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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产品流通的渠道
、

’

设施和费用

一
、

农产品流通渠道

日本农产品流通渠道主要有 以下 4 种
:

1
、

国家控制的流通
:

前面说过
,

全 国

农户生产的稻米
、

麦除 自用以外
,

全部由国

家按规定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
;
随着大米生

产过剩
,

从 1 9 6 9年开始实行
“
自主流通米

”

制度
。

2
、

垄断资本财团 (社 ) 所 控 制 的 流

通
:

主要指畜产品
、

奶制品
、

制糖原料等
。

这

类产品大部分由垄断资本集团加工和销售
。

3
、

以批发市场为主要环节 的 自 由
.

流

通
:

主要指蔬菜和水果这类生鲜 农产 品 经

营
。

4
、

其它流通
:

包括产销合一等各种形

式
。

生产者和消费者为
.

了增加收人
、

减轻贪
担

,

分别组织
“
集配中心

” 和 “ 生活协同组

合 ”
等

。

二
、

农产品流通环节

农产品从出售到消费
,

中间 的 流 通环

节
,

主要有三个
:

一是基层
“农协

f

”
所设立

的集荷组 合
,

二是批发市场
,

三是零售商
。

·
、

1
、

基层
“ 农协

”
设文的集荷组合

在产地将农产品收购集 中
、

挑 选
、

分

级
、

加工
、

包装以及外运
,

基本上是由基层

“
农协

” 所控制
。

基层
“
农协

” 在产地具有

垄断地位
。

虽然有些农民个人分散出售农产

品以及商社直接收购外运
,

但数量不大
。

各市
、

叮
、

村基层
“
农协

” 的集荷组合

一般设有规模较大的集送 中心选果场和屠宰

加工厂
,

对产品质量检查和分级包装极其严

格
,

不合格的产品在产地就被淘汰
。

2
、

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分为两类
,

一是中 央 批 发 市

场
,

’

二是地方批发市场
,

两种市场都 由地方

政府 (都
、

道
、

府
、

县 ) 公共团体建设和管

理
。

中央批发市场的建立必须经过 日本农林

水产大臣的承认和批准
,

建立中央批发市场

的条件是必须具有 20 万以上的消费人口
,

有

合格的经营者株式会社
。

地方批发市场是经

过地方政府 (都
、

道
、

府
、

县 ) 许 可 和 批

准
。

两种市场 由地方公共团体把建筑设施 出

租给批发公司和接货公司使用
,

并监督其经

营
。

批发市场一般均设有冷藏库和包装
)
运

输设备
。

为了保证蔬菜和水果在中央批发市场按

计划均衡上市
,

政府对蔬菜
、,

水果实施指定产

区和销售区的办法
。

由农林水产省根据主要

消费城市所需要的主要蔬菜
、

水果品种和季

节供应数量
,

指定产地
,

通过
“
农协

” 将生

产计划逐级落实到农户
。

1 9 8 2年
,

全国指定

蔬菜品种有 16 个
,

指定产区有 1 ,

23 4 个
。

东

京都所消费的蔬菜
,

本都郊区只供应IQ%
,

由全国各地供应 90 %
。

各地方政府根据地方

市场的需要
,

也指定产区和销售区
。

国家所指定的产区和销售区
,

不带有任

何强制性
,

农户可以根据经济利益
,

自由决

定是否接受国家计划任务
。

政府主要通过经

济措施来控制
,

接受政府计划任务的农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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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享受国家 《安定基金 》的价格补贴
。

批发市场是由接货 (批发 ) 公司
、

批发

商
、

经纪人所组成
。

批发公司接受基层 “ ‘

农

协
” 的委托

,

利用公开拍卖方式
,

把产品卖

给出价最高的批发商
。

批发公司从批发价格

中收取的手续费一般是 8 % (以成交批发价

为 1 0 0 )
。

3
、

零售商

全 国经营农产品的零售商现有 30 万个
。

零售商经营的商品从批发市场进货
。

农产品

零售价没有统一规定
,

由零售商自行标价 出

售
。

零 售商的规模大小差别很大
,

但多数是

小规模的家庭店
,

只有 1一 2 人
。

现在 日本的较大城市中
,

超级市场的大

量发展是零售商业的一大变化
。

日本的超级

市场一般规模较大
,

由于大批量进货
,

零售

价比较低一些
。

零售商店多数是 以家庭经营为主
,

布局

比较合理
,

平均每百户就有一个网点
。

4
、

其它

为了减少中间流通环节
,

生产者与消费

者有的直接组织
“
集配中心

” 和 “生活协同

组合
” ,

也有部分商人直接从农户收购
。

此

外
,

还有些饭店
、

学校
、

食堂
,

不通过零售

直接从批发市场进货
。

但这类流通的产品数

量很小
。

日本农产品流通渠道还有一条由垄断财

团所控制的商社直接从国外进 口 ,

进口 的农

产品有麦
、

肉类
、

菜蔬
、

水果以及奶制品等
,

由商社直接批发 出售或在超级市场 出售
。

三
、

农产品流通手段

日本实现了农产品流通手段的现代化
,

是保证 日本农产品流通渠道畅通的重要原因

之一
。

日本农产品流通手段现代化的主要标

志是
:

1
、

公路交通的高度发展

日本农村全部村庄都修建了公路
,

道路

网密度是很高的
。

高速公路分别由国家
、

地

方和私人财团投资
。

特别是高速 公 路 的 建

设
,

加速了农产品的流转速度
。

大分县大山盯是个山区
,

耕 地 面 积 很

少
,

全叮面积为 92
.

4平方公里
,

境内却有国

营
、

县营
、

盯营的各种公路
,

总长9 8
.

2公里

(均为沥青路面 )
,

每平方公里平均有公路

1
.

1公里
。

每个村落
、

农户门前均通有公路
。

虽然 日本海运
、

空运和铁路运输也很发达
,

但不及汽车运输方便
,

因此
,

大部分农产品

是通过公路运输由产地直送批 发 市 场 的
。

1 9 8 2年
,

农产品通过公路运输的数量 占总量

的 8 0 %
。

2
、

大规模地建设冷藏库
、

仓储和加工

设施

日本政府为了保证产品新鲜 和 均 衡 上

市
,

在流通环节上很重要的措施是大规模地

建设冷藏库和仓库
。 _

据 1 9 8 2年统计资料
,

由基层
“
农协

”
和

政府指定建设的粮食 仓库
,

其储 藏 能 力为

1 ,

56 0万吨
,

超过 1 年粮食的总产量
,

建 筑

面积达 70 0万平方米
。

粮食仓库分布 全国 各

地
,

但主要贮藏仓库设在集中产区
。

据 1 9 8 2年统计
,

用于蔬菜
、

水果
、

水产

品和畜产品的冷藏库
,

总储藏能力 达 到9 20

万吨
,

约相当于 同期蔬菜
、

水果
、

水产品及

畜产品总产量的 18 %左右
。

最近几年
,

日本还发展了
“
低温系统运

输
” ,

从产地进行预冷
、

冷藏
,

最后到消费

地区实行低温销售
。

这些措施不仅大大延长

了食品保存时间
,

同时也有利于产品均衡上

市
。

如蔬菜中的西红柿和黄瓜
,

约有20 肠以

上通过冷藏保证了淡季均衡上市
。

仓储条件

的改善
,

加上农业设施的发展
,

大大缓和了

蔬菜
、

水果生产和供应的季节性
。

当然
,

目

前 日本农产品的淡旺季差别依然存在
,

农业

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可能摆脱 自然条件的

影响和制约
。

3
、

有先进的信息传递系统

流通环节还担负信息的传 递 任 务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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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日本各市
、

盯
、

村
、 “

农协
” 设有通讯

组合
,

每 日市场各种行情均通 过 报 纸
、

电

台
、

电视
、

电话及
“
农协

” 组织传送到基层

“
农协

”
和农户

。

一般情况是
,

中央批发市

场清晨拍卖的价格
、

数量
,

当天下午就传递

到全国各地
,

成为地方批发市场拍卖活动的

主要依据
。

同样
,

基层
“
农协

”
也根据市场

行情来平衡农产品上市的数量和时间
。

四
、

农产品流通费用

由于远距离长途运输
,

流通环节多
,

流

通设施投资大
,

致使农产品零 售价格中流通

费用占的比重很大
,

不仅增加了 消费 者 负

担
,

同时也减少了生产者的收人
。

由于流通费用大
,

生产者所得仅是零售

价的30 %左右
,

商品总价格的70 写左右被流

通领域各环节所分配
。

正因为这样
,

当前 日

本农户和消费者中间逐渐出现摆脱流通中间

环节的趋势
。

如生产者组织的
“
集配中心

”

和消费者组织的
“生活协同组合

” 。 “
集配

中心
”
和基层

“
农协

”
有一定联系

。

农户生

产的产品其中有一小部分送到
“
集配中心

” ,

由
“
集配中心

” 直接出售给零售商
、

超级市

场及
“生活协同组合

” 。

目前主要是销售给

超级市场
,

约占
“
集配中心

”
出售量的 4昭

。

“
集配中心

”
出售农产品采取直接交易

,

买

卖双方议定价格成交
。

通过
“
集配中心

”
和

“

生活协同组合
”

购销农产品的比重目前还很

小
,

商店不足 5 写
,

超级市场不足 1 %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