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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86_9C_E4_c31_509994.htm ［摘 要］ 从农产品流

通体制由统购统销向市场化改革演变历程的考察看，中国农

产品物流模式的历史性演变经过了计划经济时期农产品物流

发展的起步阶段、转型期农产品物流市场化初步发展阶段以

及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为主的自由流通等阶段，其发展脉络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和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某些特殊条

件是一致的，模式的每一次演变也都带着中国经济改革的烙

印。 ［关键词］ .农产品物流 模式 演进 近年来，国内对农产

品物流的研究逐渐兴起，且较为深入、广泛，从定性研究到

定量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认

为已有的研究基本上是着眼于农产品物流的概念、特征，发

展的重要性、系统性，以及模式创新和政策支持等问题， 

［1］ 而从经济史的角度，系统地对农产品物流模式演化的

进程及其成因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本文试图通过对新中国

成立50多年的经济史考察，探究我国农产品物流模式的演进

路径并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计划经济时期农产品物流的起

步阶段（1949～1978年） （一）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农产品

物流模式（1949～1952年）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存在着多种

不同性质的商业，包括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集体的合作社

商业、个体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商业。

这一时期，因长期的战乱使得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受到严

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鲜活农产品的供求

矛盾十分尖锐，投机活动也十分猖獗，政府掌握的农产品有



限，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并推动了物价的全面

上涨。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供给，国家采取了自由购

销和市场调节结合的流通体系和价格制度，制定和实施了“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等一系列的经

济方针和政策，促进这五种不同性质商业的存在与发展，对

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到1952年底，全国性的国营

商业专业公司由15家增加到28家，国营商店达33282家，

比1950年增加了3倍，商店职工人数达53万人.国营商业的商品

批发额达到全国商品批发总额的60%，商品零售额达到全国

商品零售额的34.4%，并且掌握着粮食、棉花、煤炭、纱布、

食油、食盐以及其他重要商品的供应，确立了国营商业在市

场上的主体地位。全国基层供销合作社发展到35096个，社员

达1.5亿人，零售额达50亿元，比1949年增长5倍，在社会零售

总额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6.7%上升到23.8%.私营商业得到迅速

恢复发展，1952年与1949年相比增加了28万户，从业人员增加

了14万人，商品零售额增加了19.1亿元，但其在社会零售总额

中的比重却从75.5%下降到了57.2%。 ［2］ 在农产品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

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处在恢

复建设阶段。当时，铁路是由铁道部实行统一管理和直接经

营，公路、水运由交通部进行管理，航空由民用航空局管理

。到195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仅2.29万公里，公路里

程12.67万公里，内河航道9.5万公里、民航航线1.31万公里。 

［3］ 在基础设施差、输送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国家通

过实施铁路干线农产品运输的集体汇编、图上作业等物流技

术，加快了农产品运输速度，降低了农产品损耗和运输费用



开支，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物流效率。 很显然，这个时期农产

品物流的主体、流向、规模及分布都发生了变化，国营农产

品经营机构加入到物流主体的行列，并逐渐占据最重要的地

位。城市新增人口以及工矿企业的农产品需求扩大是农产品

物流变化压力的主要来源，顺应建国初期保证城市居民生活

和大力发展工业建设的基本制度要求，由政府推动的农产品

物流制度的改变就成为理所当然。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计

划型农产品物流模式（1953～1978年） 当时我国尚未引入物

流整体的概念，更没有现代物流的概念，只有流通业、运输

业、仓储业等与物流相关的行业。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管理体制，国家的整个经济运行处于计划管理之下，商

品流通企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保证指令

性分配计划的实现:一是计划收购。农产品生产严格执行国家

计划，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生产.各种重要的农副产品

销售试行按经济区域统购统销或者派购限销的办法。1953

年11月国家对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9月实行棉花

统购和棉布统销，随后对生猪、鲜蛋、烟叶、皮革及中药材

等重要农产品实行派购和统一收购，涉及品种多达180多种. 

［4］ 交易价格是由行政力量决定的，即商品严格按照三级

批发流通体系实行单渠道的流通，以国营和合作商业为代表

的公有制商业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唯一主体，实行指令性或

者指导性价格.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严禁长途贩运，小

商小贩、手工业和服务业全部并入集体。二是计划供应。农

产品物流主要是为农产品的计划调拨服务的，农产品物流活

动分属于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邮电局、外贸部、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部等，各主体之间有严格的地域、系



统和等级的划分.涉及“物流”的各个环节，包括采购、运输

、仓储、包装、加工、运输、配送等，均完全通过计划手段

进行管理和控制，企业基本没有自主经营的空间，商流环节

众多。 这一时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铁路、公路、

水运、航空和仓储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截止到1978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5.17万公里，公路里程89.02万公里，内河

航道13.60万公里，民航航线14.89万公里. ［5］ 在仓储设施方

面，一些农资公司和国营商业流通部门建立了数量不多的运

输车队，粮食收购部门建立了一些功能单一的粮库。此外，

为了节省流通领域的费用，政府还根据农产品产销情况和交

通条件，科学划分经济区域，在一部分农产品产销平衡的基

础上，合理布局物资储运点，建立合理库存，编制并不断修

改主要物资的合理流向图，利用各种运输方式以及发展联运

。从1956年3月开始，在全国主要交通干线试行10个品种的粮

食分区产销平衡合理运输，由此规定农产品产销区及其流向

和流动范围，借以限制和清除过远、对流、重复等不合理运

输，以实现农产品物流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1963

年开始，国家提出“集中统一、全面管理、从生产出发、为

生产服务”的方针 ［6］ ，物资部门对中转供销仓库实行统

一管理，主要农产品的物流活动基本上由各级物资储运公司

和商业储运公司承担。物资储运公司根据“以收抵支，收支

平衡”的原则，按国家标准向用货单位收取一次性管理费用

（无论中转的次数多少），而物资系统内部调拨物资则不收

取管理费，但由于各物流主体相互之间难以互通，物流设施

重复建设严重，社会物资库存量不断上升。物资周转缓慢，

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 可以说，这个时期我国农产品物流基



本上是由国家主导的，资源分配和组织供应是按行政区进行

的，物流环节相互割裂，系统性差.物流活动仅限于对商品的

储存和运输，其主要目标是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指标的

落实，物流的经济效益目标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二、转型

经济时期农产品物流市场化的初步发展阶段（1978～1991年

） 这一时期，计划型农产品物流模式己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在外部力量冲击和内部因素发育的过程中，中

国加快了流通体制改革，开始出现计划型物流模式向市场配

置型物流模式的转型。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以

及资源优势与市场优势的差异，决定了这一阶段农产品物流

模式的多样化。 （一）集贸市场主导型物流模式（1978

～1984年） 此时我国农产品物流模式开始从单一的国营模式

向“三多一少”模式转型。所谓“三多一少”是指“多种经

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的农产品

物流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这种模式的最显著变化是农产品购

销制度和市场交易制度的改革。首先是国家逐步取消对主要

农产品产量和播种面积的指令性计划指标，逐步减少统购统

销和派购限售的品种和数量，除棉花外，包括粮食在内的各

种农副产品在完成政府计划收购任务以后，都可以进入市场

自由交易.其次是恢复和发展农村集贸市场和传统农副产品专

业市场，向市场开放过渡。随着集贸市场的发展，市场交易

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逐渐形成了国营、集体、个

体等多种主体并存的结构，继而出现了多条通路运行的状态

，改变了农产品物流的竞争环境。此外，由于政策放宽和农

村承包责任制的广泛实施，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我

国粮食和鲜活农产品产量在这一时期迅速提高。据统计，



从1979年到1983年，我国农贸市场成交金额增加了1倍，农贸

市场粮食成交量由1978年的25亿公斤提高到1983年的91.5亿公

斤。到1984年，在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总额中，按国家计划

牌价收购的比例由84.7%下降到29.4%，而市场出售的比例则

由15.3%上升到60.6%。 ［7］ 农产品上市流通量的迅速增加

以及不同地区的农产品价格差异，诱发了农产品贩运和流通

，形成了一批集贸市场，并随之出现数量有限的专业户，从

而奠定了农产品物流的市场基础。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