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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华

美国的农产品流通及其可借鉴经验

义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仕产和贸易国。 以谷物为例， 关国的年人均产釐于本世纪80

年代末已达到 1240公斤左右， 为世界平均的3.5倍；在贸易方面，近年平均每年出口大米、 小

麦和粗粮达8500万吨； 美因同时也是世界上谷物储存橄多的国家， 据 1991 年6450万吨计算，

约占世界总库存扭的 1/5 。 美困农业生产长期较稳定， 产品丰宫， 贸易活跃，其中的 一 个重

要原因， 便是头旧拥打 一 个庞大、 通畅、 复合、 高效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一、 美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概况

根据80 年代末统计， 关国农业从业人员为 360万人，而从事农产品流通的则达1500 万人，

在全国总就业人数中占 15% ， 为农业从业人员的 4.2 倍。

美国的农产品中， 以消费品流通的占20%， 作为1．业原料流通的为 80% 。

从流通经仵环节石， 农产品从农场生产出来投入流通， 一般都要经过检验， 分级、 加

工、 包装、 贮存、 运输、 销售等各个环节， 尤其是主耍农产品如粮、 棉、 果、 束、 肉、 鱼、

蛋、 牛奶等， 这些环节多数都纵向连接而成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系统。

按流通组织形式看， 规模不等的批发商、 零售商是主要的从事商品转实的组织；不拥有

产品所有权， 以委托成交和收取佣金为关系的各种代理商和经纪人；农场主组织和参加的各

种销售合作社；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此外还有多种加工制造商及其自设的购销分支机构。

就其市场结构石， 根据功能和广义时序概念， 有地方集聚市场（或叫产地市场）、 中央

市场、 次于中央市场的批发巾场和岑售市场（又称终点市场） ；按交易方式， 有现贷市场和

期货市场；加之另付专供烟草和牲岳父易的拍卖市场，组成层次不同、形式多样的市场结构。

就流通渠逍看， 夫因中小农场上占 4/5 损， 需借助于中间批发商， 农产品原料多数由

农场主经产地市场和中央市场批发曲销售到上厂， 农场主直接供应给工厂的占少数；消费品

多数由农场主经产地市场、 中央市场（或批发市场）批发商与零售商销售给消费者， 仅通过

零售商转售给消费者次之， 直接销售给消费占的为最少。 近年米， 鉴于交通工具和信息系统

的发达， 中央市场作为最大集散中心的重要性有所
一

日降， 地方集聚市场承担了中央市场部分

功能， 使间接销售渠道有缩短趋势， 部分农产品增加了直销渠道。

在美国农产品流通组织中， 销售合作社是农民自愿创立、 共同拥有和经旮的一 种企业组

织。 现在全国约有6000个， 社员增加到近 500万人， 平均规模800 余人， 其中小社仅50至100

人， 大社多达45万人。 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制度， 由社员选举代表组成管理机构， 社员不论

资产多少均享有 一人一 票表决权， 办社宗旨是为社员服务， 出售农产品， 本身不以获利为

主， 盈利根据社员对合作社的利用程度 一 般实行比例返还， 单纯按股金分红的不多。 农产品

销售合作社可以改善农产品实现条个1:, 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并能增加社员收入， 因而发展较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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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农产品市场结构中， 期货巾场占付贞要地位， 规模大， 集中度高。 芝加哥交易所

农产品期货交易最就占全国成交址的78%， 能导致世界性竞争价格形成。 美国期货市场同时

以套头交易为主， 在70年代末期， 谷物期货交易呈在5000吨以上的大宗套头交易比例已达到

60%。 投资者在供给过剩时扩大储藏， 还当时候冉售出期货而保仔现货， 这 一 点也大大有助

于减轻美国政府收购过剩农产品的压力。

二、 美国衣产品流通体系运行

美国农产品流通能够保持协调、 灵活、 高效运转状态， 从机iM上1内特点心， 主要表现有

下列方面， 它们起着流通的推进器和调谐器的作用。

其一是价值规律充分调节流通过程。 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 由千竟争和优胜劣汰， 使处

于不同地位、 采取不同经营方式的流通当事人， 都要竭尽全力， 去还应、 满足社会需要， 提

高组织流通的质品和效益， 从而客观上成为一个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的打机系统， 使总体流

通有利千向协调配合和提高效率发展。

其二是有法可依。 除了普迵适用的反托拉斯法、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这些重要立法外，

每 一 个流通环节儿乎也都有特殊明确的规程和条例。 近时期来， 更是加强了完善立法的工

作。 如主要针对期货父易的＜＜商品交易法案》， 在1974年较大修改后， 到1992年又4次进行

修订补充， 其中把靠不公开怕报进行内涕交易定为重罪。 山于依法治曲和执法严谨， 有效保

护了正常贸易者利益， 维护了公平总争倘效率的自由流通秩序。

其三是国家的一定政策干预。 农产品流通在拈千市场调节的Ill」时， 为了稳定生产和供

应， 保持流通的必要规梑， 国家也采取一 些干秧措施， 加以影响或阅节， 包括主要农产品的

保护价格政策， 对低千国家规定蚁低价的给于 一 定财政补贴或国家以保护价格收购；提供政

府优惠贷款鼓励衣产品储存；对粮食种植和收获1、·达计划指标；收北和公布怕报资料；以及

通过签订采购合同建立国家农业储备等等。

其四是宏观管理体制上的统 一 。 美冈农产 1估从生产、加上到内贸相外贸运销，即整个生产

和流通体系的宏观性理， 都统一 山农业部负责贯彻买施， 避免了管押体制上形成部门分割、

各自为政的局面， 降低性理效率， 这也为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协诮顺畅运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美国组织农产品流通可资借鉴的经验

各国情况不同， 但农产品流通的本匝规律表现， 是有－籵遍性的。 “它山之石， 可以攻

玉 ” 。 美国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及其运行， 对于我们发展、 完善农产品流通有可供借鉴之处。

（一）关于农产品生产、 加工、 销售一体化经营

美国的农产品流通中， 生产、 加工、 销售 一体化是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 这还应了流通

发展的要求。 农产品具有鲜嫩、 易腐的自然特点， 生产、 收购、 加工、 储运、 销售必须紧密

衔接， 才能保待价值和增加附加值， 加速流通，扩大销售。 同时，产销 一体化因共同利益关

系， 更能使生产、 经营者加强相互依赖合作， 因而有利于以市场为导向， 实现生产与流通良

性循环， 提高满足社会需要程度。 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转换时， 产销 一 体化还必然要求不断

打破地区、 部门的分割，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以增进从事流通的活力。 总之， 发展产销 一

体化经营， 应当也是我们农产品流通改革发展的敢要内容和目标， 需要大力加以推动。

美国农业规模生产发达， 加工储运手段先进， 社会化服务基础好， 是世界上最早基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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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大限大规校的 一 体化企业或企业集团， 由此决定我们应该把福要和可能相结合， 因地因时

制宜， 同时要积极创迅条件， 加快发展提高， 使总体上不断推进。 首先， 产销 一体化形式应

该多种多样， 联合的内容和范围可以不同， 参加组织的主体可以多元化， 跨地区跨行业，在

结合的紧密程度上也可以做法小 一 ， 多层次性， 以使调动容纳各方而力掀， 结成优势，针对

不同商品的特性及其对运销、 加工、 储存锌的要求， 开展产销 一体化经营。 其次， 必须加强

“中介组织 ” 建设。 产销 一 体化组织很难直接面对众多分散的农业生产者， 需要有中介组织

的联结帮助 3 在目前， 农村社区性经济合作社可说是最重要的 “ 中介体 ” ， 要加强其组织、

经济、 制以建设， 拓宽服务领域， 健全内部机制， 使之贞正成为把农户与 一 体化组织联结通

向大市场大流通阅纽带租桥梁。 再就是政府要对 一体化组织给予必要扶持协调， 包括选择估

贷、 税收、 利率、 购销政策等手段， 体现利益诱导鼓励作用， 弥补市场调节效应不足， 目的

在千创造有助千 一 体化形成和发展的经济环境。 最后还需强调， 不能忽视对 一体化经营各环

节间要素投入的统筹合理规划， 包括科技投资的协洞问题， 对主要计划项目建设尤应这样，

务使其总体经营功能日趋加强而不致削弱。 我们农产 1
，出产销 一体化经营可以迩步加快发展壮

大， 成为组织流通的 一 个重要力垦。

（二）关于培育和迂设农产品市场

市场是商品经济运动的载体。 在头L对， 农产品生产和流通衍切依赖巾场， 巾场义随右

生产、 流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完善， 形成了现代发达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我们这些年农产

品市场建设上取得丁比较朋显的成绩， 例如上海全巾现有各类农产品交易市场640多个， 加

上运输能力和仓储设施建设， 大大方使了农产品流通。 但从另 一 个方面看， 目前的市场， 大

报的还是传统交易形式的初级市场， 基本是个交易场所， 功能单 一， 容量有限， 设施也简

陋， 还难以适应生产和流通发展的需要。 因此， 建设和炕育市场仍是 一 项紧迫的任务。

今后农产品市场建设， 重耍的是要坚持明础的目标， 向加强更高层次发展推进。 在进行

各种初级市场发展时， 要把重点更多倾向于批发市场的建设， 进 一 步建立形成以批发市场为

中心多种失、 多层次、 高付生讥和活力的农产品巾场网络。 要以批发市场为中心， 是由批发

市场作用的特点决定的， 它成父闷和运俏员大， 交易费用相对就较少，而且参与交易者多，

覆盖而广， 容易反映较大范围的供求关系， 从而可为生产经营者提供较准确可靠的价格估

号。 批发市场， 特别是中央和区域批发市场的建设， 则关键要走发展多功能的路子， 即除组

织和忤理交易外， 要围绕为父易服务发展形成 一 系列相关服务， 诸如运输、 短期贮备、 通

讯、 结算、 信托、 保肣和偏息服务等等， 包括政府有关机构和社会其他企业也可适当从事这

方面的投资， 使批发巾场商流、 物流、信息流、 配会服务结合， 以综合功能优势不断提高组

织流通能力， 发挥龙头和骨十作用。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 还需要有规划h步骤积极建立发展期货巾场。 按客观上的迫切性

和具备条件来说， 那些从本已放升性制实行巾场凋节、 而价格和供求波动大的大宗商品， 一

般都有必要选择品种举办期货贸易， 培育期货市场， 以斛决现货市场难以提供事先调节的价

格信号和为生产经营者分散阱低风险问题。 期货巾场址现货市场发展的产物， 所以在其创办

的初期， 采取从现货交易基础上发展期货父易的模式， 固然是因为体制上的各种原因， 不可

能要求全部 一 步到位， 而从逻铅的角度乐，Ji．不根本l．就有矛盾。 至千方法步骤， 应根据不

同商品和地区的经济状况， 可以从发展付保障的中远期合同衔接产需， 保护双方利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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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从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改浩远期合同， 使之规范化、 订准｛t. 便丁转让起少． 有此批发市场

还可口甘手改造成服务型交易所等， 通过渐进式；丿股， 立少友展为较允＿令它义的期货贸易和

期货巾功。 这祥， 它的吸引力和作用会越来越卅加， 贝且也(j
．

助J-近期即促进斛决不同商品

的不同流通问题， 例如提高了购销合同的履约术。 期货市场是高层次市场， 科学合理的管珅

至关币耍， 所以发展期货市场过程要特别币视走规池化、 从制化的道路， 制订规则应该在

先， 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耍也为了保证tt iE，常运行， 使期货市场勹现货市场更好相兀补充， 共

同发展。

（三）关于发展农产品多渠道流通

美国农村中的销售合作社以及大限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人员， 无疑对活跃流通起了很大作

用。 我们多年来得到的 一 个经验教训就是： 没有主渠道不稳， 没有多渠道不活。 我们不能把

主渠道和多渠道对立起来， 割裂开来。 而在放开经背中发挥t渠逍作用的同时， 进 一 步发展

多渠道流通， 看来要更多地鼓励和引导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农

业进入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新阶段后， 随着农副产品的迅速谱长， 单靠原有国合商业

经营， 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和流通， 各种买难卖难间题的增加， 便是报好的说明。 农民

进入流通领域， 给流通领域引进了竞争机制， 这是对独家经营计划体制的否定， 对千建立新

的农产品流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另 一 方面， 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 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需

耍转移， 而流通是资本有机构成低、 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 让更多的农民进入流通领域， 不

仅可以改变目前专业商业人员比例严重不足的状况， 适应商业发展衍要， 也有利于解决农村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农民进入流通领域， 实行多渠道经背， 要作为 一 项坚定不移的政策贯彻落实。 凡是放开

的农产品， 允许农民都可经营， 从事收购、 批发、 加工、 贩运， 工商、 银行、 运输、 财税、

保险等部门应为其提供服务和方便。 特别是各级领导． 要注怼保护农民的经营积极性和正

当权益， 严禁非法摊派， 形成 一个有利于搞活农产品流通的外部环境。 同时， 还要重视提倡

和支持农民建立发展各种新型的流通合作组织参加流通领域。 现阶段农业生产主体分散， 农

民如进行自产自销， 能分散经营数攒有限和主要适合就地消费的商品， 不可能跨地区、 大批

最销售商品 3 农民建立互助合作性质的各类流通合作组织后， 与因合商业比较， 它是衣民自

我服务的 一 种有效形式， 会有同农民利益结合紧密以及自主灵活经背的扑点， 勹农民泊兵独

户经营比较， 则增强了实力， 打条件去打破经营上的地域限制， 并且易千承担市场风险和取

得规校经营效益， 因而也就会相对提高农民的收益。 当然， 农民用何种实际形式进入流通领

域， 要以农民自愿为原则， 不能随意加以干涉。 重要的是政策放活， 使多种形式都能发挥作

用。 在这个条件下， 让衣民自己选择采取什么形式和提高在参与流通中的组织程度。

（四）关于加强对农产品流通的宏观调控

义国政府干预农产品流通， 主要以让律和财政经济政策从宏观上造成供求均衡和价格稳

定条件， 实际中反映是有效率和比较成功的。 贷们在对整个农产品流通的管理上， 也应该研

究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所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并逐步加以完善，

通过综合运用经济、 法仲、 行政等各项悄池， 引导生产经眢者行为， 达到使流通中供求关系

协调和价格基本保待稳定的调控门标。 在门前和今后， 宏观诃控的具体手段及其运用要强调

以下几个方面：

J' 建设基本农产品储备系统。 农\V生产有季节件， 而市场需要常年均衡供应 l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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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约束比较强， 牛产波动件较大， 而市场消帮吼必然随人门增加和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不断增长。 流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介． 投保护'L丿… ． 保障供给，就必须加强蓄

水池功能。 现在粮食已初步建立f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估备制度， 但对共它关系国计民生的

重要农产品， 也应同时保持适量的储备， 还要研究储备系统的合理运行问题， 以便进一 步切

实发扞调节市场的作用。

2. 建立农产品风险埜金。 风险尪金主耍可从流通环节提取， 用千补偿生产者因市场价

格波动所引起的损失， 它对于逝免由千市场大的波动选成生产的大起大落会起到前耍作用。

在推行和扩大农产品风险基金时， 也应研究完善风险基金的管理制度和使用办法， 提高基金

的使用效果。

3. 改进保护价格政策， 合理使用限价。 农产品无论在需要实行双轨价格运行时期内，

还是逐步全面放开价格以后， 为了防止价贱伤农， 采取保护收购价格都是必要的。 但从粮食

保护价政策的实践看， 要使所有的企业都按 一 个公布的保护价经营缺乏可行性， 因企业毕竟

不是政府， 而且财政负担难以支持， 结果便会导致流通呆滞， 反而加剧 “卖难 ” 问题。 因

此， 对保护价要多做科学测算， 并在执行中与国家储备系统的吞吐结合， 在 “卖难” 时由国

家大量收购储备来促使市场价回升到保护价水平， 从而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利益， 又不限死自

巾贸易， 带动流通活跃。 实践还证明， 稳定农产品价格， 关键是实现市场供求平衡， 限价

只能 “治标 ” 而不能 “ 治本 ” 。 所以， 除了因非供求原因（如围积居奇）而致价格暴涨时可

以使用限价政策， 平常时期应不使用或慎重使用， 重视发挥价值规律凋节供求的作用。

4. 调整财政补贴。 对农产品生产经营捉供财政补贴， 是宏观凋拧可采取的 一 项币耍捎

施。 当前的问题是对财政补贴额增长要有所控制， 不能超过财政支出能力， 同时应担高补贴

的使用效果。 今后耍突出以确保生产供应的稳定性为重点， 并注，意与专项某金、 信贷、 生产

资料供应等其它方面政策配合进行综合使用， 综合保证， 订按补贴主要用千流通领域和部分

生产活动。 对享有财政补贴的企业， 则要明确区分政馆要求和经'1芍要求， 按承担的调控市场

业务雇和国家下达的行政件任务分别核定和支付补贴额， 防止个＼Iv.将经背忤押不善造成的损

失转嫁给国家财政。

5. 建立、健全农产品产销协调制度。 农产品流通祧及农业、商业、 外贸、 财政、 金融、

工商、 税务等许多部门， 政府应加强领导， 做好组织协悯丁作， 竹别耍从体制改革和祛制完

善着眼， 从根本上研究解决农产品流通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书讯．

«股民投资1
、

1 径一一股市行情分析与对策»一书出版

由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你们订副教授撰穹们

«股民投资门径一一股市行估分析勹．又1策）〉－一 书， 已

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 木书刘找l司股叹

市场的运作方式、 投资技巧、 行悄分析笘作了1丫细

的阐述， 并在融系统性、 知识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于一 体方面做了较大努力， 强调j
，
定性分析相统

计定髦分析相结合。

该书根据找国股票和股票市场的性质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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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股民的投有心埋及其对策， 拐示了股市风伶

的米妳及尹讹免风贮们方法， 说阴了股票投资的策

略和技巧。如月了股市行情的基本因素分析和技术

分析， 阐述了租界主耍股价指数和主要证券交易

所， 提供了股市术语和股市警言， 绘制了股市行情

和买卖记录的各种表格， 给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市

场业务试行戏则以及深圳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

办法 9 （赵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