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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农产品流通的革命（4） 

   我们在十六讲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必须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然后才有可能与迅

速发展的连锁超市联动，共同发展。这在我国还是一个全新概念，希望能够得到中央

和地方政府领导的重视，制定出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也希望正在学习“胡博士MBA

教室”的企业家，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业者发现新的商机，找到新的增长点。 

   在前几讲中我们提到了，农产品从它们的生产者手中出来，直到消费者的菜篮子

中，必须经过产地的收购商，集贸市场，批发市场，长途运输商，销地批发市场和零

售市场。为什么不能够节省这些中间环节呢？关键是，在农产品的产供销上各个部门

的规模都非常之小。如一般的农户仅仅只有2至3亩地，销地的挨家挨户收购农产品的

收购商充其量每天也只能经销几吨农产品。所以在整个农产品供应链上的每个人只能

够通过协作，才使得几百公里以外的农产品来到城市消费者的手中。 

   连锁超市出现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了销售额达到几百亿的连锁超市以后，

这些超市集团就有能力来实现“后向型的产业一体化”。对此，连锁超市可以采用的

方案有三种。第一种，连锁超市直接上产地批发市场购买大宗的农产品。这样做的好

处是，可以减少运输商和销地批发市场商人所赚取的利润，减少中间流转的时间，提

高农产品，特别是生鲜农产品的新鲜度。可是缺点是不容易保证产品的质量，也不可

能根据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直接地指挥生产。第二种做法是连锁超市直接向生产者收

购农产品，这样做更加可以削减成本。问题是我国大部分生产者规模非常小，连锁超

市很难同成千上万个农户家庭结成稳定的农产品供求关系。第三种做法是连锁超市直

接组织农产品的生产。譬如连锁超市可以租赁大片的农地，雇佣农业工人从事生产。

好处是可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包括使用的种子，花肥，农药的品牌，数量。生产真

正意义上的“无公害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可是不足之处是，采用这种做法的

管理成本太大，产品价格非常难以同一家一户的农民竞争。 

   虽然，各种办法各有利弊，我们可以按照实际情况作出最佳的选择。像种植蔬菜这

类投入大，利润高，技术性强的产业，可以采用现代化的方式来管理。譬如在适合于



  

  

种植蔬菜地区把耕地集中起来，形成由农业经营者管理的大农场。这样，连锁超市就

可以非常容易地把这些农场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实行订单生产，信息化管理。在那

些不太适合于采用大规模农场的地区，可以采用按照自愿的方式组织起专业协会。协

会对内（对于会员）进行生产管理和技术指导，对外（连锁超市），执行订单计划。

此外，还可以成立一些专业公司，这些公司的职能就是组织农户的生产，同时负责帮

助超市组织所需要的农产品。 

   虽然，农业产业化已经提出了十多年了，可是至今仍然没有能够发挥出预想中的巨

大的效用，根源在于真正的龙头企业还没有出世。现在我国的连锁超市正在迅猛发

展，并逐渐影响，冲击和改变着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从而也使得农业生产的外部

条件放生了变化。正是这些几乎使人感觉不出变化，正在默默地为我国农业部门采用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建造可靠的操作的平台。这就是为何我们把近几讲统称为“农产

品流通的革命”的含义所在。 

 

 

思考题： 

1、中国农业部门有效地采用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需要什么样的平台？ 

2、在农产品流通革命能够为我们自己或者周围的人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胡定寰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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