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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1_95_E5_86_9C_E4_c31_517129.htm [摘要] 发展农产品物

流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现阶段我国

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比较慢，不能适应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所以必须推进农产品物流的发展，降低农产品流通的成本

，提高农产品的增加值，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关键词] 新

农村 农产品物流 成本 增值 一、发展农产品物流对新农村经

济发展的意义 “三农”问题是目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

问题，现阶段影响农业发展的瓶颈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流通领

域，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正在成为解决大市场与小生产矛

盾的重要举措。由于农产品生产的地域性与消费的普遍性、

生产的季节性与消费的全年性之间的对立，造成了农产品供

给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靠的就是发展现代

农产品物流。农产品物流不仅能使农产品实现其价值与使用

价值，而且可以使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增值，还能降低农产

品生产与流通的成本，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目前，我国农

产品物流是以常温物流或自然物流形式为主，农产品在物流

过程中损失很大。有数据表明，我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

在采摘、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上的损失率在25%～30%，而

发达国家的果蔬损失率则控制在5%以下。另据统计，我国每

年大约有3.7万吨蔬菜、水果在运送路上腐烂，如此之多的农

产品足可以供养2亿人的生活。发展农产品物流，对降低我国

现在高达20%以上的物流环节的农产品损失率，切实提高农

民应得的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二、农产品物流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农产品物流发

展缓慢 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水平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很

大。目前我国农村发展势头良好，但与城市相比，农村经济

依然落后，农民收入低，农村市场相对城市市场发展滞后，

这必然使得农产品物流供给及需求水平低，发展缓慢。同时

，农产品物流发展缓慢还与广大农村地区物流意识差、物流

知识薄弱、对物流重视不够、物流政策不到位甚至空白、物

流作业不规范有着直接关系。 2.农产品具有易腐性、季节性

，农产品物流经营难度大 农产品与工业品不同，是有生命的

动物性与植物性产品，容易腐烂变质，在物流过程中包装难

、装卸难、运输难、仓储难。此外，农产品具有季节性和周

期性，对物流的要求比较高：一是季节性生产要求物流的及

时性；二是为保证安全必须实施农产品绿色物流；三是要满

足一些农产品的特种物流方式，比如粮食的散装运输，水产

品的冷冻运输，分割肉的冷藏运输，牛奶等制品的恒温运输

等等，这样对农产品的运输、包装、加工等提出了特殊的也

是更高的要求，经营农产品物流风险较大。 3.物流基础设施

、技术装备落后，物流运作成本高 物流的运输、包装、装卸

搬运、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每一项功能的实施，都与物流

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技术水平有关。我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落

后，道路状况差，物流运费高；没有专业的车辆运输队以及

车况较差，路网联通度低，致使农产品物流时间过长；没有

科学的冷藏设备，鲜活农产品就难以运输，损耗严重。2003

年，我国粮食物流成本在整个成本构成中占 40%以上，而鲜

活产品则占 60%左右，甚至更多，而世界发达国家物流成本

一般控制在10%左右。 农业信息网络不健全，农产品物流信



息系统所能提供的信息品种和质量都不能满足需要。农户居

住分散，沟通渠道不畅，许多农产品信息难以收集、传递，

信息化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农资和农产品物流的流向带有盲

目性，流程不合理，这是导致在途损失严重，影响农产品保

值增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4.农产品物流链过短，农产品的增

值程度低 在整个物流链条上，农产品加工包装能力比较低下

，品牌数量少、覆盖率低。品牌及包装产品一般是粮油等大

宗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品，进入市场的鲜活农产品基本上仍以

散装原产品为主，农产品难以实现加工增值。近几年来，农

产品加工企业以及流通环节的初加工、简单包装的品牌产品

数量虽有增长，但所占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这导致了流通

环节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市场间的差价而不是加工增值。目前

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一般都在90%以上，农产品产值与农

产品加工产值之比为 1∶4到1∶3，加工食品占食物消费总量

的比重为80%。而我国农产品加工率只有20%～30%，加工增

值比例为1∶1左右，加工食品占食物消费总量的比重不到30%

。蔬菜水果经过采后储藏加工，国外增值比例为1∶3.8，我国

是1∶1.8的水平，我国蔬菜水果采摘后商品化处理为1%，储

藏比例不足20%，加工比例不到10%。 三、发展农产品物流

的对策 1.加大对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投入 农产品物流的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农产品仓储、交

通运输条件和工具等设施的建设。考虑物流量的大小、区位

等因素，在粮食、蔬菜、水果、禽蛋、水产品等农产品集中

产区，改、扩建一批集散功能强、辐射范围广的农产品产地

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加强农村道路建设，

实施村村通公路，提高通达率和道路等级，确保农产品的运



输道路畅通无阻，物畅其流；加快农产品运载工具的开发生

产，发展与改进各式农用运输车；加速农村电信基础设施建

设，努力提高电话普及率；加快网络基础建设，改变目前信

息“高速公路”塞车的状况，发展和普及宽带业务，不断推

动网络延伸，解决终端入户难问题。 2.培育与壮大农产品物

流主体 鼓励农业、商业、国内外物流企业介入农产品物流市

场，促进物流领域的竞争，完善物流服务。培育和壮大从事

农产品物流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一是国、合流通企

业，即国有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二是农业公司。目前，

我国提倡公司加农户这一形态，因而大部分农业公司既指导

农户生产，又从事农产品加工与流通。三是为农产品物流服

务的专业公司，包括专业运输公司、专业包装公司等。四是

专门为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这种

企业目前非常少，需要鼓励发展，尤其是民营第三方物流企

业。民营物流企业以其反应速度快，经营灵活，富于创新精

神，敢于承担风险，办事效率高，决策效率高，更能灵活适

应变化万千的市场等优势，符合农产品物流时效性高的要求

。 3.加快农产品物流标准化进程 根据农产品物流市场的自身

特点，制定适宜农产品物流的标准体系，加强农产品物流标

准化工作。参考国外物流及相关标准，结合我国农产品物流

的实际，研究农产品的生产、采购、运输、存储、装卸、搬

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标准需求，为形成

规范的农产品物流标准体系打下基础。大力推进农业的标准

化生产，把标准化贯穿于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加工、包装

、产品质量检验等环节上，把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纳入规范化

、标准化的轨道，实现农产品的优质化、品牌化；加快农产



品运输工具标准的制定，取消“裸露运输”即开放式运输, 大

量采用厢体运输作为公路货物运输的主载体，减少货物丢失

、损坏交通、危害人身安全、污染环境等诸多隐患。 4.加强

对农产品物流保鲜技术的研究开发 首先要研究农产品的包装

技术。包装是物流的重要环节之一，它是生产的终点，物流

的起点，在储存、运输、销售过程中具有保护功能、定量功

能、标识功能，其作用在于保护产品，以防被污染或腐烂变

质，在销售过程中起到美化宣传的作用，提高产品的增加值

。应根据不同产品的特性，不断改进包装，发展农产品包装

的标准化、礼品化、系列化。其次，研究农产品物流的冷冻

保鲜技术。加强农产品储运工具和设备的开发生产，推动我

国农产品冷藏保鲜物流的发展，降低储运环节的损耗率，扩

大冷藏货运车辆的生产和营运，淘汰不符合公路及食品卫生

标准的车辆，保障冷藏货物的质量。另外，还要加强棉库、

粮库、糖库、保鲜库、冷藏库的建设，增加温控设备和防潮

设备。百考试题收集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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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