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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寻租活动的泛滥是当前我国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的隐性制约因素。本文从乡镇企业寻租的内涵界定
出发 ,对乡镇企业寻租的产生进行了经济分析 ,并针对乡镇企业寻租的负面效应提出了相应的遏制对策。
[关键词 ] 乡镇企业 　寻租 　对策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法制还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初生阶段 ,人们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不惜蒙骗欺诈、
以权谋私、行贿受贿 ,违背市场规则的“寻租”(rent - seeking)现象由来已久。“寻租”活动的泛滥直接浪费社会
经济资源 ,扭曲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当前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不断探索中 ,法规的不健全和机制
的不完善为乡镇企业的各种寻租活动提供了温床。

一、乡镇企业寻租的经济分析
(一)乡镇企业寻租的内涵界定。“租”(rents)或者“经济租”(economic rents) ,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

有者凭借垄断地位而获得的收入中 ,超过这种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当社会经济处于总体均衡状态
时 ,每种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之间的使用和配置都达到了机会成本与要素收入相等的状态。因此 ,按照常规
理论 ,只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 ,任何要素在任何产业中的租都不可能长期存在。在经济发展中 ,生产要素的
所有者和生产经营者都在追求和保持其经济租而作努力。而典型意义上的寻租是指一种直接非生产性寻利
活动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 - - seeking) ,指那些为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设法取得或维持垄断利益、或是
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 ,但乡镇企业的寻租与发展经济学中这种典型的寻租有差别 ,它可以
简单分为如下两种类型 :

1. 乡镇企业外部寻租。当前我国的乡镇企业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 ,如技术落后、缺乏先进的管理手段、
激烈的市场竞争等等 ,显然它一般很难获得或是维持一种垄断利益 ,因此 ,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的寻租是公共
选择派代表人物麦克切斯内所提出的政治创租 (political rent - - creation) 和抽租 (rent extraction) 。前者是指政
府政客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利润 ,人为创造租金 ,诱使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 ;后
者是指政府官员故意利用手中职权威胁到企业的合法既得利益 ,迫使企业不得不分割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
府官员分享。乡镇企业的外部寻租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乡镇企业经营者为得到在现有市场和法规条
件下原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而向有关部门寻租 ,如有的乡镇企业施展种种手段争取政府的“优先照顾”,通
过税收减免和补贴等方式抽东补西 ,得到其他企业的“输血”,从而获得种种租金。二是为得到本该属于自己
的收益而不得不用可能产生的收益的一部分向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官员寻租。如乡镇企业为避免乡镇政府
及各职能部门和基础设施提供部门的乱摊派、乱检查、乱收费 ,甚至停电停水等违害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情况
的发生而向有关部门寻租。三是乡镇企业为维持自己所谓的“垄断”地位面向地方政府寻求保护 ,以攫取“垄
断”利润。如乡镇企业开拓了地方市场 ,它可能寻求政府的干预来阻止其他企业加入竞争 ,以维护其在当地
的独家垄断地位 ,确保其创造的租不致于消散。又如 ,乡镇企业明知其他企业比自己拥有更先进的技术 ,

费者服务 ,同时也提高了生产商的库存周转。
信息技术的应用。信息技术提高了企业的通信能力 ,很大程度上推倒了以前阻碍信息在企业内各职能

部门之间流动的障碍。在贸易伙伴间信息系统的兼容性又限制了交换信息的能力 ,需要建立一个公共的信
息系统平台 ,使供应链企业间每个企业都能按权限知道最终用户和各级用户的实时需求信息 ,改变传统供应
链逐级传递信息的方式所造成的信息扭曲和对信息反映的迟钝。

实行订单制造。福特汽车实施 BTO 战略 ,它们的目标是利用这种生产策略满足大多数的汽车需求。原
来一辆 Mustang 汽车从生产车间到交易者手中的平均时间是 50 天 ,但现在只需要 15 天。BTO 策略和积极的
盈亏账目管理使得戴尔电脑营运资本最小化、增加了现金流量 ,并且使得现金周转期大幅缩短。

结论
库存是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客观存在 ,在较多库存带来的反应能力增强与库存减少带来的赢利水平提

高之间的权衡 ,利用库存降低需求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的思想摈弃了狭隘的局部利益 ,它追求相关企业利益
共享 ,追求利益相关者的共赢 ,实现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化。有效加强库存管理、利用信息技术和实行订单
制造是降低库存成本 ,实现合理库存的根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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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下功夫改进创新 ,而是通过寻租诱使政府采取保护政策 ,限制那些先进企业加入竞争 ,以维护自身的既
得利益。

2. 乡镇企业内部寻租。乡镇企业的内部寻租主要是指乡镇企业的部分领导者和经营者通过各种寻租活
动把乡镇企业中的农村集体资产和企业的经营资产转化为职工和经营者收入的过程。其具体形式有四种 :
一是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中利用股份制改造实现内部寻租。如乡镇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 ,对农村集体资
产不评估、低估或贱价估 ,其集体股权收益被其他股东作为租金分享。二是乡镇企业贱价处置集体资产而实
现内部寻租。如乡镇企业经营者为拉关系、为本单位或个人谋福利 ,以严重扭曲的价格故意处置农村集体资
产。三是采取高福利、高奖金、高工资的办法实现内部寻租。四是乡镇企业利用偷税、漏税、公款吃喝、旅游、
考察、公款消费等方式实现内部寻租。

(二)乡镇企业寻租的经济分析。乡镇企业是广大农村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 ,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主体 ,乡
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因此 ,地方政府通过制订和执行扶持乡
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实际情况是乡镇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处
一种扭曲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健全 ,政府行为亦不规范 ,乡镇企业亦未建立起现代企业
制度 ,现实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租金供给和租金需求 ,因此寻租行为的产生不可避免。从租金的供给上讲 ,地
方政府的管理部门在对乡镇企业进行管理过程中 ,存在着“设租”的利益驱动和诸多便利条件。首先 ,农村经
济体制不健全 ,尤其是相应的法规不健全 ,政府与企业关系带有强烈的地方政策色彩 ,因此在二者关系处理
上有很大的模糊性和随意性。其次 ,地方政府在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并不都是廉洁高效 ,例如 ,一般乡
镇企业很难建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和完备的会计资料 ,所以在摊派费用 ,甚至征税的依据上伸缩性很大 ,具有
直接收费或征税的相关管理人员在行使其权利的时候具有相当大的自主随意性 ,收与不收和收多收少完全
取决于他自己因此可能产生的收益和成本比较。如果收取租金被发现的概率极小且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
照章办事在经济上的奖励或职位上的提拨时 ,“设租”和“收租”在所难免。再次 ,很多乡镇企业从设立开始到
生产经营 ,其管理者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的乡镇企业本来就是乡镇干部变相建立 ,有的则是乡
镇干部的亲戚朋友在其庇护下设立 ,因此“租源”不断。最后 ,乡镇企业一般地处农村或城郊 ,信息传播滞后
片面 ,管理者和员工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对国家政策的领悟水平较为低下 ,再加上缺乏城市
普遍存在的民众监督、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所有这一地都促成了“设租”行为的产生。从租金的需求上看 ,
乡镇企业的寻租有两种情况 :一是乡镇企业主动寻租 ,如前所述 ,乡镇企业普遍面临着二次创业的艰难和日
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为保护本地的市场 ,为避免外地企业竞争冲击 ,为获取优惠的政府补贴、贷款等 ,乡镇企
业往往运用寻租这种生产经营手段来获取收益或减少损失。二是乡镇企业的被动寻租 ,如果政府管理部门
设租引诱 ,一些其他的企业纷纷寻租 ,此时 ,利益受到威胁的企业也会采取避租 (rent - aversion) 行动与之抗
衡 ,结果都走上了寻租的道路。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 ,设租也好 ,寻租也好 ,都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只要寻
租所得到的预期收益大于寻租的成本 ,设租的预期收入大于设租的成本 ,则寻租和设租就有可能发生。

二. 乡镇企业寻租的负面效应
乡镇企业寻租活动本身会浪费社会资源 ,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到那些于社会无益的

活动上。它不能增进社会财富 ,仅仅使社会财富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从长远看或理论上讲 ,寻租者本身
亦获取不到多少利益。寻租和避租相互作用 ,到头来是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的空耗和两败俱伤的结局 ,
即租的幻灭 (rent dillusion) ,因为如前所述 ,寻租活动受制于成本约束 ,寻租者愿意花在寻租上的成本不会超
过他可望从寻租中得到的预期收入 ,而且为寻租成功 ,他又不得不付出比别的寻租者较多的投入 ,最终会达
到一种均衡状态 ,使寻租成本刚好等于寻租的预期收益。但从短期看 ,乡镇企业的寻租活动具有多方面的负
面效应。

(一)乡镇企业寻租扭曲了市场机制 ,导致了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配置。乡镇企业寻租的直接后果就是
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 ,阻止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技术创新。首先寻租活动及其他非法的追求经济利益活
动常常使得寻租者用去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 ,从社会角度上 ,这是社会资源 ,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有
用的产品和服务 ,但在寻租活动过程中浪费掉。其次 ,乡镇企业的寻租活动往往阻止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和地
区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 ,阻止先进企业进驻本地市场 ,甚至通过税收减免和补贴方式间接得到其他企业的
“输血”,所有这一切都阻挠了资源高效配置 ,抑制了生产技术创新 ,扭曲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

(二)乡镇企业寻租会造成其他层次的寻租和避租行动。这是乡镇企业寻租的间接后果。首先 ,在乡镇
企业的寻租或政府管理人员设租过程中 ,某些官员会在这些活动中得到特殊利益 ,政府官员的行为会随之扭
曲 ,由此会引起一轮追求行政权力的浪费性寻租竞争 ;更重要的是 ,如果寻租相关的收入能部分转化为地方
财政收入的话 ,各个利益集团又有可能为这笔财政收入的分配展开第三层次的寻租大战。其次 ,如果某一乡
镇企业采取寻租活动 ,利益受到威胁的其他企业会纷纷采取避租行动与之抗衡 ,结果浪费更多的社会资源。

(三)乡镇企业寻租恶化投资环境 ,不利于招商引资。乡镇企业寻租会给当地的投资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格
局 ,首先加大拟投资者新建企业成本和难度 ,从而使拟投资者望而却步 ,从而使本地的投资不足 ,优势资源得不
到充分利用 ,进而影响到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次 ,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但不会吸引外地企业或外商

·74·

《技术经济》　　　　　　　　　　　　　　第 8 期 (总第 212 期) 　　 　　　　　　　　　　　　2005 年



利用资本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问题分析与对策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彭　熠　和丕禅　浙江大学卡特中心　王春晓

[摘要 ] 目前农业产业化发展遇到资本投入不足和制度抑制等方面的问题。资本市场、资本运营对于推动农业
产业化发展具有融资、改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削减风险等重要作用。基于上述分析 ,利用资本市场与资本
运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需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培育扶持合格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资本运营
主体 ,并发展完善资本市场。
[关键词 ] 农业产业化　资本市场　利用　分析　对策

利用当地优势进行投资的积极性 ,而且会导致本地规模较大的投资资金外流 ,本地经济得不到优质资本、技术、
人才等的注入 ,陷入贫困和低效的恶性循环之中。

(四)乡镇企业寻租加剧社会腐败 ,毒化社会风气。乡镇企业的寻租首先会产生贪污腐化因果关系的恶
性循环圈 ,即乡镇政府机构对市场的干预 ,产生了租金 ,企业为寻求租金 ,向官员行贿 ,从租金得利的官员 ,即
既得利益者就会力求保持原有的租金制度 ,甚至扩大租金规模 ,寻租日趋激烈 ,腐败现象就更加严重。其次 ,
乡镇企业寻租活跃 ,贿赂成风 ,人们往往看关系 ,走后门 ,不注重办实业 ;重投机 ,轻投资 ;重消费 ,轻积累。使
成功的农民企业家不是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家 ,而是寻租活跃的企业家 ,这将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再次 ,
乡镇企业的寻租影响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减弱人们对政府和经济建设的信心 ,影响干群关系。

三、遏制乡镇企业寻租的基本对策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乡镇企业无论寻利 ,还是寻租 ,作为经济利益的当事人 ,都在

追求个人利益的极大化 ,其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都是理性的 ,谈不上谁好谁坏、谁对谁错的问题。乡镇企业
之所以会产生寻利和寻租两大类活动 ,并对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造成不同的影响 ,是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结构
不一样。同样的农民企业家 ,同样为自己的乡镇企业利益打算 ,在某种经济制度与激励结构下会被引导从事
生产性的活动 ,成为寻利者 ;而在另一种经济制度和激励结构下被引导从事非生产性的活动而造成社会资源
的浪费 ,成为寻租者。因此 ,乡镇企业寻租活动的根源要从农业经济体制、制度框架和激励结构去寻找。所
以要遏制乡镇企业的寻租活动 ,要以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政治领导体制和企业制度创新为突破口 ,再配套以
思想观念、社会价值取向的更新和农村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等措施共同发挥作用。

(一)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首先 ,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建设。在农村
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 ,让市场机制在农村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让微观经济活动主体
增强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和依赖性 ,减少政府部门对乡镇企业的干预活动 ,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 ,减少乡
镇企业寻租的必要性和乡镇政府官员设租的可能性。其次 ,规范政府的分配制度。乡镇政府随意的乱收费
和乱摊派、乱检查是其设租的便利条件 ,因此 ,要根据现有的法规和政策 ,对乡镇政府的权利和收费项目进行
清理 ,纠正越权执法的行为 ,取消各种不合法的检查项目 ,真正理顺地方政府同乡镇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二)规范政府职能 ,健全政府的管理机制。治理乡镇企业的寻租在于消除租源。租金根源于政府与不
适当的干预和管制 ,在于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所以 ,首先要将政府管制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恰当地
运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核心是要实行政企分开 ,产权明晰 ,坚持企业资本独立 ,以求最大限度减少
政府直接干预。其次 ,加强农村的法制化建设 ,进一步健全有关的规章制度 ,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 ,使政府部
门在处理其与乡镇企业之间的关系时真正有法可依且规范执法 ,乡镇企业及其他微观主体也能够依法行使
其权利 ,履行其义务。

(三)不断推进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 ,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乡镇企业应尽快实行明晰的产权制度 ,自
主经营 ,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 ,企业的责权利明确之后 ,就可以把企业的财产作为自己的资本进行经营 ,加上
各项约束机制 ,寻租行为自然受到限制。同时 ,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要建立健全财务规章制度 ,依照
国家法律法规建立帐册、帐表 ,加强核算制度的科学性和透明性 ,减少政府设租和乡镇企业寻租的漏洞。

(四)强化监督约束机制 ,建立一套监督体系。乡镇政府要加强对企业自我约束机制的督促和检查 ,加强
反腐力度 ,围绕市场经济开展企业生产经营的超前监督、决策监督 ,使监督工作渗透到企业新体制的方方面
面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除行政监督外 ,还要加强舆论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同时 ,强化道德与法
律的教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些观念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
时 ,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 ,目前应大力弘扬共产主义情操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 ,弘扬通过诚实劳动致富
的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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