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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成为政府、学者和百姓共同

关注的一个问题。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一

般解释：受天气、政策及国际贸易等因素的影响，当需求增加

或供给减少时，农产品价格自然表现为上涨的趋势。这种解释

对预测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一般的

分析难以说明短期内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原因，也没有

进一步说明长期内影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其他原因。因此，经

济学的供求分析因忽视产品流通的整个过程而具有其固有的

局限性。

一些学者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了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

和价格上涨问题。金雪军、王利刚（2005）研究了供应链条件下

地区专产性小品种农产品价格波动问题。郭丽华、张明玉

（2006）分析了农产品供应链的利润分配机制，提出了农产品

供应链的改进思路。赵晓飞、李崇光（2008）研究了农产品供应

链联盟的利益分配模型，用Stackelberg模型和Shapley分配模型

研究了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的信息共享机制。刘召云、孙世民、

王继勇（2009）研究了农产品供应链现存的组织模式和电子商

务对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梳理了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

研究进展及趋势。胡华平（2010）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了农产品价格的垂直传递和纵向市场联结。

供应链属于管理学的范畴，供应链管理是将产品供应的

过程看成一个整体，追求供应链整体利润的最大化。从思维原

理和方法层面来看，这种对供应链的分析属于产业组织理论

下的企业理论的延伸，它偏重于整体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偏

重于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在农产品流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

义。在我国农产品生产分散、流通组织规模偏小、流通环节较

多等现实条件下，真正组织意义上的供应链并没有形成，供应

链上的各个主体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基于此，本

文以“交易链”代替“供应链”分析农产品的流通过程和价格波

动及上涨现象。

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交易链模型

1. 农产品交易链模型构造。笔者把农产品交易链分为三

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环节：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批发商，农

产品批发商———农产品零售商，农产品零售商———农产品消

费者。每一次交易都是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过合作剩余

的分配不是某个交易参与主体主导的结果，而是通过讨价还

价最终形成的。

根据纳什（1950，1953）和Roth（1979）的讨价还价模型，合

作剩余的分配受合作双方谈判能力的影响。假设一方甲的谈

判能力为琢，那么另一方乙的谈判能力就是1-琢。如果合作剩

余为M，甲在合作剩余中的分配额为X，那么合理的分配应该

使效用函数U=X琢（M-X）1-琢达到最大化。根据最大化的一阶

条件，有X=琢M，这就是纳什和Roth所主张的分配规则。

假设在某一交易链上，农产品生产者的单位产品成本为

C0，批发商除进货价格外的单位产品成本为C1，批发商的产品

预期转卖价格为P2，农产品生产者相对于批发商的谈判能力

为琢1，则农产品生产者与批发商讨价还价所确定的价格应为：

P1=C0+琢1（P2-C0-C1） （1）

设零售商除了进货价格以外的单位商品成本为C2，其产

品预期转卖价格为P3，批发商相对于零售商的谈判能力为琢2，

则批发商与零售商通过讨价还价所确定的价格为：

P2'=P1+C1+琢2（P3-P1-C1-C2） （2）

批发商的产品预期转卖价格与批发商与零售商通过讨价

还价所确定的价格具有一致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二

者相等，于是有：

P2=P1+C1+琢2（P3-P1-C1-C2） （3）

假设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评价（即支付意愿）为B，零售商

相对于消费者的谈判能力为琢3，不计消费者的购物成本，则零

售商与消费者共同确定的价格为：

P3'=P2+C2+琢3（B+P2-C2） （4）

零售商的产品预期转卖价格与零售商与消费者共同确定

的价格具有一致性，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二者相等，于

是有：

P3=P2+C2+琢3（B+P2-C2） （5）

根据上述（1）、（3）、（5）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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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6）

这说明，交易链上相对独立的三个交易阶段共同确定最

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2. 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机制分析。就交易链而言，农产品

最终的销售价格受生产成本、流通成本、谈判能力和消费者支

付意愿的共同影响。根据（6）式计算可知：

跃0，i=1，2， 跃0，j=1，2，3， 跃0

也就是说，农产品面向消费者的价格上涨与交易链上交

易主体的成本上涨正相关，与交易链上交易卖方的谈判能力

正相关，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正相关。

如果上述影响P3的7因素中有一些因素呈下降的趋势，而

另一些因素呈上升的趋势，结果是推动上升还是导致下降，这

要由（6）式决定。

通过分析交易链的各个过程，我们还可以得出交易链主

体的收入变化趋势。例如，琢1（P2-C0-C1）表示农产品生产者

获得的纯收入，如果农产品生产者的谈判能力比较弱，那么其

只能获得比较少的份额，尽管农产品的最终销售价格可能在

上涨。

只知道农产品的最终销售价格形成的理论机制还不够，

我们必须通过对实际的考察，找到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现

实原因。

三、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现实原因

根据我国农产品生产流通的实际情况，以及我国的经济

发展现状和态势，导致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

1. 导致成本原因。在农产品生产领域，随着工业化、城市

化的加速推进，农地越来越稀缺，工业和城市用地价格的不断

攀升，也推动农地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加。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

动和转移，使得农村生产的老龄化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的缺

乏导致农产品生产的用工成本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生产成本

的提升也转移到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提升。据统计，从2003年

到2008年，我国生产的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主要粮食投入物

中，种子价格上涨了80.65%，化肥上涨了94.16%，雇工工价上

涨了146.60%，土地流转租金上涨了88.92%。

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燃油、用工等成本的上升，仓储成本

的上升，都拉动了农产品流通成本的上升。在我国，由于农产

品流通技术水平不高，经营规模较小，流通过程中的农产品损

失率较高，也使得农产品物流成本较高。

2. 市场势力原因。市场势力决定交易者的谈判能力，游

资的加入和炒作会迅速提升交易者的市场势力。尤其是对小

宗农产品而言，游资的涌入会引起市场结构的变化，使近似完

全竞争的市场变为寡占市场。

目前，我国游资加入农产品流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

农产品本身的原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涌

现了大批的民营经济实体和大量的民营资本。但现有的体制

使得民营资本和国营资本没有平等的竞争机制，民营资本不

能进入高利润的国营领域，资本的本性迫使民营资本成为游

资四处出击国民经济的一些竞争领域，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

领域，以显现其资本对劳动力的优势。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决定

了农产品流通领域成了游资侵入的领地。农产品是必需品，缺

乏足够的弹性融化价格的波动；一些农产品市场规模小，容易

被操纵；一些农产品产地比较集中和比较易于存储，易于收购

和囤积。游资对农产品的肆意炒作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

3. 流通渠道原因。一是流通渠道过长。在本文的交易链

模型中，我们把交易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环节，事实上，现实

中的交易环节还会更长。从（6）式也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条件下，缺少一个交易环节，农产品的最终销售价格就会

下降。交易链过长与我国农产品的小规模分散生产，与流通企

业的规模过小、实力不强，与消费者购买次数的分散，都是密

切相关的。二是流通渠道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是种特殊的比

较容易变质的产品，因此农产品流通需要快速通道，需要安全

的检验检疫，需要及时的信息发布。这些都是外部性很强的产

品，应该由政府将其作为公共品来提供。可是这些公共品在我

国是比较缺乏的。由此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失真，往往不

能正确指导甚至是误导农产品交易链上的参与者，造成农产

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大落之后往往会伴随消费者难以承受的

价格上涨。

4. 货币环境原因。外汇长期顺差、国家投资过多，都可能

导致在宏观层面上出现流动性过剩甚至出现比较高的通货膨

胀。通货膨胀刺激生产和流通的快速增长，使消费者收入过快

增加，这样消费者在一个通胀预期的环境里就会对消费品评

价升高，以需求拉动的方式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当然，随着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城镇

人口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农产品需求旺盛，支付意愿加强，以

这样的方式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合理的。但是，以经济过热

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则是不正

常的。其实，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预期增强时，影响最终农产

品销售价格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市场势力都会受到影响而

提高或加强，从而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

四、农产品价格不合理上涨的治理对策

1. 改善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宏观环境。通货膨胀影响农

产品价格构成因素的成本变量、市场势力变量和支付意愿变

量，通货膨胀可以看成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货币诱因。不过，

货币现象也是经济发展总量和结构的反映，提高经济发展的

质量水平有利于通过农产品价格的构成因素而抑制农产品价

格的过快上涨。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城镇化和工业化要与农

业现代化相协调，农业现代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

有利于降低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城镇体系要协调发展，大力发

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能够缓解对农产品需求的压力，因为大

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和购买评价高于中小城市居民。

农产品价格上涨，在一定意义上是宏观经济的总体反映，从长

（1-琢1）（1-琢2）（1-琢3）（C0+C1+C2）+（1-琢1+琢1琢2）琢3B

（1-琢1）（1-琢2）+琢2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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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来看，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

农产品价格上涨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2.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对

农业补贴是激励农业生产、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最直接、最有

效的方法，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根据WTO

《农业协议》的内容，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的农业

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投资或支持，其大部分是对科技、

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二是狭义的农业补贴，也称为保护

性农业补贴，如对粮食等提供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的补贴。

当前，在广义补贴方面应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重

点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和桥梁建设，使农产品成本降

低具有长期性。在狭义补贴方面，要采取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

并举的方式。在对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有种粮补贴的同

时，加大对大蒜、绿豆等小宗农产品以及蔬菜生产的支持力

度，将这些小宗农产品纳入农产品补贴政策中来，以保证小宗

农产品产量稳定，防止小宗农产品因生产成本过高而减少产

量。

为了使农产品实现规模化经营，建议实行农地交易补贴

政策。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畅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

而规模经济递减意味着长期平均成本上升。由于农业生产的

特点，农地的流转创造的合作剩余较少，为了减少农地交易的

交易成本或者为了农地交易能实现较多的合作剩余，国家应

该实行农地交易补贴政策，促进农地流转。这不但有利于降低

农产品生产成本，也能充分强化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提高国

家粮食安全水平。

对地方政府而言，农业投资大、见效慢、风险大、外部性

强，地方政府往往投资积极性不高。据统计，我国对农业投资

的大约30%不能被落实（主要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的配

套资金不能落实）。为了提高农业投资效益，应加大中央政府

的支持力度，适当上移农业投资的支持主体。

3. 加强农产品流通渠道建设。在我国，农业是弱势产业，

加强农产品流通渠道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是培育具有竞争力和

谈判能力的农产品生产主体。根据（6）式，农产品生产主体的

谈判能力增强也可能使得农产品价格有上升趋势，但这种上

升对农业、农民都是有利的。同时，农产品生产主体的谈判能

力提高也有利于降低游资的利润率水平，减少游资对农产品

价格的冲击力度。农业合作社能够有效整合生产和市场资源，

加强农业合作社建设是培育农产品市场主体的有效实现形式

之一。

由于我国农产品流通企业弱小，农产品流通普遍呈现“环

节多、过程长、损失多、成本高”的特征，农产品流通渠道过长

不利于降低流通渠道的流通成本。目前根据农产品生产实际，

应该切实实施一些农产品的“绿色通道”，探索和完善“农超对

接”的流通模式。

物流的畅通离不开信息流的有效支撑。农产品流通具有

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特点，农产品信息流的畅通对农产品物流

和资金流具有引领作用。目前，对容易涨价的小宗农产品可以

重新引入期货机制，建立小宗农产品期货品种。对于不能上期

货合约的，也要形成规范、有序、公开的批发市场和电子交易

市场管理制度，由政策、制度、服务去统筹农产品流通渠道建

设，由市场去发现价格。同时，充分发挥网站、报纸、电视、广播

等的信息发布作用。

4. 强化农产品价格监测、调控和管理机制。通过对农产

品生产和流通的定点、有规律的检测，有利于掌握农产品生

产、交易、成本、资金、库存等具体变动情况，及时发现农产品

价格上涨的现状和原因，形成对不同地区、不同农产品的价格

预警体系，有利于预测未来农产品的价格走势，有效抑制未来

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针对游资对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

和流通正常秩序的干扰，在农产品价格过快上涨时可以实行

价格管制措施，坚决打击投机行为和恶意炒作行为。为了防止

新闻媒体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推波助澜”，应该规范新闻信

息发布机制。为了平抑小宗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国家可以建立

小宗农产品储备制度，压缩小宗农产品的套利空间。

当然，在严厉打击游资炒作农产品的同时，要加大国有企

业的改革力度，尽可能为民间资本找到追逐利益的领域，重塑

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平等竞争的宪政环境，引导民间资本走

向为社会中低收入阶层服务、为社会造福的正确轨道上。

五、结语

以交易链为视角研究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相对于农产

品价格上涨的供求分析、供应链分析，更具有“经济学”特征。

农产品交易可以分为相对独立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一

个最优的合作剩余的分配比例。通过农产品的交易链，农产品

的最终价格与农产品交易链参与主体的经营成本、市场势力

以及最终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相联系。

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合理的因素，也有经济现实和人为

垄断的原因。治理农产品价格不合理上涨，在短期是要打击农

产品价格的游资炒作，在中期是要加强农产品流通渠道建设，

在长期是要完善“三农”支持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宏

观经济增长质量。

【注】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

目渊项目编号院10YJC790327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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