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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供需关系发生了重大
变化，市场对农产品以数量需求为主转向数量、质量双重需求

并举，并更加重视质量。与此同时，供给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

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大量涌现，跨国集团也纷纷进

入我国，市场调节机制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

农业龙头企业为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纷纷

进行产业转型，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提高产业链

资金流和物流的整合能力，以增强产业链的增值能力。

企业的营运资金贯穿于整条产业链，其管理水平直接体

现产业链整合能力的高低。在当今产业链之间的竞争已成为

市场竞争主旋律的背景下，营运资金管理的重心已转向产业

链的整合及其优化。企业产业链优化的同时可带来营运资金

绩效的提高，这反过来又激活了整条产业链，为企业发展注入

新鲜“血液”。农业龙头企业只有不断改善产业链的营运资金

管理，建立农户、采购经纪人、集团、经销商、客户等产业链参

与者之间的无缝链接，才能实现资金流和物流整合的最大功

效，提高产业链整合度，进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一、相关研究文献简介

1援 农业产业链理论研究。傅国华于 1990 耀 1993年在研究
海南热带农作物发展的课题中，首次提出了“农产品产业链”

概念，此后关于农业产业链的研究逐渐增多。农产品产业链包

括农产品种植、加工、流通、销售等所有环节和整个流程，农产

品产业链管理便是运用供应链技术对这一链条进行整合管理

的活动。王凯等（2004）认为农业产业链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理
论在农业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即运用供应链理论对不同的农

产品链在产业间的物流链、信息链、价值链、组织链等进行管

理，提高产业效率、实现企业目标的价值管理活动。赵绪福

（2006）认为，农业产业链整合是产业链之间的连接、合作与协
调，它根据社会资源分布状况和市场需求状况的变化，在产业

链之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协调各产业链之间的比例关系，产

生出协同效应和聚合质量。李杰义（2007）论述了农业产业链
整合的具体内容，它包括：从产业链形态要素来看，有物流

的整合、信息流整合和价值流整合以及经营主体的整合等；

从产业链的时空分布来看，有宏观领域内的产业链整合、区域

内的产业链整合和跨区域的产业链整合等。

2援 基于供应链（渠道）的营运资金管理。在市场竞争已经
成为产业链之间竞争的背景下，传统的以企业自身作为管理

对象的营运资金管理已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REL咨询
公司和 CFO杂志营运资金调查报告自 2001年起便一直倡导
将供应链企业关系作为营运资金管理的重点。王竹泉、马广林

（2005）提出了“将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重心转移到渠道控制
上”的新理念，倡导将营运资金管理与供应链管理、渠道管理

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有机地结合起来。王竹泉等（2007）以营运
资金的重分类为切入点，将营运资金分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

和理财活动营运资金，并进一步将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分为营

销渠道的营运资金、生产渠道的营运资金和采购渠道的营运

资金，并据此提出了新型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同时

指出企业应当以供应链的优化为重点，对营运资金进行整体

管理。此后，有关学者都在此基础上对营运资金管理的基本原

理、模型等进行了研究。由于农业产业链管理是供应链理论在

农业中的具体应用，基于供应链（渠道）的营运资金管理便为

农业产业链营运资金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我国农业龙头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主要特征

1援 采购渠道流动资金对银行的高度依赖性。农业生产季
节性明显，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大部分地区

的农业仍然是小规模的分散化产业，“订单农业”等先进模式

并没有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应用，在农产品收获季节，农业龙

头企业往往通过地方收购企业或采购经纪人向农户进行大规

模采购。而农户通常要求现款结算，但采购代理人资金有限，

外部筹资能力也较差，因此龙头企业需要与采购代理人进行

现款结算，甚至预付采购款，以加强采购代理人的收购能力。

但是农产品加工由于竞争激烈，本身毛利率并不高，内部资金

积累能力较差，并且无法掌控营销链，因此应收账款回收较

慢。加之股权融资等其他融资渠道存在较多限制，以致大部分

农业龙头企业只有采取向银行借款的方式才能弥补临时资金

缺口，从而形成对银行流动资金的高度依赖性。

我国农业龙头企业营运资金管理初探

孟 琦 祝 兵

渊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 青岛 266100冤
【摘要】随着农业产业链的整合和优化，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产业链的整合

功效。本文在对产业链营运资金管理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采购、生产和营销渠道介绍了农业龙头企业营运

资金管理的特点，并针对其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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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大荒”）是我国

目前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农业类股份有限公司和商

品粮生产基地，具有明显的规模、资源、技术、装备、管理及绿

色产品优势，是我国农业第一蓝筹股。北大荒流动资金对银行

的依存度具有代表性，从下表（金额单位：元）中可以看出，

2007耀 2009年，其短期借款资产比率在 30%左右，短期借款与
流动资产比率更是达到了 50%以上，以此为典型可以看出农
业龙头企业在流动资金上对银行的高度依赖性。

2援 生产渠道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担
忧的问题，2008年 9月爆发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受污染事件
更是引发食品行业地震，加之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食品行业

整体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库存积压减值，产业链上下游资金

占用加大，影响了营运资金绩效的提升。导致食品安全隐忧的

原因主要是龙头企业对产业链生产链条缺乏整合意识和能

力，不能够有效监督和改进产业链节点的产品质量。例如，

2007年度通葡股份由于所生产的部分葡萄汁含铁量超标，使
得该部分葡萄汁半成品丧失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以致在当

年和 2009年度分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 37 358 081.06元和
3 176 101.30元，但长期未冲销，占到了 2009年度末自制半成
品的 65%（相关数据摘自通葡股份 2007 耀 2008 年度财务报
告）。由于通葡股份对生产链的质量缺乏监控力度，不仅造成

了部分存货因质量不达标而丧失使用价值和转换价值，而且

造成了生产链的不达标，使得整个产业链存在质量隐患，在与

长城、张裕等国内寡头品牌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

3援 营销渠道落后的“推式”模式。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客
观上存在一条从客户到供应商的价值链，企业营运资金的流

转贯穿于这条价值链的始终，采用何种方式管理这条价值链

直接影响到企业营运资金的管理水平。作为快消品的农产品，

很多产品保质期较短，一旦产品销售不畅，库存积压的产品就

会大量减值，最终造成营运资金的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众

多农业企业并不是采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拉式”营销模

式，而是采取以产品为中心的“推式”营销模式，对企业不同的

产品采取不同的营销链，各自独立向市场推销，但由于缺乏对

市场需求的有效预测，以致出现商品同质化、低价竞争等问

题，从而大大降低了收益水平。又由于营销链交叉重叠问题较

为严重，导致应收账款管理混乱，削弱了与产业链零售商进行

谈判的能力。企业由于与营销链上的经销商、零售商等缺乏有

效沟通，以致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而终端客户的需求信息

沿营销链逐级向上游缓慢传递，且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经常发

生信息阻滞和扭曲，最终产生“牛鞭效应”，造成库存资金进一

步沉淀，也延缓了应收账款的收回，降低了产业链的竞争力。

相反，跨国食品公司如联合利华等在面对终端商时不划分产

品线，而是与零售商合作，统一由公司专职人员负责零售商相

应产品的库存、陈列、促销、价格调整以及对促销人员的管理，

这样，既消除了“信息孤岛”，又加强了应收账款的管理，降低

了营销链合作成本，提高了存货的周转速度。

我国农业龙头企业与跨国农业巨头相比，营运资金管理

水平相对较低，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作为我国农业竞争力

提升的排头兵，龙头企业应当借鉴跨国农业企业或者国内优

秀企业的管理经验，进行产业链整合，努力改善产业链各个渠

道（环节）的营运资金管理水平，实现产业链资金流、物流、信

息流的高效运转，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三、基于农业产业链的营运资金管理对策

农业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已经成为应对市场激烈竞争的

重要战略，针对产业链下营运资金管理的特点，为更好地进行

营运资金管理，实现资金流和物流整合的最大功效，要着重从

采购、生产、营销三个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1援 加大采购环节融资力度。一些农业龙头企业由于在采
购环节占用大量资金，使得资金很吃紧，而融资渠道又狭窄，

只有依赖银行发放贷款，以致营运资金管理具有较高的风险。

为改变这种局面，要创新农业企业的融资渠道，在产业链整

合的条件下，使产业链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目前我国“订单

农业”模式尚未形成规模，采购渠道连接大量分散化作业的

农户，企业现购较为普遍，这种模式既不利于企业的资金周

转，又不利于从源头上保证产品质量。企业应以金融机构为发

起人、采取向社会公募或向特定对象私募的形式设立农业产

业化专项投资基金，有效地组织和引导民间投资，将城市分散

的资金汇集起来投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应积极建立农业产业

化基地，采取与农户合作的形式，运用“企业+基地+农户”模
式，为产业链融资奠定基础；要在建设基地的基础上，建立与

农户的合作共享机制，以利用赊购信用，实现与农户的信用联

结体制；要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产业链融资工具，缓

解产业链上游农户的资金压力；要尽量吸收农户入股，实现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同时，努力做好营销工作，加速营销渠道账

款回收，以满足采购渠道的资金需求。还要做好资本运营工

作，做好资金预算，实现资金的有效流动。

2援 加强生产渠道质量控制。生产渠道存货积压会占用大
量的营运资金，影响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因此要优化库存量，

同时要提高生产技术，促进技术革新，改进生产系统。由于农

业产业链周期长、涉及范围广，若监管不到位就会给生产留下

隐患，因此农业生产渠道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一旦发生质量

危机，就会影响整条产业链，造成营运资金大量浪费，“三鹿”

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给农业产业链敲响了警钟。农业龙

头企业在采购渠道建立基地、推行原材料标准化生产的基础

上，应建立健全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原材料入厂、加工、出厂

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检测，提高相关人员素质，并建立问题沟

通机制和问责机制，及时控制质量问题。要建立长效的监管机

项 目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资产期末余额

短期借款与流动资
产比率

短期借款资产比率

2007年度
3 192 256 669.85
5 879 509 627.42
10 498 379 327.29

54.29%

30.41%

2008年度
2 639 850 000.00
5 027 694 097.44
10 193 213 012.28

52.51%

25.90%

2009年度
4 530 897 062.77
6 384 451 725.19
11 981 814 996.18

70.97%

37.81%

北大荒 2007 耀 2009年度期末短期借款明细

注院数据来源于北大荒 2007耀 200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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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开展产地环境安全监控和评价，实现监管工作制度化。要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加大对农药、兽药、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的监测力度。通过对生产渠道质量的控制，降低生产

渠道营运资金的耗费，提高营运资金管理水平。

3援 建立“拉式”营销体系。为提高营销渠道营运资金管理
水平，农业企业应当改变传统的“推式”营销模式，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拉动企业产品生产，减少“牛鞭效应”对营运资金的影

响。企业应对产品的营销渠道进行整合，选择具备足够资金实

力及较强风险承受能力的经销商统一整合营销渠道。同时，要

利用网络信息化建设电子交易平台，运用第三方物流实现农

产品的专业化配送，以快速、更具成本优势的方式满足人们对

农产品的需求，以对顾客需求的快速响应实现与客户的零距

离接触。要避免传统以赊销为主、受经销商控制、在利益分配

上出现“两头小（企业和养殖户）中间大”（经销商）的怪现象。

要在有条件的区域实行现款销售，降低应收账款余额，避免呆

死账。要通过对营销渠道的整合，减少营销渠道的存货资金占

用。只要与顾客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加强了对应收账款的

回收，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营运资金周转紧张的问题。

四、总结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业及相关产业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农业龙头企业纷纷建立产业链，通过优化农业

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调整，这对增

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产业链整合过程

中，对贯穿其中的营运资金的管理尤其不容忽视，应把握住营

运资金管理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提高营运资金的绩效

水平，实现产业链的整合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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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重要资源，对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

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以土地为依托所引发的一系

列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所特有的土

地二元所有制，决定了政府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

分析土地市场中的政府行为，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现实

的土地问题，从而寻找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作为更靠近土地市

场的地方政府，它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社

会和民生问题，因此本文选取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

一、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其具体行为

1援 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及制度性租金。其具体表现为：

（1）我国的土地市场具有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的特殊
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具有“参与者”和“管理

者”的双重身份。地方政府利用这种身份“赋予”的权力，在征

地与供地间创造了“制度性租金”，通常它的流向途径有两种：

一是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收、高价转让的方式寻租；二是开发

商为取得土地，不惜一切代价向政府官员寻租。

（2）在现行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中，地方政府是最大的受
益者，土地收益俨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成为

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第二财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以

空前的热情参与房地产市场、大规模的旧城拆迁改造和新区

土地市场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李嘉碧 朱一中

渊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641冤
【摘要】我国土地的二元所有制决定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基于此，本文选取地方政府

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认为地方政府的主导优势地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缺失是地方

政府产生利己行为的原因；由此提出相关制度创新，以为进一步研究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不同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土地二元所有制 地方政府双重身份 制度性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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