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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中小农药企业物流管理所面临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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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管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而蓬勃

兴起的一种先进高效的企业管理模式, 也是一个新兴的产

业, 有着非常好的市场前景[ 1 ,2] 。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 将彼

此分割的生产企业、流通部门和运输行业通过计划、控制实

现资源重组 , 使企业以最少的费用把产品送到客户手中[ 3] 。

近年来, 随着我国中小农药产业的快速稳步发展、农药生产

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和现代物流理念的逐步形成和完善, 农

药物流管理已受到越来越多中小农药生产企业的重视。

1  国内农药企业物流的现状

1 .1 农药生产企业运输半径过大, 农药运输成本居高不下

 据统计, 我国现有农药定点生产企业约2 600 家,80 % 以上

是中小企业, 企业的地理分布很不均衡, 其中70 % 集中在东

部沿海地区 , 尤其集中在“长三角”如江苏、浙江、山东一带 ,

中西部、西南及东北地区的农药企业相对偏少[ 4] 。而“长三

角”地区 , 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 , 不少农田被工业用地占用 ,

农田面积相对较少 , 用药量随之减少。那么 , 大部分农药就

要经过长距离运输而到达中西部和东北部农业发达地区。

据业内人士统计, 现阶段, 我国农药行业的平均毛利为10 %

～15 % , 如果运输费用超过毛利的50 % , 就有可能亏本运

营[ 5 ,6] 。而许多农药企业为了扩大边远省份的市场占有率 ,

就不得不背负巨额的运输成本。

1 .2 运输方式单调  我国年生产原药60 万t( 折百) , 制剂大

约185 万t , 年需要运力在250 万～300 万t , 尽管铁路和水路

以其低廉的运价对农药企业有一定的诱惑力, 但农药需求的

季节性很强 , 这就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断货和库存的压力; 空

运虽然效率高但运输成本高, 大多数农药企业难以承受。所

以, 我国目前的农药运输仍以公路运输为主, 铁路运输为辅。

1 .3 铁路运输困难重重  铁路运输因其成本最低, 单车运

力最大, 所以, 它在我国农药运输中占有一定比例, 但农药产

品的铁路运输仍存在不少问题, 从而导致铁路运输阻力很

大。①手续繁琐。农药企业要提前数天去指定的危险品运

输车站( 又称“危库”, 全国仅有数量有限的这类用于农药类

化工危险品装卸和运输的车站) 办理运输物品的申报手续 ,

待运输主管部门审批后, 还要耐心地等待车皮的调度。这段

运载前的准备时间一般需要5～7 d , 慢的甚至要等到15 d 以

上。②接发货麻烦。所有手续办齐, 并落实好车皮后, 农药

企业得调度数辆或10 多辆汽车往返于企业仓库与运输车站

之间, 将货物及时安全地运抵发出车站。由于农药属危险

品, 货物的终点站也必须是国家指定的危险品运输站, 有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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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站离货物的接收客户可能很远 , 近的有几十千米, 远的

可能有上百千米。货物要抵达客户仓库, 必然又要增加一次

装卸和公路运输的过程。③高剧毒农药品种的限运。尽管

国家正在逐步限制一些高剧毒农药品种( 如甲基对硫磷、乙

基对硫磷、甲胺磷、久效磷等) 的生产和运输 , 但这几个品种

由于价格低 , 使用效果比较明显, 所以, 在边远地区, 这几个

品种仍有20 万～30 万t 的年销售总量。但我国铁路已严格

限制这些高剧毒农药产品的运输, 所以 , 大部分企业不得不

“弃铁( 路) 从公( 路) ”。

1 .4 公路运输方便灵活, 但运输成本大幅上扬  公路运输

快捷方便, 但由于自2005 年5 月份各部门联合严格道路执法

以来, 导致农药公路运输的成本一路上扬。①“查超”。公路

运输管理力度加大, 严禁车辆超载超限 , 原大吨小标的车辆

运力几乎减半, 这也就必然导致运输成本的增加。②“查

危”。大部分农药不是易燃易爆品, 就是有毒品, 所以将其划

分为危险品就理所当然。农药既属危险品, 对车辆运输的资

质要求就非常严格, 必须是危险品运输车辆、危险品驾驶员、

危险品押运员齐全的车辆才具备运输条件。尽管目前国内

物流企业发展迅猛, 但承运危险品的物流企业仍然很少, 而

且运输费用也比非危险品运输车辆的费用高出30 % 左右[ 7] 。

国内农药企业要想彻底摆脱运输问题的束缚, 必须借助危险

品物流企业的发展。

2  农药企业物流管理的对策

我国物流业尽管在这几年已得到快速发展, 但还远远不

够。在发达国家, 物流成本占 GDP 总额的10 % ～15 % , 我国

却高达16 .7 %[ 1]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下, 物流需

求市场潜力巨大, 物流业有较大发展空间。

2 .1 全力倡导现代物流管理理念, 优化农药企业经营模式 ,

将物流业务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剥离出来 大部分农药企

业仍然在“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下运营。据统计85 % 的

企业仍然采取自产、自运、自销的计划经济的模式, 只有15 %

的企业将物流交付第三方运输[ 6] 。企业内部分工不明确, 销

售、采购、生产各环节各自为政, 相互孤立, 缺乏应有的市场

链接。大部分农药生产企业有自己的货运车队, 按照“肥水

不流外人田”的原则运营, 但农药的季节性很强 , 每年的10

月份到次年的3 月份是大部分农药企业的淡季, 这一时期的

物流量很少, 但企业却仍然承担着养车、养人的各种费用。

从质量上看, 远远达不到现代物流企业的要求。这就要求农

药企业要彻底改变原来“企业办社会”的经营模式 , 将所有与

运输有关的业务剥离出来, 促进第3 方物流企业的发展。经

营者应从根本上转变经营理念, 做大做强自己的优势产业 ,

而将弱势产业剥离是企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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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企业内部可能会出现短期的生产、市场、供应等部门链

条脱节, 或是出于对利益再分配的部门间的矛盾冲突。只要

加强协调与沟通, 并从企业的长期利益出发, 物流剥离的做

法是切实可行的。

2 .2 增设异地农药中转仓储库, 实行二次物流配送  由于

农药企业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企业在中西部、东北地

区的大中城市或农资销售相对密集的地区增设仓储库 , 有利

于缓解运输压力。同时, 由于运输业务的相对分散, 可以选

择的运输途径也多, 如冬季储备时可以采用铁路、水运等承

运方式减少运费。

2 .2 .1 仓储地点选择。应尽可能选择在具有危险品铁路装

运站的地区, 便于采用铁路运力大、运费低的优势资源, 同时

兼顾市场需求, 便于发挥中转库的辐射功能; 宜选择农资市

场相对集中, 物流相对发达的中心辐射型城市。

2 .2 .2 异地货物保全。农药产品大多是易燃易爆的有毒有

害品, 对仓储条件有特殊要求, 建议选择原农资系统仓库。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大部分农资系统经营不善, 人员分

流, 仓库闲置。异地仓储, 安全第一 , 有条件的依托当地农资

经营大户, 办理货物保险。

2 .2 .3 仓储货物的物流配送。从中转仓库以货物配载的方

式送到二级乃至三级经销商手中 , 是货物产权转移的重要环

节。这一环节中除了安全因素外, 如何降低配载运费是关

键。所以要尽可能选择点对点的运输专线, 确保货物及时、

安全、便利地到达客户手中。

2 .3 农药产品的异地分装 我国现有的农药制剂中, 有不

少是低浓度、低含量的高渗剂型 , 由于有效含量的降低, 导致

溶剂大量使用, 运送出去的大部分是无效成分 , 增加了企业

物流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该类农药使

用相对集中的地方, 选择有条件的企业进行产品的异地

分装。

2 .4  向无毒无害剂型和轻质外包装材质转变  无毒无害的

农药剂型发展较快, 具有代表性的是水基溶剂的发展。轻质

包装物发展方向是可分解塑料包装以及可溶性纸质包装。

此举既可以解决环保问题也可以减少有机溶剂的使用。如

草甘膦水剂符合环保要求; 可湿性粉剂、可溶性粒剂 , 降低单

位重量。农药企业开发新的环保剂型 , 提高产品的有效性 ,

从而保证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换。

总之, 我国农药企业和物流企业应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

识到农药企业物流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既是农药

消费大国, 也是农药生产大国, 但我国农资企业自身的物流

服务水平、运送能力、配送质量、运作成本等都难以满足顾客

的要求和企业的发展需要[ 8 ,9] 。所以, 打破各种形式的地区

封闭及行业壁垒, 健全法律保障体系, 建立开放、畅通、自由、

有序的物流市场, 形成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 统一规划化学

危险品的仓储基地, 结合公路、铁路、水运、海运等运输渠道 ,

对农用化学品市场相对集中的地区统筹规划, 建设一批规范

化的仓储基地。同时 , 在严格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运

作的前提下 , 积极推行服务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 整合物流

系统资源, 切实服务“三农”。

参考文献

[ 1] 胡宜国.关于我国物流业的发展[J] . 中国城市经济,2006(3) :62- 64.
[2] 张金良.我国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 .商场现代化,2006

(6) :124 - 125 .
[3] 沈昕.信息技术与企业物流管理研究[J] .中国科技信息,2006(1) :5 -

31.
[4] 沈素文.中小农药企业现阶段面临的困境与挑战[J] . 农药,2003(4) :48

- 49.
[5] 曾杨,张明达.科技型中小企业物流发展浅析[J] .中外物流,2006(2) :41

- 42.
[6] 刘晓红.中小型企业物流管理问题探讨[J] . 特区经济,2006(2) :274 -

275 .
[7] 赵桂娥.石化炼油企业物流管理改革的发展趋势[J] .中国石化,2006

(6) :28- 29.
[8] 徐丽娟.直销模式特征及其物流管理研究[J] . 物流技术,2006(5) :58 -

60.
[9] 刘秀玲,戴蓬军.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供应链物流管理研究[J] .商业研

究,2006(5) :183- 187 .
[10] 迟桂华.论生产企业的物流管理与市场营销[J] .物流科技,2006(5) :24

- 25 .

( 上接第6304 页)

金、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通过

做好这些服务性工作 , 能够更好地营造和保证农村现代物

流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政府在服务过程中应积极通过体

制创新、改造、培育与壮大从事农村物流的市场主体, 多元

化发展农村现代物流企业 , 让企业在发展农村现代物流中

发挥主导作用。特别要加快原有农产品流通企业的改造、

改革与重组, 进行资源整合 , 做大做强, 以适应现代农业、高

科技农业、绿色农业的要求 , 从而改变目前我国农村流通企

业规模小、服务单调和封闭运行的现状, 逐步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 , 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迈进。同时 , 发展多

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以及代理商、中间商等中介组织。

总之 , 构建鲁南城市带农产品现代物流系统既面临着

许多困难和问题 , 也存在着良好的时代机遇, 因此, 要用现

代物流理念, 大力拓展为农村、农民服务的领域, 让农产品在流

动中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通过产业延伸增效益, 把农业产

业链向加工、储运、保险、包装等方面延伸,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

值, 努力实现鲁南商贸物流基地的构想。

参考文献

[ 1] 笪可宁,李向辉.创新农产品流通模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研究[J] .商
场现代化,2006(19) :13 - 14 .

[2] 江晓燕.构建农村物流的探索[J] .商业经济文荟,2005(5) :91 - 93 .
[3] 王新利,张襄英. 构建我国农村物流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 . 农业

现代化研究,2002 ,23(4) :263 - 266.

  本刊提示 来稿请用国家统一的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和符号, 不要使用国家已废除了的单位。如面积用hm2( 公顷) 、m2

( 平方米) , 不用亩、尺2 等; 质量用t( 吨) 、kg( 千克) 、mg( 毫克) , 不再用担等; 表示浓度的ppm一律改用mg/ kg、mg/ L 或μl / L。

6036              安徽农业科学                        200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