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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3年至今连续 10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野三
农冶问题袁野三农冶问题也成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农村工作的
当务之急袁 特别是对于发展偏远山区的经济就显得更为
重要遥 偏远山区地理位置偏僻尧交通运输不便尧经济基础
脆弱尧贫困人群集中袁据统计袁在全国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
中袁有 49个约 83.18%分布于山区[1]袁因而造成山区大量的
商品木材尧蔬果产品尧农副产品尧土特山货尧药材等资源难
以有效的运输到市场实现其价值袁 农民的收入也难以得
到有效保障遥 鉴于此袁发展农产品物流显得特别重要遥 农
产品物流是指以创造农产品时间价值尧 空间价值和潜在
属性价值为目的袁以农业生产为核心要素袁涵盖与农产品
物流相关的各种技术开发和利用袁组织尧服务尧管理尧联系
等活动以及运输尧仓储尧加工尧装卸尧流通尧包装和信息处
理等各种环节所组成的有机结合体[2]遥 特别是对于偏远山
区而言袁 创新与发展基于偏远山区特征的农产品物流模
式对于落实中央关于解决野三农冶问题冶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院 一是通过发展符合偏远山区特色的农产品物
流袁有利于农民增收曰二是通过发展符合偏远山区特色的
农产品物流袁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袁逐渐缩小城
乡差距袁从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曰三是有利于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袁促进农业产业化[3]遥
1 偏远山区农产品流通的主要问题

1.1 流通组织缺乏

农产品的流通组织是连接农产品市场供需的纽带袁其
有效性影响着产品价值的实现及实现速度遥 其一袁在广大偏
远农村山区袁农民不仅承担农产品生产者的角色袁还扮演农
产品销售经营者的角色袁其社会职能未实现分离袁分工程度
比较低曰其二袁农产品的流通中介组织比较缺乏袁充当农产品
流通职能的是一些小规模尧功能简单以及经验范围较小的运
输企业或者个人袁因此中介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也较低袁又流
通组织一般是以非正式组织形式存在的袁根据市场的要求为
了某一项任务他们组织在一起袁当任务完成后袁又重新寻找
市场的其他机会袁组织稳定性差袁难以发挥农产品市场的供
需调节和信息传递的作用曰其三袁农产品的流通秩序缺乏和
流通体系的不完善等因素也制约农产品流通组织的发展[4]遥
1.2 信息渠道不通畅
当前农产品流通已经形成买全国袁卖全国的统一大市

场袁 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控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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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偏远山区获取的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较差袁 批发市
场信息建设基本处于空白阶段袁 信息的传递效率和共享
程度较低袁 大多数农民仅能通过以下三种形式来获取农
产品市场信息院一是小报广播袁二是村级有关部门的指导
通知袁三是中介组织之间相互言传遥 但农民文化水平相对
较低袁对农产品市场信息的识别分析能力较弱袁生产计划
的盲目性也比较大遥 当前我国大多数偏远地区还未形成
符合市场规律的供求信息反馈机制袁 大量农产品市场供
求信息只能单方面汇集到相关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袁信
息的单向流动使得其社会共享程度低下袁 其价值难以得
到体现袁一些部门搜集整理的市场信息只对本部门尧本行
业起作用袁部分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与机制遥 农产品
物流信息共享程度低袁不够通畅袁导致农产品生产和流通
只能被动的接受市场自发调节袁 造成农业生产的波动性
大尧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滞塞以及流通秩序的混乱等问题遥
1.3 生产组织化程度低

在偏远山区农业经营尚处于较低水平且分散袁所生产
的蔬果等农产品消费大多集中于城镇袁 因此农产品生产
的区域性尧分散性和季节性与其消费的广泛性尧集中性和
长期性存在矛盾遥 在开放性的大市场面前袁缺乏组织的小
规模农民只能单独进入市场袁 而缺乏产供销一体化流通
组织的保护袁 农产品基本上只能是以一家一户的分散形
式参与市场交易袁很难适应市场的需要袁而且还会遭遇较
大的市场风险遥 另外袁在偏远山区有知识的青年很多都选
择到城市打工袁 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是一些年
纪较大的人群袁他们的小农经济意识较强袁能自主建立和
参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不高袁 虽然一些地区政
府为了突出政绩袁引导当地农民建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袁
但是具体有效的政策难以落实袁且领导离任袁一些政策又
成了空头文件袁真正起到带动组织作用的很少袁难以发挥
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纽带作用遥
2 中国邮政发展偏远山区农产品物流可行性分析

从国家的野三农冶政策以及中国邮政自身的优势袁提供
了其发展偏远山区农产品物流的可行性遥
2.1 野三农冶政策重视邮政从事农产品物流
从 2003年至今袁 中央一号文件重点关注三农问题袁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曳明确提
出了野鼓励邮政系统开展直接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连锁
配送业务冶曰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叶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曳明确提出袁野支持供销合作社尧邮
政尧 商贸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加快发展农资连锁经
营冶曰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
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曳明确提出袁野大力
发展物流配送尧连锁超市尧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袁支持
商贸尧邮政等企业向农村延伸服务袁建设日用消费品尧农产
品尧生产资料等经营网点冶曰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叶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曳明
确提出袁野支持供销合作社尧大型商贸集团尧邮政系统开展农

产品流通袁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冶遥 可见袁邮政物流业务在
农村地区的独特优势受到国家的重视遥
2.2 邮政的网络以及配送优势为发展偏远山区农产品物

流提供坚实的基础
中国邮政覆盖面广尧点多尧线长袁遍布城乡的网络和末

端配送使邮政网络布局己延伸到全国的各个角落袁 其中
65%的分支机构在农村袁近几年在中央一号文件政策的支持
下袁邮政网点的覆盖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袁经营的范围从
以往的信件投递尧汇兑等业务逐渐转向多个领域袁因此袁依托
中国邮政遍布城乡的物流网络袁 作为枢纽充分联系农产品
生产者与市场消费者袁 可有效提高农产品从生产领域到消
费领域的效率遥 因此可以看出袁邮政的网络以及配送优势为
其发展偏远山区农产品物流提供坚实的基础[5]遥
2.3 邮政的信息化优势袁有效指导偏远山区农业生产
目前邮政的拥有综合完善的计算机网络与 183电子

网站袁在信息技术支撑下袁能够准确掌握农产品市场需求
信息袁通过其庞大的物流网点传递给偏远山区农户袁组织
农户生产袁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具有计划性尧针对性袁减少农
民的生产风险袁进而提高农民收入遥 此外利用邮政的电子
商务网站也能够增加农产品商机袁 在邮政终端服务网点
的帮助下袁实现生产与市场直接对接袁有针对性的生产市
场价值含量较高的农产品袁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遥
2.4 具有丰富的野三农冶服务经验
最近袁 邮政企业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袁

抓紧农村消费市场开拓尧物流速递等新型业务的发展袁并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野三农冶服务经验袁同时也建立了专业的
物流人才库遥 江西彭泽邮政通过构建安全尧便捷的农资配
送体系袁农民不但可购买到放心的农资和日用品袁而且邮
政的经营服务领域也得到进一步拓展遥 通过建立试验田尧
聘请专家讲授尧推广农业新技术尧免费发放农业科技资料尧
引进新品种等等袁不仅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袁而且还推
动了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遥
2.5 品牌优势袁有效的组织农户生产
由于中国邮政系统的历史源远流长袁而且属于国家所

有袁长时间以来邮政服务已经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袁树
立起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袁 在今天这种长久以来积淀的社
会形象已经构成了中国邮政的品牌号召力袁 能够很好的
组织地理位置偏尧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遥
3 基于中国邮政的偏远山区农产品物流模式构建

鉴于中国邮政发展偏远山区农产品物流可行性分析袁提
出了基于中国邮政农产品物流运作模式渊如图 1所示冤遥模式
中袁邮政以其独特的资源优势袁连接农资供应商尧科研机构尧
农户/生产基地尧加工企业尧流通企业以及专业市场袁以契约等
方式形成战略联盟关系袁对农产品供应链中的物流袁信息流袁
资金流进行有效的计划尧控制尧协调和调度袁实现生产尧流通
和销售同步化运作遥该模式由生产服务层尧生产层尧流通服务
层以及销售层组成袁每一层实现农产品供应链不同的功能遥
3.1 生产服务层功能
生产服务层由农资供应商以及科研机构组织袁为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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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中国邮政的农产品物流运作模式

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生产技术遥 农资供给是农产
品供应链流通模式的第一环节袁主要涉及到种苗尧饲料尧农
用物资如农药尧化肥等物资的供应袁中国邮政与农资供应
商形成长期的联盟关系袁根据采购数量袁依托中国邮政的
物流网络优势袁农资供应商向农户提供合格的农资产品遥
充分利用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优质科研技术资源袁 推进
适合偏远山区特点的农产品种植技术以及优良品种遥
3.2 生产层功能

生产层由广大农户组成袁其功能是完成中国邮政与农
户签订的农业订单遥 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偏远山区的农
业特色袁在产前中国邮政与农户签订农业订单袁在订单农
业的实施过程中袁中国邮政与农户签订农产品种植协议袁
协议中明确规定所种植农产品的品种尧数量和质量尧农药
残留合理范围和收购价格袁 并由中国邮政对农户的农产
品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管理袁 农户则按照合同规定进行
生产袁 然后由中国邮政按合同中约定价格的方式对符合
规定的农产品进行收购遥 若市场价格低于约定价格袁农户
以约定价格向邮政出售农产品曰 若市场价格高于约定价
格袁农户则以市场价格向邮政出售农产品袁这种方式极大
的保护了农户的利益[6]遥
3.3 流通层功能
流通层由中国邮政物流网络以及专业的第三方物流

企业组成袁完成农产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销售领域袁实现
农产品价值增值遥 对于一些力所能及的物流业务袁中国邮
政以契约的形式委托代给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袁 如根
据客户的需要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尧包装等物流作业遥
3.4 销售层功能
销售层由大型超市尧社区农贸市场尧连锁餐饮等组成袁

是农产品供应链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窗口袁 以及农产品生
产流通计划制定依据的信息源遥 中国邮政与销售层的主
体形成长期的农产品供给合作关系袁 大型超市等企业不
但直接向邮政订购农产品袁而且还要对农产品的生产尧流
通加工等提出符合市场改进要求遥
邮政信息平台是生产服务层尧生产层尧流通层以及销

售层的有效运作的基础袁通过信息平台使农产品的生产尧
加工尧流通尧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袁实现农产品供尧产尧
销一体化运作遥 作为连接生产尧加工尧流通尧销售的信息枢
纽袁实现推式生产尧拉式物流的生产流通模式院渊1冤市场信
息引导农民安排生产袁 中国邮政信息平台对农产品市场
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袁 提供价格信息和未来市场需求预
测袁指导农民进行生产曰渊2冤消费信息拉动农产品加工和物
流袁中国邮政根据销售层的需求安排物流和加工袁提高了
流通效率和质量遥
4 基于中国邮政的偏远山区农产品物流模式的优势

4.1 降低农产品流通时间和成本
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态环境袁以及当地的种植历史和经

验袁选择本区域优势农产品的生产和开发袁同时利用中国
的品牌形象引导成立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袁 将分散
的农户纳入到组织内袁统一进行农产品生产作业遥 这样可

以形成生产尧运输和配送等规模效应袁降低了流通成本袁且
中国邮政拥有遍布城乡尧 四通八达的物流网络以及配送
优势袁在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袁扮演专业第三方物流企业袁
能够及时将偏远山区的农产品运送到农产品销售领域袁
降低农产品流通时间遥
4.2 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中国邮政利用其组织机构庞大尧基层单位分布的广优

势袁根据客户订单的需求袁能够为偏远山区农户提供农用
物资采购和技术指导等产前尧产中的服务袁产后根据协议
中质量要求对农产品进行收购价格袁 况且中国邮政与农
户是一种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袁 农户不会因为短期的利
益隐瞒农产品质量袁而影响后期的合作袁同时邮政所拥有
的网络优势袁能够缩短农产品的流通时间袁降低了农产品
变质的机率袁从而保障了农产品的质量遥
4.3 保障农户的收益
中国邮政利用信息网络平台采集尧整理农产品市场信

息袁为农户提供及时农产品信息服务袁针对农产品供应链
信息主要是以订单的形式在节点企业间进行传递的现
状袁以及农村现阶段信息化程度低的问题袁通过乡镇邮政
所尧委托代办点尧邮递员等进行信息及时传递袁从而避免
野牛鞭效应冶现象的产生袁保证信息流的畅通袁避免了盲目
生产袁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农户的收益遥 同时袁生产组织
化程度的提高袁 也有利于提高生产层的谈判对等地位和
话语权袁保护农民利益遥
5 中国邮政发展偏远山区农产品物流模式的措施

5.1 健全农产品物流信息系统
信息是社会经济运行的野润滑剂冶袁构建信息系统是各行

各业有效实现企业目标的关键之一袁 对农产品流通领域而
言袁 信息系统对提高农产品物流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遥因此袁中国邮政需要构建农产品物流信息系统袁其功能应
包括农产品可追溯功能袁即所销售的农产品可以通过此模块
追溯其产地尧加工地尧库存和运输配送车辆的信息曰农产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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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尧 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纲要渊2011要2020冤等袁对贵州省农业农村发展和
扶贫开发均具有重要意义遥 特别是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
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曳尧叶贵州省水
利建设生态建设石漠化治理综合规划曳尧叶农业部贵州省
人民政府共同推进贵州特色农业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曳等袁
明确指出中央政府尧有关部委在规划制定尧政策创新尧项
目布局尧资金安排等方面给予了贵州省倾斜和支持遥 贵州
省应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和后发优势袁通盘考虑尧统筹安排
石漠化治理尧水利建设尧生态建设尧特色农业产业化和农
村扶贫开发等袁使项目捆绑打包袁资金集中使用袁同步推
进袁有效形成政策合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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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信息系统还需要有农产品在线交易功能袁通过此模块可以
实现生产尧销售尧加工尧配送尧运输等信息共享袁缩短整个过程
的交易时间曰 农产品物流信息系统还需要包括信息发布功
能袁通过此模块可以提供农产品市场价格尧生产尧库存等有关
信息以及农产品未来一段时期的市场预测分析袁以帮助农民
和流通组织按照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和流通遥
5.2 大力推进农产品生产流通标准化

农产品生产尧 流通的标准化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生产
率尧土地产出率以及农产品的附加值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的有效途径袁而且是实现原料生产尧加工尧物流等各环节有
效协调的有力保障袁更为重要的是农产品生产尧流通标准
化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尧 保护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必然
选择遥 农产品生产标准是指对农产品的质量尧规格以及与
质量有关的各个方面所作的技术规定以及准则遥 主要包
括普通农产品质量标准尧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尧有机农产品
标准尧绿色农产品标准和农产品分级遥 农产品流通标准化
主要是指流通设施设备的标准以及物流技术标准遥
5.3 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
构建农户合作组织袁 将众多分散的农户连接起来袁并

努力增强其规模实力袁 有利于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以及
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袁能够更好的履行所承担的责任袁例
如袁组建农户生产联盟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服务职能袁利

用邮政的牵动作用发挥协会尧 村级基层组织以及乡村有
知识的能人的作用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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