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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以葡萄为调查对象 ,通过对不同流通渠道下各环节流通主体的深度访谈 ,调

查了不同流通渠道下葡萄流通的成本 、效率与利润分配情况。在我国葡萄流通中 ,从流通成本来

看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农户 +农

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从流通效率来看 ,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

合超市 +消费者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

者 ”;从流通主体获利来看 ,以成本利润率指标来衡量 ,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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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流通渠道是指农产品及相关服务通过

一系列相互依存的组织(或个人)从提供者转移到

消费者的途径 、过程以及相互关系。随着我国主要

农产品的供给从总体短缺 、供不应求转向相对过

剩 ,农产品流通渠道发生了很大变化 ,出现了一些

新的渠道形式和渠道系统 ,使得农产品流通渠道整

体上处于一种新与旧 、破和立的交替时期 (李春

成 、李崇光 , 2006)。那么 ,在农产品流通渠道呈现

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下 ,何种类型的农产品流通渠道

的流通成本更低 、流通效率更高 ?本文以辽宁省锦

州市水果主产区北镇市生产的葡萄为案例 ,对不同

流通渠道模式下农产品流通成本和流通效率进行

比较分析 ,以期为农产品流通渠道选择提供决策

参考。

一 、文献回顾

　　农产品流通问题 ,不仅是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的一

个问题 ,而且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

从农产品流通成本来看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农

产品流通成本及其与利润的关系。如 Kumar、Husa

(2002),徐志全(2002),张均涛(2007),王学真等

(2005),汤石雨等(2006),翟雪玲 、韩一军(2008),

孙侠 、张闯(2008)。

从农产品流通效率来看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农

产品流通效率的衡量 、影响因素及其优化对策。如

Chahal等(2002),郭恒等(2008),寇荣 、王可山等

(2009),郭红莲等(2009),李春海(2005),张闯 、夏

春玉(2005),谭向勇等(2008)。

从农产品流通渠道来看 ,现有研究主要涉及:

(1)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变迁与类型(孙剑 、李崇光 ,

2003;李大胜 、罗必良 , 2002;张闯 、夏春玉 , 2005;杨

年芳 、孙剑 , 2007;杜红平等 , 2008;郭崇义 、庞毅 ,

2009。(2)农产品流通渠道绩效评价 ,如赵晓飞 、

李崇光 (2008), 王彬等 (2008), 孟菲 、傅贤治

(2007)。 (3)农产品渠道模式选择 ,如赵晓飞 、李

崇光(2007),王广斌 、冉维龙(2004),陈晓群 、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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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2007),郭崇义 、庞毅(2009)。 (4)农产品流通

渠道创新 ,如袁华(2005),汪旭晖(2008),赵晓飞 、

田野(2009)。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 ,关于农产品流通成本 、效

率和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研究正逐渐深入 、具体 ,但

该领域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从研究对象来看 ,

主要涉及粮食 、蔬菜 、畜禽等农产品 ,而较少关注水

果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专门研究葡萄流通的文

献资料;从研究方法来看 ,由于不易获取农产品流

通相关数据 ,现有研究倾向于采用定性分析或案例

分析的方法 ,这可能会导致其结果缺乏足够的解释

力;从研究内容来看 ,倾向于孤立研究农产品流通

成本 、农产品流通效率或农产品流通渠道问题 ,其

实这三个问题是紧密相联的 ,都是中国农产品流通

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 ,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

研究的方法 ,选取葡萄为调查对象 ,对不同流通渠

道下的流通成本和流通效率进行分析 、比较 ,以探

寻最优模式的农产品流通渠道 。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考虑到农产品流通包括生产 、批发 、零售 、物流

等诸多环节 ,且不同的流通渠道所涉及的流通环节

差别较大 ,不宜采用统一标准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

对不同流通渠道 、不同环节的受访者进行调研。因

此本文选取案例研究方法 ,试图通过对葡萄农户 、

批发商 、零售商的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

本文研究的是同一种水果在不同流通渠道下

的流通成本和效率。不同品种的水果虽然存在价

格差异 ,但由于同一环节的流通费用相对固定 ,因

此选取的水果品种对研究结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同时 ,葡萄是城镇居民普遍消费的农产品 ,且锦州

是全国有名的 “葡萄之乡 ”,其葡萄生产和销售都

具有典型意义。因此 ,本文选择锦州水果主产区北

镇市生产的葡萄作为研究对象。此外 ,为了研究之

便 ,本文假设几种流通渠道中所涉及的全部流通主

体均只经营这一种水果。

(二)调研设计

按照流通渠道的环节层次划分 ,目前锦州市葡

萄流通渠道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 “农户 +经纪

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模式
＊
,所占比

例约为 50%;二是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

综合超市 +消费者 ”模式 ,所占比例约为 25%;三

是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模式 ,所占比例约

为 20%。针对这三种葡萄流通渠道 ,我们将全部

调研人员分为三个小组 ,分别负责与各种流通渠道

相关的资料收集工作 。

在深入访谈前 ,事先拟定了详细的访谈提纲 ,

访谈内容根据对象的不同有所差异 ,主要包括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包括年龄 、性

别 、受教育程度 、家庭规模 、从业年限等;第二部分

是受访者所处流通环节发生的主要费用 ,如生产环

节的生产资料费用 、土地投入成本 、人工费用等;批

发 、零售环节的运输费 、包装费 、损耗费 、市场管理

费 、雇用工人费等;第三部分是受访者的销售价格

(即生产价格 、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和收入水平

以及对目前现状的评价。

正式调研分两次完成 。第一次于 2009年 4— 5

月进行 ,主要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进行全面

调研 ,如葡萄产出地农户的种植规模 、投入 、产出 、

销售情况 、政府政策等;中间商和零售商所处的流

通渠道 、葡萄进价 、流通成本 、销售价格 、损耗率等。

第二次于 2009年 8— 9月进行 ,主要是对第一次调

研的数据进行补充和修正 。调研采用任意抽样 、判

断抽样与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为了完整 、客观

反映葡萄流通过程中的成本和效率 ,一方面通过访

谈录音 、纲要记录及时整理访谈资料;另一方面通

过暗中观察 、横向比较 ,并参照相关部门的统计信

息对调研数据进行核准和确认 。

(三)样本分布

本文重点调查了锦州市三种葡萄流通渠道下

各个流通环节的流通主体 。其中 ,深度访谈了 22

位农户 、3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4个经纪人 、5个

批发商 、2位大型综合超市经理 、20位小商贩及 10

名水果超市经营者。接受访谈的样本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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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所示 。

表 1　访谈内容简表

项目 农户
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
经纪人 批发商

大型超

市经理
小商贩

水果超市

经营者

样本数量

(人)
22 3 4 5 2 20 10

平均访

谈时间
(分钟)

20 45 25 20 30 15 20

样本分布

常兴店镇 、鲍家
乡 、闾阳 、大市 、
正 安 、 廖 屯 、
黄屯

常兴店镇和鲍

家乡

常兴店镇 、黄屯
和鲍家乡

锦州市水果批

发市场

锦州大润发超

市 、锦州华联
超市

人民街农贸市
场 、杭州街农贸
市场 、贵州街农
贸市场 、古塔
早市

锦州市古

塔 区 、 凌
河区

样

本

特

征

年龄 54 48 45 40 32 43 45

最高文

化程度
专科 高中 初中 本科 本科 高中 高中

平均从

业年限
20年 7年 10年 8年 5年 12年 3年

抽样方法 任意抽样 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 判断抽样 典型调查 任意抽样 判断抽样

主要数据

种植面积 、产
量 、生产成本 、
种植损耗 、包装
成本 、销售价
格 、销售渠道

收购价格 、收购
量 、运营成本 、
损耗 、销售价
格 、销售渠道

相关费用 、收入

进货价格 、运输
费用 、运输损
耗 、雇工费用 、
市场管理费用 、
销售价格

运营成本 、损
耗 、销售价格 、
销售量 、经营
收入

进货价格 、市场
管理费 、损耗 、
销售价格 、销
售量

进货价格 、
税费 、场地
租金 、流通
费用 、雇工
费 用 、 损
耗、销售价
格、销售量

(四)变量测量

变量包括流通成本和流通效率。流通成本是

指葡萄由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过程中在不同阶段

的总费用支出 ,主要包括人工 、运输 、包装 、储存 、损

耗等费用。流通效率是指流通过程中所有收益与

成本的直接或间接比较 ,是流通渠道中各环节主体

和渠道整体的效率(寇荣 、谭向勇 , 2008)。关于流

通效率的评价 ,有些学者采用多维指标体系 ,有些

学者选取单一指标 ,本文则采用流通费用率指标。

流通费用率是指在各个流通环节流通主体执行流

通业务所需支付的流通费用与实现的销售额的比

例 ,选取该指标主要考虑因素一是在多维评价指标

体系中 ,市场整合度 、市场集中度 、信息化水平等一

些指标难于准确测量;二是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

法 ,样本数量有限 ,如果选取多维指标则难以选取

适当的数学分析工具 ,分析结果将缺乏解释力;三

是对流通者来说流通费用率是其极为关注的指标 ,

采用这个指标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流通效率的高低。

三 、案例分析

　　(一)不同流通渠道下葡萄流通的成本结构与

利润分配

1.“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

者 ”流通渠道。葡萄从产地农户流通到消费者手

中共经过 4个环节 ,这些环节与相应的成本构成如

图 1所示。

(1)农户生产环节费用 。北镇市葡萄种植户

目前均采用 “陆地 ”种植方式栽种葡萄 ,葡萄在生

产过程中的成本 ,主要由直接生产资料费用 、基础

设施与生产工具的折旧费和维护费 、人工费用以及

其他费用四部分构成。根据这四项费用支出计算

出农户在种植葡萄过程中每亩地的总费用约为

2250.5元 ,平均产量为 2750公斤 /亩 ,则平均每公

斤的生产成本为 0.8184元。 2009年 8月北镇市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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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流通渠道下葡萄流通环节及成本

萄 “大陆货”的地头平均收购价格为 2元 /公斤 ,则

农户销售 1公斤葡萄平均可获得的利润为

1.1816元。

(2)经纪人采购环节的费用。葡萄属于易损

耗农产品 ,包装好坏对批发商利润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 。最常用的包装箱有木头箱和塑料箱两种 ,皆为

3公斤装 ,均价为 1.15元 /个。为了最大限度地防

腐 、防潮 、降低损耗 ,每个箱子均需一个塑料袋 、两

片保鲜药 ,塑料袋为 0.15元 /个 , 保鲜药为 0.05

元 /片。由此 ,葡萄的包装费用为 0.4666元 /公斤。

另外 , 6吨运货车通常需要雇用 3名搬运工花费 1

天的时间整装 ,平均每名工人的费用为 65元 /天 ,

此阶段雇工费用为 0.0650元 /公斤 。由此 ,测算出

采购环节费用情况如表 2所示 ,其中包装费和雇工

费用都由批发商支付。另外 ,批发商还需向经纪人

支付 0.08元 /公斤的代理费用以及 2元 /公斤的进

货费用 ,则采购环节的总费用为 2.6150元 /公斤 。

表 2　经纪人采购环节的费用　(元 , %)

项目 每吨费用 所占比例

电话费 1.67 　0.62

包装费 233.33 87.23

雇工费用 32.50 12.15

合计 267.50 100

(3)运输环节的费用 。北镇市与锦州市两地

相距 96公里 ,批发商每次进货周期为 1天 ,以 6吨

货车为例 ,平均每百公里耗油 11升 ,司机工资为

2000元 /月 、维修费 500元 /月 ,保险费 4000元 /年。

2009年 8月柴油的平均价格为 5.5元 /升 ,故往返

一次的燃油费为 116.16元 。同时 ,葡萄在运输过

程中因为包装或摆放不当产生损耗 ,平均损耗率为

1%,各项费用如表 3所示。

表 3　运输环节的费用　(元 , %)

项目 每吨的费用 所占比例

油费 19.36 　36.46

司机工资 11.11 20.92

维修费 2.78 5.24

保险费 1.85 3.48

损耗费 18.00 33.90

合计 53.10 100

(4)在锦州市批发环节的费用 。北镇市葡萄

运到锦州市后 ,即进入锦州市水果批发市场进行销

售 ,在批发市场销售过程中批发商需要支付以下四

项费用(见表 4):①市场管理费。锦州市水果批发

市场按照批发商当日的批发价格一次性收取 3%

的管理费 ,不再额外收取摊位费 。 2009年 8月葡

萄的平均批发价格为 3.60元 /公斤 ,则批发商日销

售 6吨葡萄需向市场缴纳管理费 324元。 ②冷库

费用。葡萄的易腐蚀性决定其对温度 、湿度的高要

求 ,为最大限度降低损耗 ,批发商普遍租赁冷库以

储存待销葡萄。冷库的费用分为两部分:租赁费和

电费 ,平均每个冷库位的租赁费为 10000元 /年 ,电

费为 550元 /月。 ③雇工费用。批发商雇用的工人

有两种:长工和短工。长工按月支付工资 , 平均

1350元 /月 ,主要负责整理 、分拣 、销售。而卸货 、

码垛则要雇用短工 ,平均工资为 55元 /天。 1个批

发商平均每天要雇用 1个长工和 2个短工 ,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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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工费用为 155元 /天。 ④损耗费 。在批发环节 ,

由于摆放 、包装 、储存等原因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

损 、腐烂 ,平均损耗率为 1%。

综上所述 ,批发商要承担采购费 2.6150元 /公

斤 ,运输成本 0.1062元 /公斤 ,则总成本为 2.9322

元 /公斤。按 2009年 8月葡萄的平均批发价格 3.6

元 /公斤计算 ,则葡萄批发商的利润为 0.6678元 /

公斤。

表 4　批发环节的费用　(元 , %)

项目 每吨的费用 所占比例

市场管理费 54 　51.17

冷库费用 7.69 7.29

雇工费用 25.83 24.48

损耗费 18 17.06

合计 105.52 100

(5)在零售环节的费用 。零售商通常在早市

和农贸市场各有 2个摊位 ,平均每个摊位的费用为

100元 /月 ,则零售商每月缴纳的摊位费与工商管

理费之和为 400元。农贸市场为消费者提供的包

装比较简单 ,每日成本约 10元。另外 ,零售商虽然

拥有丰富的水果销售经验 ,但受果品质量 、销售周

期 、储存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一般 3公斤包装箱的

损耗至少为 0.5公斤。正是由于葡萄损耗率高的

特性 ,长期从事葡萄销售的业主都会租一个专门的

水果储存库 ,费用为 500 ～ 600元 /年 。工作日的销

售量约为 150公斤 /天 ,周末约为 200公斤 /天 ,则

零售商每月的费用约为 4533.58元(见表 5)。

表 5　零售环节的费用　(元 , %)

项目 每吨的费用 所占比例

摊位费与工商管理费 40.82 　8.28

包装费 30.61 6.21

损耗费 416.67 84.56

仓库租赁费 4.68 0.95

合计 492.78 100

　　注:需要说明的是 ,锦州的城市规模 、地形地貌 、经济发展水平

等客观原因 ,决定了零售商普遍使用承重 500～ 600斤的人力三轮

车作为运输工具 ,该运输工具价格低廉且使用年限长 , 故零售环节

的运输费用忽略不计

在零售环节 ,每公斤葡萄的费用为 0.9256元 ,

进货价格为 3.6元 /公斤 ,即零售环节的总成本为

4.5856元 /公斤。 2009年 8月葡萄平均零售价格

为 5.0元 /公斤 ,则葡萄零售商的利润为 0.4144

元 /公斤。

2.“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

消费者 ”流通渠道。葡萄从产地农户流通到锦州

市区消费者手中共经过 3个流通环节 ,这些环节以

及相应的成本如图 2所示 。

图 2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流通渠道下葡萄流通环节及成本

　　(1)农户生产环节的费用。与 “农户 +经纪

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流通渠道相比 ,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

者 ”流通渠道中增加了塑料袋费用 420元 /亩 ,损耗

费则降至 40元 /亩 ,即每亩地的种植总费用约为

2610.5元 。按照优化栽培技术 ,优质葡萄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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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为 1500公斤 /亩 ,则平均生产成本为 1.7404

元 /公斤 。 2009年 8月优质葡萄平均回收价格为 4

元 /公斤 ,则农户销售优质葡萄平均可获得利润

2.2596元 /公斤。

(2)合作社回收与运输环节发生的费用。通

过与合作社负责人的深度访谈发现 ,合作社每年主

要发生三项运营费用 ,以北镇市常兴店葡萄生产合

作社为例 ,一是冷库费用。每一批回收的优质葡萄

都要储存到冷库中 , 3000吨冷库的建设成本约为

3000万元 ,使用年限通常为 20年 ,每公斤葡萄占

1.0元的折旧费;冷库使用中耗费的成本主要是电

费 ,平均费用为 0.6元 /公斤 。二是人工费用。人

工费用包括合作社正式员工和临时搬运工的费用。

其中 ,正式员工的费用约为 0.14元 /公斤 ,临时搬

运工的费用约为 0.06元 /公斤。三是包装费用。

在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

流通渠道包装的基础上 ,还需对每个包装袋分别打

孔 ,费用为 1元 /袋 ,故此流通渠道的包装费为 0.8

元 /公斤 。因此 ,在合作社回收环节葡萄的运营成

本为 2.6元 /公斤(见表 6)。

葡萄从合作社运输到锦州市超级市场的费用

与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

流通渠道在运输环节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没有差异。

表 6　合作社的运营费用　(元 , %)

项目 每吨的费用 所占比例

冷库费用 800 　61.54

人工费用 100 7.69

包装费用 400 30.77

合计 1300 100

(3)超级市场发生的费用。大型综合超市的

水果经营多采用自营模式 ,通过大批量采购减少中

间流通环节来降低经营成本 。通过对锦州市大润

发 、华联两家大型超市实地调查了解到 ,一个 100

平方米的水果区基础设施投入约为 8.75万元 ,平

均使用年限为 10年 ,则基础设施折旧费用为 8750

元 /年。同等面积的水果区 ,通常需要配备 6名员

工 ,负责水果上架 、促销和展台管理 ,每名员工的平

均工资为 1000元 /月。优质葡萄运到后需要超市

自行雇工进行搬运 , 通常 6吨车的搬运费为 270

元 。大型综合超市一般常年租有冷库 ,用于储存不

易储藏的水果 ,平均每个冷库的租赁费为 10000

元 /年 。在大型超市销售葡萄的过程中 ,还存在其

他一些费用 ,主要包括电费 、包装费 、收银纸费等。

其中 ,电费 1000元 /月 、包装费 1500元 /月 、收银纸

费 200元 /月 。大型综合超市平均每天销售优质葡

萄约 1500公斤 ,由此计算各项费用如表 7所示 。

在本环节 , 每斤优质葡萄的运营成本为

2.6782元 /公斤 ,进货价格为 8.3334元 /公斤 ,则总

成本为 11.0116元 /公斤。 2009年 8月 ,优质葡萄

平均销售价格为 11.916元 /公斤 ,则超级市场销售

优质葡萄平均可获得利润 0.7884元 /公斤。

表 7　零售环节的费用　(元 , %)

项目 每吨的费用 所占比例

基础设施折旧费 8.1 　0.61

员工工资 66.7 4.98

搬运费 45 3.36

冷库费用 9.3 0.69

损耗费 1180 88.12

其他费用 30 2.24

合计 1339.1 100

3.“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流通渠道。葡

萄从产地农户流通到锦州市区消费者手中共经过

2个流通环节 , 这些环节及相应的成本如图 3

所示。

图 3　“水果超市 +农户”流通渠道

下葡萄流通环节及成本

与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

费者”流通渠道相比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流通渠道中农户生产成本在损耗费方面差别较小 ,

费用为 130元 /吨 ,而葡萄销售价格与流通费用则

有较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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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覆盖率 、销售量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水果超

市每次进货量的有限性 ,农户大多不愿满足水果超

市零散的购买需求 ,通常选择等待经纪人的一次性

大批量采购 。因此 ,即使同为地头直接采购 ,水果

超市也要支付略高的价格以补偿农户损失。一般

情况下 , “大陆货 ”的平均价格为 2.6元 /公斤。

在运输环节 ,因无法达到独立运输的货运量 ,

水果超市大多委托专业运输公司代为运输。因此 ,

这种运输方式直接按运输重量收取费用 ,平均运费

为 0.2元 /公斤。另外 ,水果超市还需支付装卸 、搬

运费用 ,平均为 0.2元 /公斤 ,即运输环节的总费用

为 0.4元 /公斤。

表 8　水果超市经营费用　(元 , %)

项目 每吨的费用 所占比例

城市管理费 2.5 　0.85

场地租赁费 27.78 9.41

包装费 15 5.08

人工费用 40 13.54

损耗费 210 71.12

合计 295.28 100

水果超市的经营费用主要包括城市管理费 、场

地租赁费 、包装费 、人工费用和损耗费。其中 ,城市

管理费约为 900元 /年;40平方米的场地租赁费约

为 10000元 /年;水果超市销售葡萄时所提供的包

装为常见的简易塑料袋 ,费用为 450元 /月;同等规

模的水果超市通常雇用 1名工人负责日常销售和

货物整理 ,平均工资为 1200元 /月;由于水果超市

在销售周期 、储藏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会产生一定损

耗 ,通常占进货量的 10%左右。以 40平方米的水

果超市为例 ,每天销售葡萄约 500公斤 ,水果超市

的经营费用如表 8所示 。葡萄成本为 0.5906元 /

公斤 ,进货价格为 2.6元 /公斤 ,运输总费用为 0.4

元 /公斤 ,按 2009年 8月水果超市的平均零售价格

4.2元 /公斤计算 ,则葡萄零售商的利润为 0.6094

元 /公斤。

(二)不同流通渠道下葡萄流通成本和效率的

比较

1.流通成本 。扣除各流通环节的进货价格

后 ,计算出三种流通渠道模式下各流通环节及渠道

整体的流通费用与销售额(见表 9)。无论是从渠

道整体还是从中间商环节或零售环节 , “农户 +农

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流通渠

道的流通费用都是最高的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

费者”流通渠道的流通费用最低 ,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流通

费用则介于二者之间 。

表 9　不同流通渠道模式下各流通环节及渠道整体的流通费用与销售额　(元 /吨)

流通渠道
中间商环节 零售环节 渠道整体

流通费用 销售额 流通费用 销售额 流通费用 销售额

农户+经纪人 +批发市场 +
零售商 +消费者

446.1 1800.0 492.8 2500.0 938.9 4300.0

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1353.1 4166.7 1339.1 5900.0 2692.2 10066.7

农户+水果超市 +消费者 200.0 0 295.3 2100.0 495.3 2100.0

　　注:将三种葡萄流通渠道下介于农户与零售商之间的流通主体统称 “中间商 ”。下同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成本之所以是最高的 ,这可能

是因为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在葡萄种植户产前 、产

中 、产后都要提供相应的服务 ,耗费很大;大型冷库

的建立与维护提高了成本。 “农户 +经纪人 +批

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成本次之 ,

一方面 ,因为单个零售商的经营规模小 、收益低 ,并

且面临水果超市等新型零售商的激烈竞争 ,为了实

现理想的收益 ,提高批零价差是最直接有效的方

式 ,因此提高了流通费用;另一方面 ,该流通渠道的

流通环节多 ,多次装卸 、搬运增加了流通损耗 ,无效

物流费用高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流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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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流通费用最低 ,其可能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有效

连接了农户和零售市场 ,中间没有其他流通主体 ,

仅涉及运输费用 。

2.流通效率。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

零售商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流通费用率为

21.83%,中间商环节与零售环节的流通费用率分

别为 24.78%和 19.71%。 “农户 +专业合作社 +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流通费用率

为 26.74%,中间商环节与零售环节的流通费用率

分别为 32.47%和 22.70%。 “农户 +水果超市 +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流通费用率为 23.59%,零售

环节的流通费用率为 14.06%(见表 10)。可见 ,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流

通渠道流通效率最高 , “农户 +专业合作社 +大型

综合超市 +消费者”流通渠道流通效率最低。

表 10　不同流通渠道下各流通环节及渠道整体的流通费用率　(%)

流通渠道
中间商环节 零售环节 渠道整体

流通费用率 流通费用率 流通费用率

农户+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24.78 19.71 21.83

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32.47 22.70 26.74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14.06 23.59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

者 ”流通渠道的流通效率较高 ,其原因可能是该

流通渠道作为当前锦州市地区农产品流通的核心

渠道 ,长期获得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扶持。同时 ,

相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 、基础设施 、管理水平

能够较好地满足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服务需求 ,这

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时间 , 降低了流通费

用 ,也获得了较高的流通效率。 “农户 +水果超

市 +消费者 ”流通渠道在零售环节的流通效率最

高 ,这显示出大型综合超市业态的竞争力 ,但从

渠道整体流通效率的角度看该流通渠道并非最

优 。这可能是因为 ,水果超市的组织化程度低缺

少集约化的流通链条 ,流通量和销售量限制了大

批量的经济运输需求 , 导致单位商品的运输成

本 、销售时间成本都很高 ,降低了该渠道的流通

效率 。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流通渠道无论是整体效率还是分环节

效率都是最低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解决了

“小农户 ”与 “大市场 ”矛盾的流通渠道发展思路

是错误的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 一方面 , 合作社

获得的政府扶持政策较少 ,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

境;另一方面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不太

规范且规模偏小 ,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现代

化 、组织化和管理科学化程度都很低 ,产生了较

高的流通费用 。

表 11　不同流通渠道下各个流通主体的利润及成本利润率　(元 /公斤 , %)

流通渠道
农户 中间商 零售商

利润 单位成本利润率 利润 单位成本利润率 利润 单位成本利润率

农户+经纪人 +批发市场 +
零售商 +消费者

1.182 28.88 0.668 71.63 0.414 42.01

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2.260 25.97 1.628 60.65 0.788 28.48

农户+水果超市 +消费者 1.770 42.70 0 0 0.610 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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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流通渠道下不同流通主体的获利

比较

从表 11可见 ,仅从利润额来看 ,无论在哪种葡

萄流通渠道中农户获得的利润均最高 ,而零售商获

得的利润均最低 。然而 ,农户 、中间商 、零售商的获

利周期存在明显差异。以葡萄流通为例 ,葡萄的生

产周期为 5个月 ,在种植过程中农户不仅没有收

入 ,还要持续支付生产资料 、人工费用等生产成本 ,

时刻承担自然风险与价格风险。而中间商和零售

商的获利周期通常仅为 1天 ,且担负的风险较小。

因此 ,将获利周期这一时间要素考虑进来进一步考

察不同流通主体的成本利润率可见 ,在三种葡萄流

通渠道中 ,中间商的单位成本利润率均最高 ,而农

户的单位成本利润率均最低 。中间商的单位成本

利润率是农户的 2倍多 ,而零售商的单位成本利润

率则是农户的 1 ～ 3倍 。这是因为农户作为交易主

体 ,规模小而数量庞大 ,同时获利周期比中间商和

零售商长 ,无法排除诸如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

响 ,作为市场价格的被动承受者其收入常发生较大

波动。而中间商和零售商通常拥有较强的渠道权

力 ,交易对象选择余地很大 ,当销售价格发生变化

时可通过压低收购价保持稳定的利润。与零售商

相比 ,中间商的单位成本利润率要高出 2倍左右 ,

这是因为中间商的单位利润与销售量均高于零

售商。

表 11还显示 ,在葡萄流通的三种渠道中 , “农

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这种流通渠道的单位成

本利润率最高 ,而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

综合超市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单位成本利润率

最低。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 ,在三种葡萄流通渠道中 ,

从流通成本来看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 <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

者 ”;从流通效率来看 ,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

费者”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

费者”;从流通主体获利来看 ,如果考虑获利周期

这一因素 ,以成本利润率指标来衡量 ,则 “农户 +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 <“农

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 <“农

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可见 ,从流通成本和农

户获利的角度 ,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是最

理想的葡萄流通渠道;从流通效率的角度 ,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商 +消费者 ”是最理

想的葡萄流通渠道;而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大型综合超市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功能还没有

充分显现。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要

充分发挥 “农户 +水果超市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

低成本优势和 “农户 +经纪人 +批发市场 +零售

商 +消费者 ”流通渠道的高效率优势 ,同时还应发

展和完善新型农产品流通渠道 ,例如 “农户 +超级

市场 +消费者 ”、“农户 +农产品经销公司 +连锁

超市 +消费者 ”、“农户 +龙头企业 +零售终端 +

消费者 ”等渠道模式 , 实现各种流通渠道优势互

补 ,共同发展。二要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 ,增

强 “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型综合超市 +消

费者”流通渠道的功能。首先 ,政府应通过立法明

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主体地位 ,为其长远发展

奠定制度基础。其次 ,设立专项扶持资金 ,如按合

作社规模每年发一定数额的财政补贴;当市场价格

出现剧烈波动时政府应追加部分价格补贴 ,以降低

合作社所承担的市场风险 。第三 ,适度放宽合作社

的贷款条件 ,缩短贷款时间 ,优先满足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信贷需求。第四 ,改进物流技术 ,降低流通

损耗。应加快建设以冷藏和低温仓储 、运输为主的

农产品冷链系统 ,形成生产—运输 —储藏—销售的

整体服务体系 ,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高效运输通

道 ,优化农产品物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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