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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建设
:

问题与对策

张贵友

t提 要 l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

我国农产品流通

基础设施落后
,

物流成本高
,

损耗大 ; 国家在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中投入不足 ; 农民

在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缺乏投资能力
。

加 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

应把农产品流通基

拙设施投资纳入公共投资的范祷
。

【关健词】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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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是指那些直接参 与
、

支持农产品流通业发展的基础设施
。

从具体形

态看
,

主要包括提供农产品流通服务功能的专

门场所 (商品零售
、

批发市场等 )
、

供农产品从

产地运输出去的道路设施
、

为提供及时有效的

流通信息而建立的通讯网络平台
,

以及具有储

藏
、

保鲜和调节市场余缺功能的农产品仓储设

施
。

发展现代化的农业
,

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物

质条件装备
、

科学技术和新型农民
,

还要有现

代化的经营形式
、

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的发展理

念
。

现代化的经营形式
、

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的

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达的物流产业

和完善的市场体系
,

它们是现代农业的重要保

障
。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作为农产品市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发展完善程度对解决农产

品流通不畅
、

农 民
“

卖货难
”

问题具有很大的

决定作用
。

二
、

我国农产品流通基础

设施建设的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政策和
“

重生产
、

轻流通
”

观念
,

我国农产品流通基础

设施供给严重不足
,

布局不合理
,

各类设施不

配套
,

方式陈旧
,

使用费率较高
,

农民进人市

场较难
,

利用效率偏低
。

而由此造成的农产品

流通不畅和农民
“

卖货难
”
问题

,

不仅影响了

农业生产和农 民增收
,

也抑制了农民消费
,

延

缓了农村的市场化进程
。

尽管国家近年来投资

数千亿元改造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

农产品市

场环境有所改善
,

但分级包装水平低
,

仓储运

输设施和技术落后
,

进人冷链系统的生鲜农产

品比例低
,

腐烂变质损失大
,

交通不便等基础

设施问题仍然制约着农产品的流通
。

农村各类

市场数量不少
,

但设施较为齐备
、

完善的市场

很少
。

绝大多数市场是简陋的建筑
,

大棚式市

场
、

露天市场也不少
,

检测
、

储存设施少 ; 水

电系统
、

道路
、

场地
、

污染处理等基础性硬件

设施落后 ; 零售市场 (尤其是农村零售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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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街为市

、

以路为集
”
的特征明显 ; 市场基础

设施建设的资金投人相对缺乏
。

(一 )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落后
、

物流成本

高
、

损耗大

在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诸方面中
,

交通运

输落后是最大的瓶颈
。

第一
,

高速公路建设偏

重城市之间的交通
,

粮食和蔬菜主产区的高速

公路分布少
,

公路等级比较差
,

农产品运输的

过路费负担异常沉重
。

据我们调查
,

从山西蔬

菜主产县寿阳到上海约 1 0 0 0 公里左右
,

一辆载

35 吨蔬菜的运输车要交纳过路费 4 7 0 0 元左右
。

第二
,

除少数省份以外
,

农区等级公路网密度

尚不能满足农产品流通的需要
。

通常在县城之

间会有高于 3 级的等级公路
,

大吨位的农产品

运输车抵达农区要绕行县城
,

影响运输效率
。

第三
,

出村道路质量差
,

农产品出村的运输成

本很高
,

妨碍商品农业发展
。

据我们调查
,

经

过硬化的道路与普通农村土路相比
,

运输效率

相差在 3 倍 以上 (单位时间运输农产品的数

量 )
。

我国承担 70 % 以上农产品流通的批发市

场
,

政府投人和配套投资很少
,

多数市场设施

简陋
,

功能不全
,

辐射力低
。

根据我们对山东

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的调查
,

水果和蔬菜的包装

容器按其用途可分为运输包装
、

贮藏包装和销

售包装
。

寿光市场上蔬菜的包装容器如圆椒
、

尖椒
、

芸豆等主要有纸箱
、

泡沫塑料箱 ; 蒜

墓
、

菜花等用纸包装 ; 南瓜
、

大蒜等一些质地

比较坚硬的产品用麻袋
、

编织袋
、

网眼袋等包

装
。

寿光市场主要运输方式是汽运
,

市场大型

载重 60 吨货车近千辆
。

南来北往 的蔬菜物流

量极大
,

但 目前采取的蔬菜保鲜措施还仅限于

蔬菜中间加冰块
,

外面罩棉被等简单措施
,

恒

温
、

冷藏车辆极少
,

烂菜现象不可避免
,

物流

损耗较高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 国农村 电信设施 获得

很大改善
,

为发展农村商务信息 网络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
,

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

农村商 品流通信息的采集发布并未制度化
。

统一高效的农村消费品 和生产资料流通的信

息采集和发布平 台尚未建立
,

有关农产品流

通的信息质量和数量也有待提高
。

长期以来
,

农民对市场供求信息的获取渠道单一
,

手段

缺乏
,

滞后 失真现象严 重
。

截止到 2 0 0 7 年

底
,

没有一家信息 网络或网站能够全方位的

汇集
、

预测农产品 的生产信息 和销售信息
,

不能有效地指导农产品生产和组织农产品销

售
。

多数地方的农村通讯网络建设还基本上

是一片空白
。

虽然大部分农村都实现 了通路
、

通电话
,

但是实 际使用情况不容乐观
。

我国

农村地域辽阔
,

山区较多
,

通讯设施建设 费

用很高
。

农民收人低
,

承担不起高额的使用

费
。

农村通讯
、

信息 网络设施不足
,

使用费

高
,

严重制约着农村市场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落后
,

严重制约着农村

与外界的信息流
。

根据 《构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研究报告 》
,

我国物流成本一般占总成本的 30 % ~ 40 %
,

而

鲜活农产品则占 60 %左右甚至更多
,

而发达国

家物流成本控制在 10 %左右
。

传统的农产品流

通模式造成农产品的大量变质和损耗
。

《二 ) 国家在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投

入不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

我国农产品流通基础

设施落后
,

是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

投资不足所造成的
。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属于

固定资产
,

需要通过长期积 累才能形成
。

但

是
,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所 占比重一直

不高
,

农村流通类固定资产投资所 占的份癫更

低
。

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政策选择直接

相关
。

通过统计资料分析发现
,

农村流通类固定

资产投资尽管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占

有较大的比重
,

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全社

会所占比重不高
。

这与农村经济
、

人 口等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相 比
,

极其不对称
。

从有限的

资料来看
,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在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份额偏低
。

自 2 0 0 0 年

以来
,

农村交通运输和仓储等流通设施投入在

全社会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投人中所占比

重通常情况下大约是 7%
,

最高年份的 2 0 0 3 年

也没有超过 10 %
。

批发和零售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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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村所 占比重 近年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

20 05 年不 足 n 写
,

2 006 年有所 回 升
,

达到

16
.

28%
。

(参见表 1 )
。

衰 1 农村圈定资产及其流通相关顿城固定资产投资

在全杜会中所占比 , 单位
:

%

年年份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产 交通运抽
、

仓储和和 批发和零售业中中

投投投资中农村份额额 邮政业中农村份额额 农村份额额

222 0 0 000 2 0
.

3 444 6
.

3 888 2 0
.

1 111

222 0 0 111 1 9
.

3 888 5
.

6 333 22
.

7 000

222 0 0 222 1 8
.

4 222 7
.

5 111 20
.

0 333

222 0 0 333 1 7
.

5 666 9
.

8666 14
.

2444

222 0 0 444 1 6
.

2 555 7
.

2 555 1 2
.

2444

2220() 555 1 5
.

4 111 7
.

8 444 10
.

7444

222 0 0 666 1 5
.

1222 7
.

5 222 16
.

2 888

资料来薄
:

《中国统计年鉴 》 和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

注
:

20 00 年 ~ 2 0 02 年农村批发和零售业 固定资产包括 了吸

饮业
。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少
,

与多种

因素有关
。

从根本上来说
,

由于我国长期形成

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

农村基础设施一

直处于被公共财政忽视的境地
,

流通设施主要

依靠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解决
。

广大农民和农

村集体投资能力严重不足
,

导致农村基础设施
,

尤其是流通设施建设远远滞后
。

尽管近年来中央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投人大幅度增加
,

但公共财政支持
“

三农
”

项目中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人尚未形

成体系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

善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形成
,

我国财政支持
“

三农
”
正在由过去直接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为

主向支持农产品生产经营
、

农产品市场以及农

村市场体系完善并重转变
。

200 3 年以来
,

国家财政在基本建设的投资
,

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人
。

主要是大江大河的治理
、

中小型

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

农业科研基础设施建

设
、

大宗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
、

乡村道路建设
、

农村电网改造
、

人畜饮水设施改善等
,

用于这

方面的财政支农资金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含国债投资 )
、

农业综合开发
、

小型农田水利

建设支出
、

农村小型公益设施建设资金和扶贫

资金等
,

专门用于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财政资金十分有限
。

《三 ) 农民在流通墓础设施建设中缺乏投资

能力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少
,

除了

与财政资金投人不足有关外
,

还与我国农村流

通企业规模不大
、

农户缺乏投资能力有相当大

的关系
。

我国农村市场经营者普遍缺乏投资能力
。

农村市场经营主体多数为小经营者
,

组织化和

专业化程度低
。

我国水产品流通主要以批发市

场为中心
,

目前 80 %左右的水产品是经由批发

市场进人零售和消费领域的
。

据 《中国物流年

鉴》
,

20 0 6 年成交金额上亿元的专业水产品批发

市场 3 70 多家
,

而在全国比较大的水产品批发

市场中
,

从事水产品运销的商人 90 % ~ 95 %是

个体商贩或个体经营组织
。

他们投资建设流通

设施的能力十分有限
。

从统计资料来看
,

农村企业投 资交通运

输和仓储设施 的资金少
,

所 占份额不高
。

在

2 0 0 0 年 一 2 0 0 6 年期间
,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中
,

全国企业单位投资最多的只有 10 0 多亿

元
,

少的时候不足 50 亿元
,

在整个农村交通

运输和仓储等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所占比

重介于 n
.

10 %与 17
.

20 %之间 (参见表 2 )
。

与国外交通运输和仓储设施 主要由企业投资

相比
,

我国农村企业对交通运翰和仓储设施

投资严重不足
。

虽然农户投资交通运输和仓储设施在农村

中所占比重超过 40 %
,

但是平均分摊到每个农

户
,

这方 面的 固定资产也是微不足道的
。

以

2 0 0 6 年为例
,

农户投资交通运输和仓储等固定

资产为 326
.

1 亿元
,

按照 2
.

5 亿农户计算
,

每户

投资只有大约 100 多元 (参见表 2 )
。

对于固定

资产投资来说
,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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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不同主体投资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
:

亿元 ; %

年年份份 企业单位位 事业单位位 农户户

投投投资额额 所占比重重 投资额额 所占比重重 投资额额 所占比重重

2220 0 000 4 1
,

8 000 1 1
,

1000 15 0
.

5 000 3 9
.

9 777 18 4
.

2 000 4 8
.

9 222

222 0 0 111 5 0
.

8 000 1 3
.

6 111 14 5
.

5 000 3 8
.

9 888 1 7 7
.

0 000 4 7
.

4 111

222 0 0 222 7 7
.

0 000 1 5
.

0 444 2 0 9
.

8 000 40
.

9 888 2 2 5
.

1 000 4 3
.

9 777

222 0 0 333 1 0 6
.

7 000 1 7
.

2 000 2 2 8
.

1000 3 6
.

7 777 2 8 5
.

4 000 4 6
.

0 111

222 0 0 444 7 0
.

0 000 1 2
.

6 222 2 5 3
.

4 000 4 5
.

6 888 2 3 1
.

3 000 4 1
.

7 000

222 0 0 555 10 7
.

0 000 1 4
.

2 000 2 9 2
.

8000 3 8
.

8 555 3 5 3
.

9 000 4 6
.

9 666

222 00 666 1 4 2
.

5 222 1 5
.

666 4 4 4
.

9444 4 8
.

7 111 3 2 6
.

111 3 5
.

6 999

资料来源
: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裹 3 不同主体投资批发和零曹业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
:

亿元 ; %

年年份份 企业单位位 事业单位位 农户户

投投投资额额 所占比重重 投资额额 所占比重重 投资额额 所占比重重

222 0 0 000 8 7
.

7000 7 0
.

7 888 2 6
.

3 000 2 1
.

2 333 9
.

8 000 7
.

9 111

222 0 0 111 1 2 5
.

2 000 7 6
.

8 111 2 3
.

5 000 1 4
.

4 222 14
.

4 000 8
.

8 333

222 0 0 222 1 0 9
.

7 000 6 8
.

6 111 2 3
.

9 000 14
.

9 555 2 6
.

2 000 16
.

3 999

222 0 0 333 8 5
.

5000 6 5
.

0 777 1 8
.

1 000 13
.

7 777 2 7
.

9 000 2 1
.

2 333

222 0 0 444 9 0
.

2 000 57
.

8 999 2 9
.

1 000 18
.

6888 3 6
.

4 000 2 3
.

3 666

222 0 0 555 1 17
.

6 000 6 3
.

8 111 3 5
.

7 000 19
.

3 777 3 1
.

1000 1 6
.

8 777

222 0 0 666 2 7 0
.

8 888 7 3
.

4 333 7 8
.

2 222 2 1
.

222 1 9
.

888 5
.

3 777

资料来源
: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
。

注
: 2 000 年一 2 0 02 年包括棍饮业

.

农户投资批发和零售业固定资产不但数量

少
,

而且所 占份额也不高
。

2 000 年到 2006 年
,

全国农户投资批发和零售业固定资产的资金总

量最高年份大约 36 亿元
,

最低年份不到 10 亿

元
,

在农村中所占比重最高年份大约为 23
.

4%
,

低的年份只有大约 5
.

4% (参见表 3)
。

农民投资流通设施不多
,

主要 是农 民缺

乏投资能力
。

我国农 民人均收人水平低
,

增

长速度不高
。

在现有分配体制下
,

农 民收人

增长预期一直偏低
。

尽管农产品流通基础设

施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和农民生活质量提高
,

但投资能力严重制约着农 民对 固定资产设施

的投资
。

三
、

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建设的对策建议

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

应把农产

品流通基础设施投资纳人公共投资的范畴
,

具

体来说应该做到
:

第一
,

国家在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中

应该发挥投资引导作用
。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资市场化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

农村地形地貌复杂
,

基础条件差
,

建设流通基

础设施难度大
,

回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

风

险高
,

农村融资困难
,

农民投资能力有限
。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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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需资金多
,

依赖

市场力量
,

必然是投资不足
。

因此
,

农产品流

通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方面的投资应主要由政府

承担
。

在国家加大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

人力度的同时
,

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对农产

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

各级政府适时投

人必要的引导资金
,

按管理权限给予扶持政策
,

改善投资环境
,

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骨干市

场建设
。

加快重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改造
,

改善交通和环境条件
。

在全国农产品流通网络

的城市一端
,

要坚持企业投资为主
、

政府扶持

为辅的原则
。

第二
,

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 设施建设
,

应坚持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

分市场类型
、

有

序推进建设
。

当前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

建设迫切需要加快农村道路建设
,

尽快形成

连接居民点
、

生产地和市场的道路网络
。

加

强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
,

除了粮食等大宗农

产品外
,

还应加强蔬菜等保鲜性要求 比较高

的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
。

加强农产品信息网

络建设和市场信息发布平台建设
。

建立起信

息系统
、

电子结算系统等
,

完善市场信息收

集与发布制度
,

提高农产 品市场设施水平
,

强化服务功能并消除农产品供需双方的信息

不对称
。

第三
,

加强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
。

我

国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与特色农产品基地正在不

断形成
,

为了适应农业这一发展的要求
,

更好

地促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和基地的建设
,

急需

在优势特色农产品主产区新建一批农产品产地

批发市场
。

产地批发市场具有社会效益明显的

特征
,

应将其界定为非经营性农业基础设施
,

纳人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范围
。

农产品产地

批发市场建设是 目前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

的薄弱环节
。

在产地建设批发市场
,

有助于减

少农民的流通费用
,

降低经营成本
,

促进农民

增收
。

更为重要的是
,

产地批发市场和专业市

场
,

有助于减少农民的信息搜寻成本
,

保障农

民谈判能力
。

在产地建设批发市场和专业市场
,

不但可以降低需要农民支付的农产品交易费用
,

而且还可 以更好地保障农民利益
,

促进农业结

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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