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

和农协组织经营情况

段应碧 刘志仁

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根生率领的 中国农村经济考察团
,

应 日中农林

水产交流协会的邀请
,

于今年 4月 12 日至 2 5日赴日本重点考察了农产品流通情况和农业协

同组合在农产品流通中的活动情况
。

考察团先在东京分别与农林水产省
、

全国农协中央会

和 日中农交协会的专家们进行了座谈
,

然后到岛根县和高知县实地考察
,

在两个县分别

访问了农户
、

市盯村基层农协 和县农协
,

参观 了农产品生产
、

加工设施和批发市场
,

并

分别在三个农户家里住 了一天
。

日方对这次考察很重视
,

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日本朋友的

热烈欢迎
。

通过考察
,

我们了解到不少有关 日本农产 品流通体系
、

农协组织等方面的情

况
,

今介绍如下
:

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

战后初期
,

日本曾一度对农产 品流通实行全面管制
,

从大米到南瓜都 由政府按固定

价格统一收购和分配
,

50 年代初期开始放开
。

现在
,

除部分大米仍由政府收购外
,

其它

都是自由流通
。

政府收购大米是委托农协进行的
,

其购销方式是政府直接向农户下达大 米 收 购 计

划
,

农协按政府的计划
,

把大米收起来
,

批发给零售商卖给消费者
。

购销价格均由政府

制定
,

购销差额和经营费用由财政补贴
。

据 日方介绍
,

日本粮食综合 自给率只有 30 肠左

右
,

需要大量进 口
,

但大米过剩
,

政府对大米实行直接控制
,

是为了保护农民不因市场

价格过低而破产
,

同时企图以低价销售办法刺激国内大米 消费
,

缓解大米过剩的困难
。

政府收购以外的大米
,

允许农 民自己出售
。

前者称为
“

政府米
” ,

后者称为
“

自主

流通米
” 。

政府米由于是混等出售
,

不如 自主米质量好
,

尽管价格便宜 (政府米收购价

格为每公斤约 3 0。日元
,

销售价格为 28 3 日元
;
自主流通米收购价为 3 4 0 日元

,

销售 价 格

为 4 2 5日元 )
,

但销售数量仍是逐步减少的趋势
。

目前日本内销售的大米
,

大体上是政府

米与自主米各占一半
。

据 日本一些大学教授讲
,

随着自主米销售量的扩大
,

政府米积压严

重
,

财政补贴逐年增加
·

近一
、

二年来
,

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对我国粮食收购
“

双轨制
”

很感兴趣
,

据一些 日本朋友说
,

他们要借鉴我们的作法
,

逐步减少政府米的数量
,

扩大



自主米的比重
,

从而逐步减轻财政负担
。

实行 自由流硕的各种农产品
,

农民自销的比重很小
,

主要是委托农协通过批发市场

销售
。

其流通路线大体是
:

生产者一基层农协集货场一县农协经济联集运 中心一批 发市

场一零售商一消费者
。

我们实地考察了高知县蔬菜
、

水果的流通情况
。

该县农民生产的蔬菜
、

六果和花卉
,

按产值计算
,

91 呱是通过农协组织销售的
,

农

民就 地 自销部分只占 9肠
,

农协组织这些产品梢售的方式
,

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步
,

各个农户定时把产品送到市
、

盯
、

村农协的集货场
,

在那里统一进行分级和

包装
,

贴上农协印制的商标
,

并标明品种
、

规格
、

等级
、

数量
、

产地和生声者序号
。

有些

产 品则由农 民按农 协的统一要求在自己家里分级包装好之后再 送到集货场
。

日本农村全

盘机械化和农产品全部经过分级包装
,

销往全国各个城市
,

大部分地区是十五年前即 60 年

代后期和 70 年代 初期实现的
。

这是与全国经 济高速发展和公路交通建设迅速发展相联系

的
。

第二步
,

基层农协把集中起来 的产品送到县农协办的集运 中心
,

在那里按发往地分

别堆放
。

该县农协在园艺产品方面有三个集运 中心
,

我们参观的南国集运 中心占地 3 0 0 0余

平方米
,

货台高出地面 1
.

5米
,

汽车装卸很方便
。

如果基层农协集货场的产 品数 量 大
,

就不送县农协的集运 中心
,

而是办好手续直接运往批发市场
。

第三步
,

县农协把集中起来的产品
,

分别送到各个城市的批 发市场
,

交给批发市场

的收货公司
。

去年
,

县农协向全国 29 个城市的批发市场送货 1 6
.

1万吨
,

销 售 额 6 50 亿日

元
。

其中北海道地 区占 4
.

3肠
,

东北地 区 12
.

7 %
,

京滨地 区 29
.

2肠
,

北陆地区 6
.

1肠
,

中京地

区 11 肠
,

阪神地区 2 0
.

2肠
,

北九州地区 3
.

3肠
,

中四国地区 13
.

2肠
。

县农协在各地 批 发

市场设有办事处
,

每天定时报告当地行情
。

同时
,

县农协有一批专门的销售人员
,

组成

销售指挥部
,

根据收集到的快报
,

决定本县产品往哪儿发运销售
。

由于各地行 情 千 变 万

化
,

竞争激烈
,

能否卖到好的价格
,

完全取决于次个指挥部对市场情况的分析和决断
。

农协集运产品的速度很快
。

一般是当天上午 10 点钟各户把产品送到集货场
,

下午 2

点就能装车外运
。

产品从农户家庭到东京的批发市场
,

总共只需 30 多个小时
。

农协与农民不是买卖关系
,

而是委托代理关系
。

农民把产品交给农协
,

只记数量不

计价格
,

全权委托农协选择最有利的市场出售
。

最后
,

农协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作为销

售费用 ( 基层农协收 2肠
,

县农协收 1
.

7肠 )
。

农协收的手续费
,

大体上能抵顶销售费用
,

如亏损
,

农协从全融
、

保险等其它业务的收入补上
:
如有盈余

,

则与其它业务收入合在

一起
,

年终 按股金分红形式还给农民
。

由于农协收费低
,

农民很乐意把产品委托农协消

售
_

日本各地城市共建有 16 0 0 个批发市场
,

其中大的叫
“

中央批发市场
” ,

20 万人 口以

下 的城市叫
“

地方批发市场
” 。

这些批发市场主要是政府投资兴办的
,

有些小的则是民营

公司投资兴办的
。

每个市场的设施
、

场地
,

分别租给儿个收货公司和一批批发商使用
,

收取一定的租金
。

我们考察了三个批发市场
,

其中岛根县松江市青果批发市场是民营的

地方批发市场
,

占地约 6 0 0 0平 厅米
,

租给两个收货公司使用
,

年销售额 5 2亿元
,

其中菜
、

果各20 亿元
,

花卉 12 亿元
;
术 县 产 的 占 9亿元

。

平均每天销售水果约 6
.

7吨
,

蔬菜 40 余



吨
。

高知县高知市中央批发市场
,

是市政府投资办的
, :
片地 4万平方米

,

租给 3个收货公

司和 61 个批发商
,

平均每天销售水果 9 0吨
,

蔬菜 1 1 0 0 0 吨
。

东京筑地 中央批发市场也是

政府投资的
,

是全国最大的批发市场之一
, ;
片地 2 2

.

: 万平方米
,

租 给 1 1个收 货 公 司 和

1 2 3 3家批发商
,

平均每天销售水产品 2 7 0 0 吨
,

占东京 日销售量的 9 3肠
,

水果蔬菜 1 6 6 3吨
,

占东京 日销量 18 肠
。

收货公司主要是为各地农协团体代理销售农产品
,

按政府统一的标准收取手续费
;

有些也直接收购一些产品再 出售
,

赔赚由公司 自负
。

销售 方式主要是拍卖
,

公司人员拿

着样品面对成群的批发商和大的零售商不断喊卖
,

价格在样品上标明
,

也有 的 减 价 叫

卖
。

价格 由高到低
,

售完为止
。

此外还有
“

议卖
”

和
“

投标
”

方式
。

所谓
“

议卖
” ,

是

收货公司买进的产品
,

标明价格
,

再由双方讨价还价
;

所谓
“

投标
” ,

就是买者报价
,

互相往上抬
,

最后谁出价格高就卖给谁
。

在批发市场进货的
,

除少数较大的零售商以外
,

主要是批发商
。

我们在筑地中央批

发市场看到
,

这些批发商从收货公司成批买进 几百斤一条的金枪负
,

立即拉到 自己 的摊

位上
,

按消费者的要求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小包装
,

再批发给零售商
。

着上去他们很辛苦
,

并不是一个简单
“

倒卖
” 。

政府对农产品流通
,

不具体管价格和渠道
,

而是通过立法严禁地 区封锁
。

为了保证

生产和市场供应的稳定
,

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宏观调控
。

一是指定产 地
,

就是根据

各地需求
,

指定一些地方作为基 ( 团 ) 地 生产某些产 品
。

我们访问的高知县
,

县政府指

定的冬春黄瓜产地 8 个
,

冬春西红柿产地 l 个
,

冬春茄子产地 6个
,

秋冬元葱产地 2 个

冬春青椒产地 6 个
。

二是建立价格安定基金
。

在市场价格过低时给生产者 以补贴
,

使农

民不因市价过低而 失去再生产的能力
。

高知县对蔬菜有四种价格安定基金
,

其中用于指

定产地和指定品种的
“

指定蔬菜价格安定基金
” ,

198 5年共 3 5
.

37 亿日元
,

分别 由中央政

府负担 60 肠
,

县政府负担 20 肠
,

农民负担 20 肠
;

用于非指定产地的
“

特定蔬菜价格安定基

金
” ,

19 8 5年共 6
.

89 亿 日元
,

分别 由中央
、

县
、

农 民各负担 1 / 3 ;
用于 稻田改种蔬菜的价

格安定基金
,

1 9 8 5年共 1
.

72 亿 日元
,

也是由中央
、

县和农民负担 1/ 3
;

用于当地特 产 小

元葱的价格安定基金
,

1 9 8 5年共 0
.

12 亿 日元
,

分别由县政府负担 1/ 3
,

市叮村政府和农

协各负担 1/ 6
,

农民负担 l / 3
。

四种安定基金共计 44
.

10 亿 日元
,

占全县蔬菜产值的 15 肠
。

三是依法严格管理批发市场
。

批发市场的建立
,

在批发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收货公司和

批发商
、

零售商
,

都必须经政府批准
,

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准进入市场成交
。

收货公司收

取手续费的比例也是政府统一规定的
,

不能乱收费
。

政府在批发市场驻有工商行政管理

机构
,

发现舞弊行为
,

立 即依法查处
。

因此
,

批发市场的各种交易 活动很有秩序
。

当然
,

也存在不少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各种弊病
。

这次考察感到
,

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
,

但是农产品特别是蔬菜的生

产和供应比较稳定
,

波动不是很大
。

这一方面是 由于 日本市场 组织程度很高
,

农业有一

套比较健全的农产 品流通系统
,

并且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积累
,

产销之间已经形成 了相对稳

定的联系
。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实施 了比较有效的宏观管理
。

政府虽无直接的生产
、

收购计划
,

但是用价格安定基金等经济手段间接干预生产
,

使菜农有合 理
、

稳定 的 收



人
,

避免了生产的大起大落
,

从而避免了价格的暴涨暴跌
。

政府用行政手段对市场实施

严格的管理
,

使农产品既 自由流通又有秩序
。

通过这些办法保持了生产
、

供应和价格的

相对稳定
.

这是政府利用市场机制
,

以经济手段为主
,

辅之以行政管理所取得 的效果
。

日本农协组织

日本农协是在国家支持 下
,

由农 民投资合作办起来的经济实体组织
,

成 立 于 国 家

《农业协同组合法 》 颁布时的 1 9 4 7年
。

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减少商业资本的剥削
,

维护农

民利 益
,

方便农 民生产和生活
,

改善农 民的社会经济地位
.

近 40 年来
,

农协组织及事业

在挫折
、

困境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

日本农协机构按 国家行政组织的层次分三级设置
。

以市
、

叮
、

村的农民入股 组成基层

农协
,

以都
、

道
、

府
、

县一级各基层农协入股而成为县农协联合会
,

各县联合会组成全

国农协中央会
。

日本的基层农协由正式会员 (农民 ) 及非正式会员 (非农户 ) 组成
,

绝大多数农 民

都是农协的会员
。

基层农 协分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种
。

综合农协主要以本地区农户为

对象
,

开展营农指导
,

进行各种农产品销售
、

生产资料供应
,

并从事信用
、

保险
、

加工

利用
、

农家生活指导等事业
。

因而各县农协均设有经济联
、

金融 (信用 ) 联
、

共济 (保

险 ) 联等组织
,

市盯村农协实际是供销
、

信用
、

保险的综合合作组织
。

19 8 5年底
,

全 国

有综合农协 4 2 6 7个
,

平均每个农协有正式组合员 1 2 9 8人
,

非正式组合员 5 75 人 ( 1 9 8 4年底

数 )
。

专业农协是在蔬菜
、

水果等农产品集中产区建立的农协组织
,

它不经营金融保险业

务
。

一般地说
,

专业农协的会员同时也参加综合农 协
。

19 85 年底
,

全国共有各种专业农协

4 5 8 7个
。

农协各级主要领导人员 由逐级选举产生
,

绝大多数是农协组合员
。

农协创建以来
,

逐步完善制定了一些原则
,

如加入 自由
、

民主管理
、

限制股金分红

等
。

农协是一个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综合体
。

在农产品销售方面
,

农协采 取无条件委托
、

统一结算
、

收手续费等方式
。

这方面
,

农户对农协系统 的综合利用率占 92
.

6 肠 ( 19 84 年
,

下同 )
。

在购买生产资料方面
,

农协通过有计划地大批采购
,

节省 了流通费用
,

从而为

组合员提供优质廉价的工业品
。

这方面
,

农户对农协系统的综合利用率占 77 肠
。

农户在

农协的存款只占其全部存款的 53 肠
。

农户在农协的借款只占全部借款的 47 肠
。

农协 的保

险事业与一般的民间保险不同
,

它的保险金留在本系统 内
,

充做 中长期的农业资金和完

善生 活环境资金而加以利用
。

农协事业发展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

在基层农协发生的每项事业都可在都道府 县
,

以

至全国中央找到对应的系统组织
。

例如
,

购销事业从下向上的组织是
,

基层农协— 都

道府县农协经济联— 全 国农协联经济
。

这种系统事业可 以在某些大企业垄断市场情况

下
,

承受更大的风险
。

这次还初步了解了农协的收益状况
。

大致情况是
,

购买和销售事业仅收 少 量 手 续



费
,

基本做到不赔不赚
,

赚钱的是信贷和保险事业
。

信贷和保险事业 的收入除支付存款

利息和与信贷有关的经费外
,

还要支付全体职员的工资
。

同时农协还可 以从政府购米的预

付定金中得到利息
。

据农协一负责人讲
,

这种利息是一笔可使农协 由赤字变黑字 的款
.

此外
,

为了满足农户对低利长期贷款的需求
,

国家通过农协给农民以优惠贷款
,

如低利

或贴息贷款
,

保证了农协事业的发展
。

农协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利用 的关系
。

政府的法律
、

农村政策依靠

农协帮助来贯彻执行
。

农协依靠政府制定符合农 民利益的农业政策
。

当政府的政策符合

农民利益时
,

农协就服从政府领导
;
当政府和农 民利益发生矛盾时

,

农协就站在农民一

边
,

为农 民说话
。

日本政府对农协实行低税制
,

一般股份公司的所得税率为 62 肠
,

而农

协仅为 39 肠
。

1 9 8 5年
,

日本政府扶持农业款 2 6 4 6 2 亿日元
,

占财政支出的 5肠
。

这笔款的

一部分是通过农协用于农业或农民的
。

这次考察感到
,

日木农协和农民的关系密切
,

在农产品流通及产前
、

产中和产后等

方面服务工作做得好
,

很受农民欢迎
。

在县 以下尤其是基层农村占有相当大 的 经 济 力

量
,

可以兴办一些福利事业
,

在农村占有重要地位
。

还可以代表农民与政府对话
,

为农

民谋取一些利益
,

而又不给农民增加负担
。

在 日本那种私人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环

境中
,

农协在改善农民经济地位
、

保护农民利益方面
,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上接第 3 1页 ) 秘书处成员参加了会议
,

讨论 了苏联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经济合作问题
。

同

年 1 1月
,

苏首次以观察员身份 出席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
,

并要求成为该机构的正式成

员国和全面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常设机构的活动
。

X X X X X X

苏联对外经济机制的改革是从去年 8 月开始的
,

尚属试验性质
,

一些法律
、

法规尚

在制定中
。

有的决定
、

条例也只是从今年 1月旧 才开始实施 的
。

苏联 的对外经济改革是

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它不可能脱离加速经济发展的总战略而孤立进

行
。

因此
,

对外经济改革的前景
,

在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

估

计今后的发展趋势将是
:

( 一 ) 对外经济改革将有计划地 向灵活开放的方向发展
。

今后对外经济在苏联加速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总战略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

外贸管理也会 日益受到重视
。

但是
,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
,

世界市场的不断变化和国际政治
、

经济形势的发展
,

对外经

济的组织机构
、

管理方法
、

经济结构等势将经常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变
。

(二 ) 改革对外贸发展将起积极作用
,

但不可能导致经贸量的大幅度增长
。

苏联在

对外经济活动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改茧措施
,

能刺激企业的进取精神
,

加强各生产部门对

扩大产品品种
,

提高产品质量
,

采用新的科研成果和对提高生产效益等的关 心
,

从而能

为提高产品竞争力
、

扩大对外经济联系 造 良好的开端
。

但综观内外错综复杂的基本制

约因素
,

苏对外经济机制改革将不大可能推动其对外经贸关系的很大发展
.

特别是同西

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只能是不稳定的缓慢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