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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结构与短半径合作*

——来自合伙制企业的经验证据

玖黄 立1 张玉书2 吴 敏3 冼 明国 1

摘要： 长 耕 ，国 水稻种植 在 期的生产 形成的互 和熟 系网络 能够中 南方 区 作方式中 助协作传统 人关

、 本 义 ，合作所需 信任 降 并遏制机 从 促进 区 户 间短半径 关提供 的 低合作成 会主 行为 而 地 内家 个体 合作

。 一 ，建立 合 企业 种 有人格化特 的 业 形式 往往在 备深厚信任 人社系的 伙制 作为 具 征 企 组织 具 基础的熟

， 。 一 ，本 心、会关 且高 赖个体间的 合作 基于 特点 文 城市中 市系之间缔结 度依 紧密 这 选取远离 场发育

对 ， 对滞 的县 作 测 通过合伙 业 行程度 水稻 传 个体间短半 合 行相 后 域 为观 单元 制企 的盛 考察 种植 统 径 作

。 ： ， 也 ；影响 研究 明 水稻种植 的县 合伙 营企 的占比 越高 制企业为的 表 比例越高 制企业在民 业中 合伙

本 ， 一 本 较 。本的 营受益 的 地社会 这 系在 交 比 行业中更 显运 于短距离 网络 因此 关 地 易占 高的 加明 研究

了 。为种植 影响 经 合作行为提 经 证结构 个体 济 供 验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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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耕 ， 了少 ，中国经济 济 除 海地区和内 口之外 许 地区在 立前并没新 脱胎于农 经 数沿 河港 多 新中国成

， 。场 济的 分 仍 自然半自 济有经历市 经 充 发育 处于 然经 状态 中华人 和国民共 ，后 国建立起高成立 中 度

计划 ， 村 了 。集 的 体制 农 地 经历短暂的 所有制后 与集 道路 之后历中 经济 区 农民土地 走上 合作化 体化 经

， ， 耕 未 本 。 ， 村次变革 传 的社会 冲击 但 作 改 受户 制 约 地区与城多 统 关系受到 方式并 根 变 籍 度的 束 农

对 ， 耕周 区处于 裂状 而 得与 作方式 关 非 制度市及 边地 相 割 态 从 使 有 的 正式 “基因” 。以部分保存得 改

， ，以后 随着 体制 逐次展开 这 正式制度 过各种 或嵌入市革开放 市场取向的 转型 些非 通 方式替代 场机制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深度贸易开放与国内价值链重塑”（编号：71973072）、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制

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研究”（编号：ZB22BZ020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县级

政府的税收分成：事实、决定与影响”（编号：72273024）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本文

通讯作者：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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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挥作 并 至重 发 用 延续 今（Knack andKeefer，1997； 爽等张 ，2007）。在现 究 础上有研 的基 ，本文进

一 耕 对 ， 窥 长 。考察 明 代个体经济 为 持 影响 以管 统农业生产 经济后果步 农 文 当 行 的 续性 传 方式的 期

， 心 ，阔 南 地区由于不 气候和地 条件有 核 作物种 于 植中国地域辽 北方 同的 理 着不同的 植结构 基 种

迥 。 耕 ， 小 ，结 的 协 式衍生出 地 化特征 气候 与 方式不同 相 麦 植构 生产 作方 异的 区文 由于 条件 作 比 种 水

种植需要 多的劳动投稻 更 入，在灌溉、播种、收割 均需 庭等各个环节 要家 、社区（村庄）内 分工部的 、

（ ，互助 协作 黄与 宗智 2000； 孝 ，费 通 2012）， （村 ）这有利于 社 庄 和 族 的 社不断强化 区 亲 内部 熟人

， （ ，会关系 彼 间的相 任 丁 等促进 此之 互信 从明 2018）。 耕种起源于 作 式 互 作传统及 衍这 方 的 助协 其

一 、 。生的熟人 仿佛 个文 庭教 代际传递过 不断自我 制 绵延信任关系 化基因在家 育等 程中 复 至今

讨 了 长 ， 。文献从不 麦 种植 统 文 征差异的 影 要可分 支 第已有 同角度 论 稻 传 及其 化特 期性 响 主 为两

一 ， 义 ，小献 现 中国水稻 植 的 具有更强 集体主 倾向 的个体则 个支文 发 种 区 个体 的 麦种植区 具有更强的

义人 征主 特 （Talhelm et al.，2014）。Zhu et al.（2019）发现，较 义 了高的 主 水平抑 水稻种集体 制 植区

术 。研发和创的技 新 Fan et al.（2022） ，来 义 较自 稻种 区 体 化意识 强 业则发现 水 植 且集 主 文 的企 创始

， 本。 二人会让 的家 员 为公司的所 者 管 进而降低 司治理的成 强调稻作更多 庭成 成 有 或 理者 公 第 支文献

。 （人社 络所能发挥 用 丁从明传统及其熟 会网 的作 等 2018） ， 对发现 中 稻种植区 的国南方水 具有更高

（ ） （ ）， 小 对 （熟人 友 的 制信任 有 任 方 麦种 容易 出 陌生人 跨越于 亲 近邻 受限 限信 而北 植区 发展 于 血

） 一 。 孙 （缘 地 般性信任 博和 涛与 缘 的 张 2023） ， 耕的研 现 水稻种 统 作 形成究进而发 植区基于传 方式

对 执 ， 。的熟人 关系及其 理机制 信息不 称 约 从而 进 金 织的发展社会 治 能够缓解 和保障契 行 促 民间 融组

显然，两 献的视 然不支文 角虽 同， 本基 辑是相通的但 逻 ， 义集 主 离不开个 间的合作与即 体 行为 体 信任，

。 ，本 长 来与陌生人 围不 已 在现有文 基础上 文 图回答 区 期以 的熟人 只是空间范 同而 献的 试 水稻种植 集

。和 助协 传 否 促进当代 间 济合作体协调 互 作 统是 能够 个体 的经 行为

。 ，选取 的 标度量个体 的 作 验研究的 提和难点 现 草根社会合适 指 间 合 是经 前 实中 基于 关系的个体

十间合 为虽然 分频作行 繁， 由于缺乏 统规范但 系 的记录， 很难准确往往 地度量。 分 究从 间部 研 民 借贷、

工 寻等方面 基 人社会 的合 为作搜 考察 于熟 网络 作行 。 如例 ： 岱杨汝 等（2011）、马 荣 杨光 和 恩艳（2011）

； （发现亲友 的社交网络 农民的民 陈斌 陈思宇间 能够拓宽 间借贷渠道 开和 2018）发现 网络可以宗族 通

本 来 来 。 ，本 一过降低 成 和促进 提 外 移 获 作 率 与现有 相 选取社会交易 交流合作 升 民 得工 的概 文献 比 文

对 。 、权种 体间 为 础的企业组 形 即 制企业作 考察 象 不同 任 责分明以个 合作 基 织 式 合伙 为 于有限责 的现

，制度 人之间代公司 合伙 “ 、 、 、共同 合伙经营 享收益出资 共 共担风险”的特征体 制 业创现在合伙 企

、 、 、 （ ，出 债 和收入分 各 节 宋永立 资 负 经营 配等 个环 新 2001； ，利明王 2013）。 制 设定体现这些 度

了合 制 业伙 企 的“ 合人 ”性质，即 伙制企业是 人之间的 系而 的企业组织合 基于合伙 个人信任关 设立 （王

，明利 2019）。 也 ， 对这 意味 合伙制 立在亲戚 相 信任 熟 之着 企业往往建 或朋友等 互 的 人 象 间
①
。本文

①
来自司法案例的资料也体现了合伙制企业的这一特征（资料来源：《打造优良营商环境——盐城中院召开个人合伙纠纷

审判情况新闻发布会》，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104768；《个人合伙纠纷为何难以胜诉？》，http://

cddcfy.hunan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4/10/id/14778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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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将这种合 系作关 定 为“短半径合作”，这里的“ 半短 径” ，也既指代社交 系 亲 述空间距关 的 疏 描 离

的远近
①
。 ，长 、在水 期的互助 其衍 熟人社会关 以提供合 所需的稻种植区 协作传统及 生的 系可 作 信任

本， 义 ，个体间的 时 止合 成 机 行为 从而 伙 业这种 径合 系降低 合作成 同 防 作 员的 会主 为合 制企 短半 作关

。供生存土壤提

一 ，本 迥于 伙 业的这 特 文集中考察 业这种企 在种 统 异的南北基 合 制企 点 合伙制企 业组织形式 植传

城市地区方非
②

。 ，本 ： 一，间是否 差异 与现 比 的边 贡 现 个方面 第之 存在显著 有文献相 文 际 献体 在两

本 一种 个体合文用 基于 作的合伙 业制企 来 ， 一画基于熟人 会 络 半径合作 系 这 视角有刻 社 网 的短 关 更为

势，也 了 对 ； 二，本的优 拓展 作行 度量方式 第 种植结构 角度探 个独特 现有文献 合 为的 文从 的 索地区间

， 一 长体经济 差 的历 根 仅 有研究的 上 提供种 化影 经 发展的合作行为 异 史 源 不 在已 基础 进 步 植文 响 期 济

经验 据证 ， 耕时 于深入理 农业 作传统同 有助 解 、 网络与非 营经 展之间的关社会关系 城市地区民 济发 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耕作方式与互助协作传统

秦岭以 － 一淮河 即线 800 米毫 等降水量线 ， 大 耕为界 中国 区 为两 部陆的农 地 分 个 分： 方 干北 属于

少 ， ， 小 ； 热 ， 较大旱 雨的 拥 原等纵 阔地 宜 植 麦 南方属 气 湿 亚 带 降雨温带 有平 深开 带 适 种 于 候 润的 量

、 ， （ ，且地形起伏 湖泊众多 稻 韩明显 河流 适宜种植水 茂莉 2012）。 了 习除 生活 俗和 风貌地理 迥的 异

， 小 也 。外 水稻 麦种植区 劳 协作 存 著 这种差别 起 农业生之 种植区与 的农户在 动 上 在显 差别 部分 源于 产

织组 方式 必要的 性， 。部分起源于 物 定 动投入强 差异作 特 的劳 度

， 小 ，首先 相 区 水稻种 组织比 麦种植 植区的生产 需要熟人 。 ，家户之 协同作业 灌溉为间的 以 例 在

， 小 ， 少平原地区 往往 可满 麦 需 使在 雨季 要 补水北方 自然降雨 即 足 根系 要 即 节需 人工 （例 立春如在 后

充补 “ 青水返 ”，在植株 花 穗 充开 抽 后补 “灌浆水”），对 也的消耗量 远水 低于水稻， 小这使得 麦适

合在“旱地” 长生 。水 完全不同稻则 ， 了除 收获环节之外， 秧育 、插播和 长 大个环节均生 等各 需消耗

， 长的 作物 根 要量 水 的 系需 时期“浸泡”在 ， 对 了稻 中 人工灌 水源 提 很高要求田之 从而 溉和 调度 出 ：

一 ， ， 了 ，方 由 水 着日晒蒸 流失 除 自然 稻田往往还 统进 工引流灌面 于 分随 发 降雨之外 需要水利系 行人

； 一 ，溉 面 在高另 方 强 （降雨之度 后 例 ）， 也 ，雨季节 稻 时 水 以 止 无 收光如梅 田 需要及 排 防 秧苗 法吸

染照或 菌 产沾 病 而减
③
。 ， 尤 （ 孝 ，灌溉 中 家 间 调行动 为重 费过程 户之 协 要 通 2012）。 ，特 如果别地

较 ， 力 。稻田 离水源 远 播 引水灌溉 和流 之间所有农 信任与通 作距 种前后的 需要水源地 经地 户的 协

， 小 （ ，其次 的单位劳 显 于 麦 茂水稻种植 动强度明 高 韩 莉 2012）， 也使 稻种植区这 得水 内 人熟 家

间的协户 作与互助 。重更加 要 例如， ， 小在作物 获 程 然 麦与水收 过 中 虽 稻的收割均存 间窗口在抓住时

①Greif andTabellini（2010）将个体对熟人社交对象的信任关系定义为“受限制信任”，将对陌生人（跨越血缘与地缘）

的信任关系定义为“普通信任”。本文将“受限制”改为了更为贴切的“短半径”。

②
本文中的非城市地区指不包括市辖区的县域。

③
故而“没有充足的水分供应，没有对水分的精心管理，水稻是无法种植的，这是一般的常识问题”（冀朝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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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 。的 种植 这种 盾更加问题 但水稻 区的 突出 稻谷 ， 。 了成熟 南方水 还处在多 争时 稻种植区 雨季节 为

，天时取 人熟 、之 进行联合 序 割家户 间多 行动 贯收
①
。 双 ，在种 稻的 农植 季 地区 户在七月早稻收 之获

耕需 速利用 牛 犁等农具将后 要迅 和 土壤翻开再 ， ，引水灌 秋之 上晚稻秧苗 苗争取溉 并赶在立 前插 为禾

长 长充 的生 时分 —— 谓这就是所 的“抢收抢种”或“双抢”。 一 一 十这 间窗 般 几时 口 只有 天的时间，

因而需要相熟 。户间的 行动家 联合

， 、 ， ，南 水稻种植区 流 横 众多 稻田 溉所需水源 和调剂 但最后 方 河 纵 湖泊 灌 得以储存 塘堰湖泊的

浚 一 一 力， 。对 、疏 治 超出 家 户之 地区内所 家户间 调与共同 坝 渠等理远 需要 有 的集体协 行动 于堤 灌 水

， 了 ，也 （村 ）、 。利 除 政府提供 支 需要广 员相 区 家族成员参 其 这工程 需要 财政 持外 泛动 关社 庄 与 中

耕 （村 ）源于 作方 的集体协调 作传统不 区 庄 族内部成员 的互惠互种起 式 和互助协 断强化着社 和家 之间

， 。与相互 建立起基 系 社会 络利 信任 从而 于熟人关 的 网

（二）稻作传统与短半径合作

南 稻种植区中国 方水 长 耕 ，作 中形成 助协 系 熟人社会网 能在 期 方式 的互 作关 与 络 够在 化程度城市

较 、低 场交易寡淡市 、法律体制尚不健全的 地区城乡结合 治理机制提供 ，降 人个体间 交易与低熟 的 合

本， 在作成 并 一 义定程度 会 行为上遏制机 主 （Acemoglu andWolitzky，2020）。 稻 区 人水 种植 的熟 社

会关系 义 ，非 意 上的 而是 族 络互为表里并 抽象 存在 与宗 网
②
。与 （ 、 、 ）宗 成 庭成员 近 远亲族 员 家 亲

的交往合作构成了“熟人社交” ，也的基础 是“ 人熟 社交”最 ； 心重要的表现 以宗族成 为核形式 员 ，

又 对 、 、 对逐 同学 朋友 人 的步延伸到 同乡等熟 象 社交 （ 孝 ，关 通系 费 2013）。 一的社交关 面紧密 系 方

了 心 ， ， 一 也 了 对彼此之 理距 立 互信合作的 感 础 面 形成 针 德风险行为拉近 间的 离 建 起 情 基 另 方 道 的声

，束机制 这 通过誉约 种机制能够 “ 惩罚社区 ”发 （挥自 偏作用动纠 Kandori，1992；Ellison，1994）。

， ，一 采 义 ， 一例 在社区 易中 旦个 机 主 行 则 能 社区网络 他如 内部的交 别农户 取 会 为 有可 被同 中其 所有

。 ， ：成员孤 至抛 句 说 熟人社会 的 然 誉与现代 济中的社会 有相似之立甚 弃 换 话 中 自 人声 经 信用体系 处

一 ，黑名 仿佛旦被拉入 单 就 “社会性死亡” 寸 （般 步难行 Rauch，1999；Rauch and Trindade，2002；

Greif and Tabellini，2010，2017）。 长 来稻种植 高度依赖 助 作与 体 的水 地区 期以 家户间互 协 集 协调 生产

，方式 不断 化 人个体 惠互 正 反馈与地强 着熟 间互 利的 向 “社区 罚惩 ” 。约 制的 束机

，那么 如 衡量何 这种源 作传统的 系自互助协 个体合作关 ？ ，呢 中 尽管个体 易行为现实 间交 （如商

品交换 贷与民间借 ）也 ， 一 计 较 ，很频繁 统 据 为 难 于 间信任但获取 手 数 困 而基 个体 合 系作关 的企缔结

业 形式 明组织 具有 显的数据 势。优 合 制伙 业企 为非 ，独立法人 基于个人的 不仅且 信任关系 是合伙制企

结业缔 的基础，也贯穿于企业的 、 、 、资 负债 营 收益分出 业 配等 的运营 （ ，全过程 宋永新 2001； 利王

，明 2019）。一 ， 对执 权 ， 一 对方面 伙 合 务享有同 每 伙人均 业的 活 负合 人 行 伙事 等 利 个合 需 企 经营 动

责，并平等 约 经 益的分配 则地 定 营收 规 ； 一另 方面， 一 对每 均 企业债 连带个合伙人 务承担无限 责任
③
。

①
即赶在下雨之前多家联合起来为家户甲收割，等到天气再次放晴之时再联合起来为家户乙收割，如此等等。

②
众多研究发现，中国南方的宗族网络密度显著高于中国北方（Zhang，2020；Dincecco andWang，2021；Cao et al.，2022）。

③
当然，特殊规定的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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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作收益 度的角 看， 一每 个 伙人的 影响其他 获 的收合 行为都会 合伙人能 得 益；从 风 角度看合作 险的 ，

一 。每 伙 以自身 人财 其 合伙人进行 限 保个合 人都 的个 产为 他 无 担 ，味着 合伙 彼此之间保这意 人 持的是

一种“熟人社会” 、 。紧密 的关系 理性 伙人不会 没有共 础的人成中高度信任 合作 的合 与 同信任基 立或

。 ，合 制企 在 互 作传统的 种 区 共同 助互 础 以降低企业 个 间经营 伙 业 具有 助协 水稻 植地 的互 信基 可 内 体

本， 义 ，作成 社交 系形成的声 制可以防 做出 于集体利益 会主 行为的合 关 誉约束机 止合作成员 不利 的机

， 。有助于 制企业的 效 使具 短 合 点的企业 形 这些地 行这 提高合伙 合作经营 率 有 半径 作特 组织 式在 区盛

，也 一稻 统 仅作用于企 内 合 系的缔结 定程度上影 企业的外作传 不 业 部 伙关 在 响合伙制 部合作与交

。 本易范 于合伙制企围 由 业 身 ，不具备独 法人资立 格 与合伙制 大企业打 程 上仍 与交道在很 度 是 人合伙

， 也 （ ，道 这 使得 人 的社会 因素 占 相当地位 宋 新打交 合伙 背后 关联 仍然 据 永 2001）。 本地在 交易占比

较高 ， 对 大 本 ，的 业内 企业面 的客户和 制企 够通过行 的 多是 地 供应商 合伙 业能 熟人 网络与客 或社会 户

， ，供应 立联系 起 易 作用 此 制 业商之间建 到促进交 的 因 合伙 的企 组织 较 。形 高 用性 在 种式有 的适 水稻

，植 于区 由 长 较形成的互助 作 统 强的熟人 会网络期 协 传 以及 社 ， 又合伙 这种适用制企业的 性 会得到稻

一作传 进 步强化统的 ，最终 得使 本在 地交易 较占比 高 对稻作传统的行业中 短半径合作 影响 为的 更 明显。

大 长 ， ， 双而 进行 距离 交 行业中 业进 易 往往是外地的 人 企 时交易 方在 量 异地 易的 与企 行交 的 个 或 业 此

，有共同的社 信任基础 基于没 会关系和 合伙制企业 “人合”特 势也 。征的优 就 存在不复

，本 心综上 述 文提 研究所 出如下核 假说。

H1： ， 。有 于促 非 地 短半径合 合 企业在 种植 更 盛行稻作传统 助 进 城市 区的 作 使 伙制 水稻 地区 加

H2： 对稻作传 短 径 的影响程 受到行业区 特征的调统 半 合作 度 域性交易 节作用， 一 响这 影 本在 地交

较易占比 高的行业中 。会更为 显明

三、变量、模型与数据

（一）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伙制企业合 。比例 合 制企 的基于 伙 业 “ 径短半 合作” ，本特征 文使 域 制用县 合伙

来 。 一企业 行程 画 区内的短半 合 水 伙制企业 行程度通过 合伙制企的盛 度 刻 地 径 作 平 合 盛 个县之中 业数

， 一计 较 、有民 业数量的比 量 这 算方 可以 好 区内民营 企 家创量占所 营企 例衡 式 地控制地 经济规模 业 业

。 ， 采 一活 度 素的影响 健 验中 考 用企 量 量合作制企 比 可 定程度跃程 等因 在稳 性检 虑到 业数 衡 业 例 能在

，本上 略企业规模忽 等信息 文也 、使用企业 营业的就业规模 收入和 计 ，资产进行 算 即相应 将县 合伙域

、 计 、 计制 业规模 营 资 合 分 占 所 营企业就 模 和营业 合 的企业的就 业收入和 产 别 县域 有民 业规 资产 收入

。 ，本作 被解释变量 外 还 县域新成 合伙制企业 有新成立 量的比例 为 此 文 使用 立 数量占所 民营企业数 比

。作为新的被 变量进行 健性检例 解释 稳 验

2. 心 ：变量核 解释 水稻种植比例。水 在稻 中 ，有 久 植历史 是国 着悠 的种 中国最 的粮食 之主要 作物

一。 对 、 、 ，由 分 壤 光照等自 条 的 水稻适合 植在于 水 土 然 件 要求 种 中 ， 大国南 植边界 致方地区 种 位于

北纬 32°～35°， 地理 与在 上则 秦岭－ 一淮河 度重合线高 ， 一这 分条 也界线 中国的被认为是 “南北分

界线”。对 ，本 ，于 作传 文 水 植比例变 理稻 统 使用 稻种 量代 以 1957 县域水 种面 粮 作物年 稻播 积占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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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播种 积 比 量面 的 例衡

3.控制变量。 了为 尽可能控制 区影响地 内短半径合作的 ，本他因 选取的控制 包括市场其 素 文 变量

、 三大类。育程度 和县域经发 地理区位 济

本 心育 度是 响 解 量和被解 量 相互关 关键市场发 程 影 文核 释变 释变 之间 系的 因素。在 市化程度高城 、

， ， 对场 育 的地区 交 活动往往由市 法律制度 农业 经济活动所市 发 充分 易 场规则和 所规范 传统 文化 能产

。 ，本 末 村 末 来生的影响 限 首先 总人口减 数 再除 年 口 的比重 衡有 文使用年 去农 人口 量 以 总人 所得 量城

。 ，市 其次 因 分县化率 为部 在 1957 ，后 设为市辖区 县 市 究认为年 被 或 级 有研 “撤 设区县 ”会对地区

（ ，构和人口 要影 为和王媛的经济结 集聚产生重 响 唐 2015）， 本 划因 根据当年 点上的而 文 时 行政区 信

。 ，本息构造是 和 否县 市 虚 量 最后 文 各 在省份 场化 作 衡量否市辖区 是 级 两个 拟变 使用 县所 的市 指数 为

。 、 、市场环 发 程 代理变量 场化指数是 政府与市 有经 展 产品市场境 育 度的 市 综合考虑 场关系 非国 济发

、 、 ，也要素市场 育 市场 发育和法 境 个方 得 总 价 是文献 画发育 发 中介组织 律制度环 五 面 到的 体评 中刻

。环境的 指标市场 常用

、 心 、 、区 层面的控制 量 括 会的距离 市中 的距离 的距离 高地理 位 变 包 到省 到 到海岸线 速公路路网

、 ， 、对 、度 平 度 分别控制 的经济区 国际市 程度 交通 便 程度密 均坡 地区 位 场的接近 基础设施 利 和经济

动 理条件活 的地 。

、 二 、 三 、 、县 济 的控制 主要 地 生产总值 第 业 重 业比重 财 收入 贷域经 层面 变量 包括 区 产 比 第 产 政

、 、 ， 、 、 、款余 蓄 固定资 用于 县域的经济 水平 产业 构 宏观额 居民储 产投资 分别 控制 发展 结 税负 信贷

、 本 对 。宽松程度 模 投资 跃 地 企业组织 的民间资 规 和 活 程度 区内 形式 影响

讨 ，本 了小 、 类、 、 、在稳健 分的 文 构造 麦种植 例 言 族网络强 合作社发展性部 论中 还 比 方 种 宗 度

涝洪 、次灾害频 干旱灾害 、 ， 一 。曾经 商口岸等变 进 步排除 些变量频次 是否 为通 量 以 这 的影响

4. 具变量工 。 了 ，本 。 一为 存 的内 性 文 两个工具 第 具变量 稻解决可能 在 生 问题 选取 变量 个工 是水

，采 。 、 、 、适 用 稻的农业生 适 性 衡量 该指 是根据温度 量 土壤质宜性 水 态 宜 指数 数 湿度 蒸发 量等自然

计 ， 。 二件进 合 算得到的 土地是否 宜种植 数 数值越 适 第 个 具条 行综 衡量 适 水稻的指 高代表越 宜 工 变量

， 计 。是 发源地距 据 度 算各 水稻 地 姆渡遗址的 面 离水稻 离 根 经纬 县到 发源 河 球 距

5. 变量其他 。 了为 分 稻作传统析 的作用范围，本 三 本 。 一 本文构造 个 特征 第 个是行业 地交易 变量

， 计 本 ， 对地需 赖变量 先 单个企 在 地区销 然 再 行 内 企 比例取均求依 算 业的产品 售的比例 后 业 所有 业该

。 二 ，采 来 门 。个 通运输 变量 行 总中间投入 自 通 部 的中间 入占比衡量值 第 是交 投入 用各 业 中 交 运输 投

布，来 本商和消费 自 地 入和需求能 加有效地 省交通 产业的运给定供应 者的地理分 的投 够更 节 投入依赖

本。 三 ，采 大、是 输费 占 量 国与加拿 哥 际贸易 行业 费 到岸输成 第 个 运 用 比变 用美 墨西 的国 中各 的运 占

。价格的 例 量比 衡 美、加、 三 ， ，墨 国在地 上临近 贸易 以陆运为 国内 间贸理 货物运输 主 非常接近 区域

。 。本 类易的特 美国经济 析局提 数据中有 的 细运 占 先 产品的海征 在 分 供的进口 着各产品 详 费 比 文 将各

对 ， 权 ，计 。应 民经济 业中 品 到岸价格作 重 各 下产品的 均运费占比关码 到国 各行 以产 的 为 算 行业 平 运

， 长 。 三 对 二越高的行 不适 离运输和交 述 个变量 整理 应 济 分位费占比 业 其产品越 合 距 易 上 均 到国民经

，本 ， 、 二行 求 赖变 仅 制 数据 交通 投 输费用 两个 包 第 产业业上 地需 依 量 包括 造业 运输 入 运 占比 变量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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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大， 本 。下各 业 数 上 个变量 值越 意味着 交易占比行 的 据 以 的 行业的 地 越高

了 ，本 一 本 ， 本行业 外 文还进 步 业 地交易 征加总 面 构建县 地除 考虑 特征 将行 特 到县域层 域层面的

。 ，本 权 ，对易特 变 于 产业结构 文 县域各 的营 入 比作为 重 县 层交 征 量 由 各县 不同 使用 行业 业收 占 域 面

本 权各 的 地交易 征指标进行行业 特 加 平均， 本而得到县 征变进 域 地交易特 量。 设假 i县中有 j个行业，

则i县 本的 地 易特征交 变量的计 公式为算 ：
1

j
ij

i j
i

inclocal local
inc

 。其中， ilocal 为 本地 易特县域 交

变征 量， jlocal 本行 交易为 业 地 特征 ，变量 ijinc 为i县 j 业行 计，的营 入合业收 iinc 为i 中 有行县 所

业 计。的营 收 合业 入 一 大， 本 大，标越 意味 在县域层面 易特征的 重越这 指 着 具有 地交 行业所占比 因此

本 也 较县域 地交易 相应 高占比
①
。

本在 析行业 征与稻作 互 应时分 地交易特 传统的交 效 ，本 计在 纳文 估 中 入县－行业层面 制的控 变量，

熵、 、 。本 采包括区 有企 比 资企业占比 港 台 业占比 文 县位 国 业占 外 和 澳 资企 用 －行业层面 业的民营企

计 熵数量 算区位 ， 制县用于控 － 层面的民营 集聚程度行业 企业 ，计 公式为算 ：
/=
/

ij i
ij

j

q qlq
q q

。其中， ijlq

熵位为区 ， ijq 为i县 j行 企 数量业的民营 业 ， iq 为i县 营 数量的民 企业 ， jq 为全国 j 业 营企业行 的民

，数量 q 。 ，本 采为全 民 企业数量 同 文 县国的 营 时 用 － 、层面国有 业 外资企业 资企业行业 企 和港澳台

、 ，数 所有 数量的比例 国有企业 比 外资 和港澳台 比 于控量分别占县 企业 衡量 占 企业占比 资企业占 用 制

。国 济 资进入的有经 和外 影响

（二）模型构建

1. 计基 模型准估 。 了为 验证H1，本 采文 用 模线性 型 计 对估 水稻种植 例 伙 业比例的 响比 合 制企 影 。

，由于各地 种植结构 历史 的结果 其中区的作物 是农业地理 演进 蕴涵 较 、的非正式 度在城 低制 市化程度

未 ，市场制 发 的地 更 挥度并 充分 育 区 能发 作用 本文 对 较 、 对将观测 制 市化程 市场 相象限 为城 度 低 制度

， 。 一 ， 了 计 ，完善的县域 时 制 场发育特 进 步地 为 得 间的无偏不 同 控 其市 征 到变量之 估 结果 本文还将

控 时影响制同 合伙 业比例制企 一 。的 列变量系 基 计准估 ：型设定如模 下

0 1 2_ _i i i ipar ratio rice ratio cv       （1）

（1）式中， 解 变量被 释 _ ipar ratio 为合 企伙制 业 例比 。 心核 解释变量 _ irice ratio 为 种植水稻

比例。 icv 为县域 的层面 。制变量控 0 ，为截 项距 1 和 2 计 ，为 参数待估 i 扰 。为随 动项机

2. 一 计进 步分 的估 模型析中使用 。 了 一为 进 步验证H2，本 计 二文通 各县 分位国 济行业下过 算 民经

，营企业 企业的数民 和合伙制 量 构造县－ ， 计 ：行 结构 数 并 如下估 模业 的 据集 设置 型

0 1 2_ _ j ij i jij i ijpar ratio rice ratio local cv           （2）

（2）式中， _ ijpar ratio 为i县 j行业的 制企 例合伙 业比 ， _ irice ratio 为 i县水稻种植 例比 ，

①
本地需求依赖变量对于多个重要工业行业是缺失的，在加总到县域层面时会自动忽略这些行业，从而造成计算偏误。

因此，本文未对这一指标进行县域层面的加总，仅对交通运输投入、运输费用占比两个变量进行计算。



种植结构与短半径合作

- 25 -

jlocal 本行 交易为 业 地 特征 量变 ， ijcv 为县－行业 制变量层面的控 。 0 为截距项， 1 和 2 计待估为 参

，数 i 扰 ，为随机 动项 i 和 j 别分 。为县固 效应和 效应定 行业固定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来 一合伙 据 第制企业数 自 次、 二次 经 查的微观 和第 全国 济普 数据 2016 商注册年工 数据。全国经济

对 计 较 ， 一普 数据 存续微 企 的 有 好的准 性和全面性 数据则可 新进查 观 业 统 具 确 工商注册 以进 步反映 入

业的情况企
①
。本文 证分析中 要使用在实 主 2008 二 计国经济普 进 估年第 次全 查的数据 行 ，其 数他 据用

于 性检验稳健 。 划根 政 整的历 息据行 区 调 史信 ，本文将 1957 与年 2008 划 了的行政区 情 进 匹年 况 行 配。

本文仅使用 1957 ， 了 本年 市辖区的县 位的农业 有市 样非 级行政单 数据 剔除 所 辖区
②
。

计 来算水稻种 例所使用 水稻播 粮食作物 积 据 自植比 的 种面积和 总播种面 数 《1957 各年 省（市、区）

计 料 》。物面积及 分 资 汇编农作 产量 县统 在 1957 一 计 ，这 统 点 中国的农业 械 进 处年 时间 上 机 化 程尚

。 对 ，于起步 段 由于农业 械化可以 件 于 物种植的限 展农作物 植的地阶 的现代机 突破自然条 农作 制 拓 种

耕 ， 计 料 ， 一 本改变传统 与 续年 的 相 数据可以 除 现代机理边界并 的 作形式 后 份 统 资 比 这 基 排 农业 械化

， 。的影 好 还原各县在 史 的 种植传统响 更 地 历 上 麦稻

计 ， 来 ： 来 ；准估 中 控制 用数据的 化指 中国市场化 据库 地理基 变量所使 源包括 市场 数 自 指数数 距

离和平 过均坡度通 ArcGIS 计 ， 来 大 心； 来软件 算 数 自密 根 国 中 高速公 据得到 原始 据 歇 学中 数据 路数

自ACASIAN 心据中数 ； 末 村 、 、 二 三 、年 口和 口 区生产总值 产 和 业增加值 方总人 农 人 地 第 业 第 产 地

、 、 、财政预算 机构贷款 蓄余 定资产投资 额等数据收入 金融 余额 居民储 额 固 完成 来 《要 自 中主 国县域

计年鉴统 2009》《 计中国 统 鉴区域经济 年 2009》，并 过通 各省、市、县的 计 对统 年鉴 缺 数 行失的 据进

一 。定程 补充度的 ， 、 ，数 中 除地理距 平 坡 非时变变量 所有数据年以上 据 离 均 度等 外 份均为 2008年。

稳健性检验中， 制变 使用其他控 量所 来数据的 括源包 ：小 来麦播种 据 自数 《1957年各省（市、区）农

计 料作物面 分 统 资 编积及产量 县 汇 》； 类 来种 自方言 数据 CSMAR数据库；计 族 强度算宗 网络 所使用

的宗 数族族谱 量来自Dincecco andWang（2021）； 来各县农民 业 作 立数据 自 商注册数据专 合 社成 工 库，

取 2008 据年数
③
； 涝 来 《 涝 布 》洪 和干 数据 国近五百年 地图集旱灾害频次 自 中 旱 分

④
；通 口岸数商 据

来 （自姜涛 2006）。

来 ： （工具变量 包 水稻 宜 数 国际应用 分 究所的数据 源 括 适 性指 取自 系统 析研 IIASA）和 及农粮食

（织业组 FAO） （同开发的全 农 生共 球 业 态区 GAEZ） 。 栅 了数据库 该 据库以 格数 提供 全数 据的形式

。本球 作物 植适宜性指 使用的县 水稻适 是使用范围内各种 的种 数 文 域 宜性指数 ArcGIS 计软件 算的每

。个 内网 单 平 素值衡量县 格 元的 均像

①
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记录了所有企业的总体情况，而工商注册数据中仅记录当年新成立企业的情况，代表性有所不足。

②
西藏自治区的农业种植数据缺失，因此本文的分析中剔除了西藏自治区样本。

③
本文使用“专业合作社”“合作联合社”“供销合作社”等字段来识别农民专业合作社。

④
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1981：《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第32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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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 ，步 行业 地 特征 作 统的交互效 时在进 分析 交易 与稻 传 应 县－ 来行 面的企业 量 自业层 数 2008

二 。 本 ， ，本年第 次 普查 构造 特征 时 受限于数 得性 地需 依赖变全国经济 行业 地交易 变量 据可 求 量相关

来据 自数 2005年世 业 查界银行企 调
①
； 来交 运 入 自通 输投 数据 2007年全国 产投入 出表； 三美加墨 国

来费数运 据 自 Schott（2008）提 的供 2004年贸易数据。计 熵 类 来算 位 型企业占 的数据均 自区 和各 比 第

二 。经济普查次全国 表 1 了 计 。变量 述性统 特征汇报 主要 的描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名称变量 变量 义或赋值定 观测值 均值平 标准差

企 比例合伙制 业 县合 企 量占民营 数 比例伙制 业数 企业 量的 1857 0.114 0.101

水 植比稻种 例 县水稻播种面积占 食 物粮 作 总 种播 面积的 例比 1857 0.294 0.308

城市化率 村减去农 人 人口 到的比例县总人口 口再除以总 所得 1755 0.192 0.124

是 级市否县 是否 级市县 ：是=1，否=0 1857 0.173 0.379

辖区是否市 是否市辖区：是=1，否=0 1857 0.084 0.277

场化 数市 指 在 的市场化 总县所 省份 指数 评分 1857 5.497 1.174

到省会 离的距 县 本 会 球面距离到 省省 的 （ 米）千 1857 255.266 188.361

心市 的到 中 距离 县 本 心到 市市中 球面距离的 （ 米）千 1857 72.241 93.885

的距离到海岸线 县 最到海岸线的 短距离（ 米）千 1857 582.548 616.356

高速公路路网 度密 长 （ 米县内高 公路 度 积之比 千速 与县域面 / 米）平方千 1857 0.016 0.022

均 度平 坡 县内平 度均坡 （ ）度 1857 4.554 3.978

区生产总地 值 地县 区 产总值生 （ ）亿元 1817 94.282 159.144

二第 产 重业比 县 二第 产业增加 与 区 总值之比值 地 生产 1812 0.434 0.158

三产业比重第 县 三第 产业 加值与地 之比增 区生产总值 1812 0.324 0.089

收入财政 县地方 预算收入财政 地区生 比与 产总值之 1796 0.043 0.027

贷款余额 县 末 融 构贷 余年 金 机 款 额 地 产总值之与 区生 比 1767 0.405 0.247

民居 储蓄 县 末年 居 蓄余民储 额 地 生产总值之与 区 比 1755 0.609 0.277

固 资 资定 产投 县固定 产投资完成资 额 生产总值与地区 之比 1792 0.442 0.274

宜性水稻适 水稻适宜性 平均值县的 指数 1857 0.371 0.499

水 发源地稻 距离 县距河姆渡遗址 （ 米）距 千的球面 离 1857 1259.663 727.828

本地 求需 依赖 本行 企业在 地 品 比例的 值业内 区产 销售 平均 30 0.207 0.110

交 输 入通运 投 来 门各行业总 间 入 交通运输 的中间投入中 投 中 自 部 占比 36 0.039 0.024

费用占比运输 品运 用与到岸价 比的平均各行业下产 输费 格之 值 35 0.033 0.054

：注 ① ， 了篇幅 仅汇报所限 此处 2008 、 心 计年 量 解释 量 制 的描述性被解释变 核 变 和控 变量 统 果结 （ 本地交易行业

），变量 稳 性检验中使 的特征 除外 健 用 2004 、年 2016 计年 变量的描 性统相关 述 结果 ；留存备索 ② 、 心、省会 市中到 海

岸线、 计 对发源 球面距离和 坡度在估 取自然水稻 地的 平均 时 数；③ 大层面的地 值 值过由于县 区生产总 数 ， 计下 估在 文的

小行缩中进 100 。倍处理

①
该调查仅针对制造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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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 2 了 计汇 准估 结报 基 果。表 2（1）列 对为 （1） 采式 用OLS 计估 回归结果的 。由于被 释解 变量

合伙制企业比例属于受限被解释变量，其取 在值范围限制 0到 1， 表因此 2（2）列使用 Fractional Logit

模型对（1）式 计。进行估 计所 估 结果 稻种植比有 均显示水 例在 1% 著 水平 显 系 正的显 性 上 著且 数为 。

计 ， 了 、 、 一 ，估 结果 在 县域的 发育 地 区位 经济发 水 等 因素之后 稻种表明 控制 市场 程度 理 展 平 系列 水

对 了 。植比例 业比例产 向影 合前文所述 伙制企业合伙制企 生 显著的正 响 结 的合 的“人合” ，特征 这是

： 长 来稻种植传 增 短半 合 直 验证据 由 稻 地区 期 互助 传 及水 统有利于 进 径 作的 接经 于水 种植 以 的 协作 统

其衍生的 人 会熟 社 关系， 采人们参与 济活动的形 用短半径 显的 制企业形式经 式更多地 合作特点明 合伙 。

一 了果直接验这 结 证 H1，与丁从明等（2018） 也 一水稻种植 限 信任 系 论 的关于 传统和受 制 关 的结 是 致 。

这表明， 结 生产方 形成 助 作传统与熟 社 网 互嵌入种植 构和 式所 的互 协 人 会 络相 、彼 支持此 、互为表里，

， ，对 了强的惯性 递自 制从而绵延 当今个体 经济合 生 持久深具有很 通过代际传 我复 不绝 的 作行为产 远

。的影响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 变 伙 业比例释 量 合 制企

（1） （2）

OLS Fractional Logit

系数 健 误稳 标准 平均 效应边际 标 误稳健 准

水稻种植 例比 0.135*** 0.032 0.121*** 0.025

市城 化率 −0.131*** 0.038 −0.157*** 0.042

是否县级市 −0.016** 0.007 −0.010 0.008

是否市辖区 −0.012 0.010 −0.009 0.010

数市场化指 −0.010* 0.006 −0.009* 0.006

到省会的距离 −0.001 0.007 −0.003 0.006

心中 的到市 距离 0.002 0.002 0.002 0.002

到海岸线的距离 −0.003 0.005 −0.004 0.004

高速公路路网密度 −0.526*** 0.147 −0.516*** 0.142

平均坡度 0.007 0.005 0.009* 0.005

区生产总地 值 −0.007** 0.003 −0.015*** 0.004

二 比第 产业 重 0.052 0.033 0.062* 0.034

三第 产 比业 重 0.112*** 0.040 0.107** 0.042

政财 收入 −0.055 0.123 −0.081 0.148

贷款余额 −0.047** 0.019 −0.049*** 0.019

储居民 蓄 0.034** 0.016 0.035** 0.015

定资产固 投资 0.004 0.012 0.002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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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常数项 0.124 0.075

测观 值 1734 1734

R2 0.275

伪R2 0.041

注：①***、**和*分别 示表 1%、5%和 10%的 性水平显著 ；② 类标 误为在省份 稳健标准准 层面聚 的 误差；③后文中

计估 结 使用果均 OLS 计，模型进 使用行估 Fractional Logit 计 也 ， ， 。模型 行估 的 健的 篇幅 备进 结果 是稳 所限 留存 索

那么， 计 义 ？系 经 含 究竟有 以估 数的 济学 多强 表 2（1） 为例列 ，若 种植 增水稻 比例 加 1个百分点，

合 制 业 平均增加伙 企 比例 0.135 百分点个 ； ，若以 量 水稻种标准差衡 植比例增加 1 ，个标 合伙制准差

企业 平均增加比例 约 0.412个标准差
①
。Fractional Logit 计估 的 果与结 OLS的结果相近， 也表这 明，使

计 对用 同 方 有不 的估 法没 本文的 心 。核 产 响结论 生影

（二）稳健性检验

1.其他 因素 析影响 的分 。在 计基准估 中，本文 了制 能 地区内合控 可 影响 伙制企业比例 济的主要经

， 一因素和 是还 其他区位因素 但 有 些 （因素 例如 、化 社会和 史文 历 等因素） 对 心核 解释变可能会 量和

， 一 讨 。释 量之 的 关 成影响 需 模 做进 步 制和被解 变 间 因果 系造 要在 型中 的控 论

一是小麦 植传统种 。的影响 ，小 ， 小前 分 提到 麦种 与水稻种植 的协作方述 析中 植 有着不同 式 且 麦

与水 植种植 稻种 存在明显的 理地 布分 差异， 小么 麦种那 植传统 也否 会影响是 地区间 短 径合的 半 水作 平

呢？表 3（1） 小时加入水 植 和 麦种 例两 量列同 稻种 比例 植比 个变 ， 果显示在控 各 区 种植传结 制 地 水稻

，小统 差异之后 麦的 种植比例 对 。 心 计并没有 合 例产 著影响 而核 变量的估 果在伙制企业比 生显 解释 结

小加入 麦种植比例后并没有发生 。明 变化显

二是方言 。影的 响 伙制企业 立 营高度 区域 际 系中的合 的成 和运 依赖 内人 关 相互 ，任 地 的信 而 区间

方言差异 对 （ ，和文化冲突 往中的沟 有负 影响 徐现祥于人际交 通和信任往往 面的 等 2015）。表 3（2）

了 类来 杂 。列引入 各 方言种 内的方言县 控制区域 复 程度

三是宗 网络族 。本 采 （影 用 宗族族谱数 以 次人口 的总 的 例 取自然的 响 文 县域 量除 第五 普查 人口 比

对数） 量 族 强度衡 宗 网络 。从表 3（3）列的结果可以看到， 对 心 计宗族网络 的估控制 核 解释变量 系数

大小和显著性几 有影响乎没
②
。

四是自然灾害 。的影响 本 、 来自然灾害 区 需要 过 民 体协调 共 作频发的地 常常 通 地居 的集 同合 抵抗

， 对 。 耕 涝灾害的 共同 害 经历有助于 任 合 系的形成 虑到在传统 洪 和干影响 抗灾 的 信 与 作关 考 农 社会中

对 大旱 活动 最 且最常见 然灾害是 农业生产 威胁 的自 ，本文将 涝洪 和干旱 次灾害频 作为控 入制变量加 模

①
水稻种植比例的标准差为 0.308，合伙制企业比例的标准差为 0.101，则水稻种植比例增加1个标准差，合伙制企业比

例平均将增加 0.412个标准差（0.308×0.135=0.042）。

②
为了排除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区重修族谱的影响，此处仅计算了 1950年以前的族谱数据。由于部分县的族谱数据缺失，

参与估计的样本量小于基准估计的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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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计，估 计结估 果如表 3（4）列 示所 。

五是通 岸商口 响的影 。 耕近代 商口 放 史使得地区 传 的 会向近代 业社会发展的通 岸开 历 内 统 农 社 商 ，

了 。代的商业 可能孕育 近现 经营理念 这 影响了 ， 小人们的创业 行为 从而 生更为 企业群合作 产 活跃的 微

。体 本文 计 一 ，进 加入 否 通 岸的虚拟在估 中 步 是 属于 商口 变量 计估 如结果 表 3（5）列所示。

六 。《 》 ，是合 发 的影响 中华 民 和 民专业合 社法 确立后 合作社在作社 展 人 共 国农 作 农民专业 法律

， 村 ， 。本 采政策 下快速发展 农 地区合 的重要 于促进合 形 文 用保障和 激励 作为 作 形式 有利 作关系的 成

县 专 作社的成 量 合作社各 农民 业合 立数 衡量 发展。表 3（6） 了 计列 控 合作社发展 量 估报告 制 变 的 结果。

表 3（7） 计列将以 所有因素全 行估上 部加入进 ， 心 计所得 量的 与基准估到核 解释变 系数 的结果相

小 ，比仅有 度的变幅 化 但仍在 1% 。 了水平上显 众著 在考虑 多的 、 ，文 社 历 素后化 会和 史因 本文构建

模的 型仍 对能很好 捉水 植 统地捕 稻种 传 县 。域短半 合 水 正向影响径 作 平的

表 3 排除其他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量变

：被解释变 企业比例量 合伙制

小控制 麦

比例种植

控制

类方言种

控制

网络宗族

控制 然自

灾害次数

控制

通商口岸

控制

社 展合作 发

加 全入 部

制控 因素

（1） （2） （3） （4） （5） （6） （7）

水稻种植比例 0.131*** 0.133*** 0.147*** 0.142*** 0.135*** 0.134*** 0.130***

（0.032） （0.033） （0.029） （0.027） （0.031） （0.033） （0.035）

控 量制变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控制已 已控制 控已 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734 1732 845 1734 1732 1734 845

R2 0.278 0.276 0.384 0.285 0.279 0.275 0.395

注：①*** 示表 1%的显著性水平；② 类内为在省 稳健 误差括号 份层面聚 的 标准 ；③篇幅所限，表 3 一中进 步控 的制

计 未 ， ，各项 系数 进行 备 其余 制 同变量的估 汇报 留存 索 控 变量 表2， 计 。结果略估

2.考 他 指标虑其 企业 。 ，前文中 本文 来使 伙 企业数量占 营 业 的比例 反 各地区合用合 制 民 企 数量 映

。 ， 计 一 了 ， 必伙 活跃程度 方式 程度上忽略 规模的影 有 要使制企业的 然而 这种 算 在 定 企业 响 用更多的

。企业指标 性 验进行稳健 检 本文计算县域 、伙 业的就业 营 入和资合 制企 规模 业收 产 计合 分别占 县该 所

有 、民营企业 业 模 收入和资就 规 营业 产 计合 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 计估 结果如表 4（1）～（3）列

示所 。表 4 ， 计 对表 使使用企业规 的 应指标明 即 模 算 换被解替 释 ， 然能捕捉 统变量 依 到稻作传 和短半

合径 作 间之 的稳 。定关系

表 4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1） （2） （3）

就业 模规 占比 营业收 比入占 资 比产占

稻种植比例水 0.096*** 0.062*** 0.066***

（0.023） （0.021） （0.022）

制 量控 变 制已控 已控制 控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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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观测值 1711 1711 1711

R2 0.200 0.129 0.145

：注 ①***表示 1% ；显著性水的 平 ② 类 ；在省 面聚 的稳健 误差括号内为 份层 标准 ③控制 量同表变 2， 计 。估 结果略

3.考虑部分特殊地区。本文 一 、 对步从 史 的 出发 不同进 历 地理 角度 地区的 本 类 讨 。行分 和样 进 论

小 ， 一分地 于 殊的历史或 然 素 属于传统 水稻种植区 区 或者种部 区由 特 自 因 并不 的 或 麦种植 植历史出现

定中断。一是东北地区。清朝 一统 全 ，国后 自 1688年 实起 行“ 东封禁 北” ， 耕该地区的政策 农 历史

现出 一 时段 间 中的 断
①
。二是牧 半牧区区和 。 ，由 然 限制 历 以畜 为 要生产活动于自 条件 史上 牧业 主 的

小 ， 也 。地 不 水稻或 麦 种植 因此这 受水稻种 的影区 进行 的 些地区 不 植文化传统 响 三是民族地区。民族

汉 较大 ，居地区在 化传统 区有着 差 同 度上 到聚 文 上与 族地 异 且在不 程 受 宗教信仰 。影响 因此的 ， 必有

要对 讨这 区进行些地 论。表 5（1）～（3） 对 三 本列分 上 地区的样 进 剔别 以 个 行 除，（4）列 剔除同时

本。 心 计 大小以上 区的样 剔除 变量的估地 后核 解释 系数 计估 结与基准 果 ，有明显变化 旧在没 且依 1%

。水平 显著为上 正

表 5 剔除部分特殊地区的估计结果

变量

：解释变量 业 例被 合伙制企 比

剔 东北除 地区 剔 区和半牧除牧 区 剔除 地区民族 剔 上除以 地区

（1） （2） （3） （4）

稻 植比例水 种 0.129*** 0.135*** 0.144*** 0.135***

（0.032） （0.031） （0.030） （0.030）

控制 量变 控已 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576 1600 1320 1192

R2 0.254 0.271 0.327 0.311

：注 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② 类 ；为在 层面聚 的稳 准误差括号内 省份 健标 ③控 变量同制 表2， 计 。略估 结果

4.不同行业的检验。 也 。合 制企 因 活 织形式而 适 部分特 业的 活伙 业 其灵 的组 高度 用于 殊行 商业 动

在这些行业中，合 制 的成立与 业性质伙 企业 行 关联 较小地区因素密切而与 关系 。表 6（1） 对 些行列 这

本 ， 计属的样 进行 重新 算业所 剔除 合 制企业伙 比例
②
， 计 ，果显示估 结 本对 计剔 估 果的除这些样 结 影

小。 ， 二 三 较大 ，响 外 到第 产业 产 产业特 的 差很 此 考虑 和第 业在 性上 异 本文 二 三在 保留第 产业 第仅 或

计业 况下重新 合伙产 的情 算 制 计企业 进行估比例后再
③
。表 6（2）和（3）列 明结果表 ，无 使用第论是

二 三 本， 心 。产业 第 产业的 核 解释 数均显著还是 样 变量的系 为正

①
此处所指的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盟市，即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

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

②
剔除的行业包括：律师及相关的法律服务行业，会计、审计及税务服务行业，社会经济咨询行业，其他专业咨询行业

和广告业。

③
绝大部分县第一产业中的合伙制企业数量为0，因此，此处未对第一产业的样本进行单独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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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考虑行业差异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被 释变 合 企 例解 量 伙制 业比

剔除特 业殊行 二 业第 产 三第 产业

（1） （2） （3）

稻种 例水 植比 0.136*** 0.158*** 0.099***

（0.031） （0.035） （0.029）

制变量控 已控制 已 制控 制已控

观测值 1734 1734 1734

R2 0.278 0.268 0.158

：注 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② 类 ；号内为在 的稳 准误差括 省份层面聚 健标 ③控制 同表变量 2， 计 。估 结 略果

5.不同 的检验年份数据 。 一 一 ，本 一考 份 调查 况 存 的误差 文 使 他虑到单 年 的 情 可能 在 定 进 步 用其

。年份 据进 验 于稻作传统 在 史的数 行检 由 是 历 上 ，成的 使用 同年份的数 察不应存形 不 据进行考 在明显

。异 表的差 7（1）列 计估的 使用了 一第 次全国 ，经济普查 据 并将 均调整为数 控制变量 2004 ，年数据

得 的所 到 计估 数 准系 与基 计估 大果相比没 变结 有 的 化。表 7（2）列使用 2004年和 2008年县 面级层 的

计，平衡面板数 进 估据 行 释被解 ， ， 计变量仍 合伙制企业 时控制年 估 结 呈为 比例 并同 份固定效应 果仍

。现良好的 性稳健 表 7（3）列使用 2016年工商注册数据，将各县新成立合伙制 业企 数量占 立新成 民

企业数量 例营 的比 作为新的被解释 计，变量 估 制变量进行 控
①

对 ，亦调 为 年 得到的整 应 份 所 计估 果结

一 。与前文分析是 致的

表 7 使用不同年份数据进行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 制企 例释变量 合伙 业比

2004年数据 2004年、2008 板数据年面 2016年 商注册工 数据

（1） （2） （3）

种植比例水稻 0.128*** 0.129*** 0.015***

（0.036） （0.034） （0.004）

效年份固定 应 已控制

控 量制变 制已控 已控制 制已控

值观测 1518 3030 1616

R2 0.181 0.225 0.101

：注 ①***表示 1% ；显著 平的 性水 ② 类 ；号内为在省 层 聚 健标准误括 份 面 的稳 差 ③控制变量同表2， 计 。略估 结果

（三）工具变量估计

前文 讨 了 本 心 ，详 响 文 论的因素 并 能地细 论 可能影 核 结 尽可 控制 。些变量这 但 ，是 影响短半由于

合径合作和 伙制企 比业 例 系关 ，素众多 仍 能 遗漏变 题的因 有可 因为 量问 计而 估产生 。本误 文通过工偏

计来 。本 择 一 。变 估 潜在的遗 变量问题 文 工具变量 性指 宜性指标具 量 解决 漏 选 的第 个 是水稻适宜 数 适

、 、 、 计 ，是 温度 湿度 发量 土 其他影响 的 然条 进 合 得 外生于根据 蒸 壤质量和 农业生产 自 件 行综 算所 各

①2016年各类统计年鉴中的农村人口和总人口数据缺失较多。对于有缺失数据的县级样本，本文使用地级市数据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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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会和经 素地 的社 济因 （Nunn andQian，2011；Ang and Fredriksson，2017）。而 宜 植该种作物越适 种

， 必 。 ，地 历 的种植比 然会越高 此的 区 史上 例 外 参考Chen and Kung（2016） 丁和 从明 （等 2018），

本 择 二个工 量是文所选 的第 具变 水稻发 距离源地 。 长历史 中国的 以 江下游 化 中上 水稻种植 河姆渡文 为

心 ，逐 向 播级 外传 离 稻水 ，发源地 种 稻的可 就越越远 植水 能性 小。

表 8（1） 和列 （2） 了汇报 以水稻 宜列 适 性指数 计 ，（为工具变 的估 结果作 量 3）列和（4）列汇

了 计以水稻发 为工 量的估 结果报 源地距离作 具变 。 具变量检弱工 验结果显示，Wald F 计 高于临统 量远

， 了 。 一 计 ，界 工 变量 设 段 结果显示 适值 拒绝 弱 具 假 第 阶 的估 水稻 宜性对水稻种 例植比 的影响显著为

，正 而距水 发 地稻 源 距离对水稻种植 例比 的影响则显著为 。 二 计 ， 了第 阶段的 在消负 估 结果显示 除 内

， 心 大，生性问题后 释变量的 数有所 在核 解 系 增 但依然 1% 。 计的水平 正 具变 的 果上显著为 工 量 估 结

，本表明 文的再次 计估基准 结果 。是稳健 的可信

表 8 内生性讨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IV： 稻 宜性水 适 指数 IV：水 发 地稻 源 距离

一第 阶段 二第 段阶 一第 阶段 二第 阶段

（1） （2） （3） （4）

种植比例水稻 0.203*** 0.327***

（0.029） （0.043）

工具变量 0.348*** −0.103***

（0.050） （0.027）

制变控 量 控制已 已控制 制已控 已控制

测值观 1734 1734 1734 1734

R2 0.248 0.050

Wald F 计统 量 45.554 75.396

：注 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② 类 ；内 在省 层 的 标准误差括号 为 份 面聚 稳健 ③ 变 表控制 量同 2， 计 ；估 结果略

④水稻 性 数适宜 指 大， 计 了由于数值 在 时过 估 进行 小缩 1000倍 。处理

五、进一步分析

（一）稻作传统与本地交易

验证为 H2，本文利用（2） 对 本稻种植比 交易 的交互效应式模型 水 例与行业 地 特征 计估进行 。表 9

了汇报 本 对业 地交 伙制企业行 易特征 合 计的 结果比例影响 估 ， 结该 果 了时 县固定效 及同 控制 应以 县－

。 本业层面 制变 业 交易特征行 的控 量 行 地 的 计 ， ，本系 显 正 表明在 制地区特征 易估 数 著为 控 之后 地交

较占比 高 高的 制企业比例的行业有更 合伙 。 一 了 对本 。果验证 合 制企业 业的适用这 结 伙 地交易行 性

表 10（1） ， 本 ， 本果 示 水 种 例 需求依赖 乘 著为正 在 地 依列结 显 稻 植比 和 地 的交 项显 表明 需求 赖

，本 对程度越高的 业 地 作传统行 中 区稻 短 径合作半 。的影响越明显 表 10（3）列和（5）列结果显示，

在 较 、 长 ，本 对依赖 投入或者运 比 高 不适 距离运 的行业中 传交通 费占 合 输和交易 地区稻作 统 短半 合径

作 影的 响更 。强 表 10（2）列、（4）列、（6） 了报 入列汇 不加 县固 应和定效 ，固 效应的结果行业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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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结 显估 果 示 心 计 。解释变量 系数与上述 非常相近核 的 估 的结果

表9 行业本地交易特征对合伙制企业比例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 ：变量 县－ 业层面合伙 业行 制企 比例

本地 求依赖需 投入交通运输 运输费用占比

（1） （2） （3）

本行 地交 特业 易 征 0.072*** 1.180*** 0.364***

（0.014） （0.199） （0.054）

熵位区 −0.002 −0.002 0.007

（0.009） （0.002） （0.006）

企业占比国有 −0.006 0.005 0.015

（0.024） （0.022） （0.020）

企 比外资 业占 −0.045** −0.043** −0.047**

（0.022） （0.019） （0.018）

港澳 企业台资 占比 −0.049*** −0.054*** −0.069***

（0.012） （0.017） （0.017）

县 定效应固 已控制 已 制控 制已控

观测值 35461 39264 39025

R2 0.223 0.238 0.233

：注 ①***、**分别表示1%、5% ；的 平显著性水 ② 类括号内 面聚 健标准误差为在省份层 的稳 。

表 10 稻作传统、行业本地交易特征对合伙制企业比例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 ：变 县量 －行业 制企业层面合伙 比例

本 依地需求 赖 交通 输运 投入 运 用占比输费

（1） （2） （3） （4） （5） （6）

水 植稻种 比例× 本行业 地 特征交易 0.136*** 0.139*** 2.119*** 2.259*** 0.589*** 0.675***

（0.041） （0.049） （0.532） （0.555） （0.157） （0.171）

种 比例水稻 植 0.066*** 0.028** 0.088***

（0.012） （0.013） （0.016）

本行业 地 易 征交 特 0.037** 0.509*** 0.156***

（0.014） （0.132） （0.034）

熵区位 −0.009 −0.012 0.004* −0.001 0.003 0.007

（0.009） （0.011） （0.002） （0.003） （0.002） （0.007）

国有企业 比占 0.005 0.041 0.004 0.042 0.003 0.053**

（0.024） （0.028） （0.024） （0.026） （0.023） （0.024）

外资企业占比 −0.030 −0.076*** −0.015 −0.073*** −0.019 −0.080***

（0.019） （0.022） （0.016） （0.019） （0.016） （0.019）

台港澳 资企业占比 −0.034** −0.050 −0.025 −0.049 −0.037** −0.071*

（0.014） （0.045） （0.018） （0.042） （0.016）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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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量控制变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业固定效行 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县固定效应 控已 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35461 32378 39264 35970 39025 35747

R2 0.232 0.048 0.250 0.075 0.248 0.067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 著性水的显 平；② 类号内 省 层面聚 的稳 标 误括 为在 份 健 准 差；③ 制变控

量同表 2， 计 。估 结果略

表 11 了汇报 县域 本层面 地交易特征与 对稻种 例 合伙制企 例交互效水 植比 业比 应 计的估 结果。交乘

显著为正项 ， 本 易 比表明 地交 占 越 的高 地区， 对稻 统 短半径 的 作用越作传 合作 促进 强
①
。 上结以 果均

了验证 H2，合伙制企业 其因 “ 合人 ” ，而呈现明 的社会关联性质 显 特征 制的企业合伙 组织形式对本

一 。交易 用性会得到 内稻作传 的进 步地 的适 地区 统 强化 因此， 本在 地交易 的 业占比更高 行 和 ，区地 稻

对 。传 半径合作 响 为明显作 统 短 的影 会更

表11 稻作传统、县域本地交易特征对合伙制企业比例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 量 伙制企业比释变 合 例

交 运 入通 输投 运输费 占比用

（1） （2）

水稻种植比例 0.027 0.085***

（0.049） （0.028）

域县 本地交易特征 0.960** 0.002

（0.362） （0.141）

植比水稻种 例× 域县 本地交易特征 2.982** 1.410**

（1.406） （0.653）

制变量控 已 制控 已控制

观测值 1734 1734

R2 0.252 0.228

：注 ①***、**分别表示 1%、5% ；性 平的显著 水 ② 类 ；括 内 省 面聚 的稳 准号 为在 份层 健标 误差 ③控制变 表量同 2，

计 。估 略结果

（二）稻作传统与现代企业形式

文分析表明前 ， 伙 企 是独立法合 制 业不 人， 较体现 强的“人合”性质， 伙人内部 会合 和外部的社

关联 信任关系与 ，也 。 ，不 响合伙制 业的缔 业的运营 之 有限 司 法仅影 企 结 影响企 方式 相比 下 公 具备 人

格资 ， 东 权 划 权公司股 以 契约 分 责任 界之间 股 和 利和 的边 。在“有限责任”、明 章 和 法人的文 程 独立

①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构造行业本地交易特征变量时仅能使用工业部门的样本，因此这一估计中被解释变量也相

应调整为只包含工业部门数据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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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东 也框 下 有限公司 化的运作 内部 股 之间互不 不影响企 的正常架 遵循市场 规则 在企业 即使 相熟 业

； ， 权 、 义 。 ， 对 ，业外部 公 身 行使 履 与 责任 因此 言 限公司运转 在企 司以法人 份 利 行 务 承担 相 而 以有

表的 企 形式受为代 现代 业 地区 较小 。稻 传 影响应当 的 表内 作 统的 是 12（1）列和（2）列分别以 2008

普查数据年 、2016 数据年工商注册 中的有限公司数 所有民营 业量在 企 数量中的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重

了 计。复 准估 果基 结 表明， 对稻 统没有 地 有 司作传 区内 限公 占比 显著造成 影响
①
。

表 12（3）～（5） 一进 步以列 县－行 层 的 公司比例 为业 面 有限 作 被解释变量重复表 10 计，的估

，结果 限公 企业同样表明 有 司的 组织 ，也 本 。形 不受稻作 统的约 业 地交易 制式既 传 束 不受行 特征的限

一 ， ，又些结 在 度 明 合伙制 既 于稻作 和熟 会 络 受限于稻 传 和这 果 定程 上表 企业 受益 传统 人社 网 作 统 熟

。社会网络 伙制企业人 合 之所以 本 ，稻种植地 特征 的行业高度 是因为个 层在水 区和 地交易 明显 适用 人

本，又面的 关系既能 合 人之 的 成 进社会交往 有效降低 伙 间 协作 能促 合伙制企业 本与 户或供 之地客 应商

； 也 ， ，间 易 同时这种适 性 其 性 在短半 的熟人社会 发挥作用 制的交 但 用 有 局限 径 关系无法 的领域 合伙

也 了 势。 了 。企 去 其独特的 种特性决 合伙制 在有限的 挥 作用 相业 失 优 这 定 企业只能 范围内发 其 而 比之

， 对 ，也 ，下 公司的制 式 关系的 程度 降 不受其作用 围 约 而高度适有限 度形 社会 依赖 明显 低 范 的 束 从 用

。于现代化的市场交易

表12 稻作传统对有限公司比例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 ： 公司变量 有限 比例

县 （层面 2008年） 县 （层面 2016年）
县－行业 面层

本地需求依赖 通运输投交 入 用 比运输费 占

（1） （2） （3） （4） （5）

水 种 例稻 植比 −0.022 −0.093

（0.043） （0.081）

种植比例水稻 × 本地行业

交易特征

−0.070 −0.519 −0.006

（0.055） （0.388） （0.105）

控 量制变 已控制 已 制控 已控制 已 制控 控已 制

业固定效行 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固定效应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观测值 1734 1616 35461 39264 39025

R2 0.266 0.058 0.398 0.386 0.387

：注 ① 类 ；内为在省 层面聚 准误差括号 份 的稳健标 ②（1） 、（列 2） 量 表列控制变 同 2，（3）～（5）列 制控 变量

同表10（1） ， 计 。估 结果略列

①
为了分析的便利，此处本文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归入有限公司样本。分开两个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与

表11中汇报的结果是高度一致的，限于篇幅未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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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 在 业种植 的角 索 国地区间文旨 从农 结构 度探 中 个 合 行 异体 作 为差 。 小的历史 源 与北方 麦根 种植

，比 南方水区相 稻种植区 长 耕其在 方式中形成 助因 期 作 的互 协作传 和熟人统 社会网络，在现代依然具

迥 小 。本 心于 方 麦 植 短 合作关系 取 城市中有 异 北 种 区的 半径 文选 远离 、 经济 不 全的县域作市场 发育 完

，观 单 合伙制企 这种依赖个 关系的企 刻画 径合作关系为 测 元 用 业 体间契约 业组织形式 短半 的 弱强 ，分

对析稻 传统 个 径合作行作 体间短半 为的影响。本 ： 一，文 究结 表 稻 统能够促 城研 果 明 第 作传 进非 市地

； 二， 本 ， 对区的短 合作 伙 企业的运营 益 短 的 地社会 络 因此稻作 径合半径 第 合 制 受 于 距离 网 传统 短半

本 。作的 地交 比更高的行 更加明显促进作用在 易占 业中

本文研究 了一 ，不 理解地区 文 经济 视仅提供 个 间差异的 化 学 角 究研 结论也具有明确 策的政 含义。

一第 ，在市场 发育 完 的制度 尚不 全 城乡融合 区地 ， 耕植 文化的根 于农 互 协作传统与助 熟人 网社会

络能够 的经 作并促进个体间 济合 义协助治 会主 行为理机 ，为 、民营企业 小微企业的创立提供了有利条

。对 长 来 落 、 ，件 期以 济 场 发育滞后 乡 地区于 经 后 市 制度 的城 结合 可 用和 稻 文化与社会以利 引导 作 网

络 积 用的 极作 ，鼓励支持 、家庭 熟人、社区内部 ， 对 ，经济合作 作企 培育与支持的 行为 加强 合 业的 这

助于有 、 ， 村 。充分 发企业 跃民营经 服 于县 城 和 兴战略的促 家精神 活 济 更好地 务 域 镇化 乡 振 实施

二第 ， 也 ，文化的 性 是 的 不能脱离短 径稻作 局限 明显 它 半 的熟 交人社 来网络 发 作用挥 ，从而建设

化的现代 需要非人格 市场经济仍 化法治 、规范化的 支持制度 。稻作 统传 ，能够 短半径合有效促成 作 但

对 长 力证 离的 作 易 则 有不逮于保 距 合 和交 行为 。 明这表 ， 稻作传 成的 网基于 统形 社会 络无法替代市场

， 一 ，制 的 当经济发 到 定程度时 制度环境 会导 域经济走向度 角色 展 正式市场 的缺失可能 致区 “本地

化”“封闭化”。因此， 必地方政 建设 须跟 展 阶段 速府的制度 上经济发 的 和 度； 力尽 地区间人应 消除

动 易的口流 和贸 阻碍， 落破 后 封 的社会结构打 地区 闭 ； 撑支 大 ， 、权伙 做 做强 转 为多元持股合 企业 型

大 ， 本现代化 企 企业 地企业责明晰的 业 并鼓励 地 与外 之间 ， 一 大 。作与贸易 成统 的的合 促 国内 市场 市

场制度 进 有助 消 北 区因自然 和 文化传 产生建设的推 亦 于 除南 方地 条件 农业 统而 的 体 作行为个 合 ，差异

现实 域区 经济的 。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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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 Structure and Short-Radius Coope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Partnership Enterprises

HUANG Jiuli ZHANGYushu WUMin XIANGuoming

Abstract: The tradition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and the acquaintance network formed in the long-term production

and farming methods in the rice-growing areas of southern China can provide the trust required for cooperation, reduce cooperation

costs and curb opportunistic behavior, thus promoting short-radius cooperation among households in the region. As a form of

enterprise with person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partnership enterprises are often established upon acquaintances with a deep

foundation of trust and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crop

structure, mainly with respect to rice, on the short-radius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measured by the ratio of partnership

enterprises. The observations chosen are counties that are far from city centers and with relatively lagging market development. We

find that rice cultivation do help to shape the firm organization in China. We find that counties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rice

cultivation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partnership enterprises. The operation of partnership enterprises benefits from local

short-distance social networks, so this relationship is more obvious in industries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local transactions. This

study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crop structure affects individual economic cooperative behavior.

Keywords:CropStructure; Short-RadiusCooperation; PartnershipEnterpri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