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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西部地区农产品物流发展模式现状与供需失衡程度分析基础上，构建了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
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发展水平评价。以评价结果和供需失衡程度为标准，对西部地区生鲜
农产品进行了分类及分层聚类。研究表明: 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类别的供需失衡程度及聚类层次不同，物流发展模
式的主导模式存在差异，可供选择的模式存在多样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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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stics Level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Selec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estern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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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degree of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this paper builds the logistics development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estern areas． Then the AHP is applied to the logistics development level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evaluation result and the
degree of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tandards，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classified and sorted according to
cluster analysi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ogistics development dominant model differs in consideration of different regions，
products and the degree of imbalance，divided level． Alternative modes have diversifie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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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部 地 区① 面 积 约 占 全 国 的 72%，人 口 占 全 国 的
28%，是我国生鲜农产品的主要产地。根据生鲜农产品定
义的范围，选择蔬菜、水果、肉类、奶和水产品五类生鲜农
产品作为研究对象。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生鲜农产品产量

规模巨大，而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发展生鲜农产品物流，

选择合理的农产品物流模式，对于适应西部地区农产品大
规模流通、降低流通环节损耗，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保障

食品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意义。
最早对农产品物流研究的是美国学者 J． EGrowell，他

在《农产品流通产业委员会报告》中第一次论述了影响农
产品配送成本的各种因素［1］。国外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农
产品物流模式，亚洲日本等国主要以批发市场为主渠道，

以拍卖为手段。美国、加拿大形成了农工商联合体的物流
模式。与北美发达国家农产品物流发展的特点相比，欧盟
的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农场主倾向于市场化经营，建

立了垂直合作一体化的市场运行体系［2 ～ 6］。
国内，吴珂提出建设江西特色农产品物流“绿色通

道”［7］; 黄宇红分析了我国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存在的问
题［8］。张倩等、黄福华等和王道平等分析了农产品物流的几
种模式: 自营配送、农户加企业的配送模式、农产品批发商主

导型模式、大型零售商主导型模式、农产品共同配送和第三
方配送［9 ～11］。朱鹂等通过分析物流模式对物流成本的影响，

提出了降低物流成本的直线—矩阵复合型物流模式［12］。李

平指出了生鲜产品采用连锁经营的优势，分析了生鲜连锁物
流与供应链的模式，基于生鲜产品的特点，以冷冻肉、真空预
冷蔬菜、冷冻水产品为例构建了生鲜三品冷链模式［13］。

总体而言，生鲜农产品物流研究已经是国内外关注的

热点，但结合地区实际，从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供给和需
求角度出发，进行物流发展模式选择的研究文献不多。另

外，不同类别生鲜农产品需要不同的物流发展模式，现有
对于生鲜农产品物流模式选择的研究过于笼统，区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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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生鲜农产品的物流发展模式选择的研究不足。因此，

本文从供求两方面分析入手，定量分析西部地区主要生鲜
农产品供求关系，并提出相应发展模式。
1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模式现状与供需分析
1． 1 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模式现状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偏少、冷链产品加
工规模较小，冷链物流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生鲜农产品物
流模式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一是形成了以批发市场为主
体，农超对接、农产品连锁超市参与的多种模式。物流企
业在农产品销售模式作用不显著，尚未形成专业化、社会
化的物流模式。二是缺乏以生鲜农产品为主要服务对象
的物流企业，本土物流企业缺失，导致农产品物流模式服
务主体弱、竞争力低。三是农产品仓储、运输及车辆设施
投资不足、技术落后，发展和分布不均衡，未成为农产品物
流模式的有效支撑。
1． 2 生鲜农产品供需失衡程度分析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标准，我国居民平均每天需要
消耗肉类 50 ～75 克、水产品 50 ～100 克、蔬菜 300 ～500 克、水
果 200 ～400 克、奶类 300 克。以此测算出居民对几种生鲜农
产品的需求量，整理 2003 ～2012 年西部各省( 市、区) 对应生
鲜农产品的总产量，用总产量表示供给量，供求差 /需求量来
表示各生鲜农产品的供需失衡程度，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五种生鲜农产品的总量供
求失衡程度逐年增加，表现为供大于求的态势。其中，肉
类和蔬菜的供需失衡比均逐年增加，供需失衡比为正，蔬
菜的数值呈均匀上升趋势，而肉类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水
产品和鲜奶的供求失衡比的变动幅度较小，且均为负，表
明水产品和鲜奶的供给小于需求。水果的供需失衡比由
负转正，表明西部地区的水果先由供不应求转为供过于
求，且这种供大于求的程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2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评价
2．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国内外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的构建方法［14］，

结合生鲜农产品的特点及对物流服务的要求，从基础设
施、企业水平、供需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四个方面，构建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2 所
示。考虑到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由定量和
定性两部分构成，而且部分指标有一定的不确定和模糊性，

为实现评价指标的量化计算，选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

图 1 西部地区主要生鲜农产品的供求失衡比随时间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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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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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权重确定
通过问卷调查及专家打分，得出各个层次指标的权重

系数。对各层次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 检验系数 CＲ = CI /
ＲI，其中 ＲI 为成对比较矩阵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见表
1) ，CＲ 均小于 0. 1，认为权重系数的判断矩阵一致性可以
接受，各层次指标权重系数见表 2。

表 1 ＲI 的取值参数表

S 的维数 1 2 3 4 5 6 7 8 9

Ｒ． I 0. 00 0. 00 0. 58 0. 90 1. 12 1. 24 1. 32 1. 41 1. 45

表 2 各层次指标权重系数

第二层 基础设施( 0. 32) 企业状况( 0. 1) 供需状况( 0. 28) 经济水平( 0. 3)

第三层
公路总里程

( X1)

冷鲜产品总

储量( X2)

营运车辆数

( X3)

规模企业数

( X4)

企业总产值

( X5)

总产量

( X6)

总需求

( X7)

地区 GDP
( X8)

居民消费

水平( X9)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X10)

指标权重 0. 43 0. 35 0. 22 0. 58 0. 42 0. 31 0. 69 0. 57 0. 30 0. 13

数据来源: 表中数据由问卷调查整理得出

2. 3 评价结果分析
对原始指标数据利用极大值法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

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西部各省( 市、区) 发展水平综合得

分，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四川、内蒙古两地的冷链物流发展

水平较高，广西、陕西、云南、重庆和新疆五地的冷链物流

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得分仅次于四川和内蒙古，而西藏、宁

夏和青海的物流发展水平排序相对靠后。
3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模式选择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复杂，

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特色各异，需要找出相互间的共性规

律，才有利于模式的确定和选用。聚类分析方法的目的是

在相似的基础上将数据进行分类。将一组研究对象分为

相对同质的群组的统计分析技术，聚类分析也称分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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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项目

省份

基础设施

( 0. 32)

企业状况

( 0. 1)

供需状况

( 0. 28)

经济水平

( 0. 3)

综合

评价

西 藏 0. 0411 0. 0017 0. 0328 0. 1254 0. 0601

青 海 0. 1746 0. 0246 0. 0613 0. 2458 0. 1493

宁 夏 0. 1448 0. 0501 0. 1037 0. 2975 0. 1696

甘 肃 0. 2674 0. 0662 0. 3390 0. 3295 0. 2860

贵 州 0. 2304 0. 0768 0. 3931 0. 3484 0. 2960

新 疆 0. 4279 0. 1098 0. 3802 0. 3997 0. 3743

重 庆 0. 3494 0. 2769 0. 3640 0. 5933 0. 4194

云 南 0. 4892 0. 1382 0. 5315 0. 4718 0. 4607

陕 西 0. 4080 0. 2358 0. 5193 0. 6233 0. 4865

广 西 0. 4401 0. 2056 0. 6433 0. 5866 0. 5175

内蒙古 0. 6784 0. 8842 0. 3871 0. 7475 0. 6382

四 川 0. 9725 1. 0000 1. 0000 0. 9251 0. 9688

注: 表中总评分采用升序排列

或数值分类。把样品以指标看作为一类，再依据样品( 或
指标) 间的亲疏程度进行分类合并。聚类分析的结论有
助于分类指导不同类别地区选择差别化的发展模式。为
此，作者运用聚类分析法对西部地区各省( 市) 进行分类。
3. 1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聚类分析

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综合评价指标揭示了生鲜农产
品物流的发展水平高低，供需失衡程度指标则反应了西部
地区生鲜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需失衡程度和
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是影响农产品物流模
式选择的重要因素，是物流模式选择的重要依据和基础。
为此，选择上述两个指标进行总量聚类与分产品类别聚
类，具体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

图 3 西部地区总体的聚类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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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聚类分析的结果树状图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可
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 内蒙古、新疆和宁夏。这三地最明显的特点
是其生鲜农产品总量供给远远大于自身的消费需求，属于
对外输出型。上述省份人口相对较少，但生鲜农产品的产量
增长较快，导致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属于对外输出型省份。

第二类: 云南、贵州、青海和西藏。这四个地区的供需
失衡程度较为相近，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一般，上述
省份生鲜农产品显得有些供不应求，因此，总体上属于生
鲜农产品输入型的省份。

第三类: 四川、重庆、甘肃、广西和陕西。这五个地区
的省内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都比较高，而且人口较

多，生鲜农产品供给也大于自身的消费水平。因此，这五
个地区同时属于内部消费主导型和对外输出型两种类型。

由图 4 可以看出: 在肉类产品的聚类分析中，内蒙古
和西藏属于第一类，这两个地区的肉类产品供应远大于需
求; 陕西、甘肃和宁夏属于第二类，肉类的生产供应能基本
满足自身的需求; 其余省( 市、区) 属于第三类，这些地区
的肉类产品的供需失衡程度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

在水产品的聚类分析中，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只有
广西，其水产品生产供应丰富，是西部地区水产品唯一净
输出的省份; 其他省( 市、区) 则属于第二类，其水产品消
费则需要从外部输入。

在蔬菜的聚类分析中，新疆和宁夏的蔬菜生产供应远
远超过自身需求，供需失衡程度较大，属于第一类; 西藏、
云南、青海、陕西、贵州属于第二类，其蔬菜生产供应都超
出自身消费需求，但供需失衡程度没有第一类明显; 其他
省( 市、区) 属于第三类，蔬菜生产供应均超过自身需求，

供需失衡程度也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
在水果聚类分析中，西部地区被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

宁夏、陕西和新疆，其水果生产供应远大于自身消费需求; 第
二类包括广西和甘肃，水果生产供应满足程度逊于第一类;

其他省( 市、区) 属于第三类，水果生产供应略显不足。
在奶类的聚类分析中，西部地区总体可分为两类，第

一类仅有内蒙古，属于牛奶生产大省，鲜奶产量远远大于
自身消费需求; 而其余省( 市、区) 属于第二类，但在第二
类中又可分为两小类，宁夏单独属于一类，其鲜奶产量略
微超过自身消费需求; 其他十个省( 市、区) 属于一类，它
们的鲜奶产量均不能满足自身需求。
3. 2 物流发展模式选择

根据以上对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供需及聚类分析，可
以看出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生产、消费呈多样化特征，差
异性较明显。政府应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区生鲜农产
品生产和消费布局生鲜农产品物流，构建针对不同种类生
鲜农产品的物流发展模式，并向物流企业推广该模式，培
育相应的农产品物流企业。
3. 2. 1 基于农产品生产企业为主导的物流模式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农产品加工是农产品销售链中的
重要一环，它是连接初级农产品与消费者的重要桥梁［12］。
农产品加工型龙头企业主导的模式有利于实现生鲜农产
品向全国，乃至国外销售的规模经济、质量安全控制、品牌
效应，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在西部地区重点发展以肉
类和蔬菜为主的龙头加工企业物流、广西水产品龙头加工
企业物流、内蒙古和宁夏的奶业龙头加工企业物流，以及
宁夏、陕西和新疆等地以水果为主的龙头加工企业物流。
3. 2. 2 基于农产品销售企业为主导的物流模式

人口大省、城市群及特大城市是生鲜农产品的主消费
区。在西部地区，人口大省主要有四川、广西、云南、陕西、
贵州和重庆，人口总和占整个西部地区的 75. 8%。而主
要的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有成渝经济圈城市群和西北城市
群，以及南宁、昆明等特大城市。在人口密集城市地区，生
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都较高，这些地区要大
力发展以肉类、蔬菜等各类生鲜农产品销售企业为主导的
消费流通型物流模式，如大型连锁超市、大型农产品批发
市场等主导物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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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类 水产品

蔬菜 水果

奶类

图 4 不同种类生鲜农产品聚类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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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基于农产品物流服务企业为主导的物流模式
对于需要从外省进口生鲜农产品的西部省份，包括需

要从外省进口水产品的四川、云南、重庆和贵州等，需要从
外省进口水果的重庆、云南、四川、青海和西藏等，以及需

要进口鲜奶的除内蒙古、宁夏以外的其余西部十个省( 市、
区) ，则可以采用以农产品专业物流服务企业为主导的物
流模式，例如第三方农产品物流企业。

具体选择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西部各省份的生鲜农产品类型划分及物流发展模式选择结果

产品种类 类 型 省 份 模式选择

肉 类

对外输出型 内蒙古、西藏、四川、广西、云南、贵州、重庆、新疆和青海 农产品生产企业主导的模式

外部输入型 ——— 无

内部消费型 四川、广西、云南、陕西、贵州和重庆 农产品销售企业主导的模式

水产品

对外输出型 广西 农产品生产企业主导的模式

外部输入型 除广西以外的其余西部十一省( 市、区) 农产品物流服务企业主导的模式

内部消费型 四川、广西、云南、陕西、贵州和重庆 农产品销售企业主导的模式

蔬 菜

对外输出型 西部十二省( 市、区) 农产品生产企业主导的模式

外部输入型 ——— 无

内部消费型 四川、广西、云南、陕西、贵州和重庆 农产品销售企业主导的模式

水 果

对外输出型 宁夏、陕西、新疆、广西和甘肃 农产品生产企业主导的模式

外部输入型 西藏、青海、贵州、重庆、云南、内蒙古和四川 农产品物流服务企业主导的模式

内部消费型 四川、广西、云南、陕西、贵州和重庆 农产品销售企业主导的模式

奶 类

对外输出型 内蒙古、宁夏 农产品生产企业主导的模式

外部输入型 除内蒙古、宁夏以外的其余西部地区 农产品物流服务企业主导的模式

内部消费型 四川、广西、云南、陕西、贵州和重庆 农产品销售企业主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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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权、使用权三权分立，将竞争性生产要素全面引入林业，

进而塑造了新的经营主体并重新界定了权利边界，既为林
业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集体林从资源走向资产和资
本创造了条件。第二，林地经营的最终效率取决于新经营
方式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投资者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
追求，偏好于选择集中型林地流转模式。但是，该模式由
于巨大的土地利差及严重失衡的利益分配，在客观上加剧
并恶化了贫富差异，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与我国山
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林农收入水平相匹配。此外，合约
不稳定、隐性经营风险也极有可能导致投资者的短期化、
掠夺性经营行为，进一步降低社会福利。第三，针对家庭
承包经营的效率陷阱问题，学术界设计了“集体所有———
家庭承包———规模流转———产业化 经 营”的 理 想 路 径。
这一思路被复制到林业生产领域，即分散型林地流转，能
够达成帕累托最优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
吻合。但是，该路径在实践中的大规模推进，不仅有对经
营主体“本土化”的身份要求，还必须配合更加多样化的
合作形式和利益联结机制，例如土地股份制、社区委托管
理等。无论如何，农民作为集体林地的权利主体地位以及
对于林业发展的长远影响，都不应该被忽略。第四，尽管
土地产权要素重组作为实现林业规模经济和产业化、现代
化发展方向的思路已得到公认，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激
进式地推动林地流转，可能对农民失山失地和集体资产流
失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对乡村社会的稳定性构成巨大冲
击，导致林业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同时，也成为社会
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因此，林地流转必须在有序、规范、自
愿的框架下进行，任何外部力量的不当干预都将产生新的
效率损失。

鉴于此，可行的政策建议可简要表达为: 对利益当事
人的经济行为进行适度引导。包括: ( 1 ) 减少政府干预，

使要素市场由价格机制客观反映土地的供求关系和稀缺

程度。政府为降低交易成本所发挥的作用应该被界定在
信息搜索、合同范本制定、技术指导等公共服务范畴内;
( 2) 进一步深化林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稳定而完整的土
地承包权，为农民从土地转出、增值过程中获取预期收益
提供法律保障; ( 3) 培育独立的中介组织，使其在农村乡
土社会中发挥社会联结和社会整合功能，进而为吸纳优质
资源进入林业、调整和优化要素流动方式、促进林业产业
化理性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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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西部地区各种生鲜农产品产量较大，增长速度较快，

发展潜力巨大。通过现状及供需失衡程度分析，可以看

出，农产品物流流入、流出及交换量巨大。考虑到西部地

区生鲜农产品发展差异较大，总体水平不高，要实现物流

模式的快速形成及合理运用，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以及相

应政策的支撑，尤其是大型生鲜农产品生产、销售及物流

服务企业的培养与壮大是西部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模式

成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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