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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世界农业出现了快速集中趋势。世界农业从国内集中向全

球集中可能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主要动因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农业公司 (农业集中的

主导者和受益者 )利用各种形式的内部化行为实现组织集中和技术垄断;机理是跨国农业公司为

内部化组织的规模收益和技术的潜在收益,使技术成为组织的专用性资产, 通过  组织集中 +技

术垄断 !的成功融合, 以改变市场结构和塑造特定产品的重要属性为核心,实现产品的异质化、制

定歧视性价格,从而将国内、国际农业体系纳入其全球一体化的范畴。这种组织和技术上的创新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对世界农业集中的态势,在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战略下,中国应借

鉴跨国农业公司的成长经历,培植壮大本国农业企业,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世界农业集中; X厂商集中度;组织集中 +技术垄断

一、引言

传统观点认为农业是最接近完全竞争的产业。但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农业跨国公司异军突起,不但

改变了所在国农业组织模式和产业市场结构, 获得了组织规模集中的巨额利润, 而且随着进入发展中国家

的资源供应市场、技术市场和食物供应链环节的全球化,实施全球农业布局 ∀ ∀ ∀ 将世界农业市场纳入一体

化运作中,为这里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奠定了稳定而持久的基础。跨国农业公司主导的世界农业集中态势

对开放中的中国农业企业的成长以及农业发展影响深远。本文首先描述世界农业集中态势, 继而探寻世

界农业集中的动因和剖析农业集中的形成机理,为培植壮大中国农业企业、推动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

组织变革和技术创新、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

二、世界农业集中态势

农业集中是农业经济主体为获得对被控制对象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所完成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农业

集中可追溯到 19世纪末期的美国资本在中美洲国家建立联合果品公司。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前,绝大

部分集中业务局限于一国范围内,如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等发达农业国家和巴

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发达农业国家的私人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投资

控股比例不断上升,世界农业集中趋势加强了。20世纪 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私人

专利授予制度的确立催生了农业集中的新趋势,也加快了世界农业集中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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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采用  X厂商集中度!指标
*

,从农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说明从国内农业集中走向世界农业集

中的态势。

(一 )国内农业集中态势

最具代表性的国内农业集中主要是三个层次的集中态势:

1 农业生产中大农场主主导的农业生产组织集中和规模扩大。生产领域的组织和规模集中是农业

规模经济对农业资源禀赋条件的自然选择。以美国为例, 1970∀ 1999年美国农场数量基本上逐年减少

(见图 1), 而且在土地总面积减少的情况下, 单个农场的土地规模却在不断增加 (见图 2)。 1982年农业普

查表明,美国占全部农场 3 /5的小农场仅拥有 8 9%土地, 而占农场总数 1 /14的大农场却拥有 68 8%土

地。如果不是应美国国内农业反垄断法的要求而维持一定数量的小农场,美国农场的规模可能更大,大农

场主导的美国农业生产格局将会更加明显。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 ∃1975年, 1982 /1983年, 2000年

图 1 1970∀ 1999年美国农场数量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 ∃1975年, 1982 /1983年, 2000年

图 2 1970∀ 1999年美国单个农场平均面积

2 大农场主在生产领域里的集中促进了大公司在产业链特定环节的集中。农业种植规模的扩大和

农业效益的提高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剩余, 既为农资的批量生产与销售提供了条件, 也促成了农产品收购、

加工、仓储、物流的规模化经营。仍以美国为例, 2003年全美食品加工、零售和动物饲料行业的集中度 (见

表 1)非常高:相关产业的四个厂商销售额几乎占了整个市场的一半, 其中 3家大豆压榨商占整个市场份

额的 71% ,其市场势力可见一斑。

表 1 2003年美国农业的部分产业链环节集中度

行业 X厂商集中度 高集中度下的厂商

动物饲料 34% ( 4厂商 ) Land O% Lakes LLC /Purin aM ills、C argillAn im alNu trition、ADM A llianceN utrition、J D H eiskel&l C o

食品零售 46% ( 5厂商 ) W alM art S tores、KrogerC o、A lb ertsons, Inc 、S afew ay, In c、Ahold USA, Inc

大豆压榨 71% ( 3厂商 ) ADM、Bunge、Cargill

面粉加工 63% ( 4厂商 ) Cargill /CH S、ADM、ConAgra、CerealFood Processors

火鸡 51% ( 4厂商 ) Cargill Turkey Products、H orm el Foods、ConAgra、Carolin a Turkeys

烤肉 56% ( 4厂商 ) Tyson Foods、P ilgrim% s Pride、GoldK ist、Perdue

猪肉 64% ( 4厂商 ) Sm ithf ield Food s、Prem ium S tandard Farm s、Seaboard Corporation、Prestage Farm s

猪肉包装 64% ( 4厂商 ) Sm ithf ield Food s、T yson Foods、Sw if&t Co 、H orm el Foods

牛肉包装 83 5% ( 4厂商 ) Tyson、Cargill、Sw if&t Co 、National Beef Packing C o

资料来源:根据 ERS /USDA相关资料整理

3 某些势力非常强大的公司逐渐发展到将整个产业链纳入一体化范畴, 实施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集

中。集生产、仓储、物流、加工多种业务于一身的许多大公司具有相同的业务经营范围。以全球第三大谷

物加工贸易商 Carg ill为例, 2003年的销售份额显示,该公司占有全美最大的面粉加工和火鸡产品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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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X -厂商集中度指标需注意: ( 1)确定所考察行业是否为世界市场。如全球市场一体化时,该指标可能会低估较强垄断势力的存

在。 ( 2 )确定特定厂商对狭义市场的控制。如广义的种子市场厂商很多,集中度小,但全球转基因大豆种子却被M on santo一家垄断。 ( 3)在

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厂商的策略性行为具有长期维持行业高价垄断的稳定性



是全美第二大动物饲料和牛肉包装公司、第三大大豆压榨公司。目前该公司在美国提供国际市场玉米的

2 /3市场中占 42%的出口份额。其农业产业链一体化演进的过程从表 2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20世纪 90

年代后该公司为适应全球农业发展新趋势开始涉足生物质能市场。

表 2 Cargill产业链一体化的演进

年代 化肥 育种 种植 收储 物流 出口 粮食加工
食品、饲料、

生物燃料、工业原料

1865∀ 1940 & &

1940∀ 1970 & & & & &大豆、面粉 &饲料、鱼粉

1970∀ 1990 & & & & &
&大豆、面粉、玉米湿磨、可
可、棉籽

&饲料、鱼粉、麦芽

1990至今 & & & & &
&大豆、面粉、玉米湿磨、可
可、棉籽

&饲料、鱼粉、麦芽、生物燃料

资料来源: Cargill com cn 。图中  & !表示 C arg ill在相关产业链 (或具体业务项目 )的进入

(二 )世界农业集中态势

在国内农业集中快速演进时,世界农业也呈现出快速集中态势,主要表现为:

1 跨国农业公司控制农产品贸易, 使全球农业贸易集中。目前, 全球粮食交易量的 80% 被 A rcher

Danie lsM idland、Bunge、Carg ill、和 Lou is Dreyfus(俗称 ABCD)四大粮商所控制。 2007年全球油籽、谷物、糖

等主要食品的加工和贸易被 11家企业所控制。表 3是 2004年全球农业相关产业链的 X厂商贸易集中情

况,在表内列举的项目中, 农业化学、生物技术、动物医药、种子等的集中度达到甚至超过了 50%。

表 3 2004年全球农业相关产业的贸易集中

相关产业链环节 X厂商 X厂商销售额占比 (% ) 全球销售额 (亿美元 )

食品零售 10 24 35000 00

生物技术 10 75 44 50

动物医药 10 55 202 55

食品制造 10 食品包装 24、饮料 36 ∀ ∀ ∀

种子 10 50 210 00

农业化学 10 84 295 66

资料来源:根据 ERS /USDA相关资料整理

2 跨国农业公司控制农业生产 ∀ ∀ ∀ 对外直接投资 ( FDI)集中。农业的地域性和比较利益低下使其一

向不被跨国投资公司所重视 (熊启泉、邓家琼, 2000) , 但 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银行, 2009)显示, 全

球 FD I的最新趋势是跨国公司在参与农业生产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报告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农

业的主要外资来源,这些跨国公司在农业综合产业价值链中的供应、加工、分销等环节居于主导地位,其进

入相关国家农业体系的一种新的非股权投资方式 ∀ ∀ ∀ 订单农业遍及了 11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

家,比如巴西的大豆和家禽、肯尼亚的棉花和糖。大部分跨国公司投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目标

是经济作物,且具有明显的区域专门化趋势, 如在南美国家投资小麦、水稻、甘蔗、水果、黄豆和肉禽,在中

美洲投资水果和甘蔗,在非洲种水稻、小麦和油料作物, 在南亚投资大规模的水稻和小麦生产等。对非洲

的油籽作物项目和南美的甘蔗项目投资表明跨国公司对生物燃料作物的兴趣与日俱增。

3 跨国农业公司在农业源头 ∀ ∀ ∀ 主要作物种子领域的迅速集中成为农业集中的新趋势。种子领域

的集中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跨国农业公司竞相追逐的重点领域,代表农业集中的新变化。表 4是 2000

年销售排名处于世界前 10位的种子公司及部分公司并购的基本情况。时隔 4年, 世界 10大种子公司按

销售额排名的顺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表 5是 2004年世界 11大种子公司的销售排名, 其销售额占全球

210亿美元销售额的 50%。这一集中度意味着全球主要作物粮食、棉花、蔬菜和瓜果的品种、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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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由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所垄断。

表 4 2000年世界 10大农业种子公司基本情况 (按销售额由高到低排名 )

公司 种子业务领域
销售额

(亿美元 )
公司并购情况

Dupou t

( US)

玉米 (约占全球杂交玉米种子市场

的 43% )、大豆、小麦、高粱、向日

葵、紫花苜蓿等

19 38
1999年以 77亿美元兼并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先锋种子公司, 开

始涉足种业

Mom san to (US ) 棉花、大豆、玉米 16 00 1998年兼并美国嘉吉公司国际种子业务

Syngen ta

( Sw itzerland)
蔬菜 9 58

1999年瑞士诺华公司与 Anglo Sw ed ish AstraZen eca分别合并其农化

业务而创建的新公司

L im agra in

( F rance)
蔬菜 (世界最大 ) 6 22

2000年与德国 KWS公司共同兼并了美国大湖种子公司的玉米和

大豆种子业务

S em in is
(M exico)

瓜果、蔬菜 (占世界蔬菜种子市
场 20% )

4 74

Advan ta 油菜、向日葵种子 3 73
1996年由荷兰 Roya lV anderH ave Group和英国 Zeneca S eeds两个公

司合并而成

Dow

( US)
玉米、高粱、大豆等种子 3 50

1998年收购 Mycogen, 2000年收购嘉吉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杂

交种子业务

KW SAG

(M exico)
传统种子 3 32

2000年与法国的利马格兰种子公司一道收购了美国大湖种子公司

在北美的玉米和大豆种子业务

Delta& Pin e

Land(U S)
棉花 (世界最大的棉花种子公司 ) 3 01

Avent is 蔬菜 (世界第四大蔬菜种子公司 ) 2 67 1999年由德国 H oechst AG和法国的 Rhone Pou len ce合并而成

资料来源:根据 ERS /USDA相关资料整理

表 5 2004年全球前 11位种子企业 (按销售额由高到低排名 )

公司名称 销售额 (亿美元 )

M onsan to ( US) 22 77

Dupont /Pioneer (US ) 26 00

Syngen ta ( Sw itzerland) 12 39

L im agrain ( France) 10 44

KWS AG ( Germ any) 6 22

Land O% Lakes ( US) 5 38

S akata ( Japan) 4 16

Bayer C rop Science (G erm any) 3 87

Taik ii ( Japan ) 3 66

DLF T rifol ium ( Denm ark ) 3 20

Delta & P ine Land (US* ) 3 15

注: * Delta & P ine Land于 2007年被 M on san to收购

资料来源:根据 ERS /USDA相关资料整理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表 3和表 4的数据显示, M onsanto从 2000年世界排名第 2跃居到 2004年世界第

1, 而 2009年的营业收入达到 119亿美元,在全球 100家增长最快的公司中排名第 41,其 65% ~ 70%收入

来自种子和种子技术的专利授权,其余来自畅销 30多年的 Roundup除草剂。与其他公司不同, M onsanto

的独特种子主要是以  减少农药施用量、增加农民收入 !为特征的转基因种子。目前, 全球种植的大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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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作物的每一种,如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水稻等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都是

M onsanto受法律保护的独家专利技术。该公司长期致力于对本土及其他世界市场相关公司的兼并和收购

(见表 6), 布局转基因作物种子的研发、推广和营销网络,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种子销售商, 也是最大的转

基因种子销售商。

表 6 Monsan to在种子领域的主要并购情况

被兼并的公司 种子市场 吞并年代

JacobH artz (US ) 大豆 1982

Asgrow A gronom ics ( US) 大豆 1997

H olden s /Corn States (US ) 玉米 1997

S em entesAgroceres ( B elgium ) 大豆 1997

DeKalb (US ) 玉米 1998

Carg ill In ternat ional ( European ) 玉米,油菜 1998

PB I C amb ridge ( European ) 小麦 1998

Chann elB io C orp ( US) 玉米 2004

Fon tan elle /Stew art / /Trelay /Ston e (US ) 玉米、小麦、大豆、苜蓿、牧草 2005

NC+ H ybrids, Inc (US ) 玉米 2005

S em in is Inc (US ) 蔬菜和水果 2005

D iener/S ieb en /Kruger /T ris ler /Gold ( US) 遗传种子 2006

Delta& P ine Land (US ) 棉花 2007

De Ru iter SeedsG roup, B V (H olland) 杂交蔬菜 2008

SCB( Guatem ala) 杂交玉米 2008

A ly Participacoes Ltda ( B raz il) 甘蔗 2008

资料来源: Monsanto com cn

总之,农业从国内集中发展到世界集中的趋势表明,农业产业已经被少数公司纳入其一体化范畴;世

界农业体系以及未来农业格局正在少数大公司的战略管理目标下一体化推进,深刻影响着世界农业的现

在和未来。

三、世界农业集中的驱动因素

世界农业集中的事实改变了农业是完全竞争的产业界定。农业从国内集中到世界集中的主导者和受

益者是伴随农业集中成长、壮大的跨国农业公司。跨国农业公司推进世界农业集中的两个引擎:一是农业

组织集中,二是农业技术垄断。

(一 )农业组织集中

作为对市场的一种有效替代,组织通过内部化走向集中 ( Coase, 1937; Ka ldor, 1934)。在农业中,单个

小规模农户对自然灾害的防范、控制、化解能力差,在遭遇灾害时损失较大,不但不具有市场价格谈判能

力,反而容易被市场价格左右, 利益低下。而通过组织集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经营规

模,因此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 组织集中还促成集中后的组织能够建立更有效的制

度体系。

实现组织集中的内部化,必需具备的条件是: ( 1)自然禀赋资源尤其土地的相对充裕是生产组织内部

化的前提。土地相对充裕的组织容易扩大经营规模。一般地,大农场产出占整个市场产出的份额高,在获

得信息、积累市场势力、影响政府决策方面明显优于市场产出份额低的小农场。具有优势的组织很容易以

 威胁!、 利诱!、 挤压 !等方式收购、兼并、控股小规模经营单位,获得组织内部化的集中;而在对待同等

规模的组织则以  协议 !、 串谋!、 自觉趋同!等方式通过共同控制 (或瓜分 )产品 (或中间产品,如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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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市场份额和价格来维持其寡占地位。 ( 2)降低交易费用和风险是组织内部化的动机。农业产业部门

是多阶段生产部门,在多阶段生产过程中必然存在中间产品。如果中间产品的供需通过外部市场来组织

交易, 则供需双方无论如何协调也难以排除外部市场的剧烈变化, 为了克服这些中间产品  期货市场!的

 不完全性!就可能出现内部化。 Buck ley( 1988)认为中间产品的存在使企业非常容易产生跨地区化甚至

跨国化。 ( 3)农产品需求结构的优化提供了组织内部化的激励。个人可支配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而增加。高收入产生的各种偏好要求更多数量、更好品质和更高食物营养结构的各种农产品来满足。

顺应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组织围绕产业环节对产业链条延伸控制 (或集中 ) , 既满足改善消费者福利的要

求,也通过高附加值产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受自然禀赋约束,针对多阶段的农业产业特性, 满足优化产品结构的需求,组织选择垂直一体化和横

向合并的方式实现集中。组织的垂直一体化使上下游产业联动,实现产业链协同的规模收益;组织的横向

合并在增加多样性产品的同时分散了产业风险。无论是垂直一体化还是横向合并都是组织为减少交易成

本、提高规模收益的内部化行为选择。

(二 )农业技术垄断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

(熊彼特, 1912)激励其生产  差异化产品!, 而利用差异化产品赚取利润成为企业

家创新的原动力。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知识的溢出。Buckley等 ( 2002)认为技术的内部化

是跨国公司盈利和发展的引擎。但农业技术内部化的实施取决于不同农业技术 (邓家琼, 2008)的属性:遗

传育种生物技术研发成本高、风险大、研发周期长、技术不可分离, 是政府资助的公共技术, 无法内部化;工

艺革新型技术如农业机械、工具、化肥、农药、农膜等,因为其可复制或模仿, 技术溢出很难内部化。

要服务于特定公司生产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农业技术内部化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 1)农业技术可分离

程度提高为技术内部化提供可能。继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 1970年科学家试着分

离 DNA的一部分并将其插入到另外的 DNA技术获得成功, 1982年和 1983年转基因老鼠 (动物 )和转基因

烟草 (作物 )相继问世,转基因技术的运用意味着人类已经成功掌握了物种生命的秘密。农业科学家可轻

易地对物种基因进行分离、提取、重组并塑造新物种。转基因技术可分离程度的提高极大地降低了农业研

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并成功地实现了技术供求的有效对接,改变了遗传育种技术下研发、推广和扩散

彼此分离的技术供求矛盾,技术对农业产出贡献的增加激发了私人农业技术竞赛。 ( 2)政府主导的公共

农业技术创新体制向私人农业自主创新体制的转变为技术内部化提供了激励。在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之

前,遗传育种生物技术进步是农业技术的主要部分。遗传育种生物技术的属性决定了政府是技术研发投

入的主体,公共农业系统承担技术推广,农民免费共享技术、实现技术扩散。遗传育种生物技术下, 需求方

不付成本地获得技术,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由于美国长期预算赤字, 对农业研发机构实施稳定而持久的

公共资助负担过重, 1993年以后政府削减了公共财政支持, 由政府主导的农业研发 ( R&D )体系发生变革,

竞争性的私人农业研发体系随之确立, 盈利性的私人公司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导者。 ( 3)技术的私人产权

制度为技术内部化提供了法律保障。作为公共投资不足的补偿, 发达国家政府以法律形式授予私人技术

垄断专利,鼓励私人自主创新。 1993年 Monsanto独家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技术专利的法律授权;为避免

农民种子自留, 1998年该公司成功获得种子  终结者技术!的专利授予, 至此, M onsanto成功垄断了转基因

作物种子技术。

总之,农业技术在其可分离程度提高、农业研发制度变革以及私人专利法律授予的条件下成功地集中

到了少数大型跨国公司手中。私人公司实现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内部化,保障了私人技术的垄断利益。

(三 )  组织集中 +技术垄断 !相互强化

 组织集中!和  技术垄断!两者都是经济主体对产权 (或控制权 )内部化的理性选择,体现了私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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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人技术逐利的共同本性。

技术垄断之前,组织内部化的农业集中也在不断强化,但技术垄断之后,尤其是对处于农业前端、决定

农业命脉的种子 (种苗、种畜 )的垄断制度化之后,加剧了世界农业集中的趋势。如果说, 单纯的组织集中

只是降低了组织交易成本、提高了组织规模收益; 单纯的技术垄断只是降低了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技术

收益机会;那么,  组织集中 !和  技术垄断 !的成功融合 (  组织集中 +技术垄断! )在将技术的潜在收益机

会通过组织的专业化分工沉淀为组织的专用性技术资产后,异质化的产品 (或技术 )就成为组织实施价格

歧视的重要武器,成功改变其他企业的预期、阻止其他企业进入。一旦特定产品的生物特性、特殊的保鲜、

加工、包装、运输和销售模式形成为产业进入壁垒, 整个市场份额就逐步趋向于具有  组织集中 +技术垄

断 !优势的私人公司。  组织集中 +技术垄断!是驱动世界农业高集中的两个轮子。所以,  组织集中 +技

术垄断 !成功融合后彼此相互强化,进一步推动组织成长和技术创新。

四、世界农业集中机理

图 3说明了世界农业集中的形成过程及其传导机制:经济主体通过  组织集中 +技术垄断!的融合,以

改变市场结构和塑造特定产品的重要属性为核心, 达到产品异质化、实施价格歧视,从而提高市场集中度。

 组织集中 +技术垄断 !形成的农业集中一般有两个维度: 一是国内集中,二是在国内集中基础上突

破国家边界向世界扩展,最终形成全球集中。

图 3 世界农业集中的形成及其传导机制

一国国内农业集中决定于人、地等自然资源禀赋和产品的市场需求。受国内资源禀赋约束、满足市场

需求、适宜的  组织集中 +技术垄断!促成了一国国内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其结果必然伴随国内农产

品过剩。解决过剩农产品的途径,一是限制生产, 二是贸易出口或无偿援助, 三是资金和技术投资的国际

转移。三种途径中,除限制生产外,另两条途径就是向世界扩张。目前, 包括 Monsanto转基因专利种子在

内的许多跨国公司的各种种子销售业务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已经突破了地域限制,进入世界市场尤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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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农业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和即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等,都

是 Monsanto的专利种子和其授权下的衍生专利种子。

全球集中可能是农业集中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

家农业生产力长期以来存在着巨大差异 (见表 7, 该表是不同国家和相关经济体系按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增

加值统计计算的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力 )。正是欠发达国家对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食物需求与发达国家在农

业集中后对超额垄断利润的追逐共同促成了跨国农业公司在世界市场范围内不断成长,正所谓  区域一体
化扩大供给,全球一体化扩大需求!。

表 7 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系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以 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 )

国家或经济体 1990∀ 1992年 2003∀ 2005年

美国 20793 41797

加拿大 28243 43955

英国 22659 26933

法国 22234 44017

澳大利亚 20838 29924

日本 20445 35517

中国 254 401

印度 324 392

低收入经济体 259 321

中等收入经济体 454 654

高收入经济体 14586 25456

资料来源:根据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相关数据整理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1 世界农业集中是近 30年来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农业集中的进程。

农业集中有两个动因:一是公司出于最大化自身利润的动机出发, 为降低组织的交易成本和风险而采取垂

直一体化和横向合并的内部化行为实现  组织集中 !;二是为降低技术的溢出效应, 实现技术的潜在收益,

凭借技术专利的私人授予制度实现技术的内部化, 产生  技术垄断 !。
2 世界农业集中的机理是,为内部化组织和技术的规模 (或潜在 )收益, 使技术成为组织的专用性资

产,通过  组织集中 +技术垄断 !的成功融合,以改变市场结构和塑造特定产品的重要属性为核心, 实现产

品的异质化、制定垄断价格,从而将国内、国际农业体系纳入其全球一体化布置的范畴。

3 跨国农业公司是世界农业集中的主导者和受益者。农业集中产生于发达国家内部的农业体系,随

着全球化的推进而进入发展中国家农业体系, 最终可能走向全球集中。

(二 )讨论

农业集中非同一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消费大国, 但农业经营

组织规模小而分散、私人农业技术研发水平和能力严重不足。中国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国内

农业受到了来自跨国农业公司在组织集中和技术垄断两方面的严峻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各级政府和农

业产业链中的不同企业应有不同的思考:

1 中央政府应以前瞻的视角借鉴跨国农业公司所在国的发展历史,在利用外资促进本国农业发展的

政策选择中,必须将本国企业的成长壮大视为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战略转变实现的重要依靠,科

学引导本国企业实施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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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政府应帮助公司 (企业、农户、基地 )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产业安全意识、生态环保意识、保护当

地农业生物资源意识,促进地方企业建立和完善区域农业中心、实现农业区域合理布局和技术的自主创

新。在招商引资中尽量避免盲目出售当地农业生产设施和加工设施等削弱当地企业未来发展能力的行

为,杜绝有害技术对农业以及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危害。

3 生产领域的组织和规模集中需进一步完善  龙头企业 +农户 (基地 ) !的产业化模式。稳定龙头企

业与农户 (或基地 )的关系、完善这种模式的关键是解决双方的利益分享机制。龙头企业必须明白,农户

(基地 )所提供的农业产出是企业生存、壮大和发展的源泉, 农户 (基地 )不应成为龙头企业风险和损失的

承担者或者利益合约分享机制下的受损者。

4 非生产环节的农业产业链是需求价格弹性大、产业附加值高的环节。跨国农业公司在农业化学、

生物技术、动物医药、种子、食品制造和食品零售等的高集中度为中国的公司 (企业 )提供了很好的行业规

模集中的范例。中国目前的 30家农药化肥上市公司、43家食品加工上市公司和 38家农林牧渔上市公司

应该立足其主营业务、围绕主营业务实施技术创新、建立自身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以维持行业竞争能力是

其长期发展的支撑;具备国际视野,彼此间进行适度的兼并、重组、改造、优化和协调将极大提升公司业绩、

稳定公司成长基础。而且,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龙头企业都必须明白, 全球化背景下其共同的竞争对手是

势力强大的跨国农业公司;国内公司的彼此合作是抓住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提高中国农业国际竞争

力的较好选择。

5 种子处于农业的前端, 是农业的命脉。全球农业种子领域集中的事实表明种子市场的国际竞争日

趋激烈, 2000年全球十大种子公司中没有日本公司, 2004年全球大型种子公司中日本有两大种子公司。

中国种子企业和种子产业的发展需要种子企业与各级政府共同努力。种子公司 (企业 )应该明白, 短期研

发投资不足,依靠购买国外种子专利技术或转手销售国外技术种子获利将长期受制于人, 得不偿失;中央

政府应谨慎地选择种子开放领域和恰当的开放程度,重视种子领域开放政策的研究; 各地方政府应在尊重

作物生长规律、种子技术创新规律的前提下,扶持、建立和完善区域农业种子研发中心、促成种子技术研发

与龙头企业 (农户、基地 )实现对接,切实推进种子技术的研发、推广、扩散的一体化, 实现种子潜在收益的

内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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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ize the returns o f sca le from organ ization and techno logy; to make technology as spec ific assets

of organization; ( 2) w ith the integra tion of o rgan izational concentration and techno logy monopo ly, the

producer seeks to changemarket structure and develop specific heterogeneous products and price ofmo

nopo lized se lling, to put thew orld agricu ltura lproduction system under the setting o f g loba l integration

W ith Ch inese enlarg ing its openness o f agr icu lture, Ch ina s agriculture w ill unavo idab ly encounter the

challenge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concentration and technicalmonopo ly o f ag ricultural transnat iona l cor

porations, To find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com ing from thewo rld ag ricu ltura l concentration pushed

by transnationa l agricultural compan ies% expansion and techno logy monopo ly and the fo llow ing strateg ic

behav io rs The research helps us to understand why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an secure a stab le

and ever grow ing profit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he lps to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lead ing

agricu ltura l compan ies and expedite the open ing of Ch ina s agriculture

Empirica l Eva luation ofG ra in Security in Current China LI W enm ing, TANG Cheng and X IE Yan ( 26)⋯⋯

Through establish ing Ch ina s gra in security evaluat ion indicators system, th is papermeasures the

indexes o f g rain safety rate during 2001∀ 2009 from the empirical ang le, then takes th is as a basis, e

va luates the gra in security situation in Ch ina comprehensive ly, furthermore, puts forw ard po licy adv 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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