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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产品物流分析及其启示
?　陈王芳

摘要：美国是工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强国，在其农产品物流贸易中有很强的优势，

本文针对美国农产品物流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农产品物流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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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农产品物流发展

１．美国农产品物流　美国有一个完整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 系。其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 具 有 多 形 式、多

类别、专业 化、多 元 化 等 特 点，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现 在

农产品物流中的各个 环 节，美 国 农 产 品 物 流 服 务 的

主体主要 是：商 人、农 场 主 参 与 的 合 作 社、民 间 协

会、农业企 业、政 府 农 业 信 贷 公 司。美 国 工 业 经 济

的快速发展，带 动 了 其 农 业 的 发 展，将 大 量 先 进 的

技术、生产 工 艺，应 用 到 农 业 生 产 中。美 国 农 产 品

物流的信息 技 术 含 量 非 常 高，网 络 技 术、计 算 机 技

术等先进的技术，在美 国 农 产 品 物 流 的 每 个 环 节 都

得到广泛的 应 用，通 过 应 用 这 些 先 进 的 技 术，提 升

了农产品物 流 的 效 率，优 化 农 产 品 物 流 环 节，将 农

产品的流通成本降低［１］。

２．美国农产品物流模式　美国资源丰富、国土

辽阔，有着 优 越 的 自 然 条 件，土 壤 肥 沃，适 合 农 业

发展，因此美国成为世 界 上 最 大 的 农 产 品 生 产 国 和

出口国。美国农 产 品 生 产 的 高 速 发 展，与 其 先 进 的

农产品物流是分不开的 （图１），美国农产品物流发

展中采用的物流模式，是 世 界 上 的 采 用 最 为 广 泛 的

３个流通模式中的３个。
（１）农产品物流流通模式的第一种相对的原始、

落后，是最基本的 农 产 品 市 场 结 构 模 式，属 于 “单

段二元式”，由农产品生产者直接将其生产的农产品

拿到市场中销售，这种 产 品 流 通 结 构 模 式 在 世 界 上

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 间，当 前 在 美 国 一 些 相 对 不 发

达 的 地 区，仍 然 存 在 这 种 “单 段 二 元 式”流 通

结构。　
（２）农产品物流流 通 模 式 的 第 二 种 是 “双 段 三

元式”，在这 种 农 产 品 物 流 模 式 中 有 生 产 者、消 费

者、中介 等 主 体 参 与，在 这 种 农 产 品 物 流 模 式 中，

农产品的生产只需要 专 心 的 进 行 农 业 种 植、农 产 品

生产就行。美国 农 产 品 物 流 采 用 的 流 通 模 式，就 有

这种 “双段三元式”结 构，在 美 国 的 这 种 农 产 品 物

流模 式 中，生 产 者、使 用 者、中 介 等 主 体 的 个 数

不限。
（３）农产品物流流 通 模 式 的 第 三 中 模 式 是 “现

代单段二元式”。这种 流 通 模 式 和 第 二 种 模 式 不 同，

其将农产品市场的主体转变为 最 初 的 生 产 者 和 消 费

者，这种农 产 品 物 流 模 式 保 证 更 快、更 好、更 广 完

成农产品的流通，其农 产 品 贸 易 交 易 的 主 要 方 式 是

网络平台，所以农产品 贸 易 双 方 必 须 都 建 立 了 网 络

设施，这种农产品流通 方 式 在 美 国 农 产 品 生 产 者 和

消费者之间就是这中结构模式［２］。

在当前美国的 农 产 品 物 流 采 用 最 为 普 遍 的 两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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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模式是第二种和 第 三 种，实 现 了 农 产 品 物 流 的

高效性。

消
费
者

餐饮业

中小商店

超市连锁店

批发市场外的批发商

直销

批发市场中的批发商
农
产
品
生
产
者

图１　美国农产品物流模式

二、中国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

中国是世界 上 的 农 业 大 国，农 业 在 中 国 经 济 发

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中 国 农 业 的 发 展，国 家 也 采 取 了 一 些 措 施，

促进农业的 发 展，但 是 当 前 农 业 发 展 中，仍 然 存 在

一些问题，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物流的发展。

１．农产品物流过程中环节多、费用大、浪费严

重　当前中国农产品 物 流 流 通 过 程 中 有 生 产 者、当

地市场、批 发 商、销 售 市 场、零 售 商、消 费 者 等 环

节组成，在这些 农 产 品 流 通 过 程 中，大 多 数 农 产 品

没有经过加工或者是 再 加 工，农 产 品 的 流 通 时 间 和

流通效率，在各 个 环 节 都 受 到 影 响，无 法 保 证 农 产

品的保鲜 销 售 质 量，农 产 品 还 会 因 为 物 流 环 节 多，

物流环境、交 通 等 的 影 响，而 降 低 质 量。农 产 品 流

通慢，加工、再 加 工 水 平 较 低，使 得 大 量 的 农 产 品

和销售市场 脱 节，造 成 严 重 的 损 耗，例 如 农 产 品 中

的果蔬物流，中国果蔬物流中的损耗率为３０％，国

际上发达国家的果蔬物流损失率在５％以下，其中美

国的果蔬物流 的 损 失 率 仅 有１％～２％，从 这 几 个 数

字中，就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农产品物流存在的不足。

２．中 国 农 产 品 物 流 企 业 规 模 小、物 流 人 才 稀

缺　农产品物流 离 不 开 物 流 企 业 和 物 流 人 员，当 前

中国物流 企 业 提 供 的 物 流 服 务，主 要 以 电 子 产 品、

服装等行业为主，农产 品 在 物 流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非 常

低。主要是因为中国农 产 品 物 流 企 业 的 发 展 规 模 较

小，物流企业的 产 业 化 水 平 较 低，而 农 业 发 展 也 是

制约农产品物流的一 个 因 素。中 国 农 业 发 展 和 美 国

的农业发展 不 同，中 国 农 业 以 农 户 结 构 为 主，农 业

生产规模较小和大的 市 场 存 在 着 冲 突，而 且 农 产 品

的季节性生产也为中国农产品物流带来一定的影响，

使得中国 农 产 品 物 流 在 物 流 服 务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小。

物流人才的 缺 失 也 是 物 流 发 展 滞 后 的 一 个 影 响 因

素，没有优秀 的 管 理 人 员、物 流 人 员，物 流 企 业

的发展受到制约。

３．农产品物流的专业化水平较低　当前中国

农产品物 流 的 主 要 模 式 是 直 销，农 民 自 己 生 产 农

产品，并自 己 进 行 销 售，将 农 产 品 通 过 其 他 途 径

进行间接 销 售 的 非 常 少，进 而 造 成 中 国 农 产 品 物

流没有较 高 的 专 业 化、产 业 化。中 国 很 多 地 方 没

有建立专 业 的 农 产 品 物 流 企 业，只 有 部 分 大 城 市

建设有农产 品 专 业 物 流 企 业，例 如 上 海。很 多 农 产

品物流组织因为规模较小，进而在管理上存在不足，

没有较高的组织程度 和 管 理 水 平，现 代 化 技 术 和 管

理措施的应用水平较 低，同 时 农 产 品 物 流 组 织 的 发

展受到专业 化 的 限 制，很 难 将 其 物 流 效 益 提 升，进

而影响着中国农产品物流的发展。

４．物流技术的落后，进而无法保障农产品的质

量　针对中国农产品 物 流 发 展 进 行 分 析，整 体 上 发

展水平较低，不仅是没 有 一 个 良 好 的 农 产 品 物 流 模

式，没有先进的 农 产 品 物 流 技 术 等，在 农 产 品 物 流

的各个环节无法保障 农 产 品 的 质 量，这 是 影 响 中 国

农产品物流发展 的 一 个 主 要 因 素［３］。农 产 品 流 通 过

程中的保 鲜、包 装、存 储、冷 藏 等 技 术 的 落 后 是 影

响农产品物流质量的 最 为 突 出 的 问 题，农 产 品 的 含

水量非常高，保 鲜 时 间 短，如 果 在 流 通 的 过 程 中 没

有采用良好的保鲜技 术 和 储 藏 技 术，将 会 缩 短 农 产

品的保鲜期。

三、启　　示

１．将物流基础设施完善　从当前的农产品发展

形势进行分 析，从 美 国 农 产 品 物 流 中 得 到 启 示，需

要将物流设施进行完 善，中 国 道 路 建 设 正 在 加 快 进

行中，将农产品 物 流 中 的 道 路 设 施 进 行 完 善，只 有

这样才可以促进并加快中国农产品物流的发展。

２．增加科技含量，提高信息化水平　美 国 农 产

品物流的各个环节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网 络 技 术

等信息化技术作为支撑，农户、销售者、运 输 者 等

可以及时获取农产品市场信息，中国农产品物流发

（下转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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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需要 加 强 信 息 化 建 设，提 高 信 息 化 水 平。引

进先进的物流管理技 术，提 升 农 产 品 物 流 中 各 个 环

节的信息化 水 平，建 立 农 产 品 物 流 网 络 系 统 等，保

证农产品在物流途中的质量。

３．增加物流投资和政府的调控作用　美国农产

品物流由政 府 的 支 持 和 帮 助，在 政 府 的 支 持 下，美

国大力发展农产品物 流 贸 易，使 其 成 为 世 界 上 农 产

品物流强国。为 此 针 对 中 国 农 产 品 物 流 现 状，需 要

加大农产品物流投资，政 府 参 与 到 农 产 品 物 流 贸 易

中，并将政府的 调 控 作 用 进 行 有 效 的 发 挥，促 进 中

国农产品物流的发展。

４．建立 并 完 善 相 关 体 系　保 证 农 产 品 物 流 发

展，需要将农产品物流相关的体系进行完善和建立，

将农产品物 流 中 各 个 环 节 的 管 理、技 术、操 作 等 标

准进行规定和明确，完 善 农 产 品 物 流 中 相 关 的 标 准

体系，为农产品 物 流 发 展 提 供 保 障，让 农 产 品 在 流

通的过程中，降低损耗率，提升农产品的质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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