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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分析云南省发展农业经济的优势和劣势入手 ,提出了一种基于供应链管理中最低库存管理(JIT) 理念的农业产业化经济发展模
式构想, 实现云南“绿色经济强省”的定位目标 ,推动云南省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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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newway of agricultural i ndustrilizationin Yunnan Provi nce was presented based onthe analysis of the predominance
and defects in Yunnan’s agriculture with JIT theory .S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lization could be i mproved for Strong Green Provi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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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 东部与贵州、广西两省( 区)

为邻, 北部与四川省相连 , 西北部与西藏自治区毗邻 , 西部及

西南部与缅甸接壤, 南部与老挝及越南接境 , 地理位置在北

纬21°8′32″～29°15′8″, 东经97°31′39″～106°11′47″, 总面积38 .33

万km2 , 耕地面积329 .1 万hm2 。云南省属低纬高原季风气

候, 年温差小, 日温差大, 无霜期长 , 光热条件好, 每年为376 .7

～627 .9 kJ/ m2[ 1] 。云南省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有“植物王国”

的美称 , 烟草业、花卉业、茶、反季节蔬菜、中药饮片等行业都

是云南省的特色产业, 还拥有宣威火腿, 各种珍贵的野山菌

等特产[ 2] 。

但由于物流等因素的限制, 云南省的某些优势没有得到

充分的发挥。实现农业产业化, 对于促进云南农业经济的发

展是十分必要的[ 3] 。在关于云南省农业经济的研究中 , 目前

鲜有将基于供应链管理中最低库存管理( JIT) 理念引入农业

产业化的报道, 笔者将JIT 理念引入产业化的农业经济 , 提出

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并进行了初步探讨。

1  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及其制约关系

1 .1  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势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

多的省份, 几乎集中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所

有品种, 在全国近3 万种高等植物中, 云南省有274 科、2 076

属、1 .7 万多种, 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62 .9 % , 故云南有“植

物王国”、“香料之乡”、“天然花园”、“药物宝库”等美称[ 2] 。

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势: ①气候条件四季如春, 年

温差小, 污染少, 有利于发展反季节蔬菜、无公害蔬菜、花卉

等产业。云南拥有2 100 多种观赏植物 , 其中花卉植物在

1 500种以上, 不少是珍奇种类和特产植物 , 堪称为珍树、奇

花、异草的花卉王国[ 2] 。②云南普洱茶历史悠久, 品质独特 ,

是茶叶中享誉世界的名牌, 集中产在滇西南普洱府、道的各

支茶山, 尤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6 大茶山为最[ 4] 。③云

南是中草药的宝库, 生长着2 000 多种中草药, 有些种类是云

南独有的。有供中医配方和制造中成药的原料400 多种, 如

三七、天麻、云木香、云黄连、云茯苓、虫草等质地优良, 在传

统中药材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2] 。④云南香料植物种类之多

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计有69 科 , 约400 种。在香料植物中, 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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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油、香叶油、树苔和橡苔、黄樟油、香茅油、依兰香、薰衣草

等都是云南具有一定规模的植物香料产品[ 2] 。⑤云南的粮

食生产和畜牧业产量近年来一直处于增长状态, 特产宣威火

腿远销海内外。⑥云南省的气候非常适合烟草生长, 且该省

的卷烟行业十分发达 , 有利于形成有效的供应链。

1 .2 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劣势  ①云南省地处边陲 , 交

通运输不便 , 增加了物流运送的成本; ②云南的一些优势产

业, 如反季节蔬菜、无公害蔬菜、花卉对保鲜的要求很高 , 甚

至要求航空运输, 这进一步增加了物流成本。

1 .3  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优势和劣势的制约关系  如图1

所示。

图1 云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及其制约关系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云南省的农业经济发展受物流

等因素的限制。鲜花和蔬菜等产业受实效性的影响很大, 香

料、普洱茶、中药材、鲜花、反季节蔬菜、无公害蔬菜由于其中

的大部分是运往外地的, 和云南省地处边陲地形相对比较崎

岖的地理条件相矛盾。因此建立对需求快速反应的供应链 ,

及时按照需求调整产量 , 对云南省农业经济的发展, 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2  关于形成基于JIT 产业链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构想

2 .1  JI T 的含义 表示最低产品库存 , 是现代物流管理中普

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它指的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及时调整产

量和库存, 力求把库存降到最低, 强调物流平衡而没有产品

库存, 使资金和信息的流通更加顺畅, 从而保证物流与市场

需求同步[ 5] 。

2 .2  基于JIT 的农业产业链的构想 把农产品看作产品的

库存, 把物流配送中心看作仓库, 把农户和农场生产农产品

看作生产产品的过程 , 从而将最低产品库存理论扩展到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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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流通上来。下面是笔者设想的基于JIT 的产业链结构。

图2 基于JIT 的农业产业化供应链

  由图2 可知, 农户和农场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生产, 生

产之后运到物流配送中心, 再经过批发商、零售商, 最终到达

用户手中, 这样由于生产是根据需求进行的, 需要什么生产

什么, 就可以让农业生产者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用同样

的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是比较难实

现的, 货物通过物流配送中心送往全国各地, 这样对一个行

业来说, 它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的销售数据比较难以收集, 所

以公司在下订单时必须综合用户反馈信息、物流配送中心反

馈信息、批发商反馈信息和零售商反馈信息这4 种信息, 才

能保证消息的全面和可靠。通过反馈的信息设计订单 , 也是

一个科学分析的过程, 必须借助先进的工具才能保证订单的

准确性。这个产业链是一个通用的结构, 也就是说不仅仅在

云南, 其他省份的农业生产也可以依据这种模式, 但是由于

云南省农业经济自身特点和制约因素, 在云南就更加适用。

2 .3 借助先进的供应链结构, 形成交易中心  由于独特的

气候, 云南省农业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有特色的, 在发展农

业经济的过程中, 笔者认为云南省可以借助上述先进的供应

链结构, 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 以鲜花、无公害反季节蔬菜、

烟草、中药材、茶、菌类、香料几类产品为中心发展。云南已

经形成了成熟的全国鲜花交易中心[ 6] , 应该力争成为我国西

南地区, 全国乃至东盟的鲜花、无公害反季节蔬菜、普洱茶、

菌类、香料的交易中心, 同时建立相应的物流配送中心等设

施, 加快物流业的发展。

3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基于JIT 的最低产品库存控制理

论用于云南省农业经济产业化的发展, 把存放在物流配送中

心的农产品看成是一种库存, 可以加快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运

转, 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绩效, 实现经济效益。由于云南省某

些优势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实效性 , 这一方法在云南地区更加

有效。农业产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趋势 , 云南省要实现

“绿色经济强省”的定位目标 , 就必须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

法, 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优势 , 加快物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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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协调发展的有序化系统, 在非空间层面上形成有机产业

链, 在空间层面上形成产业密集区。关中地区城乡产业网络

化进程中也应以城镇网络化为基础, 依托基础设施网络化 ,

并注意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等各方面的

关系, 通过积极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乡镇企业健康发展, 加快

城乡产业网络化进程。

关中产业布局要在“一圈一轴”总体布局的框架下, 按3

个层次展开:

第一层次 , 以中心城市为主体的“一个核心, 外围三个

点”的布局构想。以陇海铁路、宝潼高速公路和西铜高速公

路构成的交通网络骨架为支撑, 形成以西安—咸阳都市圈为

核心, 有机联系和协调外围的宝鸡、铜川、渭南和杨凌示范

区。西咸都市圈是“一线两带”建设的高端平台, 重点发展以

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计算机软件、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生

物医药、飞机及零部件、智能大型设备等现代制造业; 宝鸡、

铜川、渭南要紧紧依靠西咸都市圈, 与其形成有机结合, 在其

辐射带动下, 重点发展机械制造、材料加工制造、农产品加工

及其他有优势的资源深加工产业。

第二层次, 以中小城镇为主体的“一轴一环”布局框架。

以陇海铁路、宝铜高速公路为一轴, 以正在建设的关中环线

为一环, 依托沿线中小城镇发展和布局产业, 带动农村、农业

和县域经济发展。结合一轴一环沿线的县城和重点镇的建

设, 优化布局, 重点发展果蔬加工、乳品和畜禽产品加工、粮

食加工、旅游、电力、农贸和为大中城市生产配套产品。

第三层次 , 中心城市区域内“三、二、一”的布局构想。积

极推进城市产业布局再构造。加快工业园区建设 , 为产业发

展和积聚提供良好的载体。有规划、有步骤地实施城区企业

向园区搬迁改造, 形成城区以第三产业为主, 开发区和工业

园区以第二产业为主 , 城市外围以为城区服务的城郊农业为

主, 城市由里向外呈“三、二、一”的合理布局[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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