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园苑窑阴

理论与探索窑阴

一、财政投入资产产权与企业绩效的经济学分析

财政投入农业企业后，由于资产产权不完全明晰，责权

利关系不清，出现资产所有者缺位、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

权不对称以及资源的过度使用等现象，导致资源的使用价值

下降等诸多问题产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绩效。

财政投入农业企业形成的资产的产权问题，根本上是所

有权关系以及所有权以外的责权利及外部性问题。笔者认

为，两个经济主体发生产权关系，外部性是必然存在的，因而

这种产权关系就是以所有权关系为基础的包含外部性在内

的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推断，如果财政投入的产权清晰了，

就可以避免资产的损失或流失，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避免

经营者或行为人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发生。下面把农业

财政投入的产权理论与农业企业的经济绩效用函数的形式

表示出来：

假定产出绩效用 耘表示，产权用 孕则 表示，所有权用 韵泽

表示，外部性用 曾表示，那么产出绩效与产权的关系为：耘越

枣（孕则）越枣（韵泽垣曾）。

如果 孕则是明晰的，那么 耘就达到极大值。如果 孕则不明

晰，就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淤韵泽明确，但 曾未能内在化，耘

不能达到极大值。即由于农业财政投入的产权不明晰而产生

外部性问题，使农业企业的经济绩效不能达到极大值。于韵泽

不明确，曾 也未能内在化，耘 趋于极小值。即资产的所有者

缺位、责权利不明确以及产生了外部性等问题导致农业企

业经济绩效最小化。盂曾未能内在化，韵泽半明确，对此，也称

之为“准产权明晰”。此时，耘值高于第二种情况而低于第一

种情况。

政府把资金投入农业企业后，如果政府能拥有充分的信

息，而且政府的执行效用选择是产值极大化，那么，整个经

济绩效达到最优状态就是常态。然而，即使政府的执行效

用选择是产值极大化，也存在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

首先，如果信息不充分或信息失真，那么在政府与农业

企业的关系上，存在外部性问题，有正的外部性也有负的外

部性，农民收益为正是正的外部性，“搭便车”或浪费资源等

是负的外部性。

在假定政府的执行效用选择是产值极大化的条件下，存

在源于企业的信息不充分或信息失真的问题，这种情况可以

用道德风险来概括。在此情况下，经营者所付出的小于其所

得，农民收益会因此而受损，整体福利水平或绩效水平无法达

到极值。

其次，如果信息是不对称的，市场交易主体会做出错误判

断，造成对产权明晰状况和产权不明晰状况评价的错位。具

体分析如下：

如果信息处于完全状态，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市场中

交易主体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可表示为图一中的 杂员和 阅员；在

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市场中交易主体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可以

表示为图二中的 杂圆和 阅圆，匝员、匝圆是市场供求的均衡点。如果

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有可能导致交易者对产权明晰情况和

产权不明晰情况评价的错位。这样，在产权不明晰情况下的

需求曲线由 阅员上移至 阅员鄢的位置，而在产权明晰情况下的

需求曲线由 阅圆下移至 阅圆 的位置，匝员 、匝圆 为新的供求均衡

点，显然，匝员约匝圆，匝员 跃匝圆 ，说明信息不对称将影响资源的

合理配置，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二、财政投入资产产权与企业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国家把资金投给企业实质上是一种产权交易形式，存在

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是指投入资金前各项审核批准开支

以及其他开支等各项费用。如果国家根本不关心这部分资金

在投入后如何使用及分配，就会产生效率问题，引发以下诸多

问题：

农业企业财政投入绩效

及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 财政投入农业企业形成资产的产权模糊，使农业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出现所有者缺位问题，所有者、经营者和

生产者之间难以形成规范合理的利益与制衡机制，使农业企业的运作成本过高、经营活动扭曲、效益较低，从而造成效率损

失。本文通过经济学分析方法提出了明晰产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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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效用目标错乱症。这是指由于效用目标选择不当或定

位不准而导致组织精力分散、职责不清、缺乏活力。对经济组

织来说，一般情况下多表现为效率目标受侵犯，导致增值能

力低下。这也就是所谓的财政投入企业的资金存在效率低

下的问题。

只有国家明确这部分资金所形成资产的收益分配问题，

才会达到效益最大化。如果假定这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国

家（包括归属权和受益权），而企业直接占用这部分资产、独

立进行支配，并从这部分资产中取得效益，这种统分结合的

双层产权结构肯定会大大提高资产的经济效率。

如果产权是明晰的，那么在资产的经济效率上绝非“员垣

员越圆”的关系，而应该是“员垣员越猿”的关系，这也就是说，产权

明晰后，会存在明显的效率膨胀变化，具体来说，这种产权效

率的微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员）优化组合效益。产权明晰后，企业的经营者就会以

提高效益为目标，想方设法来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这就存

在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要尽可能让现状中处于无用、闲置

或经营亏损状态的资产通过转变利用方式来由闲转用、由废

变利、由亏转盈，这样会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资产的流

动配置还可以改善微观经营循环系统，可以达到改善产、供、

销关系的目的，拉近生产和市场的距离，降低流通成本或费

用，以达到整体上促使资本周转效益提高的效果。

（圆）最佳支配者选择效益。根据资金的使用效益，国家

应把资金投给那些经营规范、效益水平较高、内部管理制度

合理健全的企业，这样才能实现高投资、高回报。如果产权

界定清晰，国家投入的这部分资金对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就

会形成激励和约束，经营者就会想方设法让这部分资金产生

最大的效益，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增强企业的持续

竞争力。

（猿）竞争压力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新生企业

的不断崛起，一些已存在的企业面临各种压力。企业通过争

取项目等方式获得了国家的财政投入，但只有当这部分产权

界定明晰时，经营者才会因竞争压力而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使

用这部分资金，使其创造出最大效益。

这也就是说，企业制度是决定效率的重要因素。笔者认

为，产权制度是决定企业制度的重要因素。如果国家投入企

业的这部分资金产权明晰，就会优化企业制度，同时可以降

低交易费用，经济效率也会相应提高。

实质上国家把资金投入企业，也存在交易费用，它是政

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变相交易，这种交易也存在一定的交易

成本；还有一种情况是，只有当这部分资金的产权明晰时，交

易费用才会降低，经济效率也会相应提高。

企业的经营者为了争取到这部分资金，或者是出于改善

企业经营环境、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或者是出于寻租或其

他原因，都会与政府部门之间产生一定的交易成本。

综上分析，自然会形成这样一种逻辑推理：既然权力及

其组合制度对效率有一定影响，不同的制度组合效果又会不

一样，所以从效率的目标要求出发，正确的做法并不在于要

设置某一种制度，而在于寻找和选择并最终建立起一种真正

能够促进效率水平提高的好的产权制度，这也就是制度安排

理论的初衷。所以说，对于国家投入企业的资金，不仅要明晰

产权，还要建立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效

力，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用。

这种经济权力具有经济上的性能和要求，当这种性能和

要求被人为压抑或割弃而不能获得正常满足和发挥时，其必

然出现自发外溢现象，同时引发“变相”或“怪胎”出现，这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性问题。如果资产产权不明晰，就会导致

“搭便车”行为产生，致使企业的效率无法提高，只会增加一

些经营者的直接收益，这不仅违背了政府将资金投入农业企

业的初衷，形成了负的外部性，而且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甚

至会造成推卸责任或偷懒现象。

圆援权位非对称症。这主要表现为产权相关主体关系扭曲。

比如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在涉及投资股份与权益关系上，在

资产营运、管理、支配、监督过程中，存在关系不顺或权位背向

等问题。此类问题是实施有效资产监督和运营的主要障碍，势

必会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还会导致部分投资者权益受

到侵犯。如果国家投入企业的这部分资金产权界定不清，就会

使责、权、利、控四方面不协调，即责任不明确、权力不清晰、利

益分配不合理、监管控制不规范，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

益，也影响了外部投资者对该企业的信任，最终势必会影响到

企业的竞争力。

猿援权力残缺症。这是责权利非对称的典型表现，也就是所

谓的所有者缺位现象。国家把资金投给企业后，就不再关心这

部分资金的归属问题，就会导致产权不明晰，从而产生寻租、

外部效应、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

源援职责虚幻症。就是指国家投给企业的这部分资金，产权

关系模糊，各层次职责界定不清或容易找到推卸责任的理

由，相应造成处罚软化和“法不责众”现象，这就会导致经营

者腐败或寻租行为等发生。企业会以较少的罚款获取更多的

私人资产，从而严重影响到企业的规范化运作。同时也会导致

工作人员对上层领导失去信心，工作态度变得消极，工作效率

降低，创造的收益也会明显减少，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整体经

济效益。

缘援内部控制症。即内部人控制现象。当前，一些企业的大

股东控制现象相当严重。国家投入企业的这部分资金常常会

被内部人控制，大股东就可能用这部分资金进行向上寻租或

对外寻租。因为该部分资金的产权不明晰，也不存在归属问

题，这就生产了内部人控制的漏洞，也助长了投机行为，严重

违背了政府投入资金的初衷。

所以说，明确界定财政投入农业企业形成资产的产权，不

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是提高社会效率的有效

规则，意味着这部分资产有明确的所有者，避免了无主资源被

无节制地利用或浪费的现象，并能产生一种激励，即激励经济

主体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总产值，带

动农民创造更高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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