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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内容上看，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主要包括流通组织现代化、流通主体现代化、流通基础设施现代化、流

通方式现代化、流通技术现代化以及流通信息化，而我国的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存在着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低、
农产品流通主体整体水平不高、农产品流通领域基础设施不健全、农产品流通交易方式落后、农产品流通信息化

水平较低及农产品流通技术落后等问题，必须采取加快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产品流通主体整体水平、
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快推进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建设以及提高农产品流通

技术水平等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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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

动态演变过程，是不断采用当代最先进技术和装

备来改造与发展农业，用最现代的理念和组织方

式来管理与经营农业的过程。[ 1 ] 党的“十七大”报
告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2 ] 中

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理论体系不仅包括农业生产现

代化理论，而且还包括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理论，后

者甚至显得更加重要。长期以来，我国许多的农产

品生产是“小而散”，农产品流通也是“小而散”，主

要表现为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流通

主体整体水平不高、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不健全、
农产品流通交易方式落后、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

平较低及农产品流通技术落后，不但导致“卖难买

贵”、“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等问题的交替发生，

而且影响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难以增

加农民收入，难以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因此，在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探讨与其发展相

适应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就

显得非常必要。

一、中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内涵与特

色

1. 流通现代化的内涵

关于流通现代化的内涵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

论，对流通现代化内涵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

点有：第一，流通现代化是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动

态变化的过程；[3]、[4]、[5]、[6]、[7] 第二，流通现代化是由观

念、管理、技术等多个要素构成的系统；[8]、[9]、[10]、[11]、[12]

第三，流通现代化分为前期的流通现代化与后期

的流通现代化。[13]、[14]、[15] 顾名思义，流通现代化就是

在流通领域实现现代化，是现代化概念在流通领

域的具体延伸。[ 16 ]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流通

现代化是伴随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为高效组织

商品流通，运用先进的流通技术设施、手段与现代

化的流通方式、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对传统流通

□流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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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进行不断改造与提升的动态发展过程。
2. 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内涵

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就是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实

现现代化，是流通现代化概念在农产品领域的具体

延伸，它是伴随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为高效组织

农产品流通，运用先进的流通技术设施、手段与现

代化的流通方式、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对传统农产

品流通体系进行不断改造与提升的动态发展过程。
（1）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是农产品流通产业的一种先

进的发展状态。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意味着农产品

从传统流通向现代流通的过渡，意味着农产品流通

经营方式、手段与流通技术的急剧变革；（2）农产品

流通现代化是农产品流通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是

农产品流通产业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不

断地适应生产、消费及农产品流通自身的发展要

求，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求农产品流通自身发展的持

续发展过程；（3）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目的是高效

组织农产品流通以便满足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在理解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概念时，既要考虑农

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还应兼顾农产品流通

现代化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从内容上看，农产品流

通现代化主要包括流通组织现代化、流通主体现代

化、流通基础设施现代化、流通方式现代化、流通技

术现代化以及流通信息化 6 个方面，它们相互作

用，构成了本文中国特色农产品流通现代化面临问

题与对策的分析框架。
3． 中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特色

（1）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传统经济与现

代经济并存是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在这

种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产品流通的现代化过程也有

其明显特征。随着流通部门作为现代经济部门的

不断发展和扩张，传统经济部门的人力与物力将逐

步转移到流通经济部门，并推动传统经济部门所占

比重的减少与现代经济部门所占比重的增加。[ 17 ]

（2）前期现代化与后期现代化并存。在中国还

没有完全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期

现代化时，世界发达国家又开始了“工业社会向信

息（知识）社会转变”的后期现代化，然而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既不能跳跃工业社会这一必经阶段，也不

能等到完全实现工业社会之后再开始后期现代化

的过程，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两期

现代化相交织的特征，与工业化（机器生产力）相适

应的前期现代化农产品流通形式与知识化 （信息

生产力） 相适应的后期现代化农产品流通形式两

种形式并存，且并存的时间更长，二者交织的程度

更大。[ 18 ]

（3）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自

1979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从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目前，仍处

于转型的过程中，这必然影响中国农产品流通现

代化的进程和内容。国家所有的农产品流通企业

占主导的状态将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

局，按照“流通业是竞争性的行业”的特征，国有中

小农产品流通企业退出国有经济，并向公司化发

展；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直接控制农产品流通过

程将转变为间接控制，通过金融、财政与税收等手

段引导农产品流通发展的方向；通过行政指令来

约束企业与市场行为将转变为依靠法律与法规来

限制企业流通行为，通过法制来维护正常市场经

济秩序；政府直接管理行业与企业的部分职能将

转移到相关的行业协会。与西方国家农产品流通

现代化过程是由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流通体制向市

场经济流通体制的转化不同，中国农产品流通现

代化过程特有的内容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

流通体制转型。[ 19 ]

二、中国特色农产品流通现代化面临的

问题

1. 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低

当前，我国从事农产品流通的主要力量是单

个或合伙经营的农民，规模较小，缺乏统一的组织

与管理体系，导致了我国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

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与不足。
当农民以无组织的分散状态进入市场时，就难以

抵御市场竞争风险，不能很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在

农产品流通中处于被动地位。有关 1 万家农户的

调查表明，有 42%的农户自销农产品，有 45%的农

户将农产品卖给个体商贩，仅有 2.7%的农户是通

过订单来销售农产品。由于连接生产和市场间的

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农民销售农产品

的成本高且效率低。同时，由于流通力的不足，有

些农产品，尤其是蔬菜与水果等产品不能及时销

售或冷藏而腐烂，最终造成大量经济损失。[ 20 ]

22



2. 农产品流通主体整体水平不高

我国目前农产品流通的主力军主要是农民经

纪人、运销专业户、城镇职业零售商贩和季节性与

临时性农民运销人员，他们缺乏足够知名度与可信

度，收集、了解生产与销售信息的能力较差，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不强。以集贸市场和农产品批发市

场为主导的流通渠道尽管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了

比较重要的作用，但仍旧难以有效地将分散的农产

品生产与不断增长的城市消费大市场衔接起来，无

法有效解决产销环节中存在的小生产和大市场之

间的矛盾。[ 21 ] 另外，代表了农产品流通方向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与中介流通组织处于起步阶段，运作管

理还不规范，流通能力未能充分体现出来。
3.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社会化与专

业化服务程度低，致使流通成本居高不下。一是对

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足，农村道路等级低与

路况差，使农产品在途运输时间长、损耗大。农产

品批发市场与农贸市场的农产品储藏、加工、运输

等物流设施与信息、检测等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单

体规模偏小，功能不完善，服务和管理落后；二是现

代化的冷藏储运基础设施滞后，农产品通常只能常

温保存、流通与初加工，导致果蔬类农产品损失率

高达 25%~30%，农产品冷链物流还没形成。据有关

统计，我国农产品公路冷藏运输运量占农产品运输

总量比例只有 25%，而生鲜农产品的冷藏运输率

只有 15%~20%；[ 22 ] 三是农产品流通物流业滞后，

专业从事农产品流通的物流公司不但数量少，专业

物流人才缺乏，而且设备陈旧，物流标准化水平滞

后，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的标准不统一，物流器

具标准不配套，托盘标准化还没有推行，包装标准

与物流设施间缺乏有效衔接，大大影响了物流效

率，导致农产品流通运输耗损率高达总售价的

25%~30% ，而发达国家的损失率仅为 2%~5%，尤

其是美国的损失率只有 1%~2%。[ 23 ]

4. 农产品流通方式落后

在我国，无论是农产品批发市场或农贸市场，

还是零售商和便利店，现货交易仍旧是农产品市场

最主要的交易方式。在全国 4 千多个农产品批发

市场中，98%以上都是以传统的现货与对手交易，

竞价拍卖、会员制与远期合约交易方式还处于萌芽

阶段，代理、电子结算和网上交易等先进的交易方

式尚不普遍，其中采用电子商务技术进行农产品

交易的农村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只占 9.23%，加入

农业部信息网的批发市场中仅有三十多家实行了

电子收费与电子结算。[ 24 ] 尽管在一些产品购销契

约中产品交换和货款结算间普遍存在着时间差，

但仍以现金结算为主，[ 25 ] 这是因为中国当前农产

品交易还是以初级农产品为主，农产品的分等、分
类与包装等标准化水平很低；农产品进入流通市

场的产品档次较低，未经加工的鲜销产品占销售

产品的绝大部分，农产品采摘后商品化处理不到

10％，保鲜储藏不到 18％，加工比例不足 25％；[ 26 ]

农产品的分等分级、半成品的加工与规格化的包

装等增值服务能力比较弱，标准化程度很低，与安

全卫生和新鲜营养的食品消费潮流很不适应。[ 27 ]

5. 农产品流通技术落后

首先，在农产品的运输中，农产品加工、冷藏

与保鲜等先进技术运用较少，大部分农产品是在

非冷藏、裸露与散装状态下流通，且大多农产品加

工都处在初级阶段，工艺比较粗糙与不规范；其

次，包装技术运用较少，流通中的大部分鲜活农产

品都没有品牌，包装比较简陋甚至根本没有包装，

没有分级，保鲜措施尤其缺乏，产品品质的监督检

查无有效的保障，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大多是以散

装原产品为主；最后，农产品流通标准化的程度不

高，当前大多农产品还是以初始自然形态进入批

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缺乏标准化的生产技术指导，

没有统一的产品包装材料与包装管理的标准，难

以实现农产品流通的标准化，无法进行公开、公正

与公平的拍卖交易，无法保证农产品的品质和安

全性，溯源制度也无法建立。
6. 农产品流通信息化水平较低

当前，我国农业信息体系建设较滞后，明显落

后于国家信息化的整体水平，全国有约 1/4 的县未

建立农业信息服务平台，约 1/2 的乡镇没有建立农

业信息服务站，服务网络向种养大户、龙头企业及

专业协会等的延伸速度缓慢。政府有关部门信息

服务不到位，因为缺乏系统化的农业信息收集、整
理与发布体系，生产和消费之间、区域间的信息衔

接主要是由市场来完成，而由于市场自身的松散

性导致信息的收集与加工能力低下，生产与流通

都存在很大的信息局限性与盲目性。[ 28 ] 虽然农业

部加快了农村信息体系建设，已经使全国大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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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企业普遍实现了联网或建立了企业网站，但仍

旧存在信息不集中、信息发布与更新不及时、信息

质量低、信息查找及获取不方便等问题。由于缺乏

一个有效连接政府、农产品供应者、农产品消费者

及销售市场的信息网络，同时又由于小生产者的

“追随效应”与市场价格信号的“滞后效应”，拉大了

供给与需求的时间差距，导致市场供求信息不能高

效传递，经常造成农产品流通盲目性与农民增产不

增收的后果。

三、加快中国特色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建

设的对策

1. 提高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

农产品流通组织作为农产品流通渠道的主要

参与者，其发育程度、规模以及结构等深刻影响着

农产品流通的效率与效益，因此，加快农产品流通

组织化程度，构建小农生产供给和大市场需求之间

的组织载体，克服分散化的经营弊端是目前我国农

产品流通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借鉴欧美等发达

国家经验，这些国家农业之所以现代化水平高且市

场竞争力强，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高是其关键因

素之一。其中，大力发展农产品合作流通组织可提

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地

位与谈判能力。首先，应加快对传统合作组织的改

造与升级，不断提高其综合功能，在改造与升级合

作经济组织时，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切实让合作社代表弱势小生产者的利益，鼓励合作

社拓展功能，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及产后服务；其

次，积极发展各种类型农民合作社，鼓励农民合作

社将业务范围延伸到农产品流通领域，鼓励农民合

作社进行农产品集中采购与销售，提高农民的交易

水平，降低农民单独交易成本，鼓励农民合作社代

表农民和其他市场（或利益主体）进行竞争与谈判，

从而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2. 提高农产品流通主体整体水平

首先，应加强农民的专业化培训，提高农民的

素质。根据农民从事的不同职业进行不同方面的

教育，使其对该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所掌握，从而有

助于其专业化地从事所属职业，如对于农村主体劳

动力，可结合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进行培训，培训方

式可以示范为主，帮助其掌握农业科学技术，而对

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骨干，应加强对其管理

方面的知识培训，使其树立合作与协作的理念，带

领社员健康地经营运作。其次，应积极培育农产品

流通型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是农业

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应想方设法为

其提供优越的发展环境，使其数量不断增加与规

模不断扩大，从而带动更多的基地与创建更多的

品牌及销售更多的产品。最后，应加强对农产品运

销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配送企业、进出口

企业及大型食品连锁超市的扶持力度，以市场为

依托，组建农产品运销协会，大力发展农民流通合

作组织，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鼓励

“公司+农户”、“生产基地+农户”与“配送中心+农

户”等模式的发展，培育与提高农产品流通主体的

整体水平。
3. 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的

重要内容之一，应把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纳入公共投资的范畴。一是要加大农产品流通基

础设施投入，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政府要

加大对农村道路特别是农产品生产基地的道路建

设资金投入，保证农村道路的畅通；重点扶持农产

品市场的供电、供水、场地硬化、交易与冷藏设施、
通信与信息系统、电子结算系统、质量检验检测系

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信贷与税收等方面大

力扶持重要商品储备设施、农村地区物流配送中

心、大型农产品流通设施、市场信息网络与电子商

务平台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把农产品市场基础

建设作为公益性事业，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二是加

强现代化冷藏储运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建设农产

品配送中心、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关键流通载体的

冷藏储运设施，也可优先考虑在大中城市的周边

规划一批蔬菜低温配送与冷藏中心。三是加强农

产品流通物流业现代化水平建设，扶持与发展一

批专业从事农产品流通的物流公司，加强专业物

流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在物流标准化方面进行试

点；各种运输方式间推行统一标准的装备、物流器

具与托盘，包装标准与物流设施间进行有效衔接，

根据生鲜农产品的特点开发包装技术、改装运输

车辆与装卸及搬运设备。
4. 推动农产品流通方式现代化

（1）大力推进农产品连锁经营，发展以物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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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连锁经营、自助会为代表的现代化的流通方

式与服务方式，并使其带动农超对接的建设与改

造，创新农产品连锁经营模式，除大型连锁超市模

式外，还要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产品专卖连锁店

与连锁便利店等模式；（2）大胆创新农产品的交易

方式，鼓励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产品拍卖与期货交

易等新型交易方式的发展，在具备基本条件的地

方，如销地批发市场可尝试拍卖交易与合约交易等

新型交易方式；拍卖设施不完备的农产品批发市

场，可暂时采取手势等传统的叫价方式；档次较高、
规格化与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进

行电脑拍卖的试点；除此之外，在农村还可推广农

产品电子商务的建设，构建在线农超对接平台，鼓

励上网卖（买）农产品等新型消费模式的发展；（3）
支持农产品“直销市场”发展，农产品生产者通过自

家人力与物力把农产品销往周边地区，这种流通方

式实现了农产品产销的直接见面，减少了流通环节

与降低了交易成本，将市场与信息送到农民的家门

口，可以提高农民市场意识，有利于引导农民走向

市场；各地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来支持“直销市场”模
式的发展，引导农民走基地化的生产路线，提高农

产品种植的规模效应，提高农民在农产品流通中的

市场地位与话语权，增加农民的收入。
5. 提高农产品流通技术水平

农产品流通中涉及的技术主要包括流通加工

技术、保鲜技术、标准化的包装技术、计算机信息管

理技术及商家可追溯技术等，提高我国农产品流通

技术水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提高流通加

工技术水平。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加工技术远落

后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许多科研成

果与技术却又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为有效解决这一

矛盾，应积极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大专院校及科

研单位联合进行新产品研发，应用新技术、新工艺

与新设备就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与保鲜技术

等进行科研攻关，各级财政应加大对农产品流通加

工技术推广经费的扶持力度，以便实现流通加工技

术现代化。（2）提高信息技术水平。要加快各地农

业数字化工程建设与农网的衔接，充分利用计算

机、因特网、通信设施与社会媒体等现代科学技术，

以信息的网络化、规模化与社会化为重点，搭建一

个以市场为中心面向全球的信息平台，最终实现指

导生产、促进流通和规范市场的目的。（3）提高农

产品流通标准化程度。农产品流通标准化是农产

品流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许多现代化农

产品交易方式的前提与基础。一是加强对农产品

包装的标准化，引导农产品分级包装上市，推动农

产品质量的等级化、农产品重量的标准化、农产品

包装的规格化与农产品的品牌化，规范农产品流

通与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进一步推动建立农产

品质量可追溯体系；二是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

准体系，尽快形成以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为主体的、
以绿色食品与有机食品及农业投入品认证为补充

的认证体系与工作格局。
6. 加快推进农产品流通信息化建设

首先，应该在政府的带领下，加强农村经济信

息体系的建设，建立一个有效连接政府、农产品供

应者、农产品消费者与销售市场的信息体系，通过

电视、广播、报纸与网络等媒体，使农产品生产和

消费间的信息、区域间的信息有效衔接。其次，应

加强农产品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除了政府部门

外，各种中介组织、农业专业协会与科研推广机构

以及各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等也都可成为直接的

信息服务主体，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与生产基地为

依托，通过网络、媒体和公告牌等方式建立农产品

产销信息发布的平台，有条件的还可建立信息大

屏幕与电子触摸屏，做到市场信息的“一点通”，以

进一步做好农产品市场交易信息采集与发布工

作，加快农产品信息化建设。再次，还可成立专门

农产品信息的中介组织，专门从事有关农村农副

产品短期、中期与长期的市场信息分析预测工作，

并且适时向农民发布准确而又实用的信息。最后，

还应建立有效的监控机制，以便对所收集的信息

进行有效的甄别。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农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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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LI Lian-ying and LI Chong-gua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Hubei430070，China）

Abstract：In terms of the content,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 t circulation includes the modernization of
circulation organization, circulation main body, circulation infrastructure, ways of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technology and
circul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Six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s low; the overall level of
main bod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s low; the infrastructur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s imperfect; way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s laggard; the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s low and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s laggard.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main bod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make innovation in the ways of circulation, accelerate
implementing polic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Key words：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Chinese characteristics；agricultural products；modernization of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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