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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理论模

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数量规模、政府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是影响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四个因素。其中，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对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

分布密度、政府补贴和城镇化率提高 1%，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分别提高 0.135、0.955 和 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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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实践证明，大力发展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降低农产品交易费用、提高农业

交易效率，对于现代农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018 年和 2019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揭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降低交易成本、改

进交易效率的积极作用。例如，Menard 等［1］研究了农产品质量标准及交易成本与食用农产品供应链混合组

织的选择问题。Benin 等［2］研究认为政府的常规推广服务和非政府组织与 NAADS 项目都大大降低了农户

获取农业信息的成本。Cherukuri 和 Reddy［3］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是连接农户、政府、农业生产性服

务供给主体和市场的重要节点。Brezuleanu 等［4］研究认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偏远地区农业的交

易费用。Yuan 等［5］研究认为先进的冷链物流产业是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的有效路径。Meera 等［6］研究提出

了一个能整合知识、技术和市场的水稻推广和咨询服务战略框架，可以有效降低农户获取信息的成本。宋金

田和祁春节［7］、吴春雅和严静娴［8］研究认为交易成本是影响农户对农产品销售渠道和销售对象选择的重要

因素。黄英良等［9］、王卫和宋慧岩［10］以农业信息化服务为研究对象，提出多元主体的供给模式有利于降低

交易成本，提高农业交易效率。胡铭［11］研究认为组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可以有效提升农产品交易效率。陈

梅和茅宁［12］提出由合作社和食品加工企业组成的战略联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的有效模式。胡新艳

等［13］提出通过提供农业规模经营服务，能够有效降低农地交易过程中的内生交易成本。谢琳和钟文晶［14］提

出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和服务超市大大降低了社会化分工的交易成本。杨丹和刘自敏［15］、穆娜娜

等［16］研究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供给者双方的交易成本。

在乡村振兴战略迅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急需大力加强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本文所

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有效促进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影响其发展的内在因素有哪些

呢？Alesina 和 Rodrik［17］研究认为农业生产环节的分工深化引致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产生。庞春［18］研究提出

农业分工和经济组织变迁引致了农业生产环节的外包行为。潘锦云等［19］研究认为由于农业发展需求的推动

引致生产性服务向农业领域渗透和转化。陈昭玖和胡雯［20］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遵循农业分工深

化—服务外包增加—分工进一步深化的演变规律。这些文献从分工角度解释了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的动因。但上述文献大多是描述性分析，没有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也缺乏逻辑一致性的检验。

本文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构建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劳动分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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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 Chu 和 Tsai［21］模型基础上，将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引入生产函数，

并考虑了政府补贴、农村劳动力流出和农业从业人员劳动供给变动等影响因素。理论与实证模型表明，商品

市场交易效率、农户数量规模、政府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是影响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四

个主要因素。进一步地，本文基于劳动分工理论探索了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机理，并利

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机理：

基于劳动分工理论的模型构建

通常农产品市场交易效率不高，限制了农业分工深化。一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提高农产品市场交

易效率，这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即为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本部分主要分析改进交易效率的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机理。Chu 和 Tsai［21］建立了一个公共基础设施的分工模型，本模型基本设定参照

Chu 和 Tsai 模型。为了研究需要，在 Chu 和 Tsai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三方面改变。一是用改进交易效率的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替换公共基础设施。假定专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专家为所有产品生产者提供交易效率改进

的公共服务，市场交易效率系数 k 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受农业生产性服务影响的变量。二是引入政府对发

展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补贴因素。专门从事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户其收益有两

个方面。一方面从服务对象收费，另一方面接受政府补贴。引入这一因素，模型可以用于讨论政府与市场的

供给问题。三是生产函数反映规模报酬递增，同时模型中农户的劳动供给不标准化为 1，而设定为大于 1 并

且可变的变量 L。这样可以考虑农村劳动力流出和农业从业人员劳动供给变动的影响。

（一）模型环境描述

综合起来，本模型环境可以表述为：假定具有 M 个事前相同的生产者 ⁃消费者农户经济系统，决策集是

一个连续系统。经济系统中，生产和消费 X 和 Y 两种产品。农户可以选择自给自足，同时生产两种产品；也

可以选择专业化生产某一种产品，而没有生产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根据需要，农户也可以专门从事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为其他生产者提供服务并获得服务对象的报酬或政府补贴。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

户将用获得的报酬在市场上购买消费品 X 和 Y。

1. 不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农户的决策问题

对于不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户，效用函数：

u = ( x + kxd ) ( y + kyd ) （1）
其中：x 和 y 分别为自给自足两种商品的数量；xd和yd 分别为从市场购买的两种商品的数量；k 为市场交易效

率系数，0<k<1，市场上交易成本越高，则 k 越低。k 为在这里是一个变量：

k = {1 - 1
Mk

，Mk > 0，Mk ≠ 1
k0， Mk = 0

（2）

其中：Mk 为从事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数。Mk 越大，市场的交易效率越高，所以 k 是 Mk

的一个增函数。当没有从事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时，Mk = 0，市场交易效率为 k0。

生产函数：

x + xs = lax （3）
y + y s = lay （4）
lx + ly = L（时间的禀赋约束） （5）

其中：xs和y s 分别是生产者提供给市场的两种商品的数量；L 是农户生产两种商品的时间禀赋约束；

lx和ly分别是生成两种商品所用时间 ; a 是生产效率指数，反映报酬递增，其值大于 1。
预算约束：

px xs + py y s = px xd + py yd + pk （6）
其中：px和py分别为两种商品的价格 ; pk 为从事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每个服务对象农户的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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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农户的决策问题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户，其消费的两种商品全部从市场购买，其效用函数：

u = kxd kyd （7）
预算约束为

px xd + py yd = pk ( )M - Mk

Mk

+ p g ( )M - Mk

Mk

（8）

其中：p g 为政府的补贴；( )M - Mk

Mk

为专门从事产品生产的农户与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农户的比率；

pk ( )M - Mk

Mk

为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农户从专门从事产品生产农户方面得到的收入；p g ( )M - Mk

Mk

为

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农户从政府补贴得到的收入。

（二）不同市场模式下农户收益分析

根据文定理①，任何一个生产⁃消费者的最优决策是，只生产一种产品，不会生产和购买同种产品，也不会

买和卖同一种产品［22］。因此，有 6 种可行的模式并呈现三类市场结构。第一类是自给自足市场结构 A。在

此市场结构下，只有一种模式，所有农户都同时生产和消费两种产品，没有交易市场形成。因此在此市场结

构下，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第二类是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市场结构 B。其中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 X/Y 模式，专门生产 X，而不生产 Y；第二种是 Y/X 模式，专门生产 Y，而不生产 X。因此在此市场

结构下，也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第三类是具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市场结构 C。其中有三种

模式，第一种是 X/YA 模式，专门生产 X，而不生产 Y，同时接受农业生产性服务；第二种是 Y/XA 模式，专门

生产 Y，而不生产 X，同时接受农业生产性服务；第三种是 A/XY 模式，专门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在此市场

结构下，既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也有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下面分别分析每一种模式下农户的

最大化收益。

1. 自给自足模式 A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所有自给产品的数量都为正，而所有贸易品都为零。即有：x、y、lx、ly > 0，xd = yd =
xs = y s = Mk = 0。则，模式 A 的决策问题为

max u1 = xy （9）
s. t. x = lax，y = lay，lx + ly = L

将所有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可得：

max u1 = lax ( L - lx )a （10）
针对 lx最大化u1，由此，可以求得，lx = L2，ly =

L
2。进而求得自给自足市场结构下 A 模式农户的：①自给

自足数量 x = ( )L2
a

，y = ( )L2
a

；②需求函数 xd = 0；③供给函数：y s = 0；④收益（效用）函数 u1 = ( )L24
a

。

2. 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B 模式 x/y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 x、xs、ly、yd > 0，而ly = y = xd = y s = Mk = pk = 0。则模式 x/y 的决策问题为

max u2 = xkyd （11）
s. t. x + xs = lax，lx = L，px xs = py yd

将所有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可得：

max u2 = ( La - xs )k px x
s

py
（12）

其中：px和py 分别为两种商品的价格。

① 文定理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理论前提，用于可行市场结构分析，排除无效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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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xs最大化u2，由此，可以求得专业化市场结构 B 模式 X/Y 下的农户：①自给自足数量 x = La2 ；②需求

函数 yd =
px
py

La

2 ；③供给函数：xs =
La

2 ；④收益（效用）函数 u2 =
k0
4
px
py
( )La 2

。

3. 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B 模式 y/x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 y、xd、y s、ly > 0，而lx = x = yd = xs = Mk = pk = 0。则，模式 y/x 的决策问题为

max u3 = kxd y （13）
s. t. y + y s = lay，ly = L，py y s = px xd

将所有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可得：

max u3 = ( La - y s )k py y
s

px
（14）

针对 y s最大化u3，由此，可以求得专业化市场结构 B 模式 y/x 下的农户：①自给自足数量 y = La2 ；②需求函数

xd =
py
px

La

2 ；③供给函数 y s =
La

2 ；④收益（效用）函数 u3 =
k0
4
py
px
( )La 2

。

4. 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C 模式 x/yk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 lx、x、xs、yd、Mk、pK > 0,而ly = y = y s = xd = 0。则模式 x/yk的决策问题为

max u4 = xkyd （15）
s. t. x + xs = lax ,lx = L,px xs = py yd + pk

将所有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可得：

max u4 = k ( La - xs ) ( px x
s - pk )
py

（16）
针对 xs最大化u4，由此，可以求得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C 模式 x/yk 的农户：①自给自足数

量 x = La2 -
pk
2px；② 需 求 函 数 yd =

La
px
py
- pk
2py

2 ；③ 供 给 函 数 xs =
La

2 +
pk
2px；④ 收 益（效 用）函 数 u4 =

1 - 1
Mk

4
px
py ( )La - pk

px

2

。

5. 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C 模式 x/yk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 ly、y、y s、xd、Mk、pk > 0,而lx = x = xs = yd = 0。则，模式 y/xk 的决策问题为

max u5 = kxd y （17）
s. t. y + y s = lay，ly = L，py y s = px xd + pk

将所有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可得：

max u5 = k ( La - y s ) ( py y
s - pk )
px

（18）
针对 y s最大化u5，由此，可以求得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C 模式 y/xk 下的农户：①自给自足

数 量 y = La2 -
pk
2py；②需 求 函 数 xd =

La
py
px
- pk
2px

2 ；③供 给 函 数 y s =
La

2 +
pk
2py；④收 益（效 用）函 数 u5 =

1 - 1
Mk

4
py
px ( )La - pk

py

2

。

6. 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C 模式 k/xy

这个模式下，意味着 xd、yd、Mk、pk > 0，而lx = x = xs = ly = y = y s = 0。则模式 k/xy 的决策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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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u6 = kxd kyd （19）
s. t. px xd + py yd = pk ( )M - Mk

Mk

+ gk ( )M - Mk

Mk

将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并分别针对 xd、yd 最大化 u6，可求得：①自给自足数量 x = y = 0；②需求函数 xd =

( )M - Mk

Mk
( )pk
px
+ p g
px

2 yd =
( )M - Mk

Mk
( )pk
py
+ p g
py

2 ；③供给函数 xs = y s = 0，k = 1 - 1
Mk

；④收益（效用）函数 u6 =

( )1 - 1
Mk

2

4 ( )M - Mk

Mk

2

( )pk
px
+ p g
px ( )pk

py
+ p g
py

。

（三）模型的均衡分析

在同一种市场结构下，模式之间的竞争将建立市场出清条件和效用均等条件。也就是在同一种市场结

构下，通过各种模式的效用相等条件，可以计算出模型的角点均衡解。角点均衡求解是进行一般均衡讨论的

前提。

1. 自给自足市场结构 A 下的角点均衡求解

对于自给自足市场结构 A 下，只有一种模式，其角点均衡解就是该模式下的效用，户均真实收入

（uA )由u1 给出，即

uA = ( )L24
a

（20）
2. 没有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B 下的角点均衡求解

对于没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市场结构 B 下，有两种模式。其角点均衡解需要满足两种模式下的

效用相等，即 u2 = u3：
u2 = u3 = k04

px
py
( )La 2 = k04

py
px
( )La 2

（21）

解式（20），可得
px
py
= 1。则市场结构 B 下的户均真实收入：

uB = k04 ( )La 2
（22）

3. 有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C 下的角点均衡求解

对于有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市场结构 C 下，有三种模式。其角点均衡解需要满足三种模式下的效用

相等。即 u4 = u5 = u6：

u4 = u5 = u6 =
1 - 1

Mk

4
px
py ( )La - pk

px

2

=
1 - 1

Mk

4
py
px ( )La - pk

py

2

=
( )1 - 1

Mk

2

4 ( )M - Mk

Mk

2

( )pk
px
+ p g
px ( )pk

py
+ p g
py

（23）
解式（22），可得：

px
py
= 1；pk

px
=
La - ( )1 - 1

Mk
( )M
Mk

- 1 p g
px

1 + ( )1 - 1
Mk

( )M
Mk

- 1
。

则市场结构 C 下的户均真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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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0.5( )La + p g

px
1

( )1 - 1
Mk

( )M
Mk

- 1
+ 1

( )1 - 1
Mk

2

（24）

A、B、C 三种市场结构下的户均真实收入和均衡价格条件见表 1。
表 1 改进交易效率模型中 A、B、C 三种市场结构下的角点均衡解

市场结构

A

B

C

均衡价格

—

px
py
= 1

pk
px
=
La - ( )1 - 1

Mk
( )M
Mk

- 1 pg
px

1 + ( )1 - 1
Mk

( )M
Mk

- 1
px
py
= 1

户均真实收入

uA = ( )L2

4
a

uB = k04 ( )La 2

uC =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ú

ú

ú
0.5( )La + pg

px
1

( )1 - 1
Mk

( )M
Mk

- 1
+ 1

( )1 - 1
Mk

2

（四）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

结论 1：市场交易效率（k）越高，B 市场结构更容易出现，出现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能性反

而越小。

根据表 1 的结果，首先比较 A 和 B 两种市场结构下的户均真实收入。如果要选择 B 市场结构下的分工

模式，必然要求 uB > uA，则 k0
4 ( La )2 > ( )L24 ，可以解出k0 > 4( )1 - a。也就是说，只有交易效率达到门槛值k0 时，

农户才就可能选择分工。

再比较 B 和 C 两种市场结构下的收入。如果要选择 C 市场结构下的分工模式，必然要求 uC > uB。(uB )'k0 =
( )La 2

4 > 0，(uC )'k0 = 0，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效率 k0 越大，B 市场结构下的收益越高，uC < uB 的可能性越大，出现

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当市场交易效率已经较高时，改进交

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空间就小了。

结论 2：农户数量规模（M）越大，有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分工结构更容易产生。

由于 uC为农户数量规模 M的函数，对式 (23)的M 求一阶导数可得：

(uC )'M =
0.5( )La + p g

px

2

( )1 - 1
Mk

1
Mk

é

ë

ê

ê
êêê
ê

ù

û

ú

ú
úúú
ú

1

( )1 - 1
Mk

( )M
Mk

- 1
+ 1

( )1 - 1
Mk

3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1

( )1 - 1
Mk

( )M
Mk

- 1

2
（25）

由式（24）可得 (uC )'M > 0，而分别对 uA 和 uB求一阶导数可得 (uA )'M = (uB )'M = 0。也就是说，农户数量规模

越大，C 市场结构下的收益越高，uC > uA和uC > uB 的可能性越大，有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分工

结构更容易产生。

结论 3：政府补贴（p g）可以引致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

同样，由于 uC是政府补贴p g的函数。对式 (23)的p g 求一阶导数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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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p g =
0.5 1

px ( )La + pg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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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úú
ú

1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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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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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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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6）

根据式（25）可得 (uC )'pg > 0，而 (uA )'pg = (uB )'pg = 0。因此政府补贴越多，uC > uA和uC > uB 的可能性越大，

有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分工结构更容易产生。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

服务的发展。

结论 4：农户劳动力（L）下降是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诱因。

由于城镇化的推进，部分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农户提供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 L 可能会下降。在 uC

中，将 k = 1 - 1
Mk

代入，则：

uC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ú
ú

0.5( )La + p g
px

1
k (M - kM - 1) +

1
k

2

（27）

uC可针对k被最大化 ,并令 (uC )'k = 0。可求出k 关于农户劳动力 L 的表达式：

k = 1
pg
px
+ alnL

+ M
（28）

根据对式（27）的农户劳动力 L 求一阶导数，可求得 ( k ) 'L < 0。也就是农户劳动力 L 下降时，则最优 k 会

提高，也就是从事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农户数量比例应当提高。

二、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一）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测度

根据前文对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界定和数据可得性，由于 2012 年以后才有对分行

业和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数据的统计，本研究的数据采用 2012—2016 年中国 31 个省市面板数据。

涉及的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产品销售服务（X1）用农产品综合市场数量来反映；农业信息服

务（X2）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反映；农产品物流服务（X3）用各地区乡村道路长度反映；

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X4）用各地区质检中心数反映；土地流转服务（X5）用各地区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数量反

映。表 2 展示了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以上 5 个变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因子分析法得出各省市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得分。从全国层面看，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均值从 2012 年

的-0.3133 提高到 2016 年的 0.5505，年均增长率为 21.6%，说明全国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水平在提升。从分区域层面看，浙江的得分最高，连续 5 年排名第一，平均得分为 4.2187，江苏、山东、广东、

福建、河北、河南、北京、上海等省市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得分均为正值，而西藏、青海、内蒙古、云南、贵州、

海南等省市的得分为负值，说明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表 2 2012—2016 年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

X1
X2
X3
X4
X5

指标说明

农产品销售服务（农产品综合市场数量）

农业信息服务（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台
农产品物流服务（乡村道路长度）/公里

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质检中心数）

土地流转服务（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数）

平均值

22.2903
22.5187
225.1600
4.2237
5.2194

标准差

179.0000
73.7000

11039.4700
16.0000
31.0000

最小值

3.0000
0.3000
500.5421
0.0000
3.0000

最大值

33.6070
15.1541
2188.1900
3.4065
4.6197

观测值

155
155
155
15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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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模型与数据
根据上文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分工理论模型的推演结论，发现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的四方面因素分别是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数量规模、政府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为了实证检验

理论模型的结论，对于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借鉴 Yang［23］的做法，可用各地区的交通条件来间接地反映，本文

采用农村区域公路密集度来反映这一因素。对于农户数量规模，用农户分布密度来反映，即各地区农户数与

面积之比。政府补贴用财政支农与农业总值之比来反映。城镇化率越高，则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越多，农村

劳动力数量越少。因此，农户劳动力变化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用城镇化率来反映。根据数据可得性，将实

证区间定为 2012—2016 年，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

鉴》。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来弥补时间较短的缺陷。横截面为 31 个省市区。

根据理论模型，可建立如下面板模型作为计量分析模型：

Fit = βi lgkit - 1 + γi lgwit - 1 + φi lgGit - 1 + ηi lgLDit - 1 + C + ui + εit （29）
其中：F 代表各省市区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为因子分析得分；k 代表商品市场交易效

率；w 是农户分布密度；G 是财政支农与农业从业人员之比；LD 是城镇化率；C 为共同截距；ui 为截面虚拟变

量；εit 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i 是区域的标识（i=1，2，…，31），下标 t 是时间（t=2012，2013，…，2016）的标识；t -
1 表示滞后一期的值，这里的自变量用滞后变量，主要是为了解决互为因果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模型设

定为双对数模型，一方面是通过对数可以线性化，可以提高估计精度。另一方面通过模型可以估计出弹性系

数。βi、γi、φi、ηi 分别是商品市场交易效率、农户数量规模、政府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供

给水平影响的弹性系数。

根据理论模型，农户分布密度（w）越大、政府补贴（G）越高，分工产生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越大，

预计 γi、φi 为正。城镇化率（LD）越高，则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越多，农村劳动力数量越少，分工产生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 ηi 也为正。而 βi 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商品市场交易效率越高，分工产

生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能性越小。

（三）模型检验
1. 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考虑滞后变量，调整后的样本区间为 2013—2016 年，面板模型中的观测值为 124 个。为了避免多

重共线性可能带来的估计量非有效问题，首先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明，Mean VIF
（方差膨胀因子）均值为 2.750，最大值为 3.860，远小于 10 的经验规则。因此不必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2. 面板模型检验

面板模型有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类型。为了比较不同模型下的回归结果，分别

进行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根据回归结果来看，方差中来自于个体效应的占比较

高，说明混合模型不太适合。进一步进行 Hausman 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Hausman 检验的 Chi⁃square 为

10.569，概率值为 0.061。但 Hausman 检验假定在原假设成立时，随机效应面板模型是最有效的。过度识别

检验中 Sargan-Hansen statistic 为 220.229，在 1% 水平通过检验，说明选择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更合适。

3. 模型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检验

由于横截面个数大于时序个数，同时地区规模差异较大，不同截面可能存在异方差。基于所有四个自变量

Breusch⁃Pagan / Cook⁃Weisberg 异方差检验的 chi2（4）= 13.550，Prob > chi2 = 0.009，表明存在异方差。选择在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下，进一步进行组间异方差的 Wald 检验，chi2（31）=16341.420，Prob>chi2 =0.000，表明存在

明显组间异方差。进一步运用三种方法进行组间同期相关。Pesaran检验、Friedman检验和 Frees检验。Pesaran
检验和 Frees 检验，表明存在显著的组间同期相关。而 Friedman 检验表明不存在明显组间同期相关。

（四）控制异方差、同期相关的 PCSE 的回归结果及讨论
Beck 和 Katz［24］引入的面板校正标准误（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PCSE）估计方法是面板数据模型

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可以有效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如同步相关，异方差等，在样本量不够大时尤为有

用。进一步基于固定效应模型，采用 PCSE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根据表 3 的实证结果可知：

一是市场交易效率 lgkit - 1 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商品市场交易效率的提

高，不会对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论 1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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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农户分布密度 lgwit - 1 的回归系数

为 0.135，在 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

明农户分布密度越大，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实证结果与

理论模型推导的结论 2 一致。农户分布密

度提高 1%，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水平将提高 0.135。
三是政府补贴 lgGit - 1 的回归系数为

0.955，在 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

明政府补贴越高，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实证结果与

理论模型推导的结论 3 一致。政府补贴

提高 1%，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水平将提高 0.955。
四是农户劳动力变化 lgLDit - 1 的回归系数为 2.714，在 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城镇化率越高，

则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越多，农村劳动力数量越少，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实证

结果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论 4 一致。城镇化率提高 1%，改进交易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将提

高 2.714。
由此可见，农户分布密度、政府补贴和农户劳动力变化（城镇化率）对改进交易效率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理论模型推演结论完全一致。进一步比较三个因素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

农户劳动力变化（城镇化率）和政府补贴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

三、政策建议

（一）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和农户适度集中居住，减少服务成本
一是推进土地流转，培育农业生产大户，引导农业向适度规模化经营方面发展；要给予农户尤其是农业

生产大户利益保障，适度加大流转补贴，控制流转风险，防止流转导致的非农化问题；二是以家庭经营为基

础，推进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实现规模化经营效应，减少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成本；三是通过多元化渠道，

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一方面，实施农村房屋改造计划，建立新农村小区，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另一方面，

利用市场和通道的吸引力，在市场和通道周边规划建设用地，引导农民集资建房。

（二）合理配置城乡资源，创新服务方式
一是要根据农村劳动力变化和城镇化水平，合理配置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资源。对于城镇化发展空间

较大的地区，在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其发展需求，增加这些区域农业生产性服务的配置。二是根据农村劳动力

变化和城镇化水平，创新服务方式。要大力提供节约劳动力、操作简便、简单易学的农业生产性服务。而对

于部分地区城镇化水平高、农业发达的地区而言，节约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依然具有较大需求。当前需

要根据农村劳动力变化和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服务方式。

（三）发挥市场与政府协同作用，优化政府支持机制
政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支持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政府对农业生产性服务

的支持必须要尊重市场规律，坚持市场导向。当前，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

与政府的协同作用，推动资源要素向生产性服务业优化配置。一是优化资金扶持机制。要整合现有支农资

金，要根据各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差异，建立有差异的区域调控机制，科学、精准配置扶持资金。二是

建立规范发展机制。政府要针对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不同行业、品种和内容，制定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标准

和规范。三是建立制度支撑机制。政府要通过减免税收、资金扶持、技术支持等多种综合手段，促进农业生

产性服务的比较收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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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to Improv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Li Yinghui，Li Ji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Econom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bor division and the method of ultra⁃marginal analysis，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abor division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to improve the transaction efficiency，and uses the panel data model to test the
theoretical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de efficiency of commodity market has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
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to improve the trade efficiency. The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farmers，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urbanization
rate increase by 1%，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 services to improve the trade efficiency will increase by 0.135，
0.955 and 2.714 respectively.
Keywords：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transaction efficiency；division of labor；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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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退还制度下 C2C 逆向物流平台定价研究

甘卫华，吴思琪，苏 雷，刘玉洁
（华东交通大学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南昌 330013）

摘 要：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引入保证金制度，建立 5 种定价模型，为 C2C 逆向物流平台选择均衡定价决策提供参考。研究发

现，双寡头竞争市场中任一平台不会率先收取保证金，保证金的收取有可能使得平台对用户收取的注册费为负，并且 5 种定价

模式中，大部分情况下平台选择对卖家收取保证金、对买家收取注册费时平台获取的利润最大。

关键词：C2C 逆向物流平台；双边市场；保证金；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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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闲置物品的增多使得二手交易越来越受欢迎。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国闲置物品交易规模已达 5000 亿元，并以每年 3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一批 C2C 逆向物

流平台应运而生，如闲鱼、转转、58 等。以闲鱼为例，2017 年 8 月到 2018 年 7 月在平台上交易的商品总额已

经接近 900 亿元。但近年来 C2C 逆向物流平台上因为交易而产生的纠纷事件也越来越多，以次充好、货不

符实、到手砍价等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也让平台的信誉受到一定影响。如何保障用户可以

安全放心地在平台上交易是目前 C2C 逆向物流平台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其他电商平台对卖家收取

保证金的方式，研究保证金制度对 C2C 逆向物流平台定价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保证金制度起源于金融交易市场，指金融交易场所规定达成交易的买家或卖家应根据规定缴纳保证金。

除了金融市场，其他领域也相继对保证金进行研究。龚玉霞和苏月［1］以保证金制度为基础研究了我国食品

安全信用机制；高艳红等［2］针对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管理，建立了保证金退还制度下的废旧电器产品的定价

模式；王志宏和邓美芳［3］着重讨论保证金率这一参数对于资金约束的零售商运营决策的影响；吴帆等［4］在研

究占线租赁策略时将预付保证金考虑了进去；邓宏图和马太超［5］基于多个农业合约的案例分析，认为保证金

约束了养殖户的机会行为并且让公司有更多的流动资金。

双边市场是 21 世纪才开始被研究的，双边市场的定义最早由 Rochet 和 Tirole［6］在 2004 年给出。对两

边用户的收费综合不变的情况下，平台对任何一方用户的收费发生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平台上用户达成的交

易量的市场就是双边市场。最早研究双边市场定价以 Rochet、Tirole 和 Armstrong 为代表。Rochet 和 Ti⁃
role［7］将需求价格弹性这一参数引入双边市场定价模型中进行研究；Armstrong［8］构造了用户单归属的双寡头

垄断平台定价模型；Armstrong 和 Wright［9］将霍特林模型（Hoteling model）与双边市场结合研究用户单归属和

多归属的问题。这几篇文献也是国内目前研究双边市场定价模型的基础。Mazalov 等［10］从最优契约和平台

定价策略的角度研究双边电信市场中卖方的竞争；Feng 等［11］在 Armstrong 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有限规模双

边市场的定价问题；张凯［12］分析用户前瞻性对双边市场中平台的均衡定价的影响；谭春平等［13］在研究以第

四方物流为基础的物流园区收费模式的两部收费制中区分非对称收费和对称收费；李治文等［14］研究平台本

身服务质量差异这一参数对于双边市场定价的影响；荣帅等［15］通过构建双边市场中常见的定价模式研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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