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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主要解决价高伤民、谷贱伤农和调控市场供求的问题，包括四个环节，

即基地建设和生产加工、产销地批发市场和大中间商、城乡消费者、市场调控和监管。 目前我国重要农产品流通体

系建设存在两个认识误区，即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关系、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且市场调控和监管的力度不足，流

通成本涨幅高于生产成本。 对此，应加强市场调控和监管，加强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保护，促进农民增收，提升产

销一体化模式的比重，加强市场法规和相关机制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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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农产品流通的状况关系到城乡居民用于

食品支出的多少和生活的稳定，也关系到农民增

收，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和惠农工程。党的“十八大”
提出要更加重视民生工程和“三农”发展，重视城

乡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这就要求进一步

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使其对民生工程和“三

农”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一、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是关系到

民生和惠农的工程

1. 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要解决的三个主
要问题

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是指从生产、加工、流通

到消费的全过程。重要农产品（粮食、果菜、肉蛋食

品等） 流通体系建设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

谐发展的民生和惠农工程。它要解决的三个主要

问题：一是价高伤民问题。价高伤民是在价格居高

难下的情况下，城乡居民用于此项的开支过大，在

收入一定时，影响到其他商品的消费，或者是通过

减少消费维持生计，在供不应求时这种情况时常

发生。二是谷贱伤农问题。这是在供过于求的情况

下时常发生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农户生产规模

小，商品多与少的问题时常发生，而当供给大于需

求时，农户的利益就可能会受到损害。三是近年

来，我国重要农产品流通在交替出现上述两个问

题的同时，还时常出现“两头叫、中间笑”的现象，

即农民受价格波幅过大、城乡居民受涨价过高侵

害的同时，中间环节（大加工企业和中间商）的利

润偏高侵蚀了两头的利益。因此，搞好重要农产品

流通体系建设、调控好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和价格

稳定至关重要。
2. 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四个环节及主

要任务
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主要有四个环节

（见图 1）。其中，基地建设和生产加工是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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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基础；产销地批发市场和大中间商是调控

与监管的重点；城乡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者是服

务和需要保护的对象；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的调控

与监管是市场体系正常运行的关键。
（1）搞好基地建设和生产加工是实现供求平衡的

基础

农户、基地和生产加工企业依据市场供求与

价格信息，通过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环节，为

农产品流通提供有序运行的基础，生产基地和加

工、运输企业在生产、加工和运输成本方面要为稳

定价格打下基础。在这个环节中，保证供求平衡和

价格稳定、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质量安全是

基本目标。
（2）抓好重点和难点是关键

把产销地批发市场和大中间商作为重要农产

品流通体系建设与监控的重点主要是基于以下原

因。一是产销地批发市场和大中间商是影响供求

平衡与价格稳定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市场供求出

现的不平衡及价格的波幅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在

这个环节产生的；二是这是容易产生垄断和欺行

霸市的主要环节，是近年来出现的“蒜你狠”、“姜

你军”等的主要影响因素；三是物流成本居高难下

是因为生产基地偏远以及运输成本偏高造成的；

四是该环节也是工商、交通、卫生食品检验等部门

容易和相关经营单位发生合谋的环节；五是该环

节在上连流通体系基础、下连服务对象过程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明确低收入消费群体是被保护的对象

消费群体可按高、中、低收入划分为三类，这

是流通体系建设和服务的对象。重要农产品流通

体系建设要在保障城乡居民吃上安全食品的基础

上，让低收入群体在价格高时能够得到一定补贴，

使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使中高收入群体在保证

食品安全的基础上，营养、健康的需求得到满足。
但近年来消费者在重要农产品市场上，时常处在

买方市场大环境中的小的卖方市场时的劣势地

位。价格的涨幅侵蚀了收入增长的较大部分，尤其

是低收入群体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合理、合法的

保护，在价格偏高和面临需求层次的选择中，时常

有“吉芬”现象发生。
（4）调控与监管好市场是保障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调控和监

管好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设与运行，关系到

民生和惠农工程，也关系到生产经营企业的收益，

是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全社会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问

题。在一般情况下，农产品流通的供求与价格关系

较稳定，即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影响供求；在存在

垄断与欺行霸市的情况下，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被

人为扭曲，即有可能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格没

有下降，或在供求平衡的情况下，价格有所上升。
因此，在流通体系建设中，事前的市场调控和监管

十分必要，需要加强。

二、我国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存在

的主要问题

1. 两个误区
（1）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关系问题

在对农产品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

品市场的发展问题上，较长时期以来，在发挥市场

调节作用和政府干预程度上一直有一个管理与操

作层面的误区，即实行市场经济，是要让市场调节

发挥更多作用，忽视和弱化了对市场的调控，特别

是忽视了对农民增收和城乡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重要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关系到农民增收

与民生工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发挥市场调

节和政府调控两方面的作用，特别是要加强和改

善政府调控手段。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调控房地产

市场的做法，把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和促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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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增收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一种意见认为要发挥

好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再调

控。本文认为应加强和改善事先的调控，针对时常

出现的市场失灵，搞好事先调控，主要是采取行之

有效的手段调控供求平衡和价格稳定。
（2）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问题

一般而言，农产品市场是接近完全竞争的市

场，但是对于重要农产品市场而言，要根据所处的

流通环节具体分析。若将重要农产品流通划分为

三个环节，即农民—中间商—消费者，那么从农民

到中间商这一环节就具有买方垄断特征，产业链

下游中间商的力量要明显强于产业链上游的农民

群体；而在中间商到消费者这一环节又具有一定

的卖方垄断特征，产业链终端的消费者处于劣势

地位。近年来重要农产品市场出现的垄断，有的是

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有的是人为的。大中间商在

利益的驱动下，在市场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控制商品供应量来影响市场，抬高产品价格，

牟取巨额利润。由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上的矛盾是

大市场与小生产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应更多鼓

励竞争，并为形成有效竞争创造条件。换句话说，

在市场集中度偏低的情况下，已经产生了垄断，也

正是这种垄断的市场行为，放大了供求和价格的

波幅。因此，要高度重视市场上的垄断，防止和打

击垄断。
2. 市场调控和监管的力度不足

（1）对产销地批发市场和大中间商监管不力

从这几年重要农产品市场供求与价格的波幅

变化看，背后有垄断势力人为操控并影响市场价

格，或借助市场临时的供求关系变化囤积居奇、哄
抬物价等现象存在。因此，产销地批发市场和大中

间商应当成为调控与监管的重点。一是产销地批

发市场和大批发商关系到产销基本平衡与价格相

对稳定，近年来重要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幅过大

就主要发生在这一环节；二是大量中小企业和经

营者的业务来自于这一环节，批发价格直接影响

到零售价格；三是物流成本居高难下也发生在这

个环节；四是垄断和欺行霸市的源头在这一环节；

五是这个环节还关系到产销一体化的程度。
（2）对流通体系基础的支持不足

对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基础的支持，一是要

调控好供需之间的基本平衡和价格的基本稳定，

具体体现在产销地批发市场业务往来的稳定，价

格的波幅（要通过国内外市场调剂余缺）控制在一

定范围内；二是建设好大型生产基地，这是食品安

全、质量稳定提高的基础，并促进生产基地和大中

间商的对接与合作；三是推进重要农产品产销一

体化进程，这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企业效益、实
现消费者可追溯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四是促进

农合组织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及市场谈判能力的增

强；五是推进大基地、大农协、大市场、大超市、大
社区的合作与融合。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都应加

大对流通体系基础的支持力度。
（3）对城乡居民权益和农民增收的保护不够

在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中，保护城乡居

民权益，尤其是保护低收入者在价格上涨时能够

得到一定程度的补贴，使其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

具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重要农产品价格涨幅偏

高，使城乡居民用于这方面的支出增加，影响到生

活水平。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

减少其他支出以维持正常生活水平。在市场价格

高时要给予中低收入者一定补贴，或通过补贴平

价店使中低收入者能够买到低于市场价格的商

品。对农民增收的权益保护主要体现为通过订单

农业保护农民收益稳定，并由价格保护转向收入

保护。
（4）食品不安全问题时有发生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可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

领域共同开展。但是，当前对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

监管做的不够，市场上时常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相

关可追溯体系建设尚不健全，消费者在发现问题

时投诉较难；在生产领域，对食品安全、质量、标准

的监管也不够，甚至有时会出现监管部门降低食

品安全标准的情况。
3. 价格涨幅过大增加了城乡消费者负担
表 1 表明，在所考察的期间，我国重要农产品

价格呈现涨幅过高现象。大米、面粉、鸡蛋、鲜猪肉

和 白 砂 糖 的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35.75%、23.65%、
30.75%、22.01%和 58.78%。其中，粮食价格稳定上

涨是属于正常情况，主要是由粮食生产成本和人

工、土地使用费用上涨所致，但涨幅高于城乡居民

收入增长的幅度，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一

部分被粮食价格上涨所侵蚀；猪肉的价格波幅过

大（先涨后跌），给养猪户带来风险；白砂糖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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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大米 面粉 鸡蛋 鲜猪肉 白砂糖 白菜

2010.01.01 4.56 4.27 7.74 17.08 6.72 1.19

2010.04.02 4.65 4.30 7.65 14.55 6.98 2.32

2010.07.02 4.77 4.38 7.67 14.95 7.12 1.07

2010.10.01 4.94 4.49 8.78 17.52 7.62 1.33

2011.01.07 5.23 4.73 9.32 18.90 8.59 0.96

2011.04.01 5.51 4.88 9.09 20.41 9.16 0.87

2011.07.01 5.70 5.02 9.67 25.51 9.64 2.01

2011.09.30 5.91 5.14 10.45 26.26 10.21 1.60

2012.01.06 5.96 5.12 9.79 23.86 10.35 0.84

2012.04.06 5.97 5.14 9.05 21.41 10.37 1.68

2012.06.29 6.02 5.18 9.41 20.09 10.45 1.39

2012.10.05 6.16 5.25 10.31 20.81 10.66 1.37

2012.11.23 6.19 5.28 10.12 20.84 10.67 0.93

涨幅（%） 35.75 23.65 30.75 22.01 58.78 -21.85

表 1 2010~2012年我国部分农产品价格变化情况

单位：元/公斤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涨的幅度超过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涨幅为

25%）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涨幅为 32%）；①而白菜

价格的跌幅达到 21.85%，损害了菜农利益。
4. 流通成本，尤其是物流成本的涨幅高于生

产成本
农产品流通成本 ②高是推动重要农产品价格

高的长期因素，我国整个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

40%~60% 。③虽然目前农产品已经免交过路费，但

是流通环节的人工费用、油价等成本增长较快，助

推运输成本 ④上涨。我国大多数重要农产品物流

都是远距离输送，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同时我

国重要农产品物流环节的损耗平均比例是 30%，

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仅为 3%，甚至更低，加上

“最后一公里”中批发、集贸市场收取的摊位费、装
卸费、认证费、广告费等的增加，对农产品高物流

成本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以蔬菜为例，蔬菜在进入

销区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流通环节中，市场管

理费和摊位费占总流通成本的 44.75%，接近一半。

三、加强我国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与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1. 加强市场调控和监管

（1）调控好重点环节

在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运行中，重点是调控

好产销地批发市场、大中间商，主要任务是调控产

销平衡和稳定价格。要通过大中间商和产销地批

发市场与大基地、大农协、大加工企业建立起稳定

的产销关系；针对市场上时常出现的“今年多，明

年少，后年再多”的问题，建立重要农产品储备制

度和主要领导负责制；提高产销一体化的比重，这

是调控好产销平衡和价格稳定的重点环节。一是

对流通成本的涨幅加以调控，主要是减免道桥费

和缩短产销地距离；二是对垄断和欺行霸市行为

严厉打击，特别是市场监管部门个别人员与市场

垄断行为的合谋应成为监管重点；三是在一个城

市建立至少两家重要农产品产销地批发市场 （防

止垄断和欺行霸市）。
（2）进一步搞好流通体系基础建设

一要建立专项基金。在建设大基地和发展订

单农业中，加工企业和中间商与农户、农合组织签

订供销合同，掌握足以平衡市场的货源，专项基金

中的一部分主要用于这方面。二要提高产销一体

化的比重，让农户从两方面受益（出租土地和打工

收入），也为可追溯体系建设打下基础。三要稳定

提高农业合作组织的规模和市场谈判能力。
2. 加强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保护

（1）要加强对平价店的支持

从消费群体与对应的零售渠道的关系看，低

收入群体追求安全、健康，主要购买渠道应以平价

店为主；中高收入者追求安全、健康和营养，对应

的购买渠道较多（参见图 2）。平价店（如黑龙江省

大庆、牡丹江的果菜平价店）是针对城乡低收入群

体建立的，在市场价格较高时通过平价店向低收

入群体提供平价商品，使这部分消费群体的利益

中等收入

低收入

高收入

安全、健康、营养

安全、健康

安全、健康、营养

集贸市场、农超对
接、仓储

平价店

大超市、中小超市

专卖店、大超市

消费群体 追求目标 零售渠道

图 2 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主要零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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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到损害。暂时还没有条件建立平价店的地方

要在市场价格较高时，对低收入群体给予一定补

贴，用于补偿价格过高给其带来的损害。在零售

中，农产品平价商店（直销店）销售的蔬菜价格比

市场均价低 20%，其他农产品低 10%左右，销售的

品种、数量、质量、价格水平等都能得到有效保证，

并可根据不同季节适时调整。政府可按照“先控后

补”的原则，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一定经济奖励。
（2）扩大农超对接的范围

农超对接既对农合组织有利，又有利于减少

流通环节，降低商品价格，能使城乡消费者受益。
通过农合组织和超市对接既可实现农民增收，又

可为“农商对接”牵线搭桥，有助于实现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过程农产品质量控制。因此，要扩大农超

对接的范围。支持生产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城

市社区增加直供直销网点，推进批发市场与农业

生产基地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接，推动批发市

场与社区零售终端对接，开设社区市场、便民店、
周末早市、流动直通车。

3. 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从 2013 年到 2020 年是农民增收有较大难度

的期间，所以应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产品流通

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农民

增收，一要通过提高农业合作组织的

组织化程度；二要通过建立和稳定提

高专项农业补贴，提高粮食直补、良种

补贴、农机具购买补贴等政策，不断扩

大农业补贴范围，促使农民转移性收

入不断增长；三要通过推进城镇化，减

少农业人口，让较少的人分享较多的

农业成果；四要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

业科技创新，实现农民增收。
4. 提升产销一体化模式的比重
重要农产品流通分为产销分离模

式和产销一体化模式。在产销分离模

式中，农户负责生产，加工企业负责加

工，销售企业或市场承担销售任务，在

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假冒伪劣

的市场现象；在产销一体化模式中，由

农产品加工、商业企业为龙头，通过与

农户或协会签订合同，经过加工后到

市场上销售。产销一体化模式有利于

建立新的调控机制，抑制市场波动，保证市场供

应，稳定市场物价，有利于增加农民收人，其实质

是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同兴衰、共命运，核心是利

益机制。
根据对黑龙江省五常市大米市场的调研，我

们发现产销一体化模式对增加农民收入、保障供

应有重要作用。分析表 2 可知，第一阶段（2004~
2006 年），水稻种植面积年均增长 6.67%，水稻产

量年均增长 7.51%，水稻产值从 17.5 亿元增加到

21.3 亿元，年均增长 10.3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

增长达到 8.16%。第二阶段（2007~2009 年），水稻

种植面积年均增长 0.96%，水稻产量年均增长

10.9%，水稻产值从 26.0 亿元增加到 50.0 亿元，年

均增长 38.6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到

15.65%，增速是第一阶段的近二倍。第三阶段

（2010~2012）水稻种植面积年均增长 3.15%，水稻

产量年均增长 6.49%，水稻产值年均增长 26.9%，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达到 16.69%。
5. 加强市场法规和相关机制建设
在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框架下，应高

度重视满足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和保护其合法权

益，应通过农产品安全法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

年份 耕地
（万亩）

水稻种植面积
（万亩）

水稻产量
（万吨）

产值
（亿元）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2004 372.89 145.00 82.19 17.5 3899.00

2005 372.89 160.00 90.00 20.3 4340.30

2006 372.89 165.00 95.00 21.3 4561.00

2004~2006
年均增长(%) 0.00 6.67 7.51 10.32 8.16

2007 387.54 175.50 100.00 26.0 5385.00

2008 387.95 175.70 117.00 35.9 6098.00

2009 387.95 178.90 123.00 50.0 7202.00

2007~2009
年均增长(%) 0.05 0.96 10.91 38.68 15.65

2010 388.75 180.78 136.40 69.34 8496.00

2011 395.57 188.00 139.00 86.38* 10195.00

2012 399.25 192.35* 154.67* 111.67 11569.57*

2010~2012
年均增长(%) 1.34 3.15 6.49 26.90 16.69

资料来源：《哈尔滨统计年鉴 2005-2010》，其中水稻产量及产值数据来
源于五常市市人大常委会、哈尔滨中小企业局。带 * 的数据是通过 GM

（1,1）模型预测。

表 2 产销不同阶段五常市稻米产业发展及农户增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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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侵害。一是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法规，从法制

上完善对重要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监管。二是建立

和完善治理重要农产品垄断的相关法规。三是建

立和完善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应急处理机制。包括

重要农产品保护价和专项储备制度、农产品价格

调节基金制度、建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保证重要

农产品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四是针对食品安全

要加强基层监管覆盖范围，加大质量失信惩戒力

度，改变以罚代管的局面，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监督

权，这既要保障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

权利，又要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监督，尤其

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有投诉的地方并得到

及时解决。五是要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保

持农资价格的基本稳定，保证农资市场供应，防止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减少农民家庭生产

费用的支出，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使农民在享

受政策优惠的同时，收入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

＊本文受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黑龙江省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与创新宏观管理研究”（项目编号：G200814）

的资助。

注释：

①2013 年《经济蓝皮书》，预计 2012 年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率将达到新高，增长 1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9.5%。
②流通成本是商品市场销售价格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

值，包含了所有中间环节的税费、利润与成本，甚至包括采

购与管理环节的成本。
③中国农产品物流环节损耗是美国、日本的 10 倍，参

见中国新闻网，2011-06-30。
④运输成本是指运输企业单位运输工作量所分摊的运

输支出。对于公路货运来说，运输成本主要由燃油成本、通
行费成本和人工成本等组成。

[作者简介]王德章（1951-），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哈尔滨商业大学市场与流通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主要

研究方向为市场理论与产业发展政策；周丹（1974-），男，黑

龙江省大庆市人，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生，大庆师范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责任编辑：方程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Key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System and the Related Innovation in Management

WANG De-zhang and ZHOU Dan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Heilongjiang150028，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key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system i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igher grain prices hurt the peasants"，"lower grain prices hurt the peasants" and the control of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There are four links included，such as the building of the bases an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the wholesale markets in
production and selling areas and large intermediaries，rural and urban consumers and market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At
present，there are two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key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system，namely
the relation between market 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there are
also some other problems，such as the not enough market 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the increase of circulation
cost which is higher than that of production cost. So，we should strengthen market 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with low income，promote the income increase of farmers，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roduction-selling integration，and strengthen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ed market law and regulation.

Key words： key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system； control； circulation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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