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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畜牧业发展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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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指出了我国农村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加快畜牧业发展的途径。首先从农村基础设施、

人口素质、就业和产出、畜牧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及风险等方面阐述了农村畜牧业发展的现状, 其次利用公共地博弈

模型对畜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阐明政府在畜牧业发展中应发挥适度的引导和组织作用, 最后针对畜牧业现状

提出加快其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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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新世纪前 20 年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了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目标的进程中, 相对于城市来说, 农村面临的

任务要艰巨得多。这是由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这

一基本国情、以及农村发展滞后和农民增收困难的

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因此, 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畜牧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重

要标志, 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在农业经济中的比

重超过 60% , 所以大力发展畜牧业对优化产业结

构,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

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此, 有必要针对我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现

状, 对畜牧业发展进行博弈分析, 以提出加快畜牧业

发展的策略和建议。

1　我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现状

1. 1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投资不足, 缺乏发展后劲

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目前, 我

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 能源短缺、通讯设施

落后、交通运输条件差、环保设施不健全、供水排水

设施不足等现象十分普遍[1 ] , 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农

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据报道[2 ] , 农村电价

乱收费、行政执法部门乱收费仍是投诉的热点, 这也

从侧面说明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薄弱环节。

农村经济也缺乏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3 ] , 在国有金

融后撤、集体金融溃败、农村金融收缩的宏观背景

下, 农民的存款层层集中, 向大城市倒流, 农民缺乏

投资的积极性。

1. 2　农业产值比例逐年下降,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

巨大, 素质较低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三产业不断发展, 农业

产值比例逐年下降 (表 1[4 ]) , 发达国家在人均 GD P

达到 3 000 美元后才出现买方市场, 而我国人均仅

900 美元就出现了工农业产品低水平过剩, 2001 年

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到了 15%。

据测算[5 ] , 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 1 亿多劳动

力, 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 5. 5 亿, 以其他产业

吸收 1. 2 亿计, 仍有 3 亿多剩余劳动力。2001 年, 我

国农村实际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 70% , 而金融资产

不到 30% , 社会购买力不到 40% , 最根本的原因是

农民太多 (表 1) , 约有 2ö3 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

生产, 造成劳动力严重过剩, 农民收入相对较低。

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

普查数据分析[6 ] , 2000 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

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6. 79 年, 初中及以

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 95% , 而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 67 年。1997～ 1999 年, 我国

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日本的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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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1～ 2001 年中国乡村人口就业和产出比例

T able 1　T he p ropo rt ion of the emp loyed persons and ou tpu t in ru ral areas in 1991- 2001 %

指标
Index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第一产业就业比例 T he p ropo rtion
of the p rim ary industry to the
gro ss emp loyed persons

59. 70 58. 50 56. 40 54. 30 52. 20 50. 50 49. 90 49. 80 50. 10 50. 00 50. 00

乡村就业人口从事第一产业的比
例 T he p ropo rtion of the ru ral em 2
p loyed persons to the p rim ary in2
dustry emp loyed persons

81. 41 80. 14 77. 62 75. 05 72. 47 71. 02 71. 05 71. 76 73. 02 73. 66 74. 39

第一产业占 GD P 的比例 T he p ro2
po rtion of the p rim ary industry
ou tpu t to the GD P

24. 50 21. 80 19. 90 20. 20 20. 50 20. 40 19. 10 18. 60 17. 60 16. 40 15. 20

1. 3　生产和经营方式落后, 难于抵御风险

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受地理条件的制约, 难

以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 多年来形成的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意识在少数地区的农业生产中仍居主

导地位, 以个体小生产者为主的孤立、分散而又落后

的生产组织形式普遍存在。我国农业经营规模与国

外相比小得多, 大致相当于欧盟国家的 1ö40, 相当

于美国的 1ö400 [3 ]。农业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高, 科技

含量和经济效益低的现状一时难以改变, 落后的生

产经营方式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国内国际市场。

农业具有别的产业所没有的双重风险, 即既有

自然风险, 又有市场风险。农民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

和经营, 抵御风险能力较差。近年来, 我国农业在这

两个方面都遇到了挑战。一方面, 由于市场需求约

束, 绝大多数农产品出现销售不旺, 价格下跌; 另一

方面, 自然灾害比较严重, 虫灾、风灾、旱灾频繁发

生, 特别是一些地方连年大范围持续干旱, 造成了粮

食等农产品大幅度减产。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前者与

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比较低有很大

关系; 后者则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抗御自然灾

害能力比较低关系密切[7 ]。

1. 4　农村畜牧业发展的现状

畜牧业上联种植业, 下带加工业, 商品率高, 产

业链长, 市场潜力大, 它既可以促进种植业发展, 又

可以促进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

环。此外, 畜牧业, 特别是畜产品加工业还是一个劳

动密集型产业。表 2[4 ]为我国国营农场各类产出占

总量的比例, 说明我国畜牧业生产处于小规模分散

经营状态。

表 2　国营农场产出占总量的比例 (按指标)

T ab le 2　T he p ropo rt ion of the sta te farm outpu t to the gro ss ou tpu t of the indexes %

年度
Year

指标 Index

大牲畜
L arge

an im als

猪
Hogs

羊
Sheep and

goats

猪牛羊肉
Po rk, beef

and m utton

猪肉
Po rk

牛奶
M ilk

禽蛋
Poultry

eggs

1998 1. 63 3. 88 2. 53 0. 24 1. 29 17. 06 1. 15
1999 1. 49 3. 77 2. 54 0. 24 1. 26 15. 16 1. 00
2000 1. 42 3. 72 2. 47 0. 24 1. 27 14. 08 0. 91
2001 1. 45 3. 90 2. 45 0. 24 1. 30 13. 11 0. 83

图 1　畜牧业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例

F ig. 1　T he p ropo rt ion of the an im al husbandry

ou tpu t to the gro ss ou tpu t of p rim ary industry

图 1 是畜牧业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例, 从 1991～

2001 年, 我国畜牧业发展极不平稳, 变化十分剧烈,

广大农民面对着极大的风险。事实上, 在许多地区,

畜牧业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 这种畜牧业

的发展状况应引起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2　畜牧业发展的博弈分析

2. 1　公共地博弈模型

　　公共地博弈模型始于哈定 (Garrit H adin ) 于

1968 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题为

T ragedy of the Common s, 翻译为《公共地悲剧》。

设某村庄有 n 个农户[8 ] , 该村有一片大家都可

以自由放牧羊群的公共草地。由于这片草地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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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因此只能让不超过某一数量的羊吃饱, 如果在

这片草地上放牧羊只的实际数量超过这个限度, 则

每只羊都无法吃饱, 从而每只羊的产出 (毛、皮、肉的

总价值) 就会减少, 甚至只能勉强存活或要饿死; 再

设这些农户在夏天才到公共草地放羊, 而每年春天

就要决定养羊的数量, 可看作各农户在决定自己的

养羊数量时是不知道其他农户养羊数的, 即各农户

决定养羊数的决策是同时作出的; 再设所有农户都

清楚这片公共草地最多能养多少羊和羊只总数在不

同水平下每只羊的产出。这就构成了 n 个农户之间

关于养羊数的一个博弈问题。

在此博弈中, 博弈方就是 n 个农户, 他们各自的

策略空间就是他们可能选择的养羊数目 q i ( i= 1, 2,

⋯, n) 的取值范围; 当各户养羊数为 q i 时, 在公共草

地上放牧羊只的总数为Q = ∑
n

i= 1
q i, 根据前面的介

绍, 每只羊的产出应是羊只总数Q 的减函数V =

V (Q ) = V (∑
n

i= 1
q i)。假设购买和照料每只羊的成本对

每个农户都是相同的不变常数C , 则农户 i 养 q i 只

羊的得益函数为:

u i = q iV (Q ) - q iC = q i (V (∑
n

i= 1

q i) - C )

　　为使讨论比较简单和得到直观的结论, 进一步

设定下列具体数值: n= 3, 即只有 3 个农户; 每只羊

的产出函数为V = 100- Q = 100- (q1+ q2+ q3) ; 成

本C = 4。这时, 三农户的得益函数分别为

u 1 = q1 [ 100 - q1 - q2 - q3 ] - 4q1

u 2 = q2 [ 100 - q1 - q2 - q3 ] - 4q2

u 3 = q3 [ 100 - q1 - q2 - q3 ] - 4q3

求三农户各自对其他两农户策略的反应函数, 得

q1 = R (q2, q3) = 48 -
1
2

q2 -
1
2

q3

q2 = R (q1, q3) = 48 -
1
2

q1 -
1
2

q3

q3 = R (q1, q2) = 48 -
1
2

q1 -
1
2

q2

　　3 个反应函数的交点就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

解此联立方程组, 得

q
χ

1 = q
χ

2 = q
χ

3 = 24

u
χ

1 = u
χ

2 = u
χ

3 = 576

即为三农户独立同时决策在公共草地放羊的数量和

收益。

为了对公共地的利用效率作出评价, 同理分析

总体利益最大的羊只数量, 即考虑三农户相互合作

决策时, 各自养羊的数量和收益。设在该草地上羊只

的总数为Q , 则总得益为 u= Q (100- Q ) - 4Q , 使总

收益最大的羊数是Q
χ= 48, u

χ= 2 304, 每个农户饲养

16 只羊, 收益为 768, 这个结果比三农户独立决定养

羊数量时的总收益 1 728 大了许多。这是因为三农

户独立决策时使草地处于过度放牧的情况, 浪费了

资源, 农户也没有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2. 2　博弈结果的启发

在独立决策、缺乏协调机制的农户之间, 合作的

结果并不容易实现, 即使实现了也往往是不稳定的。

合作难以实现或维持的原因主要是, 各自选择的实

现最大总利润的数量, 不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策略

组合。也就是说, 在这个策略组合下, 各方都可以通

过独自改变 (增加)自己的饲养数量而得到更高的利

润, 它们都有突破 16 头羊的冲动。在缺乏有强制作

用的协议等保障手段的情况下, 这种冲动注定了维

持上述较低水平的数量组合是不可能的, 只有达到

纳什均衡的数量水平 (24, 24, 24) 时才会稳定下来,

因为只有这时各方单独改变养羊数量才不利于自

己。

这个博弈说明了纳什均衡, 或者说非合作博弈

的结果有可能是低效率的[9 ]。在这个博弈中, 如果利

用上述草地资源的农户数进一步增加, 则纳什均衡

策略的效率会更低。如允许外来者任意加入利用该

公共地的行列, 则所有利用该资源的人的利益很快

都会消失, 即羊只总数会随着放牧农户数的增加而

增加到刚好不至于亏损的水平, 各农户将完全不能

从在公共草地上养羊得到任何好处, 公共地等于完

全被浪费掉了。

公共地博弈模型揭示了无法实现博弈方总体和

各个博弈方各自最大利益的结论, 对于市场经济的

组织、管理, 对于产业组织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效率判

断,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类博弈说明了自由竞

争的经济同样也存在低效率问题, 放任自流并不是

最好的政策; 说明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社会理性

的冲突。这些结论也说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调控和

监管都是必需的。

2. 3　畜牧业发展的博弈分析

我国畜牧业的发展犹如多方的公共地博弈, 每

个农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独自决定自己的养殖

数量, 他们的养殖大都是数量上的差异, 没有质量上

的差异, 结果造成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 产生了极大

的市场风险, 农民收益很小或是负收益。

当然,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也有农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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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劳动力严重过剩、农产品比较单一、生产的农产品

无法消化等方面的原因, 但终归是个人理性与集体

理性的冲突所致。

3　结论与建议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 必须适度地发挥政府的作

用[10 ] , 既要防止政府的“越位”, 又要防止政府的“缺

位”。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发展的主体是农民, 但在

农民素质普遍不高、市场竞争意识淡薄、从众心理严

重和相应的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的情况下, 政府有关

部门理应做好技术信息服务, 改善外部环境, 加强政

策引导。既要防止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 (采取简

单的行政命令, 层层下达计划) , 又要根据目前农户

组织化程度低、文化科技素质差、对科技的推广应用

理解不深、对市场的适应性差、信息获取难度较大的

现实, 积极发挥政府引导、服务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综上所述, 对农村畜牧业发展问题提出如下建

议:

1)加强政府部门的指导、管理和引导, 转变政府

职能, 进行制度创新 (发挥政府的作用)。

2)提高农民素质, 转变农民观念, 提高农民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提高农民的博弈地位[11 ])。

3) 增加农业投入, 活跃农村经济, 依托科技进

步, 解放农村劳动力, 开发农村大市场。

4) 发展畜牧业要以市场为导向, 进行多元化生

产, 增加畜产品的附加值 (产品的异质化)。

5)发展产业经营[12 ] , 抵御各种风险 (生产的组

织化、规模化可以规避风险, 如利用金融期权工具)。

[参考文献 ]
[ 1 ]　王慧忠, 何翠屏. 对我省退耕还林与发展畜牧业的再思考[J ]. 贵州大学学报, 2002, 19 (4) : 350- 353.

[ 2 ]　国家计委. 近期价格举报六大热点, 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查处[EBöOL ]. h ttp: ööwww. sdpc. gov. cn, 2003203225.

[ 3 ]　陈明华.“劫贫济富”县域经济严重失血[N ]. 财经时报, 2002208202 (3).

[ 4 ]　《中国统计年鉴- 2002》编委会. 中国统计年鉴- 2002[M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 5 ]　张竞超. 2003 年全国“两会”焦点话题:“三农”问题[EBöOL ]. h ttp: öötaiw an. 21dnn. com , 2003203225.

[ 6 ]　郭蓝燕, 刘万永, 原春琳. 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 人力总量巨大质量偏低[EBöOL ]. h ttp: ööwww. lw tjj. gov. cn, 2003202214.

[ 7 ]　李燕琼, 谢　华, 范高林, 等. 促进西部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研究[J ]. 农业经济问题, 2001, 22 (9) : 46- 48.

[ 8 ]　谢识予. 经济博弈论[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 9 ]　潘天群. 博弈生存[M ]. 北京: 北京编译出版社, 2002.

[ 10 ]　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EBöOL ]. h ttp: ööwww. jlin. ccer. edu. cn, 2002205215.

[ 11 ]　王水雄. 结构博弈[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12 ]　陈锡文. 与时俱进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EBöOL ]. h ttp: ööwww. sannong. gov. cn, 2003203218.

Gam e analysis of the an im al hu sbandry developm en t in ru ra l a reas

HAO Ha i1, 2, GU Pe i- l iang2, CHEN W e i-dong2

(1 D ep artm en t of B asic Cou rses,M ed ica l Colleg e of Ch inese P eop leπs A rm ed P olice, T ianj in 300162, Ch ina;

2 S chool of M anag em en t, T ianj in U niveisity , T ianj in 300072, Ch ina)

Abstract: T he p rob lem s that st ill ex ist in ru ra l areas abou t the an im al agricu ltu re developm en t are d is2
clo sed and the path s to speed up the an im al hu sbandry developm en t are d iscu ssed. F irst ly, the p resen t situ2
at ion fo r an im al hu sbandry is exp la ined in term s of infrast ructu re, popu la t ion quality, b reeding and m anage2
m en t, risk and so on. Secondly, T he an im al hu sbandry developm en t in ru ra l areas is analyzed by app lica t ion

of the gam e theo ry, nam ely the common s gam e. It com es to the conclu sion that it is essen t ia l to m ake fu ll

u se of the governm en t funct ion of gu idance and o rgan iza t ion. F inally, suggest ion s are p rovided fo r the an i2
m al hu sbandry in Ch ina.

Key words: an im al hu sbandry; gam e theo ry; t ragedy of the commo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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