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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_E7_83_AD_

E7_82_B9_E6_97_B6_E8_c26_649805.htm 尽管流通成本被抬高

的原因各有不同,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两个:路权无保障,市

内交通路权,基本都让位于轿车,配送车辆的进城资格太有限；

房价高企带动商家的摊位费太高,菜贩如果靠租房、租摊位来

经营,加在菜价上的成本就只能一路走高。 最近菜价暴跌,一

些品种的蔬菜在田间地头的收购价才几分钱,但菜市场和超市

的价格依然维持几块钱的高价。什么原因导致了一方面菜贱

伤农,而另一方面市民却又抱怨菜价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左右,比发达国

家高出一倍,正是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我们的不少商品价格畸

高,这其中就包括菜价。(5月9日中央电视台报道) 高昂的流通

成本,成为菜价上涨的“最后一公里”。值得思考的是,流通费

用到底高在哪里?高得是否合情合理?能否降下来?用什么的思

路降下来?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的消费餐桌,蔬菜的批发环节无

论有多少层,总体流通成本都不是很大,而从批发到零售,一个

环节就能使一斤西红柿从1元变成3元。尽管流通成本被抬高

的原因各有不同,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两个:路权无保障,市

内交通路权,基本都让位于轿车,配送车辆的进城资格太有限；

房价高企带动商家的摊位费太高,菜贩如果靠租房、租摊位来

经营,加在菜价上的成本就只能一路走高。 无论是路权分配,

还是场地费用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问

题。从道理上说,政府应当以民众的基础需求确定公共投入的

顺序,优先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因此,公共投入应当优先为社



会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费物品,而不应当是“奢华”

的公共消费品。 反观现实,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常常呈现出一

种颠倒的状况。就路权而言,小汽车的使用人群最少,却是占用

交通资源最多的,更不用说公车占了多大的比例；而为百姓生

活服务的配送路权,却被挤到了没法再小的地步。为了服从于

土地升值,卖菜的被逐渐挤到城市外围,市内有限的菜场,租金

也总在上调,由此带来的物价高企,却始终没人重视。 有社会

学家认为,一个社会的平等状况,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

利益结构改善的空间余地。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种菜的、卖

菜的,还是开办市场、出租摊位的,确实都是自由的,可他们在

权利上是平等的吗?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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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