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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崭新的来自于实践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其内在理论基
础和客观必然性，实践呼唤着理论指导，理论的深化必将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河南省社科院
的理论工作者与一些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组织调研并撰写此书，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丰富实践活动
入手，力图使实践上升为理论，从中探索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规律，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该
书虽是学术成果，但有一定的可读性。干部群众读了这本书，可以增长知识，提高对农业产业化的理
性认识。农业产业化正在发展之中，亿万农民的大胆创造，各地千差万别的特点，都将使这种经营方
式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希望理论工作者更多地深入农村，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实践，为实现
农业现代化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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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们对社会的作用在于稳定出现秩序的前提下，节省了交易费用，补充、拓展了正规规则，丰富
并继承了优秀的传统。　　　2.8.3.2强制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施行
的制度变迁。它在构成一个特定社会制度结构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强
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国家在使用强制地进行创新时，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其他创新主体以低
得多的费用提供一定的制度性服务。在制度实施及其组织成本上也有优势。例如，凭借强制力，国家
在制度创新中可以降低组织成本和实施成本。但强制性制度变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主要有统治
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国家生存
危机等。　　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发生、执行及运行过程来看，它具有追逐社会效益性、强制性和激
变性的特征。结果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正规规则，它们使得产权得以重新界定，社会利益重新分配。　
　制度变迁以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进行。变迁最新总表现为诱致性的，人们总是力图以
较低的交易成本来实现由于制度不均衡而产生的利润，所以他们总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来修正
现行的非正规规则，可是当修正后的规则还无法保证交易活动的有效进行时，诱致性变迁就会为强制
性变迁所替代，新的正规规则又进一步拓展、修正了非正规规则，它反过来又会形成新的制度不均衡
，从而产生获利机会，诱发新一轮制度变迁直到新的正规规则产生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诱致性变迁是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强制性变迁是诱致性变迁的必然结果，二者互
相依存、互相作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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