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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中存在问题
及优化策略研究
———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

刘书艳

(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8)

摘 要: 在中央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居民、社会对农产品流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有农产品流通外化出

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存在的流通主体一体化水平低、主体功能单一、信息化水平低、信息共享能

力差、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结合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耦合关系，提出了三者的协同

发展机制; 提出了加快农产品流通信息标准化建设、继续加大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第三方物流、推广“农超对接”的

农产品流通模式和创新农产品流通人才培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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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产品流通是社会商品流通的重要构成部分，

不仅在农产品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媒介和基础性作

用，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确保社会稳

定。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我国

在长期探索后，“城镇化”概念在“十五”规划中被正

式采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
的建设使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优化农产品流通是

不可分割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高效的农产

品流通体系的支撑; 优化农产品流通也是发展新型

城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提高农产品收益，为农

民提供就业岗位，为居民消费提供便利，从而促进城

镇化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产品流通存在的

问题

( 一) 农产品流通主体一体化水平低，主体功能

单一

我国第三方物流发展相对滞后，欧美发达国家

的第三方物流所占比重已超 70%，而我国第三方物

流在整 个 物 流 市 场 中 的 比 重 还 不 足 25%。截 至

2015 年 10 月，我国 5A 级的物流企业为 214 家，且

绝大多数为零售和工业物流企业，专业的农产品流

通企业所占比重极小。我国农产品流通主体虽然数

量多，但普遍规模偏小、经营分散、质量差、服务能力

有限，造成我国农产品流通成本高［1］。
在我国农产品流通主体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

每个流通主体仅能发挥流通中的一个或数个功能

( 见图 1) 。而在美国农产品大型物流配送中心已集

生产、运输、加工、分销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

业链( 见图 2) 。

图 1 分散化流通主体功能

图 2 一体化流通主体功能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如此完备的市场体系，流

通主体规模小，功能单一，农产品流通渠道被分割成

很多阶段，横向上出现了很多功能相似的参与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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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流通的过程中环节众多、周期

长、损耗大、成本高。
( 二) 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平低，信息共享能力

不足

现代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需要农产品流通信息

服务体系作支撑，但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技术薄弱，

物流企业和农户缺乏现代物流观念，农产品流通信

息化水平不高。在互联网使用方面，据中国互联网

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4 年底，我

国农村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仅为 27. 5%，相比城镇居

民的 62%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传统农业生产方

式的影响下，农民信息意识淡薄，再加上科技素质水

平有限，对农产品流通信息运用水平低下。虽然全

国各地都相继开通了各类网站，建立了相应的农业

信息服务点，但信息化系统质量不高。据调查，农业

信息网站能实现内容实时更新的比重仅为 6. 1%，

绝大多数网站信息更新慢，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价值。
在信息技术方面，受农产品流通主体硬件配置

和规模的限制，在工业流通领域已被广泛采用的条

形码、ＲFID、GIS、EDI 等技术，却未能在农产品流通

领域中推广应用。农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涉及到

大量信息，由于我国信息化技术的落后，造成农产品

信息采集渠道狭窄，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受限，严重

影响了农产品流通的运行效率。
另外，在农产品流通中的各企业间信息协同效

率低。各地农业服务信息质量和标准参差不齐，尚

未形成行业统一的信息标准体系; 大型农产品物流

企业虽已搭建了各自的信息平台，但缺乏统一的信

息平台，各地区农产品流通部门之间信息共享能力

差。供应链条上各企业之间信息协同效率低，上下

游企业间的信息互动不畅，削弱了农产品流通企业

对市场的反应能力。
( 三)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和流通技术落后，物

流成本居高不下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5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56． 1%，城镇化

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农产品流通基础设

施的建设滞后于我国城镇化建设。农村的物流配送

中心、农产品批发市场、村镇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造成我国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损耗过大、商品率

较低、增值少等问题。农产品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

明显，又容易变质腐烂，其对流通设备与流通技术的

要求高。流通设施是否齐全直接影响到农产品运输

效率和成本，最终影响到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就冷

链来说，我国冷链整体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

远。根据商务部信息，目前美国拥有冷藏保温汽车

超过 20 万辆，而我国冷藏保温汽车仅约 7 万辆。截

至 2014 年底，我国的易腐冷藏运输率和冷链运输完

好性等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统计显示，因加工、冷
藏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原因，我国生鲜农产品在流通

过程中的损耗率高达 25% ～ 30%，而美国农产品在

产地采摘、运输、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基本可以实现

低温，其损耗率仅为 1% ～ 2%。农产品流通基础设

施落后必将造成我国农产品流通成本高，缺乏市场

竞争力。
我国物流技术落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

农产品配送技术落后。在农产品由田间走向餐桌的

过程中，运输手段单一，且多为传统的运输方式，现

代化的运输技术使用率不高。二是农产品流通加工

技术落后。现有的农产品流通加工企业多为初级加

工企业，技术水平一般，缺乏深加工的能力，农产品

价值链条有待充分挖掘。三是农产品包装技术落

后。由于农户缺乏包装意识，且缺少必要的设备，大

量农产品经过简易的捆装就进入运输环节，造成商

品损耗率高。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优化农产品流通的

对策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是简单的“去村”、“去农”，

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更不能让农民变成

城镇化建设中的弱势群体，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通

过农业生产现代化来实现农民安居乐业，才能真正

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业

现代化建设在产业、要素和市场三个方面都存在耦

合关系。党中央全面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优化农产品流通成为一种

迫切需要; 同时，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也给

优化发展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机遇。
( 一) 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促进

农产品流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避免单纯的城镇规模扩张，

也不能只依靠工业化的发展，各地应结合本地特点

实施农业产业化建设，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持续

动力，推进“四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

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农产品流

通在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一定要在相互协调的基础上进行统一规划、整体部

署，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见图 3) ，带动我国新型城镇

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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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

流通现代化协同发展机制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设计要充分考虑实际情

况，要从项目资金投入、政策制定、市场规划方面综

合决策农产品产业园区、生产龙头企业、综合物流园

区、物流龙头企业、信息协作平台等多方的协同发

展。一是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依据区域特点，因

地制宜地挖掘自身农业产业优势，通过扩大农户经

营规模和提升技术标准，创办或引进农业生产龙头

企业、专业大户，构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二

是科学构建农产品流通规划。流通规划必须与当地

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相协同，合理规划农产品产业园

区，科学增设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追求高效的农产

品流通建设。三是以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现代

IT 技术为依托，提升区域的整体信息化水平，有效

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
( 二) 加快农产品流通信息标准化建设，提升信

息价值

1． 实现信息技术标准化。我国农产品流通信

息化建设首先应解决的是农产品流通信息标准化，

若流通信息无统一的标准所依，必然会出现资源浪

费、数据利用率和错误率增高，就无法高效实现农产

品生产企业、加工企业、流通企业和农户之间数据的

交换，信息共享的效率大大降低［2］。为此一是要推

进农产品物流信息技术标准化。即统一规范相关设

备、设施等硬件技术，提高其兼容性，使信息在各部

门和环节都能进行有效的规范化处理。这是信息共

享的前提条件。二是要建立标准化的农产品物流信

息系统技术。比如对农产品流通信息的收集、获取、
处理、传输、分析、控制等。三是要规范农产品流通

信息应用技术的标准化，其主要有数据库系统、电子

数据交换系统、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等。
2． 实现数据标准化。一是要推进流通源头即

农产品生产的信息标准化。比如，不同产地、不同种

类、不同规格与品质的农产品产出耕地信息、生产方

式、产出日期等数据标准。二是要实现农产品需求

信息的标准化，包括消费需求结构、库存变化、批发

和零售价格数据及价格变动情况数据等直接信息指

标。三是要实现农产品流通渠道信息标准化，包括

各级批发商和中间商的数量、经营数据、规模等，以

及流通链条上各运输部门对农产品的运输能力和下

游农产品市场的产品分销能力标准数据。为了深度

挖掘各部分数据，我国应建立农产品流通信息的总

数据库，将各部分数据按一定的标准规则存放于总

数据库中，实现在数据标准化基础上的深度挖掘，提

高信息价值，优化农产品流通。
3． 实现信息管理标准化。流通信息管理是指

在整个信息管理过程中，人们收集、输入、分析、加工

和输出信息的工作。首先要保证信息收集的标准

化，采用标准的信息采集、计量术、统计方法等形成

规范的信息表达内容。然后采用标准的信息传输技

术，主要涉及到信息资源接收、流通、配置、加工、发
布等环节。标准化的信息管理各环节在对信息进行

处理时变得有“法”可依，可以促进信息流通，增强

信息共享，把流通网络中的生产、供应、零售、批发、
消费者连接成一个整体信息共享流程( 见图 4) 。

图 4 信息共享流程

( 三) 加强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前沿的物流技术和先进的物流基础设施是农产

品流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我国应继续加大对农产

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农产品流通技术

水平。城镇化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要统一规

划，合理分配投资。一是要继续推进交通运输建设，

完善农产品运输网络。建设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公

路，要特别增加对农产品产业基地周边公路的基础

配套设施建设，提高公路网的综合运力，提升公路等

级，实现各种运输系统的无缝衔接; 更新农产品运输

设备，及时更换达不到公路运输标准及食品卫生安

全标准的配送车辆，提高农产品厢体运输比例，提升

运输途中的冷藏、保鲜能力; 加速现代化仓库建设，

发展立体化、机械化和自动化仓库，实现仓库对农产

品的出入库、烘干、温湿控制、灭虫鼠害、防霉等作

业。二是要大力发展冷链流通。发挥政府协调作

用，解决冷链长、环节多、跨部门、跨地区的瓶颈。政

府部门通过设立重点建设项目和科技攻关项目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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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引导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带动企业进行冷链

技术创新，尤其在多温控车辆制造、ＲFID 电子标签、
保鲜技术等方面，满足我国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对冷

链应用技术的需求。政府和行业协会要积极配合，

共同完善和推广冷链行业标准、冷链流通技术标准

和操作规范，加快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强制推行

市场准入和质量安全认证机制，选择性培育有发展

潜能的冷链物流企业，形成示范效应。
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可适度进行政

策性倾斜，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先进经营理念的农产

品冷链流通企业，进而向全国辐射。我们应该积极

参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先进的运

作管理经验和技术，探索适合我国冷链物流的发展

模式。在农村建设并普及宽带、有线、移动互联网等

基础信息网络，为农产品交易电子商务化、农产品物

流信息化提供信息基础。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财政资金应助推农产品流通体

系的建设，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和决算过程中

应加大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基础设施的投入; 同时，政

府部门要鼓励知名龙头农产品生产企业积极参与到

农产品流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适当政策优

惠的办法，促进相关企业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
( 四) 重视农产品流通主体建设，加快发展第三

方物流

我国应加强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建设，整合资

源，促进流通主体一体化发展。我国应进一步开放

农产品流通市场，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农产品流

通市场，充分发挥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竞争机制，促进

现有农产品流通主体的整合，并积极培育和发展第

三方物流。政府要制定支持农产品第三方物流发展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提供其他必要的支持，如土

地规划、优惠贷款等，为我国农产品第三方物流的发

展创造有利环境。此外，各地依据自身特点，挑选与

培育规模大、发展潜力强的农产品物流企业，由政府

引导其与本地的农产品产业园区进行对接，并引导

其进行科学规范化地管理，形成示范效应。
( 五) 推广“农超对接”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实现

农产品“直销”
优化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要注重推广更优的农

产品流通模式。“农超对接”在世界各国尝试、推广

并被验证是一种高效的农产品流通模式，目前在发

达国家中已被普遍采用。“农超对接”模式是指农

业生产者( 农户或者农村专业合作社) 直接与超市

通过签订农产品购销契约来实现农产品直销的一种

农产品流通模式［3］。“农超对接”模式可以缩短农

产品流通渠道，减少流通中的损耗，降低农产品流通

成本，且使农户或农村合作社获得了具有一定规模

的、持续的销售路径。我国要推广“农超对接”模

式，提高农户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推进

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建设，扩大其生产规模并提高其

现代化管理水平，实现生产的标准化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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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Ｒesearc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Distribu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LIU Shu － yan
( Shanxi Professional College of Finance，Taiyuan 030008，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background，the residents and society ask higher require-
ments on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while，the original agricultural product distribution externalized out
some proble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the paper discusses such problems as low level of integra-
tion，subject single function，low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low level of information and poor infrastructure．
Combined with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rbanization，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
uct distribution modernization，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coordinated mechanisms development; it proposed to speed
up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formation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agricul-
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party logistics，promote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the innovate talent training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istribution．

Key words: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for-
matization construction

( 责任编辑: 韩克勇)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