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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8_B5_84_E8_c31_515091.htm 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

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开拓农

村市场，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

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减免

运销环节收费等。这无疑这将为新农村物流创造一个新的市

场环境。 大趋势需大转变 长期以来，大量农产品遭遇物流不

畅，特别像今年的冰灾、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损失更

加严重。近年来，国家虽出台一系列的支农助农政策，但部

分地区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却未得到根本改善。 从“

高盛养猪”风波，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养殖业的产业链不完善.

从“三鹿奶粉”事件，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牧业加工产品供应

链掌控缺失.从各地经常发生的农产品丰产滞销，我们看到农

业专业物流服务体系的缺位。 面对这些涉及农村流通、农牧

业物流的话题，社会问责的矛头更多指向具体企业，或指向

政府监管，而很少关注在新农村经济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即

农村物流体系的建设。 而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过程中，中国的农村经济不可能再重复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

闭环流通，而是融入全球社会经济的一分子：美国某家庭餐

桌上食用的一块薯片，可能在通过电子标签，找到中国农田

的主人。现代化全球化的物流与供应链服务，让天涯若比邻

。 而中国农村也将是全球企业淘金的沙场，与各类涉农企业

打交道，高盛的生猪可能在河南某农家院里意气风发.雀巢养



殖的奶牛可能在河北某牧场里气定神闲，全球化的产业链延

伸，必将改变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解决了农民的米袋子问题，但是

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的钱袋子问题。在过去的农村经济发展模

式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无意识中延续“以粮为纲”

观念，即重生产，轻流通。 由于农村流通体系建设不完善，

农村与城市，二元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成为截然区分的两

个经济体。而在丰产滞销等问题，也迫使农民务农积极性不

高，宁可抛荒土地进城务工。 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给我们展

示截然相反的景象，由于农业牧业等流通体系发达，农村经

济和城市经济紧密对接，农民成了好职业。而在欧美国家农

业经济发展与农村建设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依附于农村大

流通体系下发达的农村物流体系。 改变中国农村经济，改变

中国农村流通，建立适应国情的新农村物流势在必行。 新物

流需新环境 新农村物流的建设要落脚，必须建立适应中国国

情的物流市场环境。 新农村物流的发展建设，首先，需要硬

件环境的支撑。《决定》指出的加大农村投资。但对于浩大

的新农村物流发展建设需求，这个投资如何分配? “要致富，

先修路”，农村路网不完善和部分现代物流设施的缺位，影

响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在现代物流正在向农村市场进

军，除了公路交通这些基础的设施之外，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还需要在科学统筹规划化，通过多种方式，建立适应

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性的公共物流服务平台，包括大型流通

市场和物流园区等，及围绕交通枢纽建设新型物流服务平台

公路港、航空港等。 《决定》明确指出，应加强农村公路建

设，确保“十一五”期末基本实现乡镇通油(水泥)路，进而



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水泥)路，逐步形成城乡公交资源相互

衔接、方便快捷的客运网络。 其次，是农村物流市场环境和

服务体系化的建设。在过去产供销一体化的农村家庭作坊，

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小而全，大而全”的原始物流模

式主导着农村流通市场。这种模式建立在以产为导向，既造

成农村企业的被动生存，也让专业物流服务企业难以适应。

如何改观? “因地制宜”作为关键词，在《决定》中多次出现

。“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发展重点，形成

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引导加工、流通、储运设施

建设向优势产区聚集。”这句话透露出三个方向性信号：规

划性、科学性、特色性。也指出新农村经济建设要打破传统

分散经营的小农模式，要发挥规模效应。 要现代物流在农村

发挥作用，必须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决定》指出“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决定》指出的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即家庭经营、统一经营。这都将为农村经济的集约化发

展铺路，这利于第三方物流的介入。 而无论家庭经营，还是

统一经营，都在把农产品供应链环节专业化发展，在这个基

础上引入专业化流通企业、物流企业的融入。有商务部发起

的“千村万乡”等农村流通工程，尽管在专业物流的引入还

显不足，但是已经给我们探索了一条有制造、物流、销售等

多元企业协同，城乡互动的农村物流模式。 目前，现代农业

方向已定，流通方式需在试点中探索，在探索中试点。全国

各省市已开始探索新农村物流的运营模式。比如，山东省决

定在寿光、莱阳等8个县(市、区)开展为期两年的农村物流试

点工作。预计到2009年底，建立符合地方实际、特色明显的



农村物流运作模式，形成一套科学合理、易于推广、促进农

村物流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 引进来和活下去 农

村物流，不只是农民自己搞物流。除了要因地制宜外，重要

的是要积极引进第三方物流企业。 《决定》中也要求，鼓励

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

程度。新农村物流建设，可以考虑引入如中远物流、中邮物

流等等龙头物流企业。 据统计，我国蔬菜水果及其他农产品

在采摘、运输、储运等物流环节中损失率达25%-30%，每年

有总价值为750亿元的农产品在运输中变质的损耗。《决定》

要求按照现代化水平高、覆盖范围广的要求，加强良种繁育

体系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建设，加快建设现代粮食物流体

系和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系统。 对物流企业来说，农村市场

将大有可为之处。而且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由外向型向内外兼

修转型，刺激内需被重视，如何挖掘农村消费市场，并与城

市经济对接，是未来专业企业进军农村物流的一个大课题。 

由于现代物流设施不足，专业物流需求缺乏等等种种因素，

农村物流市场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呈

现出“叫好不叫座”的景象，部分物流企业的专业化服务难

以腾挪发挥。 这一则跟物流企业的市场切入等等方面有关系

。需要第三方物流企业物流企业要转变观念，积极在农村市

场挖掘新商机.并根据市场实际情况，提供合适的物流服务产

品.其次要能和一些农村市场的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避免

陷入分散市场的汪洋大海.再则在开拓农村市场的同时，第三

方物流企业需要积极投身农村物流市场环境建设，这不只是

物流园区等，好要积极推广专业标准和技术。当这个市场成

熟了，物流企业的蛋糕也大了。 其次，作为政府部门和协会



组织等，同样需要在这个新市场里发挥积极作用。要让物流

企业引进来，还要让物流企业能活下去。比较城市物流需求

，农村物流市场需求分散，而且专业化不高，供需市场信息

不畅等问题。这些需要政府方面积极提供环境，并且嫁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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