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低收入层次农户

（０．１ 和 ０．２５ 分位点）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高收入层次农户的影响并不明显。 需

要注意的是，模型结果还发现，参与契约农业对苏北和苏中地区高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效应呈

现出正向影响作用，而对苏南地区高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效应却呈现出负向影响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较

为薄弱，在资金、技术、信息等获取方面处于劣势。 在这种背景下，农户参与契约农业能够明显

降低自身的生产约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增收。 相较于苏北地区，苏南地区经济发达，农
村交通和通信条件便利，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高于苏北地区，且苏南地区较早开始试点契约

农业模式，并探索出台多样化的农业支持政策。 因而对苏南地区高收入农户而言，契约农业降

低其自身生产约束的功能较弱，而且在良好的外部政策和市场环境下，高收入农户因在经营能

力和资金方面具有优势，其采取独立经营模式可能会获得比契约农业模式下的固定利润更高的

收益。 因此，契约农业对收入水平偏低的苏北地区农户的收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于经济

发达的苏南地区，契约农业对高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为负。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江苏省 ３５９ 户规模化肉鸡养殖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

影响。 研究结论如下：（１） ＯＬＳ 回归模型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均表明，农户参与契

约农业在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其人均养殖收入水平；（ ２）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契约

农业仅对低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收入层次农户的增收作用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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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地理上的概念，江苏划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 其中，苏南地区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 苏中

地区包括扬州、南通、泰州。 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阴和盐城。



明显，甚至对高收入层次农户呈现负向的收入效应，即契约农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随着农户收

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３）地区分组的模型估计结果发现，契约农业对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增收

效应更为明显。 上述结论有效论证了当前契约农业能够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使参

与契约农业的小农户获取来自专业化经济的益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

驱动机制；然而，不同农户家庭由于其自身资源禀赋及所处区域的不同，可能导致其参与契约农

业的收入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１）加大对中低收入层次农户以及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契约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应

加大契约农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尤其帮助和鼓励低收入层次农户以及欠发达地区农户参与契约

农业，通过把分散的小农户有效组织起来，规避市场风险、降低节约成本，以获取规模化及专业

化生产效益，有效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实现小农户增收目标。
（２）积极扶持和推进契约农业组织模式创新和发展。 “龙头企业＋农户”型契约农业模式虽

然在整体上有助于促进农户增收，但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目前的模式对中高收入型农户的作用

并未发挥出来，其原因在于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的市场势力不对等。 新型契约农业组织模式将

有助于缓解龙头企业和中小型农户之间的市场权利不均衡问题，并有利于农户获取契约农业的

增值效益，所以积极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建立合理的盈余分配制度，将促进中小

型契约农户的利益保障；与此同时，龙头企业或合作组织还应增加对农户的技术指导和培训频

率，通过提高农户的养殖技术、强化与农户间的关系纽带，有效增加契约农业参与者的收益。
（３）鼓励部分高收入层次农户自主经营。 对于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家

庭资源禀赋较高的农户，可通过大力支持和培育其自办加工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生产经营模

式，激励这类高收入层次农户选择自主经营，以获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非农环节的更高收益。
此外，本研究可能给出了一些间接的证据证明在契约农业中违约的往往是大户。 加入契约

虽然能使大户更加专业化，但大户收入实际上却减少，因而他们可能违约甚至选择退出契约。
但这些超出了本研究的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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