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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我国农业发展滞后 , 农民增收困难, 重要原因是农产品流通不畅, 主要表现在流通环节多 , 市场主体单

一, 功能缺位。美国拥有完善的现代物流体系 , 农产品物流模式先进 , 主要包含“双( 多) 段三( 多) 元式”和“现代单段

二元式”结构。在对美国农产品物流模式的分析研究下 , 结合我国农产品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流通格

局 , 以及我国农产品市场的特点 , 新的农产品物流模式从供应链长度、流通结构、营销渠道组织及市场运行等方面来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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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发展滞后, 农民增收困难, 究其原因有多

种, 但是农产品流通不畅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集中表

现为农产品流通效率低、成本高、损耗大 , 农产品流通

发展滞后又成为农产品流通的关键因素。美国在物流

方面的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 拥有完善的现代物流体

系, 物流管理水平很高。特别是其农产品物流, 成本低、

效率高、损耗小、效益好。美国模式无疑对我国农产品

流通发展及农产品物流模式的构建 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

一、美国农产品物流模式探讨

美国是一个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 自然条件

较好, 地势平坦, 土质较肥沃, 水热条件较好, 除热带作

物爱, 适合各作物生长, 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

出口国之一。其农业现代化水平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

高, 农产品流通模式先进。

( 一) 美国农产品物流模式

美国农产品的生产以高度专业化、区域化和规模

化著称, 在其高度专业化、区域化和规模化背后有高

效、稳定和有序的流通体系。美国流通模式可以用图 1[1]

简单表示。

( 二) 美国农产品物流模式分析

当前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三种物流模式结构分

别是原始的、落后的“单段二元式”结构、“双( 多) 段三

( 多) 元式”结构、以及“现代单段二元式”结构[1]。美国农

产品物流模式中只包含了第二种和第三种结构。

1.原始的、落后的“单段二元式”。此种结构是最原

始、最基本、最简单的市场主体结构。生产者生产的产

品直接拿到市场销售给消费者, 占据了人类社会商品

交易中相当长的历史时段 , 至今仍留存在流通不发达

的落后地区和某些商品的局部交易中。它不包含在美

国农产品物流模式中。

2.“双( 多) 段三( 多) 元式”结构。“双( 多) 段三( 多)

元式”结构的市场主体有 : 生产主体、消费主体和中介

主体。这种模式的产生, 使生产者可以不再既生产又销

售, 而只专心于农产品生产。在美国的农产品流通模式

中, 此种模式使用的非常普遍, 只是中介主体的个数有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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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比如农产品生产者→零售终端( 超市连锁店、中

小商店、餐饮业) →消费者只有一个中介主体 ; 产品生

产者→批发市场之内的批发商 ( 批发市场之外的批发

商) →零售终端( 超市连锁店、中小商店、餐饮业) →消

费者有多个中介主体。

3.“现代单段二元式”结构。“现代单段二元式”结

构的市场主体重新变成了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 , 主体

结构图和原始的、落后的“单段二元式”结构相同, 如图

2。这种交易在更快、更准、更优、更广的条件下进行, 也

可以称为网络时代的“对手交易”[2]。其交易方式要在信

息网络平台上进行, 双方必须要有健全的网络设施。很

明显, 在美国流通模式中, 从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就

是这种结构。

二、我国农产品物流模式的现状

我国的农产品物流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形成了从

生产收购、流通加工、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

送到销售的一整套组织环节, 农产品物流主体和交易

方式都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 农产品物流信息体系初步

建立; 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流通中心发展较快, 但

是农产品物流还处于初级阶段, 流通体系比较落后。众

多的参与个体和组织规模小、层次低、离散性强、联合

性差 , 组织化程度低 , 市场交易法规建设薄弱 , 交易规

范化程度有待提高。

我国的农产品物流主要模式如图 2[2]:

我国农产品物流模式存在的问题, 大体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流通环节多, 交易成本高。现行流通体系十分分

散 , 市场化程度低 , 农产品流通效率低 , 使得流通过程

承担很高的不良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

2.市场信号难以掌握 ,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受

到损害。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农户家庭同时承担着

自然和市场风险, 由于农产品流通不畅, 难以得到准确

的市场信号, 也就无法及时对其生产进行调整而遭受

更大的损失。对于消费者来讲, 则要承受交易成本抬高

所带来的后果。

3. 流通组织的离散性和生产着与消费者被隔离 ,

不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品质。一方面流通组织的离散性

质制约了大型产业组织的产生 , 难以实现农业产生的

规模经济; 另一方面, 由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处于被隔离

得到状态, 市场信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调节生产与消

费的作用, 制约了农产品品质的提高。

4.市场主体单一 , 功能缺位 , 难以形成多元化的市

场主体。在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 数量众多、组织化程

度较低的农户, 面对着较少的买方 , 在最终销售中是比

较少的卖方对众多的、分散的消费者, 买卖双方缺少有

效的竞争, 市场地位也处于不平等的状态。

三、美国农产品物流模式对我国的借鉴

通过对美国模式的分析研究, 结合我国农产品经

济发展的现状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流通格局, 以及我国

农产品市场的特点, 建设新型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应该

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 一) 缩短供应链长度, 减少流通成本

在中国农产品物流模式中, 最长的供应链是农产

品生产者→产地批发商( 运销商) →销地批发市场→零

售终端( 超市连锁店、中小商店、餐饮业) →消费者。由

次农产品至少要经过 4 次贩运、转手后爱能到达消费

者手中, 有时牵涉几个运销中介组织和中间商时间, 转

手的次数会更多。农产品经过多次的转手倒卖不仅价

格上抬了许多, 而且由于农产品的鲜活易腐性, 经过多

次周折的农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已经不新鲜了 , 有

些不法中间商和零售商为了保持农产品的水分, 甚至

将农产品浸泡在水中, 造成农产品的养分大量流失、品

质下降。

( 二) 建立网络交易平台 , 增大“现代单段二元式”

结构的比重

中国农产品流通模式“现代单段二元式”结构所占

的比重很小。改变这种现状, 需要建立网络信息交易平

台, 交易双方必须要有健全的网络设施, 并且要有发达

的物流配送体系与之相配套。如广州茶网网上茶叶交

易平台[4]但是其物流配送体系不配套, 如在桂林的消费

者想买一件它的商品, 而它未在桂林建立物流配送网

络, 就很难承诺的时间内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 致使

交易无法达成。

( 三) 营销渠道组织多元化、渠道结构短化和一体

化[5]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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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农产品一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 进行

销售 , 一部分是零户销售 , 销售渠道单一且缺乏秩序。

在美国绝大多数农民加入合作 社 , 主要有销售合作

社、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农业劳动合作社、农业技术

中心和多功能的合作社 , 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都

建立了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各种合作社 , 为农民生

产、进入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秩序保证。要让区域性的

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 就必须大力 发展农产品

服务性渠道组织。一是要发展农民社区与专业合作组

织以及其他经济组织, 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

度和提高农民参与市场交易的规模与效率; 二是在流

通中大力推行代理制, 并且要建立一支熟悉市场规则

的高素质的专业经纪人队伍。流通渠道结构复杂会带

来产品流通的高成本, 我国一方面人口众多生产相对

分散, 另一方面各地具有不同的气候土壤特征, 适合区

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所以, 我国不具备像美国那样采

用直接化的销售渠道的条件, 而应该根据国情选择尽

量短化 , 同时要保证销售环节连贯、顺畅的销售模式 ,

而且要有统一的管理, 使这些销售环节和渠道一体化、

组织化。

( 四) 市场管理制度化, 市场秩序规范化

市场管理和市场秩序对一个国家市场运行的规范

程度和能否实现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至关重要。在

市场管理方面, 政府承担着主要责任。一是要完善各种

市场法规。根据不同类型市场的具体特点, 制定相应的

市场管理规则, 为市场确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制定市场

规则的基本原则是要实现交易的公开、公平竞争, 保护

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加强市场管理的执法力

度。要坚决打击各种不正当竞争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

为; 三是要打破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 确保全国统一市

场的形成; 四是要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及

其认证和管理体系。

总之, 美国模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但由于两国的

国情不同 , 对美国的经验只能借鉴 , 不能生搬硬套 , 必

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这样我国的农产品流通必

将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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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erence of Amer ican Agr icultural Logistics Mode for China
WANG Yan, YU Y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underdeveloped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It is

mainly embodied by excessive circulation links, single market player and insufficient functions. America has perfect

modern logistics system and advanced logistics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mode, combined with the status quo of our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pattern which has formed

for a long time and features of our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new logistics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idering the length of supply chain, circulation structure, marketing channel organization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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