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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农村物流成本过高、农产品滞销滞运成为影响农村经

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是上

述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农村主要物流经济活动来自于农产

品物流，农产品对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存储、装卸、搬运、时
效性等要求较高。有数据显示，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物流

中的损失价值占到总价值的 12~15%，造成巨大的资源浪

费。因此提高农村物流运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意义重大。
国内外学者已经探索出一些关于“最后一公里”的运

作模式来解决末端物流配送。比如 InPost 公司的“最后一

公里”输送系统[1]，客户在网购时选择指定地点的包裹储物

柜，然后凭取货码取货，从而控制“最后一公里”配送的灵

活性和时效性，但是这种通过终端取货的方式较大程度依

赖线下储物柜投放密度，难以大规模投入；White 提出捆

绑产品出货[2]提高最后一公里配送效率，这种模式从客户
需求和期望的角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和服务
质量。国内企业也针对最后一公里问题探索出新的服务模
式，比如快递园构想 [3]、共同配送 [4]、海尔日日顺家电物流
“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公交车模式”[5]等，这些模式分别从
不同层面解决“最后一公里”物流服务问题，但是各有其局
限性，多适用于城市末端物流配送。然而在我国农村，农业
生产的多样性与季节性、地域分散性、个体规模小而数量
大、农产品物流时效性要求高等特点，决定了农村物流比
城市物流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城市物流“最后
一公里”服务模式很难在农村推广。

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本质在于需求分散、信息不对
称。一方面农产品产出具有季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因而
常常导致农产品物流市场需求波动较大；另一方面农村地
域宽广，且农产品产出品种多、密度不均匀，农村物流服务
资源无法形成规模。所以，做好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
务关键在于解决农村物流市场信息不对称和物流运力资
源集中化的问题。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创新农产
品流通方式、加快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转型升级、支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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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企业参与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农村物流相关意
见。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平台技术成为新的时代特征，
滴滴打车、车货匹配等双边平台成功实现了服务（产品）的
供需匹配。平台能够准确定位，连接需求互补双方，完成双
边交互贸易活动。同时，由于双边平台中网络外部性的影
响，可以快速地集聚大量分散的农村物流需求客户和物流
资源，这为解决农村物流信息不对称、资源不集中的问题
提供了参考。

1 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现状分析

在农村主要的物流活动发生在农资采购和农产品销
售运输等一系列活动中，农村物流与农业活动的联系紧
密。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不仅是农资采购的“最后一公
里”，也是农产品销售运输的“最初一公里”，由于农业生产
资料和农产品性质特殊，相对于城市物流最后一公里而
言，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具有较大差异性和复杂性。

1.1 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特征分析
由于农村地域特点、物流需求特征及农产品特性等因

素，对“最后一公里”物流配送也产生了新的高要求。农村
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物流需求分散。农村市场通常是一个个村落分
散各处，农产品生产范围广、局部交易量有限，而目前国内
物流企业多集中在人口集中、交易量大的地区，因此农产
品物流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导致农产品滞销滞运。

第二，周期性需求。不同种类农产品播种时间和生长
气候不同，因此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也会形成周期性需求，
如种苗、化肥、农药等，由于信息沟通不方便，农民一般只
能自己去城里采购或者附近几家农户一起去采购农资。同
时由于农作物受到外界气候、经济条件影响，且不同种类
农产品具有季节性产出特征，因此全年的农产品物流需求
也是不均衡的，在农村建立专门的农产品集货中心闲置成
本较大，一般依靠当地的农产品收购商和几辆运输货车挨
家挨户进行农产品收购，这样不仅导致农产品销售渠道单
一、农产品收购地区性垄断现象，而且降低了农产品流通
速率，增加了农村物流成本。

第三，农产品物流时效性强。蔬菜、水果等新鲜的农产
品从田间采摘回来后，需要及时运输到消费市场才能保证
食品新鲜度，因此农产品对物流时效性要求较高。物流时
效性越强，对农产品消费市场的响应程度越快，才能提高
农产品的新鲜度，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第四，农村物流设施不齐全。在农村没有专业的冷藏
仓储或者密封储存室，如稻谷、小麦这类农产品长期曝露
在空气中进行有氧呼吸，导致其最终口感不佳、营养价值
流失。同时农村物流没有规范化作业的企业进行装卸、搬
运、运输，而对于水果、蔬菜等农产品而言，在物流过程中
极易受到损害，造成很大的浪费。因此，如果能够有专业化
的物流实现“最后一公里”运输，这种损失将大大减少，并
有效提高国民经济和生活质量。

由于农村物流需求分散和农产品物流季节性、时效性
的特点，对物流供应能力存在较高要求。然而农村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薄弱，无法满足农村物流的高要求，因而造成
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困难。

1.2 国内外“最后一公里”运作模式研究和发展
现有的“最后一公里”服务模式在城市物流和电商物

流领域应用比较成熟，国内外比较常见的“最后一公里”运
作模式主要包括智能快件箱、便利店代理、顺丰“嘿客”模
式、物业代收、联合共同配送以及货运班线等[6]服务模式。

智能快件箱是一种基于快件收发的电子货柜，一般规
格较小，只适用于小件包裹，无法实现大件物品寄取，多用
于城市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而农村物流主要服务的是大
批量的农产品物流，显然智能快件箱不适用于农村物流配
送。顺丰“嘿客”模式实际上就是通过设置线下自提点让顾
客自取代替送货上门服务，这种服务模式实际上是将“最
后一公里”的送货上门问题直接转嫁给顾客来承担，并没
有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本质问题。便利店代理和物业代收
服务模式主要降低了最后一公里配送的等待成本，这种服
务模式主要基于城市人口集中和工作时间矛盾而产生的，
并不适合农村物流特征，而且货物提取是与终端客户直
接接触的关键环节，不利于物流企业对“最后一公里”服
务质量的监控和信息反馈。联合共同配送是指由一家第
三方物流公司承担与之合作的快递企业在同一区域的快
件配送服务，这种服务模式虽然可以实现末端物流集约
化配送、有效配置资源，但是由于农村物流存在明显的季
节性运力需求，并不能全年满足第三方物流公司的物流
业务，而不同商品特性不同，对配送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
难以实现农村物流联合共同配送。货运班线[7]物流主要是
针对城乡之间的班线运输实施定时、定点、定线的货物配
送模式，实现货物“门到门”运输，这种客运化的运输模式
只单方面解决了物流企业的供应能力透明，并不了解客户
物流需求信息，物流供应刚性强。当需求旺盛时，往往出现
排队等待现象，降低了客户满意度[8]；当需求不足时，造成
运力浪费。

通过对现有物流“最后一公里”模式的探索发现，虽然
联合共同配送和货运班线物流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
物流最后一公里配送，但是一方面由于农村物流资源不集
中，农户和物流企业之间的供需交互不透明，不能快速有
效地建立联系，因而制约了农产品流通市场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交易信息闭塞使得物流企业的运力不能最大程
度利用，导致运输单位成本较高，甚至造成空载返程、对
流、倒流、过远运输等不合理运输，造成运力闲置浪费，不
能有效配置物流资源。因此，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问
题的关键是解决农户与物流企业之间的物流供需信息交
互问题，这样才能有效配置资源，提高物流时效性和物流
服务质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发现基于互联网这样
的双边平台发展迅速，比如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
滴滴打车、车货匹配等互联网服务平台从供需双方信息获
取与交互出发，为交易双方解决了资源不集中、需求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这些具有双边平台特性的商业模式为解决
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以上农
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特点，本文根据学者提出的双边市
场理论及其应用进行研究，探讨了双边物流服务平台模式
下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问题。

2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农村“最后一公里”物流服务

模式

围绕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供需信息不对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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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物流双边平台汇集分散的农村物流客户资源和物流企
业资源，将不透明的线下农村物流服务转移到线上交易。
下文将结合双边市场的相关概念及特征，着重讨论物流双
边平台的交易机制及其在农村“最后一公里”物流服务中
发挥的优势与作用。

2.1 双边市场概念及特征
双边（多边）市场是一个或几个平台使终端用户之间

相互作用，并通过从每一边收取适当的费用使双边（或多
边）保留在平台上[9]。例如，滴滴打车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
的双边市场结构，滴滴平台连接等待乘客的出租车司机与
需要打车的乘客，使双方快速地满足各自的需求，实现供
需资源高效匹配。其实很多传统市场也具备双边市场特征
并逐步转化为双边平台的商业模式，如古代的媒婆，到近
代的酒吧、日本 Tu-ba 咖啡等线下自由交流场所，再到现
在的婚恋网站等互联网双边平台，这些经济形态的出现快
速解决了一些适婚男女相互无法找到对方的问题。这种通
过平台连接双边用户使其发生作用的服务模式与传统市
场中买卖双方直接接触完成双方交易的服务模式不同的
是，平台市场中双边用户之间具有较强的网络外部性[10]，
简而言之即平台中某一边用户的数量增加或减少直接影
响另一边用户的数量。根据现有的诸多研究归纳得出，双
边市场或双边平台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需求互补性（complimentary demand）。双边市场
中存在两个不同类型的用户，两个用户之间相互依赖，只
有当双边用户都参与到平台中来，平台才能正常运行。在
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市场中，双边用户来自具有物
流服务需求的农产品种植户和提供物流服务的物流企
业，由于农村物流具有季节性、时效性等特点，农户对农
产品物流服务有较强的依赖，而物流企业作为物流供给
方则希望能提供更多的物流服务赚取利润，物流供需用
户集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依赖、需求互补特征，这种市场
中双边用户之间本身存在的需求互补特征，既无法复制也
无法消除。

第二，交叉网络外部性（cross-group externalities）。交
叉网络外部性即利益在双边市场的不同用户间相互溢
出 [11]。通常，双边市场中由于外部性原理一个用户集的决
策影响另一个用户集的收益 [12]。在农产品物流服务市场
中，由于农户与物流企业之间供需信息不透明，导致大量
的物流供需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物流需求方加入平台的
数量增加必然会吸引寻求客户的物流企业加入物流双边
平台，而当越来越多的物流供应商进入到这个平台的时
候，平台中存在较多的物流供应服务可供选择，反过来吸
引物流需求方接入平台。这种双边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
使得双边用户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服务市场具有
双边市场的两个重要特征。通过构建物流双边平台聚集大
量的农村物流客户和物流企业资源，快速实现物流供需资
源的匹配，提高农村物流服务运作效率，降低“最后一公
里”服务成本。

2.2 物流双边平台商业模式
农村物流双边平台主要由物流服务平台运营商、物流

供给侧、物流需求侧三个利益相关主体组成。物流需求侧

是指为寻求物流服务加入双边物流服务平台的农产品种
植户、零散货主等物流客户（Lc）；物流供给侧主要是指为
平台中物流客户提供物流服务的物流公司、快递企业等物
流服务供应商（3PLs），平台为这两类用户提供服务，促成
他们相互交易并从中获利。（如图 1）围绕双边市场概念和
特征，只有当双边用户都愿意参与平台进行交易才能实现
平台运营，因此，物流双边平台的首要任务是使“双方都保
留在甲板上[13]”，即吸引双边用户参与到平台中来。

现有关于双边平台收费主要包括三种模式：注册费、
使用费、两部制收费[14]。物流双边平台可从接入平台中的
物流客户和物流服务供应商用户两边合理的收取费用，实
现平台盈利。如何合理收费才能使得双边平台正常运营并
实现整体利益最优？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
究，认为影响双边平台定价结构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平台
用户的规模、需求弹性和网络外部性[15]。当需求弹性一定
时，双边平台实行最大倾斜定价使利润最大 [16]，即平台通
过补贴一边用户，并从另一边用户收取费用实现平台均衡
和利润最大化[17]。那么，物流双边平台在实行倾斜定价策
略时应该先补贴哪一边来吸引用户先加入平台呢？学者们
将其看做“鸡蛋相生”[18]问题：为了吸引一边用户（如买
方），平台需要引入大量另一边用户（如卖方），但同时，这
边用户加入平台的（卖方）意愿是平台中拥有大量另一边
用户（买方）。因此，在双边市场中，平台价格结构与平台中
的用户规模相关。

物流双边平台中，这种对一边用户收取较低费用甚至
补贴，而对另一边用户收取较高的费用的倾斜式定价策
略，能够实现平台利润最大，主要是因为双边市场中的交
叉网络外部性作用。这种交叉网络外部性是双边市场区别
于传统单边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对双边市场商业运营
有重要影响。通俗的说，在双边市场中由于交叉网络外部
性的作用，双边用户人数越多，每个用户从中得到的效用
越大。网络外部性是如何影响平台定价和实现平台利润
最大的呢？在一个垄断平台中，当实行倾斜定价策略时，
倾斜方向为对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较大的一方采取高定
价，对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较小的一方采取极低定价[19]；
平台的利润与用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呈负相关，即两边
用户之间网络效应越强，平台利润越低 [20]。在双边用户
单平台接入市场结构和厂商多平台接入的竞争性结构
下，双边平台竞争获得的利润水平与组内网络外部性成
正比，与组间网络外部性成反比 [21]。在竞争平台市场中，
用户归属不同也会影响平台的定价和利润，当用户单归属
时平台利润最高，同时平台差异化会提高竞争平台的利润
水平[22]。

由此可以看出，在物流双边市场中网络外部性对物流

图 1 物流双边平台结构

物流需求侧

物流供给侧

物流双边平台
参与 匹配

物流客户 i

物流客户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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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平台的利润有着重要影响，虽然平台增加了农村物流

“最后一公里”的平台服务成本，但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

下，平台用户间相互依存，通过平台的补贴、倾斜定价等机

制，扩大了平台用户规模和双边用户效用，有效整合了农

村物流客户和物流服务资源，实现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经济共享。

2.3 物流双边平台在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中的

优势

针对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运作效率低、物流成本高

的问题，相比传统物流服务模式，物流双边平台在农村物

流“最后一公里”服务中表现出诸多的优势。
第一，物流双边平台首先解决的是物流信息不对称问

题。由于农村用户分散的特点，农村物流客户和物流企业

之间彼此需要快速找到对方并产生交互，而物流双边平台

发挥了双边市场交叉网络效应，实现物流资源规模化、集
中化，促进双边用户交互，突破了农村物流存在的时间和

空间供需匹配难题，降低农产品损失，减少浪费，使社会物

流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
第二，物流双边平台服务模式降低了农村物流“最后

一公里”交易成本。物流双边平台集中了大量的农村物流

客户资源，使分散的物流需求集中化，解决了农村末端物

流中的不合理运输，降低物流企业成本，提高“最后一公

里”物流运作效率。
第三，物流双边平台可以通过一定平台设计和机制，

来增加平台中双边用户正的效用，减少负的效用。由于双

边平台中一边用户的行为可能影响另一边用户的效用，平

台作为一个物流双边市场交易场所，可以通过一些补贴机

制[23]、团购策略[24]等政策刺激物流市场交易。同时，双边市

场中混合捆绑策略[25]作为一种价格歧视手段可以使市场

更加均衡协调，社会效应增强。
第四，社会福利最大化。平台通过考虑双边用户的最

优利润合理地制定价格，使得双边效益最优的情况下，实

现平台利润最大化。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农村物流垄

断，提高农村物流市场竞争活力。
3 创新与展望

针对农村物流市场，基于双边平台的农村物流“最后

一公里”服务模式形成“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的物流

配送体系。双边物流服务平台在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

里”问题上与其他“最后一公里”运作模式的不同之处主

要表现在它不仅能有效推进各中小物流企业的资源整

合，更在于它能快速满足农村物流需求，解决农村物流成

本高、效率低的问题。平台不仅可以为信息真实性和交易

安全性提供保障，还可以利用平台网络外部性、平台机制

增加农村物流双边市场效用。本文直观地分析了农村物

流市场的双边市场特性，从平台参与方的角度对双边平

台的物流服务模式进行论述和评价。不过，对于双边物流

服务平台市场竞争方面的研究远远不足，未来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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