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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一个逻辑一致的角度对“公司 + 农户”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回顾，特别是分析“公司 +
农户”模式类型、演进路径以及稳定性。首先回顾了“公司 + 农户”模式概念的文献并对运作模式的类型及演

进路径进行了梳理; 接下来从交易成本理论、契约治理和社会交换理论三个视角层面重点分析了“公司 + 农户”
模式稳定性; 同时对文献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具进行简单的统计梳理; 最后进行了总结并展望进一步研究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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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构建，对促进新农村

建设、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根据

农业部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调查研究统计结

果，“公司 + 农户”模式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农业

产业化采用率最高的经营模式之一，所占的比例位居

第一，高达 45%。 “公司 + 农户”模式将分散、相对

独立的小农户和大市场联系起来，让组织生产科学、
市场供应有序，同时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目前， “十二五”规划将民生问题放

在首要位置之一，其中三农问题、物价稳定以及食品

安全问题又是重点，但是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在日益显

现且越演越重，物价指数及农民增收不尽如人意，研

究“公司 + 农户”模式对稳定物价、农民增收以及食

品安全和可溯源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公司

+ 农户”模式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形成了大量

的研究成果，下面就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要评述。
二、“公司 + 农户”概念与运作模式

( 一) “公司 + 农户”的起源与定义

关于“公司 + 农户”概念的最早起源部分学者认

为是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董雷 1993 年 7 月 8 日在《发

展农村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 “公司 + 农户”》 ( 《经

济日报》) 一文中提出，并将其定义为 “以实体公司

为龙头，联系农户，签订合作经营合同”。本文认为最

早提出“公司 + 农户”概念应该是刘允洲，刘允洲等

( 1988) 在 “组 织 创 新 与 经 济 发 展 研 讨 会”上 提 出

“公司 + 农户”模式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种思路 . 孙武

超 ( 1990) 在对河北省平原县种子公司适度性规模经

营的调查中指出平原县种子公司优化组合基地、市场、
科技和服务四个要素形成“四位一体”适度规模经营

模式，将农户和公司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系列化、
专业化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体系。
中共河南省委政研室农村处 ( 1994 ) 指出 “公司 + 农

户”是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通俗说法，并指出 “公司

+ 农户”的五种基本形式: 流通企业 + 农户; 加工企

业 + 农户; 专业协会 + 农户; 专业合作社 + 农户; 专

业大户 + 农户。蒋伯英 ( 1994 ) 认为公司 + 农户是以

市场为导向，以公司为龙头，以区域经济为基础，以

扩大经营为目的，构筑小农户向大市场的连接和桥梁，

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徐恩波等 ( 1995 )

将“公司 + 农户”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经

济力利益为纽带，以合同契约为手段，以农副产品加

工、销售等企业为中心，团结一大批专业化生产的农

户，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杜吟棠

( 2002) 分析了 “公司 + 农户”模式的内涵，认为存

在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公司 + 农户”模式是一

个特指范畴，即仅指公司和农户之间通过签约形式建

立固定供销关系。一种理解认为“公司 + 农户”模式

是一个泛指范畴，不仅包括固定供销关系，还包括紧

密型联合，比如合资、入股，也包括松散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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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司 + 农户”的概念与运作模式研究分类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框架与理论分析模型 实证分析 案例分析 仿真分析

“公司 + 农户”的

概念与定义

刘允洲等 ( 1988)

孙武超 ( 1990)

董雷 ( 1993)

徐恩波等 ( 1995)

杜吟棠 ( 2002)

中共河南省委

政研室农村处 ( 1994)

“公司 + 农户”的

运作模式类型

林其屏 ( 1994)

蒋伯英 ( 1994)

纪尽善 ( 1995)

余应军等 ( 1997)

杜吟棠 ( 2002)

许治 ( 2002)

生秀东 ( 2001)

何嗣江等 ( 2005)

中共河南省委

政研室农村处 ( 1994)

中国人民银行江西

抚州分行课题组 ( 1997)

潘禄高 ( 1996)

毛志雄等 ( 1996)

潘禄高 ( 1996)

陈绍智等 ( 1997)

杜吟棠 ( 2002)

黄志宏 ( 2006)

李怡等 ( 2007)

郭红东 ( 2007)

“公司 + 农户”的

运作模式演进
盛先友 ( 1999) 张丹等 ( 2005)

万俊毅 ( 2009)

杜吟棠 ( 2002)

( 二) “公司 + 农户”的运作模式类型

在“公司 + 农户”运作模式研究的起步阶段，很

多专家学者科研机构大都通过实地调研案例分析来归

纳研究“公司 + 农户”运作模式，大部分从农户所联

系的公司或者实体的性质以及公司与农户联系的紧密

程度这两个角度来展开研究，也有部分学者从金融工

程的角度分析 “公司 + 农户”模式的演变及发展路

径。
按照农户所联系的公司或者实体的性质来研究归

纳“公司 + 农户”运作模式。中共河南省委政研室农

村处 ( 1994) 通过调研指出“公司 + 农户”的存在五

种基本形式: 流通企业 + 农户; 加工企业 + 农户; 专

业协会 + 农户; 专业合作社 + 农户; 专业大户 + 农户。
蒋伯英 ( 1994 ) 将 “公司 + 农户”归纳成四种模式:

公司 + 农户、企业 + 农户、股份 + 农户、合作社 + 农

户。认为公司 + 农户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为龙头，

以区域经济为基础，以扩大经营为目的，构筑小农户

向大市场的连接和桥梁，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共

同体。纪尽善 ( 1995) 按照农户所联系的公司或者实

体的性质不同将“公司 + 农户”分成: 流通企业 + 农

户; 加工 企 业 + 农 户; 专 业 协 会 + 农 户; 基 层 社

( 站) + 农户; 专业大户 + 农户。潘禄高 ( 1996 ) 归

纳了成都市公司 + 农户的模式: 龙头公司 + 农户，加

工企业 + 农户，专业大户 + 农户，专业合作社 + 农户，

专业协会 + 农户。陈绍智等 ( 1997) 在对西昌市“公

司 + 农户”调研基础上，发现西昌市的 “公司 + 农

户”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公司 + 农

户，组织户 + 农户。黄志宏 ( 2006) 案例分析“鸿源

米业”— “公司 + 协会 + 基地 + 农户”模式，认为此

模式有效解决了产前、产中和产后分割的问题，同时

克服企业重经 济 效 益、轻 社 会 效 益 的 倾 向。李 怡 等

( 2007) 通过对四川省水果产业化经营的不同模式进行

比较分析，同时结合实地调研考察，分析公司 + 农户

模式稳定性的因素，提出通过股份合作，建立 “公司

+ 合作组织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实现产权联结和

合作剩余合理分配。郭红东 ( 2007 ) 对上海福易得保

健食品有限公司订单农业的实践表明，企业产品品牌

影响企业参与订单农业的积极性，农产品行业协会在

订单签订和履行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协调、监督和服务

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发展订单农业的有效载体，

进而形成“行业协会 + 公司 + 合作社 + 专业农户”订

单模式。
按照公司与农户联系的紧密程度来研究归纳 “公

司 + 农户”运作模式。林其屏 ( 1994 ) 将 “公司 + 农

户”分成四种形式: 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和协

作型。纪尽善 ( 1995) 按照公司与农户联系的紧密程

度将“公司 + 农户”分成: 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

型和 协 作 型。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江 西 抚 州 分 行 课 题 组

( 1997) 在对江西抚州 “公司 + 农户”情况调研基础

上，分析“公司 + 农户”组织的类型及特点，认为江

西存在三种类型: 紧密型、半紧密型和松散型。同时

分析“公司 + 农户”的基本特点: 主体多样、组织结

构复杂、性质多样和相对的专业性、稳定性和市场性。
杜吟棠 ( 2002) 认为“公司 + 农户”组织的类型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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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市场交易”关系、“出资参股”关系、“互惠契

约”关系、“租地 － 雇工经营”或 “土地返租倒包”
关系。农户有四种类型: 独立分散的农户、政府组织

的农户、专业技术协会组织的农户、专业合作社组织

的农户。许治 ( 2002) 认为“公司 + 农户”组织的类

型有四种: 签订产销合同、“订单农业”、土地入股和

“反租倒包”。
在分析“公司 + 农户”运作模式的同时，提出了

该模式的特征及优势和特点。毛志雄等 ( 1996 ) 在对

郫县种子公司 + 农户调研分析基础上，提出公司 + 农

户的优势和特点: 主体互补、服务相联、产销一体、
利益共享。余应军等 ( 1997) 认为“公司 + 农户”的

主要特征: 经营一体化、生产基地化、产销契约化、
服务系列化。徐恩波等 ( 1995) 从五个方面分析“公

司 + 农户”的运行机制: 龙头组织机制，利益分配机

制，合同约束机制，风险共担机制和股份合作机制。
生秀东 ( 2001) 从劣市场、准市场和制度收益分割三

个角度分析 “公司 + 农户”性质，认为 “公司 + 农

户”既不是市场化，也不是一体化，而是准一体化。
( 三) “公司 + 农户”的运作模式演进

杜吟棠 ( 2002) 分析“公司 +农户”的局限性，认

为“公司 +农户”模式会逐渐被“公司 + 协会 + 农户”
和“公司 +合作社 +农户”所取代。万俊毅 ( 2009) 分

析认为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信息不对称、
签约双方力量的非对称性、不完全契约以及道德风险的

存在使得“公司 +农户”经营组织存在风险，通过建立

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完善各级龙头企业遴选标准、做大

作强龙头企业、重视关系治理、加强契约治理、优化社

会制度环境等手段实现“公司 + 农户”的制度变迁，逐

步扩展成“公司 + 协会 + 农户”、“公司 + 基地 + 农户”
等。盛先友 ( 1999) 分析了“公司 +农户”模式存在不

平等交易现实，主要原因有: 公司与农户双方谈判力量

不平衡，信息分布不对称，公司对“非市场安排”的扭

曲以及交易主体行为不确定性，并且从规范契约、资产

专用性等方面分析“公司 +农户”应演进为“公司 + 农

户合作组织 +农户”。
也有部分学者从金融工程的角度分析 “公司 + 农

户”模 式 的 演 变 及 发 展 路 径。何 嗣 江， 张 丹 等

( 2005) 从金融工程思想出发，利用衍生品的演变规律

分析“公司 + 农户”模式的演变及发展路径，演变路

径为: “公司、农户”即期式交易模式， “公司 + 农

户”远期交易模式， “公司 + 农户 + 期货”组合交易

模式，“公司 + 农户 + 期权”组合交易模式。
三、“公司 + 农户”模式稳定性—交易成本理论

视角

( 一) 交易费用

傅晨 ( 2000) 对广东温氏集团 “公司 + 农户”产

业化经营模式进行分析，认为该模式使得农户和企业

减少了交易成本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效益。赵慧娥，孙

林等 ( 2004) 从交易成本理论与组织成本角度分析

“公司 + 农户”模式的稳定性问题，分析认为由于小

农户的规模小、数量大等现状导致公司的组织成本较

高，产生“倍同效应”，减少了 “非市场安排”而节

省的交易成本，降低了 “聚同协和”效应而增加的

“增量利润”。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剩余分配不合理

以及龙头企业规模小等都影响着“公司 + 农户”模式

的稳定性。
( 二) 资产专用性

尹云松等 ( 2003 ) 认为由于农户经营规模不同，

契约的约束力、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信誉机制不尽相

同，产品专用性 程 度 影 响 着 契 约 的 履 行。孟 枫 平 等

( 2004) 从产品专用性程度视角分析了公司与农户间商

品契约稳定性问题，认为产品专用性程度强的商品契

约稳定性强，产品专用性程度弱的商品契约不能有效

抑制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商品契约不稳定，但是在

实践中可以运用虚拟高价法来有效抑制农户的机会主

义行 为， 提 高 契 约 的 稳 定 性。周 立 群， 邓 宏 图 等

( 2004) 通过对塞飞亚公司与农户模式的探讨和分析，

从“专用性资产”投资角度分析塞飞亚 “公司 + 农

户”模式向 “公司 + 农户 + 基地”的 “准一体化合

约”的转变，并提出此模式兼具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

高能激励的双重优势。郑强国，李秉龙等 ( 2005 ) 通

过五个案例对公司与农户间资产专用性与治理机制的

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信用关系，

应该根据资产专用性程度来选择治理机制，提高双方

信用水平，资产专用性程度低的农产品选择市场交易，

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农产品选择混合策略，资产专用

性程度特别高的农产品选择内部组织取代市场交易。
同时描述了农户的专用性包括: 时间的专用性、产品

的专用性以及工具的专用性。
表 2 “公司 + 农户”模式稳定性—交易成本理论视角的问题研究分类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框架与理论分析模型 实证分析 案例分析 仿真分析

交易费用 赵慧娥，孙林等 ( 2004) 傅晨 ( 2000)

资产专用性 孟枫平等 ( 2004)
郑强国，李秉龙等

( 2005)

尹云松等 ( 2003)

周立群，邓宏图等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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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 + 农户”模式稳定性—契约治理视角

( 一) 契约关系

徐金海 ( 2000) 分析了由于公司与农户双方地位

不平等、农业产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双方机会主义

的存在，导致契约不完全，从而影响组织模式效率。
许治 ( 2002) 运用博弈论分析发现合同中违约金的大

小对契约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欧阳昌民 ( 2004 ) 从

农户在与公司谈判中的地位角度分析了 “公司 + 农

户”契约关系的不稳定性，认为由于组织分散、信息

不对称、资金技术劣势和政府干预偏向等原因导致农

户处于劣势，进 而 影 响 契 约 关 系 的 稳 定 性，应 改 变

“龙头”垄断的局面，同时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

改变“一家一户”分散面对公司的状况，提高农户的

组织化程度。同时分析了合同价格与机会成本、农户

组织化程度的关系。邓宏图等 ( 2002 ) 分析了交易成

本结构和信息结构、风险和知识分布等因素约束下合

约选择是一个不断适应约束条件变化的动态过程，合

约选择与否关键在于它是否适合所依存的约束条件，

运用博弈模型分析合约的选择与调整，同时分析了政

府在“公司 + 农户”模式中的双重地位。
黄志坚等 ( 2006) 分析公司与农户之间契约行为

的演化博弈稳定性分析，在长期合作博弈的过程中，

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可以保证合作博弈的进行，隐性激

励机制 － 声誉机制可以激励契约执行。蔡荣等 ( 2008)

运用博弈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建 “公

司 + 农户”契约选择模型，讨论 “公司 + 农户”经营

组织对不同契约类型选择以及其效率，并提出一些政

策建议，促进公司和农户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以增

加公司和农户间的依赖性。徐忠爱 ( 2009) 认为“公

司 + 农户”模式的契约关系是 “农联模式”的内核，

其效率取决于公司和农户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及其效率。

产权方面，通过共同所用权契约联结可以使双方的关

系专用性投资替代一般通用型投资以及人力资本专用

性的苦难，达到双赢。
( 二) 契约价格

涂国平等 ( 2010) 运用静态博弈模型揭示市场风

险的存在是 “公司 + 农户”模式违约问题的根本原

因，并给出稳定的“公司 + 农户”模式的契约价格波

动区间，“公司 + 农户 + 期货”模式可以解决公司的

违约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农户的违约问题，“公司 + 农

户 + 期货期权”模式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农户的机会主

义行为，也 可 以 解 决 公 司 的 违 约 行 为。徐 良 培 等

( 2010) 在市场价格不确定的环境下，构建公司 － 农户

灰色博弈模型讨论“公司 + 农户”模式农产品供应链

在动态价格下的协同稳定机制。
( 三) 契约履行

李斌 ( 2003) 运用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市场状态下、
纵向一体化状态下以及商品契约为纽带状态下 “公司

+ 农户”模式中公司和农户的成本收益，研究结果表

明，在公司市场实力弱的时候，“公司 + 农户”模式可

以提高生产力，但是对农民增收效果不大，当公司市

场实力强大时，此模式会使农户的利益受损，只有在

以生产要素自由流转为前提、以市场为纽带、以公司

间充分竞争为保证的基础上的 “公司 + 农户”模式才

会健康发展。樊丽淑等 ( 2003 ) 分析了违约率高的原

因，主要是订单农业的内在机制安排没有让公司和农

户之间真正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同时提出期权

理论中的卖权机制是一种实现公司和农户双赢的最佳

方案。贾伟强，贾仁安等 ( 2005 ) 运用系统动力学流

率基本入树建模法，建立反馈结构模型，分析 “公司

+ 农户”模式存在双重违约行为的根源，并提出管理

方针。
表 3 “公司 + 农户”模式稳定性—契约治理视角问题研究的分类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框架与理论分析模型 实证分析 案例分析 仿真分析

契约关系

徐金海 ( 2000)

欧阳昌民 ( 2004)

黄志坚等 ( 2006)

许治 ( 2002)

徐忠爱 ( 2009)

邓宏图等 ( 2002)

蔡荣等 ( 2008)

契约价格
涂国平等 ( 2010)

徐良培等 ( 2010)

契约履行 樊丽淑等 ( 2003) 李斌 ( 2003) 贾伟强等 ( 2005)

五、 “公司 + 农户”模式稳定性—社会交换理论

视角

由于农户经营规模不同，契约的约束力、信息不

对称程度以及信誉机制不尽相同 ( 尹云松，2003) 。由

于资产专属性、交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等交易成本

特性的影响 ( Williamson，1985 ) ，客观上存在的契约

不完全性 ( Grossman and Hart，1986; Hart and Moore，

1990) 和主体有限理性 ( Simon，1955) 使得远期交易

风险集聚效应增大 ( 万俊毅，2008) ，订单农业的契约

履约率不高 ( 刘凤芹，2003) 。供应链关系不仅包含经

济性因素，也包含社会交换因素 ( Choi and Hartley，

1996; Rousseau et al. ，1998; Johnston et al. ，2004) ，很

多研究从社会交换因素视角分析“公司 + 农户”的运

作模式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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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伟强，贾仁安等 ( 2005 ) 认为公司和公司是为

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委托 － 代理关系，同时存在着

双重道德风险的困境，解决此困境的方法是建立以信

誉机制为基础的长期合作契约。黄志坚等 ( 2006 ) 分

析公司与农户之间契约行为的演化博弈稳定性分析，

在长期合作博弈的过程中，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可以保

证合作博弈的进行，隐性激励机制 － 声誉机制可以激

励契约执行。徐忠爱 ( 2008) 分析认为公司与农户之

间的契约是有别于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超市场契约，

以公司和农户的信任关系为基础和前提，信任机制起

到基础性作用，不仅降低交易成本和费用，提高交易

价值，而且保证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和高效率。胡新艳

等 ( 2009) 分析合同条款的不平等问题、交易的不确

定性、合同执行困难等因素影响“公司 + 农户”的稳

定性，合理安排契约治理模式，可维护合作的稳定性，

实现公司和农和的双赢。米运生，罗必良等 ( 2009 )

从契约资本非对成型、交易形式反串和价值链的收益

分配 三 个 方 面 分 析 温 氏 模 式 的 成 功 案 例。刘 凤 芹

( 2009) 从关系性产权视角分析公司和农户间契约的自

我实施，分析关系专用性投资与物资资本专用性投资

所导致的企业和农户互有得准租金挤占问题，结果显

示农户和企业合作的条件是合作的交易成本与非合作

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合作剩余分配受企业和农

户的市场地位以及专用性投资程度的影响。徐忠爱

( 2008) 分析“公司和农户”模式契约关系中社会资

本的重要性以及相应的关系互动模型 － 嵌入模型，认

为在环境复杂不确定、交易复杂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

背景下，社会资本嵌入机制不仅可以加强双方的信任

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制度保障。
部分研究讨论“公司 + 农户”的融资以及法律问

题。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 ( 2007 ) 分析温州鹿城农

村合作银行与温州市农信担保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为农

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养殖大户提供贷款以及担

保服务，建立起“公司 + 农户 + 金融”的模式。李涛

( 2009 ) 分 析 庐 江 县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与 农 户 建 立

“公司 + 农户 + 合作社”模式解决公司和农户的融资

难问题。杨明洪 ( 2011) 通过建立一个公司和农户采

取法律行动的静态的理论分析模型来分析主体的行动

去取向，认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司法效率的提高，农

户和公司信用状态会得到改善，同时公司和农户的生

产规模也会扩大，违约行为也将减少。

表 4 “公司 + 农户”模式稳定性—社会交换理论视角问题研究的分类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框架与理论分析模型 实证分析 案例分析 仿真分析

社会交换理论

徐忠爱 ( 2008)

刘凤芹 ( 2009)

胡新艳等 ( 2009)

贾伟强等 ( 2005)

徐忠爱 ( 2008)

米运生等 ( 2009)

黄志坚等 ( 2006)

融资与法律 杨明洪 ( 2011)

温州鹿城

农村合作银行 ( 2007)

李涛 ( 2009)

六、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节统计分析文献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

具，前文分成四个部分对“公司 + 农户”模式进行分

类归纳，此处也将分成四个部分来统计分析: “公司 +
农户”模式概念与运作模式、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契

约治理视角和社会交换理论视角。
表 5 “公司 + 农户”模式研究方法统计分析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框架与理论分析模型 实证分析 案例分析 仿真分析

“公司 + 农户”概念与

运作模式

概念与定义 5 1 0 0

运作模式类型 8 2 8 0

运作模式演进 1 1 2 0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
交易费用 1 0 1 0

资产专用性 1 1 2 0

契约治理视角

契约关系 3 2 2 0

契约价格 0 2 0 0

契约履行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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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换理论视角
社会交换理论 3 2 2 0

融资与法律 1 2 0 0

从研究方法统计表可以看出，框架与理论分析模

型分析研究方法运用的比较多，其次是案例分析研究，

目前仿真研究相对较少，只有极少数运用系统动力学

工具去仿真“公司 + 农户”的运作模式。从研究工具

统计表可以看出，博弈论分析模型分析研究工具运用

的比较多，其次是统计分析模型与方法，具体见表 5
－ 6。

表 6 “公司 + 农户”模式研究工具统计分析

研究内容

研究工具

博弈论

Game theory
随机模型

Stochastic models
确定性模型

Deterministic models
统计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s

概念与运作模式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 2 1 1 1

契约治理视角 4 1 2 3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 2 1 1 2

七、结论与展望

“公司 + 农户”构筑小农户向大市场的连接和桥

梁，深化农村改革的一种思路，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

有效途径。
通过对“公司 + 农户”模式相关研究的综述分

析，可以看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公司 + 农

户”模式研究开始起步，从概念到运作模式的研究逐

步向“公司 + 农户”模式稳定性方面的研究，主要从

交易成本理论、契约治理视角以及社会交换理论视角

等方面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公司 + 农户”模式稳定

性。研究方法也早期的框架与理论分析模型分析和案

例分析方法向实证研究和仿真研究转变。
尽管如此， “公司 + 农户”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

阶段，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和领域: “公司 + 农

户”模式的核心价值与一般性意义研究以及适用性条

件研究; “公司 + 农户”模式对农产品安全、食品可

溯源方面的作用机理; “公司 + 农户”模式中信息技

术的运用和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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