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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油菜流通渠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环节渠道主体的深度访谈，调查了在价格

高涨的市场行情下，农产品流通成本和利润在不同渠道主体上的分配和构成情况。研究发现:

( 1) 在价格高涨的情况下，蔬菜流通渠道中损耗费和市场管理费在批零环节新增流通成本中的

占比最高。( 2) 农民获得的单位利润最高，零售商其次，批发商最少。 ( 3) 在价格高涨时，农

产品流通渠道中的利润会向农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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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 “价高伤民”和 “价低伤农”交替出现， “种菜赔”与 “买菜

贵”同时并存，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农产品价格低迷时，农民损失惨重，但在农产品价格高

涨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农民的增收非常有限［1］－［3］。在农产品流通渠道中，农民的价格谈判能力

弱，利益容易受批零环节的影响，城镇居民消费蔬菜的大部分货币流向了中间环节的流通主体［4 － 5］。
那么，在农产品价格高涨的市场行情下，我国农产品流通渠道中的利润在不同流通主体之间究竟是如

何分配的? 中间商是否真的截留了更多的利润而导致农民增收乏力? 本研究将借鉴以往农产品流通成

本解构研究的经验［6］－［8］，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从微观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入手，分析在价格高涨的市

场行情下，农产品流通成本和利润在不同渠道主体上如何分配。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价格难题的日益加剧，尤其是农产品生产价格和零售价格两重天，引发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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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对农产品流通的高度关注。一些学者认为生产价格和零售价格差价过大的原因在于中间商的暴

利［9］－［11］，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农产品市场环境中蔬菜流通中间商的利润很低，并无暴利

可言［12］。
农产品两端价差过大问题是在从农民到市民的流通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农产

品流通过程入手，解构不同流通主体的成本构成情况。王学真等［13］分析了蔬菜从山东寿光的菜农到

北京市最终消费者全程的流通费用情况，发现从农户到产地批发市场的费用最高，销地零售环节费用

次之; 所有环节中费用占比最高的分别是包装费、燃油费、市场管理费和运费。杨志宏和翟印礼［14］

以沈阳市蔬菜市场为例分析了超市农产品流通渠道中各流通环节的费用构成，认为当前蔬菜流通存在

流通环节过长、中间供应商过多等问题。文晓巍［7］调查了广州市的蔬菜流通渠道，发现农产品流通

成本对零售价格影响极为明显，同时还发现农产品从批发市场到零售终端的流通成本过高，“最后一

公里”现象是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马翠萍等［15］以番茄为例调查指出，从生产端到零售端的累

计流通成本费用占零售价格的 69%，过多的流通主体层层放大了蔬菜流通成本，同时过多的流通环

节导致损腐率的提高又推高了蔬菜零售终端的价格。
另一些学者在解构成本的同时，还进一步分析了农产品流通中利润的分配情况。许世卫等［16］分

析了价格上涨时番茄和尖椒流通渠道中的成本和利润分配情况，认为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是成本增

加。孙侠和张闯［6］以大连市茄子流通渠道为例分析了蔬菜流通成本和利润在不同渠道主体间分配的

情况，发现中间商比农户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张喜才等［17］在实地调研山东省、北京市蔬菜流通各环

节上的成本收益的基础上探讨了蔬菜产业链价格传导的模式。李林阳和王秀娟［8］对西安市蔬菜流通

的实地调研指出，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是批发商、零售商所得利润，同一时间段销售同种蔬菜，生产

环节获得的单位利润最低，零售环节获得的单位利润最高。席恺媛等［18］通过对武汉市蔬菜市场的调

研分析，发现农民生产者仅能获得不足 20% 的利润，在利润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大部分利润都被

批发商和零售商获取。刘思宇和张明［5］通过调查城镇消费者的蔬菜消费现状，也认为中间商拥有对

生产商和消费者的高议价能力，中间商的强势议价能力限制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蔬菜流通成本与利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研究

一般都没有考虑市场行情的影响。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在农产品价格高涨时，中间商可以凭借自己更强

的渠道权力将更多的利润截留在中间环节，从而导致农民增收乏力的现象［3 － 11 － 19］，但这些观点仍缺

乏充分的实证研究支持。因此，本文以油菜为调查对象，采用已经比较成熟的农产品流通成本解构研

究的思路和方法［5 － 6］，分析在农产品价格高涨情况下，流通成本的构成和利润在各流通环节上的分配

情况。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考虑到农产品流通涉及生产、批发、零售等多个环节，且不同环节的调查对象与流通细节差别较

大，不宜采用统一标准的问卷调查方式，因此本文选择了案例研究方法，以便通过对农户、批发商、
零售商等流通主体的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

本研究根据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则选取了油菜作为研究对象。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0 日，调查时点位于该年度的 8 月份价格曲线的波峰上，调查期间油菜的最高价格 9. 00 元 /千克，

最低价格 5. 50 元 /千克，平均价格 6. 76 元 /千克，比同年 5、6 月份平均价格上涨了约 200%，比 3、
4 月份上涨了约 72%，这表明本次调查正值油菜价格高涨期间。

虽然选取一种蔬菜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在访谈中同时调查各渠道主体的总体经营规模，并按

照油菜的重量占比和销售额占比，对该渠道主体的费用进行分摊。而且，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比不同渠

道主体的成本构成和利润分配情况，因此以一种农产品为例已经可以满足研究的目的。
2. 调研设计与样本分布

本文以大连市油菜作为调查目标，选择市场行情好的时间段对油菜的种植户、批发商、零售商等

流通主体进行实地访谈获得真实可靠的一手数据，进而解析蔬菜流通成本构成以及利润分配。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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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之前拟定了详细的访谈提纲，访谈内容根据流通主体的不同有所差异，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学历、家庭规模、从业人口与从业年限等。第二部分为被

访者流通环节发生的主要成本费用，包括生产环节的土地投入成本、生产资料费用、人工费用等，批

发、零售环节的包装费、运输费、市场管理费、雇佣工人费等。第三部分为被访者的相关收入，包括

销售收入、政府补贴等。
本研究按照采用典型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时间从 2013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0

日。由于当时大连市居民消费的油菜基本都是本地菜，因此农户调查主要在大连市周边进行。我们组

织了由 8 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组成的调研小组，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直接通过与农户和中间商的访谈

获取一手数据。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让受访者向我们推荐其他油菜种植农户和中间商。
本研究共调研各类农产品流通渠道主体 64 人，其中油菜种植农户 24 户、批发商 15 位、零售商

23 位。访谈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访谈样本基本情况简表

项 目 农 民 批发商 零售商

样本数量 24 15 23

平均访谈时间 30 分钟 50 分钟 45 分钟

样本分布
旅顺口区三涧堡镇、甘井子区

辛寨子镇

双兴商品城蔬菜批发市场、机

场前果蔬批发市场

税专农贸市场、孙家沟农贸市

场、熟食 品 交 易 中 心 农 贸 市

场、机场前果蔬农贸市场

平均年龄 51 岁 41 岁 39 岁

平均从业时间 14 年 7 年 6 年

主要数据
耕地面积、生产资料成本、人

工成本、亩产量、销售价格等

进货 价 格、包 装 费、运 输 费、
人 工 费、市 场 管 理 费、损 耗

费、销售价格等

进 货 价 格、运 输 费、摊 位 租

金、市场管理费、损耗费、零

售价格等

四、经验研究

在调查期间，大连市的油菜主要由大连市周边的农村供应，经过收购、运输、批发、零售等多个

环节。具体流通过程如下: 农民在当地农村直接出售油菜; 本地批发商从产地收购油菜后，直接运输

到大连市内批发市场开展批发业务; 零售商从批发市场采购油菜，然后运输到早市、农贸市场等零售

场所进行销售。
1. 农民环节的成本与利润

大连市周边农民多以自有耕地进行蔬菜种植，种植面积在 1. 90—5. 50 亩之间，普遍种植规模不

大。菜农都采用多茬种植方式，每年可生产蔬菜 8 茬左右。虽然调研期间的油菜价格高涨，但农户的

油菜种植面积普遍不高，油菜种植户的油菜种植面积占蔬菜总种植面积的比重在 1%—10% 之间。油

菜平均亩产量为 1 083 千克，最高亩产 1 250 千克，最低亩产 800 千克。
在油菜的生产过程中，每亩油菜的种子费为 85 元，农药费 358 元，肥料费 300 元，灌溉费 60

元。每亩大棚每年折旧和维护的费用在 8 969 元左右。多数农户会自购农机具，农机购置价格在

1 500—3 600 元之间，一般可以使用 10—15 年，平均每茬每亩燃油费约 171 元。油菜的种植主要由

农户的家庭成员承担，一般每户有 1—2 名劳动力从事蔬菜生产工作。除家庭成员外，少量农户会在

农忙季雇佣少量的短工，短工每小时的工资为 10 元。
油菜种植户同时也种植其他蔬菜品种，因此油菜生产环节中的费用可以分为共用性费用和专用性

费用。共用性费用的支出是为所有蔬菜的生产服务，需要在不同蔬菜品种间分摊，包括大棚的折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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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油菜生产成本构成情况表

项 目
平均成本

( 元 /千克)
比重
( % )

种子费 0. 08 4. 24

农药费 0. 36 18. 90

肥料费 0. 28 14. 45

灌溉费 0. 06 2. 93

大棚费 0. 94 49. 11

农机费 0. 14 7. 23

雇工费 0. 06 2. 93

合 计 1. 91 100. 00

维护费用，农机的折旧和燃料费。专用性费用的

支出只是为油菜的生产服务，包括种子费、农药

费、化肥费等。本研究按照种植面积分摊共用性

费用，油菜生产成本构成情况如表 2 所示。在不

考虑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工成本情况下，平均一茬

油菜每亩生产费用总额约为 2 064 元，每千克生

产成本约为 1. 91 元，其中成本占比较高的是大

棚费、农 药 费 和 肥 料 费，分 别 占 到 49. 11%、
18. 90% 和 14. 45%，三者合计超过 80%，是油

菜生产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调查期间，大连市

地产油菜的田头收购平均价格为 4. 40 元 /千克，

可知农民种植油菜获得的平均利润为 2. 49 元 /
千克。

2. 批发商环节的成本与利润

大连市本地蔬菜的产区距离大连市市区较近，批发商大多亲自组织人员和车辆到地头进行收购。
采购周期为每天 1 趟，一般都有常年稳定的合作农户，并不需要代理商或中介商。批发商在地头对蔬

菜质检、分等、整理后打包装车直接运送到大连市市内批发市场进行交易。批发商一般同时经营多种

蔬菜，对于受访的批发商，每车蔬菜中油菜的重量占比在 8%—42% 之间。批发商在批发市场均租有

摊位，面积在 6—10 平方米不等，每年经营天数在 360 天左右。
油菜批发商一般规模不大，较少雇佣工人。长期雇工的月工资在 2 500 元左右，而临时雇工的工

资每小时约为 20 元。交易过程耗费的包装费为每月 600—1 000 元，油菜在运输与交易过程中发生损

耗约 4%。运输所用车辆以批发商自有车辆为主、雇用车辆为辅，车辆为载重 1—3 吨的小型货车，

自有车辆的购置费用在 4—8 万元之间，使用年限为 5—10 年，平均每年折旧和维修费用约 6 850 元，

每年需缴纳保险费 2 000—5 000 元，燃油费每月 1 500—3 000 元。若雇佣车辆运输，则平均费用为每

趟 200 元，与车辆运输相关的费用统一概括为运输费。
蔬菜进入批发市场要统一收取市场综合管理费，每吨大约 60 元。批发商租用的摊位面积根据批

发商实力不同有所差异，每年摊位费在 7 200—30 000 元之间，所需的摊位设备主要是手推车和电子

秤，平均购买价格分别为 518 元和 421 元，平均使用年限 6 年。

表 3 批发商环节油菜流通成本构成表

项 目
平均成本

( 元 /千克)
比重
( % )

采购成本 4. 31 87. 07

新
增
流
通
成
本

雇工费 0. 01 0. 18

包装费 0. 03 0. 61

损耗费 0. 24 4. 91

运输费 0. 22 4. 44

市场管理费 0. 11 2. 14

摊位费 0. 03 0. 63

合 计 4. 95 100. 00

除油菜外，批发商还同时经营其他多种蔬

菜，因此本次调查中发生的雇工费、包装费、运

输费、市场管理费、摊位费都属于共用性费用，

损耗费属于专用性费用。将共用性费用按蔬菜重

量分摊成本后，油菜在批发商环节发生的成本构

成如 表 3 所 示。批 发 环 节，每 千 克 流 通 成 本

4. 95 元，由批发商采购成本和新增流通成本两

部分构成，分别为 4. 31 元和 0. 64 元，其中油菜

的采购成本占据了流通成本的绝大部分，其次是

新增流通成本中的损耗费、运输费和市场管理

费，三者合计为 0. 57 元，几乎占据了新增流通

成本的 90%，是批发环节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调查期间批发商的油菜平均批发价格为 5. 66 元 /
千克，扣除流通成本后可知批发商油菜利润为

0. 71 元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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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零售商环节的成本与利润

批发商收购的蔬菜进入批发市场后即与零售商交易。零售商通过自有车辆将批发来的蔬菜运至早

市、农贸市场进行销售，所用车辆类型分为小型货车和三轮车两种，每天运载蔬菜 200—1 000 千克，

其中油菜占比在 2%—25%之间。早市、农贸市场等零售场所多靠近居民区，零售商常年租有固定摊

位，面积在 4—15 平方米不等，每年经营天数也在 360 天左右。
零售商一般由自己家庭成员组成，多为两人搭档，在销售旺季少数零售商会雇佣一名短工，平均

工资为每月 3 000 元。零售商的车辆购置费用从 1—5 万元不等，使用年限 4—10 年，平均每年折旧

和维修费用等约 4 683 元，货车每年缴纳保险费 1 500—3 000 元，燃油费每月 1 200—2 500 元。三轮

车并不发生保险费用，燃油费也较低，每月 400—800 元。
零售商进入早市、夜市、农贸市场等零售场所需缴纳摊位租赁费，按租赁面积不同每年费用在

15 000—60 000 元之间，所需摊位设备主要是电子秤和筐子等，平均购买价格 674 元，平均使用年限

3 年。零售过程耗费的包装费为每月 500—1 500 元。零售商进货属大批采购并不会仔细挑选，从批发

商处开始的装卸、运输等环节对蔬菜造成的损耗会由零售商承担，而消费者从零售商处购菜时会摘除

腐烂变质部分，从而导致零售商环节的平均损耗达到 13%。

表 4 零售商环节油菜流通成本构成表

项 目
平均成本

( 元 /千克)
比重
( % )

采购成本 5. 84 76. 14

新
增
流
通
成
本

雇工费 0. 01 0. 09

运输费 0. 23 3. 02

摊位费 0. 38 4. 92

包装费 0. 08 1. 04

损耗费 1. 13 14. 77

合 计 7. 67 100. 0

与批发商一样，零售商也同时经营多种蔬菜，

所发生的雇工费、运输费、摊位费、设备折旧费

和包装费等共用性费用需要按重量比重在不同蔬

菜品种间分摊，与不需要分摊的专用性费用损耗

费汇总后，油菜在零售商环节增加的流通成本构

成如表 4 所示。零售环节，每千克流通成本 7. 67
元，由零售商采购成本和新增流通成本两部分构

成，分别为 5. 84 元和 1. 83 元，其中采购成本占

据绝大部分，其次是新增流通成本中的损耗费、
摊位费和运输费，三者共计 1. 74 元，占新增流通

成本的 95%，是零售环节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调查期间零售商的油菜平均零售价格为 8. 82 元 /
千克，扣除流通成本后可知零售商油菜利润为

1. 15 元 /千克。

4. 蔬菜流通各环节成本与利润比较

经过上述农民种植户、批发商、零售商各环节发生费用的计算分析，大连市本地油菜的单位成本

利润率汇总如表 5 所示，整个油菜流通过程中农民的生产成本为 1. 91 元 /千克，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流

通成本分别为 4. 95 和 7. 67 元 /千克。在不考虑采购成本的情况下，批发商发生新增流通成本 0. 64 元 /

表 5 油菜单位成本利润率分配表

农 民 批发商 零售商 合 计

平均利润 ( 元 /千克) 2. 49 0. 71 1. 15 4. 35
成本利润率 ( % ) 130. 36 14. 34 14. 99 —

占总利润比重 ( % ) 57. 24 16. 32 26. 44 100. 00

千克，零售商发生新增流通成本 1. 83 元 /千克，

批零中间环节共发生新增流通成本 2. 47 元 /千
克，占油菜最终零售价格的 28%，且主要以零

售环节为重，这些成本极大推动了终端价格的

上涨。
在 2. 47 元 /千克的中间商新增流通成本中，

又以损耗费、市场征收费用、运输费比重最高。损耗费是新增流通成本中的最大支出项，批发商环节

发生损耗费 0. 24 元 /千克，零售商环节 1. 13 元 /千克，共计 1. 37 元 /千克，在新增流通成本中的占比

超过 50%。摊位费和市场管理费都属于市场征收费用，批发商要缴纳市场管理费 0. 11 元 /千克，摊

位费 0. 03 元 /千克; 零售商要缴纳摊位费 0. 38 元 /千克，市场征收费用共计 0. 52 元 /千克，在新增流

通成本中的占比达到 21%。运输费也比较高，批发商环节发生运输费 0. 22 元 /千克，零售商环节

0. 23 元 /千克，共计 0. 45 元 /千克。可见，损耗费、市场费用和运输费是占据了流通成本的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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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除了流通成本对油菜的最终零售价格有影响外，各流通主体的经营利润也是零售价格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扣除流通环节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后，各流通主体最终的利润分配如表 5 所示。可见，在行

情好的情况下，销售单位数量的油菜，农民获得最高利润 2. 49 元，其次为零售商获得利润 1. 15 元，

批发商获得最低利润 0. 71 元; 农民的成本利润率最高，为 130. 36%，批发商和零售商成本利润率相

差不大，分别为 14. 34% 和 14. 99%。从销售单位数量的油菜总利润来看，农民所获利润占比高达

57. 24%，而零售商和批发商利润各自仅占 26. 44%和 16. 32%，农民获得了过半的利润，这说明市场

行情好的时候农民利润是比较可观的。
为进一步检验价格高涨的行情下农民利润是否增长，本文又参考对比了以往学者对蔬菜利润分配

的研究成果，将搜集到的相关文献根据商务部公布的蔬菜价格统计信息①进行对比，筛选出调查时间

符合价格低迷行情的研究案例，最终选定包括孙侠和张闯［6］以茄子为调查品种、马翠萍等［15］以番茄

为调查品种、刘思宇和张明［5］以大白菜为调查品种的三篇文献作为比较对象，并分别编号为文献 1、
文献 2 和文献 3。虽然各研究所调查的蔬菜品种和价格有所差异，但流通费用比例相对固定，因此选

取的蔬菜品种对研究结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6 － 8 － 20］。
对比结果如表 6 所 示。这 些 研 究 中 农 民 获 利 在 总 利 润 中 所 占 比 重 最 低 为 24. 14%，最 高 为

46. 15%，而本文中农民获利达到了 57. 24%，远高于以往的研究结果。这也部分揭示了在市场行情

好的情况下，蔬菜流通利润并没有被中间商过度 “截留”，利润确实从中间商向农民发生了转移。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该种农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而批发商和零售商为了保

持经营的稳定和连续，会主动将利润让渡给农户来争取货源。另外，蔬菜购买者在采购蔬菜时往往都

会从一家中间商处购齐自己所需的多种蔬菜，这也加剧了蔬菜中间商在行情好时虽然利润较低，也要

购进这种蔬菜。

表 6 相关研究结果对比汇总表

比较对象
农 民 批发商 零售商

利润 比重 ( % ) 利润 比重 ( % ) 利润 比重 ( % )
文献 1 0. 48 42. 86 0. 28 25. 00 0. 36 32. 14
文献 2 0. 18 46. 15 0. 07 17. 95 0. 14 35. 90
文献 3 0. 07 24. 14 0. 15 51. 72 0. 07 24. 14

通过对油菜流通利润分配的解析表明，在价格高涨的行情下，利润是能够向农民转移的。然而，

调研中也发现，农民种植油菜的同时还种植其他蔬菜，而且油菜种植面积相对偏小，比重不足蔬菜种

植总面积的 10%，因此尽管油菜价格上涨能够刺激农民收入增加，但是从农民种植蔬菜的总收入来

看，又表现出了增长乏力的一面，究其原因，应该是农民蔬菜种植结构不合理，利润率高的农产品的

种植规模太小，对农民增收贡献乏力，这也部分验证了一些学者关于价格高涨时农民增收有限的研究

观点。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油菜为例，通过对我国蔬菜流通成本构成与利润分配进行案例研究，考察了价格高涨的背

景下利润在各流通主体间如何分配，发现蔬菜流通过程中农民获得的单位利润最高，零售商居其次，

批发商最末，农民所获利润占比高达 57. 24%。通过与以往研究成果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价格高涨的

条件下，利润分配对农民更为有利，农民分得的利润比重要比以往研究高出 11. 09%—33. 10%。这

表明在行情好的情况下利润并没有被中间商过度 “截留”，而是能够向农户传递。但是，调查中也发

现，即使是油菜种植户，油菜的种植面积也不足其蔬菜总种植面积的 10%。因此，蔬菜价格高涨时

农民增收乏力的原因不在于利润被中间商挤占，而应该在于农民种植结构的不合理，利润率高的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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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种植规模太小，对农民增收贡献乏力。因此，引导农民合理种植是增加农民收入，降低价格高涨

对市民民生产生冲击的关键。
本文也证实了批发商、零售商环节新增的成本费用是农产品价格高涨的主要推手，调查显示油菜

在批零环节共发生新增流通成本 2. 47 元 /千克，几乎达到终端零售价格的 1 /3。损耗费是流通成本的

最大消耗费用，达到 1. 37 元 /千克，占比超过 50%，损耗费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绿叶蔬菜易腐易损，

从地头采摘到终端消费者耗时过长发生大量水分流失，各流通环节的多次装卸搬运进一步加剧了物理

损伤，尤其零售商处作为流通最后一站，还要承担部分蔬菜销售不完不得不处理掉带来的损耗。因

此，对农产品流通体系进行升级改造，改善产地初加工条件，加快农产品冷链物流和配送中心建设，

改良保鲜和储运技术，减少农产品在流通过程的损耗，是有效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的重要举措。
批发商、零售商所需缴纳的市场管理费和摊位费等市场费用也是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本次调查中批零中间商合计需缴纳的市场费用为 0. 52 元 /千克，几近新增流通成本的 1 /4，这些市场

费用最终都转嫁给了消费者。因此，为了降低农产品价格高涨对市民民生的影响，应加快推进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等公益性农产品交易场所的建设。首先，应当在法律上明确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的公益性。其次，通过税费减免，用水、用电、用气的优惠政策，来降低农产品交易场所的建设与运

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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