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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性资产赋能合作社提升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及

效果——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异质性分析

高 歌 崔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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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用性资产规模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于探索合作社最优生产规模，进而了解农业产业组织发展规

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安徽省示范社调查中的３２４个合作社样本，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专用性资产对合

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固定资产、社会美誉度、农用机械等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能够提升合作社经营绩

效，但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品牌对合作社当期绩效存在负向影响。②专用性资产能够增强合作社长期经营意识，并

通过改善劳资关系和惠顾提升、管理规范等机制实现合作社绩效增进。③异质性分析认为，合作社需要维持同自身

发展相匹配的专用性资产规模，非理性地扩增专用性资产反而会降低合作社绩效。通过多种内生性、稳健性检验相

互验证，结论保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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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变，如何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推动生产效率提升成为改革的关键议题，而与经济运行

相契合的制度是提升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因素。
[1]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探讨经济制度设计，力图不断降低经济活动中

的交易费用，在研究“市场—政府—企业”的最优边界、资源配置以及激励相容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

为通过制度构建可以形成被广泛认可的行为范式，约束投机行为、实现激励相容，从而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农民合作社通过将农户组织起来，既有助于实现生产的规模效应，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小农户、

大市场”的不利格局，在农业现代化转型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能。但实践检验发现，发展较好的往往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

社，展现出专用性资产规模与生产绩效的较强相关性。
[3]
研究发现，维持适度的专用性资产规模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4]
增强

组织化程度、
[5]
提高农产品质量。

[6]
那么合作社最优生产规模在哪里，同时专用性资产又是通过什么路径影响合作社经营绩效?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供了一定的解释思路。一方面，由于交易费用存在，经济运行中的契约多为不完全契约，往往

存在相对优势的一方。合作社中的社员可以大致区分为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核心社员往往出资较多、并直接从事合作社经营

治理，具有相对优势。专用性资产投资会导致资本回收期延长，通过约束核心社员遵守持续经营假设，
[7]
从博弈的视角增加了核

心社员对普通社员利益诉求的关注，引导核心社员向普通社员让利，
[8]
因此可以作为契约履行的一种约束。

[9][10]
另一方面，专用

性资产还本付息的压力也会引致核心社员更加关注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以降低生产经营风险，从而提升合作社盈利能力。此外，

虽然农业经营规模化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流趋势，但是这一规模化过程仍然存在效率边界，受到个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约

束，
[11]

容易导致适配性问题，造成合作社存在最优生产规模。
[12]

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会对合作社的管理效能提出更高要求，当专

用性资产不能适配合作社经营能力，反而不利于合作社提升绩效。因此，研究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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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文献大多关注盈余分配、电商采纳、治理机制等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13,14,15]

但是忽视了专用性资产的对合作社治理结

构和经营理念的重要作用。对专用性资产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专用性资产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企业经营决策、企业风险承担等

的影响。
[16,17,18]

而关于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影响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于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
[19]
缺乏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索专

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因此，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首先从固定资产规模、品牌、农用机械、社会美誉度等角度探讨不同类型的专用性资

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尝试性回答为什么现实中具备一定规模的合作社的经营绩效更高，为既有理论提供经验支撑。其

次，从改善劳资关系和惠顾提升、管理规范等方面厘清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补充了已有研究。最

后，通过异质性分析验证专用性资产投入存在效率边界，为实践中探索合作社最优生产规模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专用性资产的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

(1)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

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运行抽象为一个理想环境，制度安排并不影响其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这一假设下研究稀缺资源的

配置问题。与之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中契约的签订与执行并不是瞬间完成的，因此制度安排的优劣将决定经

济生产的效率。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情况中，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运行效率的分析使得其作为经济分析工具在产权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一般认为，科斯于《企业的性质》这本书中最早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

分析，用来表示交易过程中产权转让的费用，包括谈判前准备阶段的费用、契约签订的费用和契约执行的费用等。交易费用是

经济运行中的摩擦力，是在资源整合、使用以及组织制度构建、维护等方面的成本，也被视作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在现实经

济活动中，交易费用总是大于零的，因此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制度安排对经济组织生产效率的影响，有利于改善经济架构，

提升制度安排的组织绩效。在农业生产中，合作社由于二次返利被视为劳动的联合，以区别于市场交易的资本的联合。通过将

产权与所有权赋予全体社员，能够实现合作社内部的激励相容，降低合作社的交易费用，因此适宜的制度安排会对合作社发挥

出较为显著的增收作用。
[20]

(2)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的影响。

专用性资产往往指受特定场景、特定用途限制的资产，其专用性较强，一旦离开了特定的场景、用途，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专用性资产一旦被确立，再想移作他用，就会面临较高的价值折损。虽然资产投入，能够提升合作社经营收入，
[21]

但也不

可避免地会引起其内部生产架构的调整。合作社成员一般可以区分为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由于核心社员往往是社员中出资较

多、占有控制权较多的一方，因此现实中经常出现核心社员侵占普通社员权益的现象。
[22]

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往往需要其实际所

有者持续经营才能回收成本并盈利，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使得实际所有者在谈判中的地位下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核心社

员的优势地位。由于合作社内部的分配制度可以视为核心社员同普通社员博弈的结果，因此专用性资产的投资通过削弱核心社

员的博弈优势，能够调整合作社内部的生产架构、改善劳动与资本的相对关系，推动合作社向规范化迈进，从而实现合作社激

励相容。

2.专用性资产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

在合作社中，围绕控制权与盈余分配权存在如下博弈：核心社员由于出资较多、股份占比较高，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常常

有动机侵占普通社员权益；同时普通社员又是合作社内直接从事劳动的农产品生产者，背离激励相容会诱发委托代理问题，降

低合作社经营绩效。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迫使核心社员树立长期经营意识，通过推动改善合作社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实现激

励相容，从而提升合作社绩效并实现合作社规范化。本文结合合作社生产经营特征，在参考 Williamson、刘灵辉等的方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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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将合作社的专用性资产分为：固定资产、社会美誉度、品牌、农用机械四类，以分析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原因如下：①合作社的固定资产投入能够直接扩大合作社业务范围，提高合作社经营收入，对合作社绩效有

正向作用，同时，固定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弱，可以作为专用性资产的代理变量。②社会美誉度往往针对特定合作社，难以随社

员的流动而转变，可以作为专用性资产的代理变量。但社会美誉度是一个主观变量，难以直接衡量。注意到在国家农业政策扶

持下，合作社的社会美誉度常常能够带来国家专项财政补贴，因此选取专项财政补贴作为衡量合作社的社会美誉度的代理变量。

③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品牌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品牌类资产的专用性较强，往往难以移作他用，

因此选择品牌作为专用性无形资产的代理变量。④农用机械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同时又由于价格昂贵而具有一定特殊性。考

虑到合作社本身的生产经营特征，因此进一步从实物资产中分离出农用机械作为专用性资产的代理变量。

可以看出，一方面，专用性资产是合作社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使用到的生产资料，如农用机械、固定资产可以直接提升农

户的生产效率，社会美誉度可以让合作社获得财政补贴、社会认可，有利于合作社业务的展开，品牌等专用性无形资产可以帮

助农户拓展销路。因此，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增进了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业务联系，能够拓宽合作社业务范围，对合作社的绩效

起到正向的促进效果。另一方面，当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时，该项资产能够移用他处的概率较低，同时专用性资产又意味着

较高的资本投入，因此持有者为回收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成本并获利，需要实现一定时期的持续经营，有助于提升合作社绩效。

至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能够引导合作社更加注重长期经营，有利于提升合作社的经营绩效。

3.专用性资产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长期经营理念

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不仅拉长了合作社的现金流回收期，同时还要求这一时期内要有稳定的经营收入以偿还专用性资产的借

债本息，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依赖，提升了劳动在合作社生产中的地位，有利于改善合作社内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

关系。首先，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增加了核心社员对交易的依赖，为减少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核

心社员只得更多地让利于普通社员，激发普通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实现内部的激励相容，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因此，理

论分析认为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能够通过规范盈余分配机制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其次，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在改善劳资关系、提

高经营收入的同时，还能借此增强对普通社员的号召力，表现为社员同合作社之间更加密切的经济服务往来，增强合作社在农

业生产中全链条参与的可能性，从而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最后，专用性资产的增加意味着核心社员更多的资本投入和更长期

的持续经营约束，导致面临的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加。为降低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核心社员需要规范合作社的质量管理，通

过更加规范的管理制度，提升合作社综合绩效。因此，专用性资产投入也能够通过管理规范机制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

虽然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能够拓宽合作社业务范围、增加经营收入，但专用性资产同时也会成为合作社的资本成本，引致经

营成本的增加。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合作社治理效能，就会导致专用性资产无法与自身发展状况相匹配，在资本成本的作用下，

反而会降低合作社经营绩效。以品牌等专用性无形资产为例，为发挥推广作用，需要将商品信息推送至偏好该商品的消费者，

因此对信息传播质量与传播效率的要求较高。同时品牌效应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而品牌推广过程中便会产生即期的成本，导

致品牌构建面临较大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我国合作社近年来才开始注重品牌的建设与推广，同时电商采纳的时间也较短，品

牌的增收效果偏弱，往往并不能抵消成本对经营利润的影响。此外，品牌的构建只是在市场中提升了合作社农产品的知名度，

并不直接等同于农产品在消费者中的好口碑。因此，品牌类专用性无形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较大的滞后性与不确

定性。综合来看，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应当与合作社自身发展状况相匹配，其原则便是合作社能够利用专用性资产获得相应的收

益，至少需要覆盖专用性资产的资本成本。因此，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存在效率边界。据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说：

H2: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能够弱化资本的优势地位，不仅有利于改善合作社内部的劳资关系，还能够通过惠顾提升、管理规范

等机制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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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品牌类专用性无形资产的收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H4:合作社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存在效率边界，应当与自身治理效能相匹配，否则会降低经营绩效。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安徽省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 2019 年对省内 481 家示范社的调查数据，在删除缺失关键信息的样本后，保留

324 家示范合作社。安徽省作为农业大省，不仅是农产品生产的主要省份，还有着小岗村等农业改革先行示范区，合作社质量较

高。同时，省级示范合作社经营也更加规范，更侧重于长期经营，并拥有较高的专用性资产投入，因此更加契合本文研究主题。

样本覆盖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从表 1可以看出，所有合作社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用性资产投入。从资产规模来看，固定资

产规模为“低于 100 万元”“100 万元至 500 万元”以及“高于 500 万元”的合作社分别是 57 家、163 家和 104 家。从财政补

贴规模来看，没有获得财政补贴的合作社为 211 家，获得补贴金额小于 100 万元的为 106 家，大于 100 万元的为 7家。从专用

性农用机械看，没有农机或灌溉机械的合作社为 148 家，占到总数的 45.68%,拥有 0～200 台和大于 200 台专用性农用机械的合

作社分别为 162 家和 14 家。在专用性无形资产来看，具有注册商标的合作社为 14 家，不具备商标的为 310 家。总体来看，安

徽省示范社的调查数据能够体现具有一定经营成果的合作社的发展状况与绩效水平。

表 1 专用性资产投入与绩效状况

固定资产规模 频数 占比(%)

≤100 万元 57 17.59

100～500 万元 163 50.31

>500 万元 104 32.10

专用机械规模 频数 占比(%)

0 台 148 45.68

0～200 台 162 50.00

>200 台 14 4.32

财政补贴规模 频数 占比(%)

0 万元 211 65.12

0～100 万元 106 32.72

>100 万元 7 2.16

是否注册商标 频数 占比(%)

是 14 4.32

否 310 9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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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选取

(1)因变量：总利润。

经营收入并不能准确衡量合作社盈利状况，可能存在总收入较高但经营利润较低的情况。而在市场经济中，总利润较高则

更能说明合作社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本文选取总利润作为代表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变量。

(2)因变量：利润水平。

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不仅会影响合作社经营绩效的绝对值，还会影响合作社相对绩效及对自身生产服务的定位，同时又考虑

到机制检验中面临较多的 0-1 变量，因此，本文进一步依据总利润构建合作社利润水平变量，其构建方式为：依据总利润大小

将合作社四等分，依次为“绩效很低”“绩效偏低”“绩效偏高”“绩效很高”四组，以衡量合作社横向利润水平，赋值方式

见表 2。

(3)核心自变量。

结合前文分析，分别从固定资产、农用机械、品牌、社会美誉度四个方面衡量合作社的专用性资产投入。

(4)控制变量。

合作社的经营绩效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借鉴既有研究，[25][26]将合作社基本特征、合作社外部环境、股权结构以

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作为影响合作社绩效的重要控制变量。最终将控制变量选取为：社员户数、贷款余额、盈余分配、经营收入、

社员收入、质量管理制度、是否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农兽药配送率、是否质量安全追溯、是否三品一标以及是否属于皖南、

皖中、皖北。其中，结合现实合作社特征，将以按交易额分配为主的合作社都视为盈余分配规范合作社。同时，将数值较大的

变量取对数，数据处理方式见表 2。

3.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其中第一列为变量名称，第二列为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说明，第 3～5列依次为变量的样本

量、平均值与标准差。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及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总利润 2018 年总利润(万元) 324 4.09 1.63

利润水平 按照总利润水平四等分排序 324 2.50 1.12

盈余分配 合作社是否以按交易额分配为主体：否=0;是=1 324 0.75 0.43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 322 5.57 1.49

社会

美誉度
获得财政扶持资金总额(万元) 322 0.95 1.57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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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

制度
是否建有合作社质量管理制度：否=0;是=1 324 0.96 0.19

农兽药

配送率
农/兽药统一配送率 324 0.71 0.37

质量安全

追溯
是否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否=0;是=1 324 0.85 0.36

品牌 是否为中国驰名商标：否=0;是=1 324 0.04 0.20

农用机械 2018 年农机或灌溉机械拥有量 323 1.52 1.80

4.模型构建

(1)基础模型。

考虑到具有较高经营收入的合作社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经营利润，同时，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不仅会影响合作社绩效的绝对

值，也会横向影响其相对绩效水平，所以本文分别选取总利润与利润水平作为衡量合作社绩效的变量。根据变量特征，分别构

建 OLS 与 Oprobit 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同时，由于模型中存在较多 0-1 变量，为减少 OLS 估计的误差问题，同时也与后文机

制检验相对应，选取 Oprobit 模型作为对比分析，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2)处理效应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由于合作社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会受到自身经营状况约束，存在自选择问题，比如绩效较好的合作社更可能投入更多专用

性资产以扩张经营规模。因此，本文选取处理效应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校正自选择问题的偏误，从而对文章结论进行内生

性检验。此外，通过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可以构建“反事实”分析，能够缓解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投入专用性资产的平均处

理效应可以表示为：

在(1)式中，T 代表实验组，为样本中投入该项专用性资产的合作社，C 代表控制组，为样本中没有对应专用性资产投入的

合作社。Wij 为权重， 。 表示与合作社 i 匹配，但是没有对应专用性资产投入或专用性资产投入较低

的合作社 j 的数量。Profit0i 表示具有该项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合作社的总利润；与之对应，Profit0i 表示与该合作社特征最相

似的、能够实现匹配的合作社，在没有进行该项专用性资产投入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总利润，即“反事实”分析。同时，为进

一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使用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等不同匹配方法进行交叉验证。

(3)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与内生转换 Probit 模型(ESP)。

由于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会因不可观测因素导致“隐形偏差”,因此本文选取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与内生转换 Probit 模

型(ESP),对回归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其中，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包括：行为方程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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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方程 1,即实验组(有该项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合作社的经营绩效，表达式为：

结果方程 2,即对照组(无该项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合作社的经营绩效，表达式为：

在(2)式中，Xi 为行为方程的控制变量，表示影响合作社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因素。在 Xi 中，除了需要包括、以供模型识别

求解的工具变量外，其余变量与 Zi 一致；γi为待估系数，μi为方程的误差项。在(3)式与(4)式中，Profit1i 与 Profit0i 分

别表示有该项专用性资产投入和无该项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合作社的总利润。由于现实中合作社几乎都有固定资产等专用性资产

投入，因此本文将高于平均水平的专用性资产投入定义为有该项投入的合作社，低于平均水平的定义为无该项资产投入的合作

社。Zi 为方程的控制变量，η1i和η0i 为待估系数，ν1i 和ν0i为方程的误差项。据此，利用 ESR 模型可以最终估计出：高

于平均水平的专用性资产投入能否对合作社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然后，利用内生转换 Probit 模型(ESP),验证专用性资产投入对合作社横向相对绩效的影响，并对 Opr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

检验。模型估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 Probit 模型求解影响合作社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的概率，并代入第二阶段计算出

专用性资产投入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ESP 模型通过两阶段进行回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设定偏误，

减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通过 ESP 模型，能够计算出专用性资产投入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三种平均处置效应，分比为：总样本

平均处置效应(ATE)、对照组平均处置效应(ATU)和实验组平均处置效应(ATT)。由于 ATU、ATE 的估计结果对专用性资产进行效

果评估的意义较弱，因此本文只估算实验组平均处置效应(ATT)。

四、专用性资产投入对合作社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1.专用性资产投入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

本文首先通过 OLS 模型检验专用性资产投入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排序 probit(O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 3 列所示。从表 3 可以看出，固定资产、社会美誉度与农用机械都显著提升了合作社经营绩效，但是品牌对合作社的总利

润存在负向作用，这是由于品牌建设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会受到诸多因素干扰，[27]品牌推广策略、市场感知能力等都可

能影响品牌类专用性无形资产对合作社绩效的作用，造成合作社付出了品牌建设的成本，却没有在当期获得品牌建设的收益。

此外，可以看出，品牌建设虽然降低了合作社总利润的绝对值，但对相对利润水平的影响却不显著，说明品牌建设成本对合作

社绩效的负向影响依然有限。结合后文机制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品牌类专用性无形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传

导时滞与不确定性。至此，H1 得以验证。

表 3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总利润 利润水平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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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0.152**

(0.059)

0.261***

(0.067)

社会美誉度
0.0890**

(0.036)

0.118***

(0.043)

品牌
-0.590*

(0.349)

-0.260

(0.314)

农用机械
0.0950***

(0.032)

0.096**

(0.040)

社员户数
0.067

(0.055)

-0.022

(0.063)

贷款余额
0.030

(0.028)

0.029

(0.034)

盈余分配
0.475***

(0.163)

0.519***

(0.160)

经营收入
0.466***

(0.059)

0.543***

(0.068)

社员收入
0.0432**

(0.021)

0.061***

(0.023)

质量管理制度
0.254

(0.419)

1.081*

(0.603)

省级以上科研奖励
-0.124

(0.131)

-0.128

(0.151)

农兽药配送率
0.523***

(0.188)

0.638***

(0.215)

是否质量安全追溯
-0.108

(0.174)

-0.300

(0.201)

是否三品一标
0.161

(0.127)

0.163

(0.142)

皖南
0.086

(0.152)

-0.042

(0.160)

皖中
0.178

(0.155)

0.179

(0.173)

常数项
-1.446***

(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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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值 313 313

R
2

0.614 0.290

注：***、**、**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可以看出，固定资产、社会美誉度和农用机械等专用性资产投入虽然增加了合作社的经营成本，但是总体上仍然对提升合

作社经营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品牌类专用性无形资产，由于更多涉及到市场的反应，虽然能够从长期促进合作社发展、

提升农产品质量，但是却难以在短期给合作社带来经营利润，抑制了合作社品牌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从安徽省示范社样本也可

以看出，进行品牌构建的合作社数量依然偏少。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配套更多政策措施，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激励合作社进行品

牌建设，从而推动合作社长期高质量发展。

2.专用性资产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内生性检验：处理效应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绩效较好的合作社对未来的预期较好，更可能投入专用性资产，导致研究可能面临自选择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构建处

理效应模型，为实现模型估计，将是否进行安全认证作为第二阶段估计的工具变量。分析认为，将产品进行安全认证的合作社

更有可能进行相应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但是安全认证并不直接影响即期的合作社绩效。同时在处理效应模型中，需要将自变量

转化为哑变量，因此根据自变量均值将其转化为 0-1 变量，将超过其均值的自变量赋值为 1,表示高于平均水平的专用性资产投

入，低于均值的自变量赋值为 0,表示低于平均水平的专用性资产投入。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Wald-chi2 表示模型整体的拟合

程度，表示在两阶段回归中扰动项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表 4列(1)与列(2)的 Wald-chi2 值与值均显著，说明处理效应

模型解决了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从表 4 可以看出，合作社较多的固定资产、较高的社会美誉度和较多的农业机械，能够有效促

进合作社提升绩效，但是品牌类的专用性资产降低了合作社绩效，这是由于品牌带来的收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并不像其他专

用性资产那样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增进。

表 4 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总利润

(1)
(2) (3) (4)

较高固定

资产

1.25***

(0.38)

较高社会

美誉度

1.22***

(0.39)

品牌
-0.92*

(0.55)

农用机械
0.90*

(0.5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0.72* -1.00** -1.385***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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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0.421) (0.42) (0.399) (0.54)

Wald-chi2 383.46*** 400.39*** 489.51*** 407.16***

ρ -0.47* -0.50* 0.18 -0.42

观察值 315 314 313 313

注：***、**、**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此外，由于难以准确区分环境因素对合作社专用性资产投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多种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通过构建“反

事实实验”检验处理组的平均处置效应，增强结论的可靠性。从表 5 可以看出，多种倾向得分匹配进一步验证了处理效应模型

的结论，即较多的固定资产、较高的社会美誉度和较多的农业机械，有助于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但是品牌类的专用性无形资

产却降低了合作社即期绩效。至此，文章结论保持稳健。

表 5 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影响的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专用性

资产类型
匹配方法

实验组

经营绩效

控制组

经营绩效
ATT

较高

固定

资产

最近邻匹配 4.60 4.03 0.57**

半径匹配 4.56 4.02 0.54**

核匹配 4.60 4.09 0.52**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4.60 4.11 0.49*

较高

社会

美誉度

最近邻匹配 4.46 3.86 0.60*

半径匹配 4.46 4.09 0.37*

核匹配 4.45 4.11 0.34*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4.46 4.04 0.42*

品牌

最近邻匹配 3.16 4.58 -1.42*

半径匹配 3.48 4.84 -1.36*

核匹配 3.16 4.41 -1.25**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3.16 4.33 -1.17

农用

机械

最近邻匹配 4.24 3.59 0.65**

半径匹配 4.39 3.61 0.78**

核匹配 4.25 3.85 0.40*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4.24 3.75 0.49*

注：***、**、**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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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用性资产影响合作社经营绩效的稳健性检验：ESR 与 ESP 模型分析

经营绩效的绝对值和横向相对绩效水平都会影响合作社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决策，造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互为因果。

因此，针对被解释变量特征，本文进一步构建 ESR 模型与 ESP 模型作为专用性资产投入影响合作社经营绩效的稳健性检验。模

型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影响的内生转换分析

分析

模型

被解释

变量

专用性资产

类型

实验组

经营绩效

控制组

经营绩效
ATT

ESR

总

利

润

较高固定资产 4.84 3.33 1.51***

较高社会美誉度 4.46 3.61 0.84***

品牌 3.34 3.53 -0.19

农用机械 4.24 3.68 0.56***

ESP

利润

水平

较高固定资产 0.80 0.57 0.23***

较高社会美誉度 0.77 0.04 0.73***

品牌 0.52 0.95 -0.43***

农用机械 0.73 0.02 0.71***

注：***、**、**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1)ESR 模型。

为实现模型估计，首先需要选取工具变量。一般认为，注重长期经营的合作社会更加倾向于投入专用性资产，同时也会更

加注重农产品质量、构建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但是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则不能直接影响合作社绩效。因此，将是否具有质量安全

追溯制度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从表 6 可以看出，较多的固定资产、较高的社会美誉度、较多的农用机械都能够有效提升合作

社的总绩效，但品牌对合作社总绩效的影响依然不显著，结论与前文保持一致。

(2)ESP 模型。

ESP 模型能够通过计算逆米尔斯比率降低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并结合极大似然估计，进一步纠正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误差。

从表 6 可以看出：较多的固定资产、较高的社会美誉度、较多的农用机械都能够提升合作社的利润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控制影响合作社品牌构建决策的因素后，品牌对合作社利润水平的影响为负且显著。因此，在考虑选择性偏误的情况下，合作

社构建品牌降低了当期的相对绩效水平。至此，进一步验证了基础回归的稳健性。

五、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认为专用性资产影响合作社经营绩效的主要机制为：劳资关系规范化、惠顾提升与管理规范机制，下

文为对这三种机制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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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资关系规范化机制

现实中，一些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方式并不规范，导致无法实现合作社内部激励相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增加了核心社员对

普通社员的依赖，从而能够改善合作社内部的不对等关系，提升经营绩效。分析认为，固定资产投入会延长合作社现金流回收，

导致合作社需要更加注重经营决策的可持续性，从而改善资本与劳动的博弈关系，促进合作社劳资关系规范化，并通过劳资关

系规范化机制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首先，我们采用 OLS 模型检验专用性资产通过劳资关系规范化机制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中

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7 列(1)与列(2)所示。实证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入能够通过提升合作社盈余分配规范化，增强合作社经

营绩效。然后，进一步采用 probit 与 oprobit 模型进行对比分析，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 7列(3)、列(4)所示。

表 7 专用性资产推动合作社规范化的机制分析 导出到 EXCEL

盈余分配 总利润 盈余分配 利润水平

(1) (2) (3) (4)

固定资产 0.05** 0.15** 0.14** 0.26***

社会美誉度 -0.00 0.09** -0.00 0.12***

品牌 -0.17 -0.59* -0.51 -0.26

农用机械 -0.00 0.10*** 0.01 0.10**

盈余分配 0.48*** 0.5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23 -1.45*** -0.87*

观察值 314 313 314 313

R2 0.13 0.61 0.12 0.29

注：***、**、**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惠顾提升机制

本文从合作社农兽药配送率和经营收入两个层面衡量惠顾提升机制。农兽药配送率能够体现合作社同社员之间的业务渗透

度，经营收入则直接关系到社员的惠顾额，因此都能代表社员同合作社之间的惠顾程度。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8所示。从表 8列(1)、

列(2)可以看出：首先，社会美誉度能够激励合作社提升农兽药配送率，增加社员同合作社之间的惠顾额，从而有利于提升合作

社经营绩效。其次，从表 8 列(3)可以看出，固定资产能够提升合作社经营收入，从而进一步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
①2
。但实证结

果也显示，农用机械由于较高的购置成本，会对合作社经营绩效起着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但是结合表 3 基础回归的分析认为，

农用机械整体上仍然提升了合作社经营绩效。

为进一步探讨专用性资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总利润值将样本分为高利润组与低利润组。表 8 中，列(4)为低利润组、

列(5)为高利润组。可以看出：低利润组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显著，表示农用机械的投入降低了合作社经营收入；高利润组的回归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同时，低利润组的固定资产投入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也要弱于高利润组。这是由于低利润组的合

2 ①与表 8列(3)相对应,合作社经营收入对总利润的回归系数为 0.47 且显著,因此该惠顾提升机制存在,但鉴于篇幅,不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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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自身盈利能力偏弱，非理性地扩大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规模难以获得预期收入，反而会因为不可避免的成本支出，降低合作

社经营绩效。高利润组合作社的盈利能力较强，能够充分发挥专用性资产的增收作用，因此没有对当期经营收入产生负向影响。

此外，低利润组的社会美誉度也对经营收入起着负向作用，说明在经营状况一般、经营利润较低的合作社，社会美誉度也无法

带来较大收益。综合来看，专用性资产投入能够通过强化合作社内部的惠顾提升机制提高合作社经营绩效，但是自身盈利能力

较弱的合作社，盲目扩大专用性资产规模或是过于追求社会美誉度都无法实现绩效增进。因此，在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规模的

同时，合作社应当注重发挥自身治理效能，提升综合盈利能力。

表 8 专用性资产推动合作社规范化的惠顾提升机制分析

农兽药

配送率
总利润

经营

收入

经营

收入

经营

收入

(1) (2) (3) (4) (5)

固定资产 0.01 0.29*** 0.27** 0.37***

社会美誉度 0.02* -0.10 -0.23** 0.00

品牌 0.00 -0.21 -0.33 -0.06

农用机械 -0.01 -0.14*** -0.20** 0.013

农兽药

配送率
0.5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05 -1.45*** 1.03* 1.12 1.62

观察值 315 313 313 140 173

R2 0.11 0.61 0.58 0.53 0.34

注：***、**、**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管理规范机制

本文从合作社内部质量管理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和“是否三品一标”三个层面衡量合作社的管理规范机制。由于质量

管理制度是哑变量，因此选取利润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采用 O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估计。从表 9 列(1)、列(2)可以看出，

品牌建设能够激励合作社提升内部质量管理，使合作社能够通过品牌效应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更高的经营收益。同时，

实证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品牌和社会美誉度等专用性资产需要通过激励合作社提升内部效率，才能实现合作社绩效增进。至此，

H3 得以验证。此外，机制检验发现，合作社质量管理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和“是否三品一标”都对固定资产的增收效果起

着间接的调节作用，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管理规范机制的有效性。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9 列(3)至列(5)所示。至此，H2 与 H4 得以验

证。

表 9 专用性资产推动合作社规范化的管理规范机制分析

质量管理 利润 总利润 总利润 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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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水平

(1) (2) (3) (4) (5)

固定资产 0.09 0.29*** 0.29*** 0.38***

社会美誉度 0.02

品牌 3.06***

农用机械 -0.06

质量管理制度 1.08*

固定资产×

质量管理制度
0.16*

固定资产×

质量安全追溯
0.16*

固定资产×

是否三品一标
0.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69 -0.69 -0.92**

观察值 314 313 314 314 314

R2 0.42 0.29 0.42 0.42 0.45

注：***、**、**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1.结论

本文利用安徽省合作经济指导处2019年对省内示范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专用性资产投入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

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固定资产、社会美誉度、农用机械等专用性资产能够有效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但品牌类专用性资产由

于作用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在考虑资本成本的情况下，对当期绩效存在一定的负向

作用。第二，机制分析显示专用性资产可以改善合作社内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惠顾提升、管理规范等机制实现合

作社绩效增进。其中：固定资产投入促进了合作社盈余分配的规范化；社会美誉度与固定资产能够提升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惠

顾额；管理规范机制对固定资产的增收效果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品牌类专用性无形资产的增收效果受到合作社治理效能的

约束。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利润组的合作社由于自身经营能力偏弱，非理性扩大专用性资产规模反而会降低合作社经营

绩效；高利润组的合作社具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专用性资产的资本成本没有对当期经营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合作社会因自

身经营能力的差异而对应不同的最优生产规模。综合来看，专用性资产投入能够促进合作社发展，但专用性资产对合作社经营

绩效的影响是多方面、多渠道的，并因合作社自身发展状况存在差异。

2.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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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重要政策启示：首先，政府在支持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合作社的最优生

产规模。一方面，合作社在向最优生产规模靠拢的过程中，可以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规模经济，提升经营绩效，带动农户增产

增收。另一方面，合作社的专用性资产投入也需要与其发展状况相匹配，非理性地扩增专用型资产规模无法提升经营绩效，可

能造成政策资源的错配，并挤压优质合作社的发展空间。

其次，应当以专用性资产投入为契机，引导合作社树立长期经营理念。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有利于改善合作社内部资本与劳

动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惠顾提升、管理规范等机制实现合作社绩效增进，从而有利于盘活农村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

应当通过财政补贴与信贷支持等方式鼓励合作社适度增加专用性资产规模，推动合作社向规范化、优质化迈进。

最后，由于资源禀赋、主营业务、比较优势等方面的差异，合作社的发展会表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因此，既要发挥示范社、

带头社的模范作用，又要认识到不能推行统一的标准。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合作社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充

分发挥组织效能，逐步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不断提升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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