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9141780

10位ISBN编号：7109141780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

作者：汤新华

页数：2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研究》

内容概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研究》主要内容简介：企业绩效评价是近十几年来理论与实务界十分
关注的热门问题，对绩效评价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跨越多个学科和领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绩效评价研究》从政府的角度，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对特定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绩
效评价进行研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研究》首先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界定了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概念；提出了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应当具备规模较大、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
强、研发水平较高、产品开拓能力较强等条件，介绍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标准；阐
述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分类；归纳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指出买断型（
松散型）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的初级形式，合同型和租赁型（半松散型）是目前普遍采用的一
种利益联结方式，股份或股份合作型与合作经营型（紧密型）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的高级形式
，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应该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在肯定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取得成绩的基础
上，也指出了存在的诸如规模较小、层次不高、带动能力还比较弱、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竞争无序
、产权不明、管理薄弱等问题。
第二章 对企业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界定了企业绩效评价的概念；指出企业绩效评价体系
是企业管理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其构成要素应包括评价主体、评价客体
、评价目标、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和评价报告；评述了国外企业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将
国外绩效评价一般理论与方法划分成三大主流：即以财务指标为核心的财务评价、以价值指标为核心
的价值评价和以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综合评价，并对国外在企业绩效评价上广泛采用的数
理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模糊评价方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也进行了评述。介绍了我国企
业绩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指出我国在企业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主要停留在介绍、
吸收和本土化阶段，缺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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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难以突破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束缚。由于家庭承包经营以农户为基本
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经营分散，经济实力弱。当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单靠农户个体力量显
得越来越有限，很多农户既没有扩大生产规模，实现集约化经营的基本资源条件，又缺少依靠科技手
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本投入实力，很难突破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束缚（李惠，2005）。由此，
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停滞，农民收入难以提高。　　二是分散的小农户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不相适应。
由于一家一户和彼此封闭的生产经营单位，割断了生产与市场的内在联系。当市场对农产品的供给由
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以后，由于农民占有市场信息有限，加上市场调节滞后性的影响，很多农民
难以正确把握市场的波动或盲目跟着市场走，往往陷入市场虚假信号的陷阱，或出现农产品积压，或
卖不到应有的价位，有时甚至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此外，由于农户规模小，实力弱，无法形成规
模经济，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在社会化大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农产品市场化发展的瓶颈。而
农户要实现规模经济，参与市场竞争，又受到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制约（牛若峰，1998）。　　
三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链，（即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或供应、生产、加工、
销售等各环节）被人为分割，农业部门只负责农产品的生产，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产品的加
工、销售等环节则由其他部门负责，并且各部门均实行“条条”管理。由于管理环节多，造成农产品
交易成本过高，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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