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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外包模式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应用研究

郑文琦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安 泰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 , 上 海 200052)

摘 要 : 由 于 农 业 技 术 市 场 中 的 逆 向 选 择 及 信 息 不 对 称 问 题 , 目 前 我 国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的 效 果 受 到 了 极 大

影 响 。 本 文 提 出 了 一 种 新 的 技 术 外 包 模 式 , 并 用 一 个 基 于 多 阶 段 议 价 的 差 分 方 程 模 型 对 这 种 模 式 的 有 效 性 进

行 了 验 证 。 结 论 表 明 , 通 过 技 术 外 包 模 式 ,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机 构 可 以 更 加 有 效 地 辨 别 农 业 技 术 市 场 中 的 技 术 质

量 , 从 而 使 市 场 资 源 配 置 得 到 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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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 tion of Technology Outsourcing Mode in
Agricultura l Technology Extens ion

ZHENG Wen- q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China)

Abs tract: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was greatly affected due to the presence of adverse

selection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market. This paper raised a new technology

outsourcing mode and verified its validity by a differenti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multistage barga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ded organization will tell the quality of technology in the market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and hence make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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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 , 农业技术推广在

加快农业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积极实施科教兴农

战略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日渐突出。通过试验、示

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农业技术推广活

动 , 农 业 技 术 得 以 普 及 应 用 于 农 业 生 产 产 前 、产

中、产后全部过程 , 无数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

产力。为此 ,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的建设。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 我国就已经形成了以

国 家 、省 、市 、县 级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机 构 为 主 体 , 农

业 、畜 牧 、农 机 、林 业 等 涉 农 行 政 部 门 为 配 合 的 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 , 我国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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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推广体系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技术和新

品 种 、防 治 动 植 物 病 虫 害 、改 善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提

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为我国农业

科技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 , 在农业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 我国的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农业发

展和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于长期依附于行政机构 ,

我 国 的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机 构 普 遍 存 在 着 体 制 不 顺 、

机 制 不 活 、队 伍 不 稳 、保 障 不 足 等 诸 多 问 题 , 这 就

极大地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效率的提高。许多技

术人员对农业技术市场情况了解不足 , 而且与农

户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 农业技术推

广目标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情

况时有发生。

基于这种背景 ,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外

包模式 , 并建立了一个基于多阶段议价的外包模

型对其有效性进行了论证。模型的分析结果说明 ,

吉林农业科学 2008,33( 3) : 62- 65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08.03.019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通过将一些与技术市场信息紧

密相关的环节进行外包 , 由部分信用较好、实力较

强 的 企 业 等 机 构 进 行 审 查 或 试 验 之 后 再 进 行 购

买 ,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技术市场中的逆向选

择问题。同时 , 由于外包模式使更多的企业和社会

团体参与到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 , 提高了农业技

术推广过程的市场化程度 , 这对于增强我国农业

生产能力、改善农产品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

意义。

2 外包模型的提出及其讨论

本 文 引 入 一 个 基 于 多 阶 段 议 价 的 外 包 模 型 。

模型假设买方与农业技术的卖方之间通过多阶段

协商的方式确定技术的成交价格。首先 , 双方分别

提出一个价格 , 如果卖方提出的价格不高于买方

提出的价格 , 则双方在这两个价格之间的某个中

间价格达成交易 , 否则双方进入下一阶段 , 再次进

行出价 , 直到最后成交为止。在这个议价模型中 ,

假设在每一阶段 , 买方总是在上一阶段自己提出

价格的基础上 , 再增加上一阶段卖方提出价格和

买方期望价位的加权平均数与自己提出价格之差

的 α倍 , 作为本期所提出的价格 ; 而卖方则总是在

上一阶段自己提出价格的基础上 , 再减少上一阶

段自己提出价格超过买方提出价格与卖方期望价

位的加权平均数额的 β倍 , 作为本期所提出的价

格。此模型可以使用差分方程表示如下 :

x1(k+1)=x1(k)+α[cx2(k)+(1- c)P1
*- x1(k)]

x2(k+1)=x2(k)- β[x2(k)- dx1(k)- (1- d)P2
*!
]

(1)

其 中 , 设 x1(k)和 x2(k)分 别 表 示 买 、卖 双 方 在 第 k

阶 段 开 出 的 价 格 ; c 和 d 分 别 为 对 方 价 格 在 议 价

过程中的影响权重系数 , 其绝对值越大 , 表示影响

程度越大 , 并假设 0≤c, d≥1; p
*

1 和 p
*

2 分别表示买

方和卖方对技术的市场期望价值 , 用于衡量买卖

双方对市场的了解程度 , 并假设当买者对市场越

不了解时 , P1
* 越高 , 反之越低 ; 而当卖者对市场越

不了解时 , P2
* 越低 , 反之越高。

由差分方程的稳定性判定方法可知 , 系统(1)

渐进稳定 , 其均衡解

x 1(k)= (1- c)P1
*+c(1- d)P2

*

1- cd

x 2(k)= d(1- c)P1
*+(1- d)P2

*

1- cd

$
&
&
&
&&
%
&
&
&
&&
’

(2)

与 α和 β的 值 无 关 , 且 当 P1
*≥P2

* 时 , 存 在

k<+∝ , 使 x1(K)≥x2(k), 买 卖 双 方 可 以 最 终 达 成 交

易。

然而 , 由于农业技术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 , 技

术 卖 方 对 于 自 身 的 技 术 掌 握 着 相 对 较 多 的 信 息 ,

而 买 方 则 可 能 只 知 道 市 场 上 技 术 交 易 的 一 般 情

况 , 在很多情况下并无法对其所需要购买的技术

进行全面了解。在这种情况下 , 农业技术市场中就

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问题 , 从而使买方处于十分

不利的地位。

为了便于分析 , 我们将市场上的农业技术质

量简单划分为高、低两类。设 V1H 和 V1L 分 别 表 示

高 、 低 质 量 技 术 对 买 方 的 价 值 , V2H 和 V2L 则 分 别

表示高、低质量技术对卖方的价值。并设 λ和 1- λ

分别表示买方所了解到的高、低质量技术的比例 ,
则 对 于 买 者 来 说 , 技 术 的 期 望 价 值 P1

*=(1- λ)V1L+

λV1H, 对于高质量技术的卖 方 来 说 , 技 术 的 期 望 价

值 为 P2
*=V2H; 而 对 于 低 质 量 技 术 的 卖 方 , 则 有

P2
*=V2L。在通常情况下 , 有以下关系存在 :

V1H>V1L, V2H>V2L, V1H>V2H, V1L>V2L (3)

而且 , 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 , 也会有 :

(1- λ)V1L+λV1H<V2H (4)

2.1 无技术外包方参与时的情况

在无技术外包方参与的情况下 , 买方只能根

据以往对市场的一般了解来辨别卖方的技术并由

此来估计技术价格 , 此时由于买方的相对弱势 , 其

价 格 影 响 将 明 显 小 于 卖 方 , 因 此 假 设 0<c<1 而

d=0, 并将双方期望价值代入(2)式中 , 于是得到 :

x 1(k)=cV2i+(1- c)[(1- λ)ViL+λV1H]

x 2(k)=V2i

! i=H, L (5)

当 i=H 时 , 由 于 V1L<(1- λ)V1L+λV1H<V2H, 因 此

就会产生 x1(k)<V2H=x2(k)的 情 况 , 即 高 质 量 技 术 卖

方 无 法 与 买 方 成 交 ; 而 当 i=L 时 , 由 于 (1- λ)V1L+

λV1H>V1L>V2L, 于 是 有 x1(k)>V2L=x2(k), 即 低 质 量 技

术 卖 方 通 过 与 买 方 议 价 之 后 可 以 将 技 术 卖 出 去 。

此时 , 在市场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低质量技术“驱

逐”高质量技术的现象。由于无法达成价格上的共

识 , 市场上的所有买方只能购买到低质量的技术 ,

而这对于高质量技术的卖方和买方来说都是不利

的。

2.2 考虑技术外包方参与时的情况

在考虑技术外包方参与的情况下 , 买方在购

买技术之前会先委托技术识别能力较强的外包方

进行审查 , 而在外包方审查通过之后 , 买方才会将

相应的技术买入。

假设技术外包方只对所购买的所有声称为高

质量的技术进行审查 , 并将没有通过审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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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给卖方 , 但对于声称为低质量的技术 , 技术外

包方不进行审查。另外 , 假设高质量技术可以全部

通过技术外包方的审查 , 而声称为高质量的低质

量 技 术(即 投 机 型 卖 方 所 持 技 术 )只 有 部 分 能 够 通

过技术外包方的审查。设审查通过比例为 γ, 将低

质量技术伪装成高质量技术的投机卖方占所有卖

方 的 比 例 为 μ, 则 所 有 声 称 为 高 质 量 的 技 术 占 所

有 技 术 的 比 例 为 λ+(1- λ)μ, 其 中 最 后 通 过 审 查 的

技术比例为 λ+(1- λ)μγ。

由于技术外包方对技术质量的高低具有很强

的识别能力 , 因此 , 与无技术外包方参与时处于相

对弱势的买方相比 , 其上期价格对本期的卖方价

格就具有较大 的 影 响 , 此 处 仍 然 设 为 d。 此 外 , 设

VmH 和 VmL 则分别表示高、低 质 量 技 术 对 技 术 外 包

方的价值 , 并假设有以下关系存在 :

V1H>VmH>V2H, V1L>VmL>V2L, VmH>VmL (6)

2.2.1 非投机型卖方

非投机型卖方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真正的

高质量技术卖方 , 另一类是真实表达低质量的技

术卖方。

对于第一类卖方来说 , 它与技术外包方进行

议价 , 设 m1(k)为技术外包 方 第 一 阶 段 在 第 k 期 讨

价还价中所提出的价格 , 还价幅度比例和卖方价

格影响系数分别设为 δ1 和 cm。用 m1(k)代替模型中

的 x1(k), 此时系统的均衡解为

m 1(k)= (1- cm)[(1- λ)μVmL+λVmH]+cm(1- d)V2H[(1- λ)μ+λ]
[(1- λ)μ+λ](1- cmd)

x 2(k)= d(1- cm)[(1- λ)μVmL+λVmH]+(1- d)V2H[(1- λ)μ+λ]
[(1- λ)μ+λ](1- cmd)

!
#
##
"
#
##
$

(7)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 只 要 当 μ足 够 小 , 即 当 μ<
λ(VmH- V2H)

(1- λ)(V2H- VmL)
时 , 就 可 以 得 到 (1- λ)μVmL+λVnH>[(1-

λ)μ+λ]V2H, 从而使 m1(k)=x2(k)成为可能 , 这样技术

外 包 方 与 卖 方 就 可 以 实 现 成 交 。 此 外 , VmH>V2H,

V2H>V1L>VmL 且 0<λ<1。 因 此 , 满 足 上 述 条 件 的 μ

是存在的。

对于第二类卖方来说 , 如果真正需要廉价低

质量技术的买方选择通过外包方进行交易 , 则此

时系统均衡解为 :

m 1(k)= (1- cm)VmL+cm(1- d)V2L

1- cmd

x 2(k)= d(1- cm)VmL+(1- d)V2L

1- cmd

!
#
#
#
##
"
#
#
#
##
$

(9)

由 假 设 条 件 VmL>V2L 可 知 , 存 在 k <+∝ , 使

m1(k)≥x2(k), 此 时 外 包 方 与 低 质 量 技 术 的 卖 方 可

以达成交易。

如果买方选择不通过中介 , 直接与低质量技

术的卖方进行交易 , 则此时系统均衡解为 :

x 1(k)= (1- c)V1L+c(1- d)V2L

1- cd

x 2(k)= d(1- c)V1L+(1- d)V2L

1- cd

!
#
#
#
##
"
#
#
#
##
$

(8)

由 假 设 条 件 V1L>V2L 可 知 , 必 有 (1- c)V1L+c(1-

d)V2L>d(1- c)V1L+(1- d)V2L, 从而就有 x1(k)>x2(k), 于

是此时买方与低质量技术卖方也可以直接达成交

易。

对于买方的两种选择 , 如果取双方均衡解的

平 均 值 作 为 最 终 成 交 价 , 并 假 设 cm≤c, 那 么 由 于

V1L>VmL, 因此 , 外包方与卖方的最终成交价将低于

买卖双方之间的最终成交价 , 如果外包方所收取

的佣金低于一定的水平 , 那么相对于与卖方直接

进行交易 , 买方来通过外包方来购买低质量技术

甚至可以获得较低的价格。

2.2.2 投机型卖方

对于进行投机的低质量技术卖方来说 , 只要

将(7)式中的 V2H 换成 V2L 即可 , 其他方程均保持不

变 , 此时系统的均衡解为 :

m 1(k)= (1- cm)[(1- λ)μVmL+λVmH]+cm(1- d)V2L[(1- λ)μ+λ]
[(1- λ)μ+λ](1- cmd)

x 2(k)= d(1- cm)[(1- λ)μVmL+λVmH]+(1- d)V2L[(1- λ)μ+λ]
[(1- λ)μ+λ](1- cmd)

!
#
##
"
#
##
$

(10)

类 比 前 面 的 计 算 , 可 知 只 有 当 μ≤

λ(VmH- V2L)
(1- λ)(V2L- VmL)

时 , 才 可 能 有 m1(k)≥x2(k), 而 由 假

设 条 件 VmH>VmL>V2L 可 知 λ(VmH- V2L)
(1- λ)(V2L- VmL)

<0, 但 小

于 0 的 μ是不存在或者说是无意义的。因此 , 在这

种条件下 , 低质量技术的投机型卖方就无法与技

术外包方最终达成交易 , 于是 , 在技术交易的第一

阶段 , 即技术外包方从卖方手中购买技术时 , 低质

量技术的投机型卖方实际上就被过滤掉了 , 此时

的 局 面 则 恰 好 与 无 技 术 外 包 方 参 与 时 的 情 况 相

反 , 这对于高质量技术的卖方以及想要购买有一

定保障的高质量技术的买方是有利的 , 而促成这

一改进的也正是技术外包方的审查。

3 结论与启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在未考虑技术外包

方的情况下 ,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由于信息上的劣

势 , 无法辨别技术质量的高低 , 只能按照相同的期

望价值对所有技术进行衡量 , 这就造成了逆向选

择的不利局面。但在考虑了技术外包方参与的情

况之后 , 对于非投机型的卖方来说 , 无论是真正的

高质量技术卖方 , 还是直接声称自己为低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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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43 页 )差 异 显 著 , 但 不 同 脂 肪 源 间 差 异 不 显

著。添加豆油、玉米油都能增加经济效益 , 但以豆

油组最佳。可考虑将豆油作为生产鹅肥肝的脂肪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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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卖方 , 都可以与技术外包方最终达成交易 , 而

投 机 型 的 卖 方 则 无 法 与 技 术 外 包 方 达 成 交 易 , 这

样就可以使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大大减少。于是 , 农

业技术推广机构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质量需求

在市场上购买到合适的、具有一定质量保证的农

业技术 , 从而使市场资源的配置得到优化。

当前 , 我国正在逐步深化改革 , 加强基层农业

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 各级政府主管机关和农业技

术推广机构也在广泛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到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中 , 坚持在深化改革的同时

开发创新机制 , 从而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逐步实现农业科技良性发展。在这样的新形势下 ,

技术外包的创新模式不仅可以为农业技术推广提

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信息服务 , 而且它也在符合

强化公益性职能、搞活经营性服务要求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下多元化发展的原则 , 因此

是一种十分值得尝试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的实

现 , 不仅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可以积极稳妥地将部

分与市场结合较为紧密、技术要求较高的业务分

离出来 , 对其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进行经营 , 而

且企业等各类经济实体也可以采取合资、合作等

方式依法进入农业技术推广领域 , 从而逐步实现

整 个 农 业 推 广 体 系 向 多 元 化 方 向 发 展 的 目 标 , 为

我国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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