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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后 ,日本农协的物流设施在机械化 、规模化和技术高度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适应了消费者的周

年消费需求 , 使农产品的规格化成为可能。日本农协物流设施建设的经验对中国发展合作社物流设施的启示是:

政府要加大对合作社的物流软件 、硬件设施的投入;加强合作社物流技术的研究;确立现代物流理念 , 培养合作社

物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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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以下省略为合作社法)实施以来 ,全国各地成立了

众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时

间不久 ,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中 ,如何

完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物流设施是农民专业合作社

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中国政府早在合作社法出台之前就出台了许多

扶持政策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例如 ,

从 2004年开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示范项目 ,

是面向所有的各类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扶持资金的项

目 ,合作社法出台以后该项目继续被实施 。该项目

资金使用方向包括技术引进 、社员培训 、设备投资等

多方面 ,也包括冷库在内的物流设施的建设等(详

见表 1)。随着扶持资金的增多 ,投资建设物流设施

的数量也从每年的 10来个增加到 20多个。

当前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尚存在许

多问题 ,项目扶持资金的用途也多为新品种的引进 、

技术培训等生产方面 ,流通过程中需要巨额投资建

设物流设施的合作社还很少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物

流设施建设情况虽然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将来的物

流设施投资将会大幅度地增加。

日本的农协相当于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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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 100多年的历史。二战后 ,日本农协的物流设

施在机械化 、规模化和技术高度化方面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 ,适应了消费者的周年消费需求 ,使农产品的

规格化成为可能 。因此 ,本文通过统计数据研究二

战后日本农协物流设施的完备过程 ,在此基础上对

农民专业合作社物流设施的今后发展提出建议 。

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以水果相关的物流设施为

主 。水果生产的季节性较强 ,为适应消费者的整年

消费需求必须建设冷库。另外 ,作为嗜好品的水果

可以通过分类分级选出优质水果作为馈赠佳品以增

加其附加值等。因此 ,在储藏和选果方面都有必要

建设物流设施。

表 1　中国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扶持

年份
扶持总额

(万元)
扶持组织数

其中物流设施

投资数

2004 1820 111 29

2005 1900 143 25

2006 1900 154 28

2007 2000 100 15

2008 2500 125 13

　　资料来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项目资金分配表各年版

一 、日本农协物流设施的完备过程

(一)物流设施的普及和规模扩大

日本人的主食是大米 ,所以其农业生产的中心

也是大米。不言而喻 ,大米也是农协销售事业中最

重要的产品 。图 1为日本农协销售事业销售额的推

移 。 20世纪 60年代到 70年代大米占农协销售额

的一半以上 ,但是从 70年代后期开始大米的产量过

剩导致价格低落 ,大米的销售额也随之开始减少 。

并且 ,从 80年代后期开始农协的销售额也开始减

少 ,和大米相比蔬菜水果的比重在逐渐增加
[ 1]
。

随着农协销售事业中蔬菜水果比重的增加 ,各

地农协都纷纷开始建设物流设施。这一点从农协有

形固定资产额的增长幅度中就可以看出。农协有形

固定资产额从 1960年的 2353亿日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3兆 3995亿日元 ,增长了 14.4倍。

接下来看农协物流设施发展的具体情况(图

2)。 1965年 ,拥有蔬菜水果共同利用设施的日本农

协的比率为集货设施 27.3%、选果设施 15.1%、储

藏设施 2.5%、冷藏设施 1.0%, 2000年分别增长到

72.7%, 54.8%, 33.9%, 49.2%。无论是集货场所

还是冷藏设施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 , 1991年到 2001年各物流设施的实际数

量(水果),集货场所从 3061处减少到 1980处 ,手工

选果场所从 608所减少到 520所 ,机械选果场所从

1456所减少到 1130所。表 2为分销售数量别农协

个数情况表。通过此表我们可以看出 , 400 ～ 599吨

的水果销售量是分界点 ,与此相比规模小的农协数

量在减少 ,规模大的农协数量却在增加 。也就是说 ,

农协的规模在逐渐扩大 。接下来看一下机械选果的

农协规模 ,从 1991年到 2001年的十年间平均每个

组织的发货量以 1.2 ～ 2.3倍的速度在增加。苹果 、

桔子 、日本梨 、桃等主要水果的选果基本实行机械选

果(图 3)。苹果和桔子达到 9成以上 ,易碰伤水果

的机械化选果水平相对来说较低 ,但是也达到了 8

成以上。日本农协从 199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组

织合并 ,农协组织合并的同时物流设施的吸收 、合并

以及机械化也在同时进行。

图 1　农协销售事业销售额的推移

　　注:以 2000年为标准对农村物价指数进行了修正

　　资料来源:《综合农协统计表》

　图 2　拥有蔬菜水果共同利用设施的农协比重

　　资料来源:《综合农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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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销售数量别农协数的比率(单位:%)

年份 未满 10t10～ 49t50 ～ 99t 100 ～ 199t 200～ 399t 400～ 599t 600 ～ 999t 1, 000 ～ 1, 999t 2, 000t以上 合计

1991年 15.9 18.5 8.8 10.8 10.1 5.9 6.0 8.9 15.0 100.0

2001年 12.2 18.3 9.0 10.3 9.3 5.9 7.6 9.3 18.1 100.0

　　资料来源:蔬菜水果买卖机构调查报告

表 3　农协集中销售中机械选果的规模

水果

种类

1991年

组织数

(个)

发货量

(t)

每个组织的

发货量(t)①

2001年

组织数

(个)

发货量

(t)

每个组织的

发货量(t)②

②/①

(倍)

柑橘　　 337 654, 300 1, 941.5 203 531, 100 2, 616.3 1.35

夏季柑橘 98 28, 300 288.8 56 30, 200 539.3 1.87

伊予柑　 143 94, 900 663.6 82 126, 200 1, 539.0 2.32

苹果　　 205 316, 400 1, 543.4 125 276, 400 2, 211.2 1.43

柿子　　 198 109, 700 554.0 153 117, 100 765.4 1.38

桃　　　 128 73, 500 574.2 106 75, 000 707.5 1.23

　　资料来源:蔬菜水果买卖机构调查报告

　　(二)物流技术的高度化

最初使用机械进行选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测量

重量和大小 ,此后逐渐被用于等级分类。利用机械

选果设备不但可以识别颜色和外伤 ,也可以使用紫

外线照射以非破坏方式测定水果的内部情况 ,甚至

可以测量水果的糖度和酸度 ,技术水平非常高 。农

协主要水果的机械选果率在颜色 、外伤和形状辨别

方面苹果最高可以达到 8成 ,内部品质方面桃最高

约 5成左右 。如上所述 ,随着物流技术的高度化发

展 ,农协水果选果的机械化水平也越来越高。

图 3　农协蔬菜水果选果方式的比率(2001年)

　　资料来源:《蔬菜水果买卖机构调查报告》

储藏设施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见表 4)。如今 ,

没有冷却装置的普通仓库减少到不到一半 , CA气调

库的数量在逐渐增加

图 4农协机械分级的主要内容(2001年)

　　资料来源:《蔬菜水果买卖机构调查报告》

表 4　水果农协物流设施的发展状况(单位:栋)

年份 普通仓库 低温冷库 CA气调库

1991年 260 596 40

2001年 102 512 53

　　资料来源:蔬菜水果买卖机构调查报告

注:CA是 ControlledAtmosphere省略。气调库通过人工

改变冷库内的气体组成 , 抑制水果的呼吸 , 比一般的低温冷

库能长时间保存水果和蔬菜。

二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物流设施的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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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协的物流设施在战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发展。为了适应消费者的整年消费需求 ,通过建设

物流设施延长供给时间 ,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

新鲜的苹果 。另外 ,选果的机械化使蔬菜水果的规

格化成为可能。近年 ,随着物流技术的提高 ,内部腐

烂或霉变的水果在农协选果时就能够被挑拣出 ,能

够保证把形状 、颜色和味道最好的水果提供给消费

者 。

农协物流过程的机械化 ,应该是通过提高流通

过程中的生产效率以促进农民生产效率的提高 。农

协物流设施的发展提高农民生产效率的优良事例很

多 。在笔者的论文《日本农协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启示 》中 ,津轻平贺农协在增加农

民收入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和物流设施的完备

以及灵活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具体内容请参考该论

文 ,简单概要如下 。随着物流设施的完备 ,农民的初

级选果劳动被大大地减轻 ,通过农协严格的选果把

劣质水果挑拣出来以保证水果的品质 ,掌握农协冷

库的库存信息能够迅速地对应大规模超市的各种要

求
[ 2]
。日本农协物流设施建设的经验 ,对发展合作

社物流设施有以下启示:

(一)政府要加大对合作社的物流软件 、硬件设

施的投入

物流基础设施是物流的硬件 ,政府应支持和加

强冷库等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系统建设是物流的软

件。应建立并完善农产品可追溯系统 ,使所有的农

产品都能追溯产地 、加工地 、销售地的信息。

(二)加强合作社物流技术的研究

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自己的加工销售企

业 ,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支持 。加快对原

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 ,鼓励采用

高新技术积极发展以鲜活农产品冷藏和低温仓储 、

运输为主的冷链物流系统 ,提高农产品冷藏保鲜能

力与市场均衡供应能力。提高农产品的包装技术 ,

根据不同产品的特性 ,不断改进包装。

(三)确立现代物流理念 ,培养合作社物流人才

通过教育 、培训使农民社员和合作社的领导和

员工确立现代物流理念 ,了解现代物流和传统物流

的区别。各高等院校应根据合作社的需求 ,开设农

产品物流专业或相关的专业课程 ,为合作社培养多

层次的物流人才 ,同时借鉴国际经验 ,推行农产品物

流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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