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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陈玮英

菜贱伤农，菜贵伤民。农产品生
产销售正在这样的怪圈中循环。

从农民种菜到消费者买菜，要经
过多少环节？又是哪些环节将蔬菜价
格推至高位？

记者调查发现，菜价不断上涨主
要缘于“最后一公里”，而其他环节只
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解决菜价上
涨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因为其
中存在深刻的体制性、政策性原因。
否则，很可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随时会出现价格反弹。

长的流通环节

流通成本增加是推动蔬菜价格
高企的长期因素，中国蔬菜在流通环
节的成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至 3
倍。农产品流通成本高，首先在于农
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流通环
节的冗长。而专家表示，最关键的“增
长点”在“最后一公里”。

8月初，装好车的小王又开始了
北京之行，这次他又是超载上路。核
定 10吨的货车，小王每次都是装上
15吨再上路，“现在批发农产品没有
过去挣钱了，各项成本都在上升，如
果不超载只能是亏损。”来自内蒙古
的商人小王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小王最近在做批发葵花籽的买
卖，从内蒙古批发葵花籽到北京新发
地。他说，他以每斤 3.5元到 3.7元左
右价格从当地农民手中收上来，经过
装袋费、包装费、运输费等费用后，每
斤葵花籽的价格已经是 4.05 元左右
了。“而离北京越近，这价格也就涨得
越高、越快。”

从内蒙古到北京，途经陕西、河
北两省，共 820公里左右。这一路过
来，小王一共交了 8 次罚款，在内蒙
古、陕西、河北分别交两次，每次 200
元，进北京后，一次交 200元，另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交 500元。“交了罚款
就可以走了，所以每次都得超载上
路，否则本都回不来。”
据了解，在北京一些零售市场，

葵花籽每斤被卖到了 8元到 10元。
从 3.5元陡然增到 8元多，其中

的差价哪来的？小王告诉记者，一直
以来大家都以为这钱是在运输过程
中涨起来的，其实不然。小王给记者
讲了他和合伙人批发蔬菜生意的例
子。

五六月份的时候小王批发过蔬
菜，每天把菜从菜农手里收上来，然
后运到北京，批给北京的二级批发
商。批发菜椒，一斤 1.2元左右收上
来，经过装袋、包装后运往北京。如果
“把装袋费、包装费、运输费摊到菜
上，一斤菜能合到两毛多钱”。也就是
说，在到北京前，这些菜的成本已经
达到了每斤 1.5元左右。

当天傍晚，这批菜椒被运到北京
大羊坊蔬菜批发市场。小王说，到了
北京后，由他的合伙人以每斤 1.5元
左右的价格把菜椒批给北京的二级
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再在每斤菜上加
1角钱，以每斤 1.6 元左右的价格卖
给零售菜贩。

据小王介绍，在各销售市场，菜
椒的价格当时在每斤 3元到 3.5元左
右。蔬菜从地头到菜市场，在经过经
纪人、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蔬菜

零售商四个环节后，价格增到 3 元
多。

很显然，在最后一个环节，菜椒
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这其中较大的利润都被批发市

场赚了。”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
分析师马晓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博士韩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构成比较复
杂，物流成本占到农产品成本一定比
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高
地价造成的高房价、高房价导致的批
发商承受的高额摊位费、租房费及其
他生活成本转嫁到农产品的市场价
格；其次是，高燃油价与远距离配送
转嫁的高运输成本，高燃油价使得运
输成本水涨船高，同时，由于目前我
国大多数农产品物流都是远距离输
送，距离的长短决定了运输成本的高
低，距离越远配送成本越高；最后是，
高额的超市终端入场费转嫁的流通
成本，即通常所说的“最后一公里”是
农产品运输的老问题，对农产品搞物
流成本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结
果导致两个终端市场的“极度不平
衡”：消费者购买高价农产品，广大分
散的小规模菜农只能出售低价农产
品。

须探索新模式

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曾说，在中
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农
业及农产品领域是国际资本投资中
国的下一个热点。事实也的确如此。

那么，如何更好地优化蔬菜流通
体系？同时更好地降低流通成本，现
在来看农超对接已是普遍在尝试的
做法。但也有专家提出不同看法。

“中国现在的农产品流通形式是
买全国、卖全国，这在其他国家基本
上是难以想象的。”马晓春告诉记者，
以日本和韩国为例，农协（或农会）组
织生产、销售，对于农产品流通起始
点就降低了农产品收购成本额，同
时，在政府的支持下都已经建立了完
备的农产品流通冷链体系，流通过程
中的损耗极低，这就降低了折损费。
他说，完备的物流体系也在其中起到
关键作用，极大地降低了农产品的流
通成本，避免了运输工具出现空跑现
象。而最为突出的是，批发市场又是
财政支持下公益性的市场，因此不存
在加价行为。

马晓春认为，改善当前这种状
况，至少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鼓励农民成立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一
方面提高农户产能，另一方面增加农
户销售时的话语权；财政支持，做强
做大国有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建立
农产品流通企业与农民合作组织产
销机制；财政支持，逐步发挥批发市
场的公益性功能。

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商务参赞王
选庆此前表示，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
城市配送体系非常重要，当然这是一
项比较系统的工程，但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需要规模化的经营。比如通过农
超对接，或者建立标准化的菜市场，
一些大的零售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从
总体上改变了这种状态。

但是在韩杨看来，通常所说的
“农超对接”也并不是太理想，不一定
能够解决问题。韩杨说，农超对接是
有条件的对接，“超市一般只会和一
定规模的生产企业、农业合作社对
接，不会和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直接
对接，而规模生产企业、合作社受区
域限制，远距离不好对接。”因此，“农
超对接”需要农业生产实现规模化，

形成相对比较大的公司、企业或合作
社与本区域内（即近距离），作为生产
者与销售终端超市实现对接，减少物
流成本。如果仅是目前分散式的农户
生产经营，可能反而会造成价格上
涨。因此，单凭“农超对接”很难降低
高物流成本。

中国分散经营式的大农业生产
模式，相对国外的农业生产规模不够
规范、不够大，生产经营链条比较长，
造成中间环节比较繁琐。韩杨说，但
是从中国实际情况看，短时间内将这
种小规模分散式的大农业生产集中起
来不太可能，也不现实。因此，她建议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的
种养殖；积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专业
合作社；适度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
财政支持；完善农产品流通信息渠道；
积极发展农产品“短链”供应模式。
“批发、集贸市场收取高额摊位

费，重要原因是政府对于公益性流通
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全国政
协委员、G30理事长黄海说，目前，我
国大中城市的蔬菜供应，90%左右都
要通过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这些市
场收取的高额进场费、摊位费、交易
费等，对菜价上涨有直接影响。

黄海说，借鉴国际经验，不论是
日本、韩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都把
城市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公益性的
流通基础设施，全部或大部分由政府
投资建设，然后通过招标或指定企事
业单位，不以赢利为目的，低收费保
本经营。而我国的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基本上由企业投资并经营，为了
收回投资并获得利润，只能采取高收
费的办法。如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集
团，还成了 A 股上市公司，更要把提
高利润作为经营目的。政府要求短期
降低收费完全可以，但长期执行企业
难以承受。

“物流成本”伪命题：
“最后一公里”令价格翻番

如果你的年龄是 20岁到 35岁的年轻群体，且你还没有
团购过，那么一定有人说你“来自火星”。

近年来，随着团购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团购市场
一派热火朝天。此时，正值暑假，这就给团购行业带来了“阳
光”，且越来越多的游客会选择通过团购的方式来预订旅游服
务，而与之相伴而生的各种陷阱也纷至沓来。

有“猫儿腻”的低价

“团购”，即为团体消费，是作为一种认识或不认识的消费
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加大与商家的谈判能力，以求得最优价
格的一种购物方式。

随着旅游旺季的来临，团购旅游也渐成热词，因团购引发
的纠纷也呈上升趋势。

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翔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很多人对团购旅游服务的低价雀跃的时候，
部分团购旅游项目也逐渐显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往往是一个
低廉的圈套。”

某古洞生态旅游开发公司的夏日激爽双人游，原价 1034
元，现在团购仅售 398元；周庄游，原价 280元，现在限时秒杀
仅售 68元，欲购从速……8月 15日，记者浏览多家团购网站
发现，旅游团购项目“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国内外旅
游线路一应俱全，且应有尽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价钱低
廉。

据南昌一家从事旅游团购的旅行社工作人员透露，在 5
天内，一个旅游服务产品在门市部最多只能接到不到 20名的
游客报名，但放在网上经过团购，最有显著成效的是其中一天
就能够吸收近百名游客。

时下，随着网络的便利，很多人都选择了网上团购旅游以
便省事、省力、省钱，殊不知，这逐步掉入一些人设定的圈套。
近来，媒体对于团购旅游陷阱的报道也屡见不鲜。

一名网友在网上发帖述说了他的经历。他说，“前些日子
参加网上团购去北京十渡，结果去了，上当了。自费景点耽误
了 4个多小时，免费景点就安排了 1个多小时，时间根本就不
够玩的，坐车往返将近 10个小时。去的一个景点，什么都要花
钱，就连坐着都有座位费。”

最后，这名网友在吸取此次经验后，留言发出一句感叹，
“大家记住了，千万别再报网上那些廉价的团购了，绝对是垃
圾！”

事实上，旅游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代表，近
些年发展迅猛。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年全国旅游总收入突破 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豫，远远
超出年初预估的 11%的增长速率。

由此可见，旅游市场确实是火爆，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些
不法团体利用团购旅游价格低廉的方式向广大消费者设置圈
套。

尽快出台法规加强监管

团购已成流行。在 8月初，国内知名第三方电子商务研究
机构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了《2011年(上)中国电子商
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底，中国网络团购
企业的数量约为 2612家，而截止到 2011年 6月底，已经上升
到 5320家，4月以后，团购企业以平均每日 10家的速度快速
增长。

数据还显示，2011年上半年，团购行业每月日均覆盖用
户数量为：1月 1800万；2月 2320万；3月 2890 万；4月 3248
万；5月 4500万；6月 5220万。

在团购快速崛起的今天，选择这些折扣廉价的旅游团购
服务产品的同时，怎样才能避免掉入陷阱？

近日，针对层出不穷的旅游团购，国家旅游局特向广大消
费者提出警示：运营旅游业务应取得行政许可执照，消费者不
要轻信旅游产品广告，须警觉“零负团费”。

业内专家也提示，团购旅游时请擦亮双眼，不要因贪图廉
价而失去旅游的乐趣。

与此同时，有专家支招，网站现在提供的所谓销售的产品
总是以低价或者实惠来吸引眼球，消费者要避免陷阱，除了找
有品牌的、有影响的大的团购网站外，还可以直接找一些知名
旅行社。

张翔表示，“旅游服务，尤其是短线旅游本身比较难以形
成回头客，所以我对于这种团购形式的存在意义表示质疑。消
费者避免陷阱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站在商家的角度考虑一下这
种让利的行为是否有存在的意义。例如，实际往返一个旅游城
市的交通费都比团购网上的价格高出几倍，这时，你就要去琢
磨和比较了，不是为了贪图低廉，而是要理性地去消费。”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部分旅游省市关于网络团购的法律
维权事件呈上升趋势。

长沙市司法局 12348法律维权专线连日来就接到多个因
团购旅游引起的纠纷投诉，为此，该专线近日发布法律警示
称，市民外出旅游时一定要主动要求签订旅游合同，索要发
票，以便解决纠纷时有据可依。

事实上，除了消费者在网购旅游时要相对的理性，政府也
要尽可能在立法、监管这方面及时跟进。

广西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张福平所长表示，到目前为止，
旅游局从未审批、推荐任何旅游团购。只有国家旅游局近日发
布过“2011旅游服务警示第 5号”，提醒广大游客在购买旅游
团购时，切勿因小失大。张福平指出，旅游团购这种新兴消费
方式，还没有哪个部门被授予负责对其审批、监管的职能。

12348专线律师卿丹认为，我国目前还没有具体规范团
购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且电子商务没有规范的管理办法和维
权机制，这既使团购网站迅猛增长，也使消费者取证难度大、
维权成本高。她建议，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消费者
维权提供坚强的后盾；同时执法部门也要加强监管，严厉打击
利用团购坑蒙消费者的行为。

本报记者 万斯琴实习生 江丞华

旅游团购
低价“钓鱼”

批发市场、超市收取的高额入场费转嫁为流通成本，即通常所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欲破困境，一方面要鼓励农民成立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提高话语权；另一方面，要逐步将批发
市场等终端的赢利属性转变为公益属性。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旅游团购引发的纠纷日趋增
多。我国目前还没有具体规范团
购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且电子商
务没有规范的管理办法和维权机
制，这既使团购网站迅猛增长，也
使消费者取证难度大、维权成本
高。除了消费者在网购旅游时要
相对的理性，政府也要尽可能在
立法、监管这方面及时跟进。

食品依然是推动 CPI 上升的主
要动力。7月份食品价格继续上升，
涨 幅 从 6 月 份 的 14.4% 上 升 到
14.8%。食品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了居
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
活，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热点之一是鲜活农产品终端价
格的上涨原因，焦点集中在流通环
节；另一个则是鲜活农产品终端价
格上涨是否惠及了农民。

目前，我国大中城市的蔬菜供
应，90%左右都要通过批发市场和集
贸市场。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
分析师李圣军说，在现实制度约束
和蔬菜生产经营现状的影响下，我
国蔬菜流通环节较多。从田间地头
到餐桌，蔬菜流通链条包括产地收
购商或代购点通过产地经纪人收
购，由运输商运到销地或中转地后，
在一级批发市场批发给二级批发商

或零售商、超市，然后由超市或农贸
市场零售商零售给消费者。在整个
流通链条中，还存在代销、代购、配
送甚至是三级批发商等环节。

与生产环节相比，流通环节专用
性资产投入较少，随时可以通过退
出的方式保持自身获得合理利润。
李圣军认为，虽然每个环节都不一
定获取垄断利润，但在众多环节层
层加价下，蔬菜从田间地头流通到
餐桌，尤其是流通中的“最后一公
里”，涨价幅度可超过 10 倍。

据了解，为了保障鲜活农产品终
端价格的稳定，提高农民销售鲜活
农产品的价格，商务部、农业部在开
展了农超对接试点的基础上，今年
加大推动力度，提出争取“十二五”
期间大中型城市生鲜农产品经超市
销量比重翻一番，达到 30%。

那么在扩大农超对接规模的同
时，能否实现降终端价、提销售价的
目标呢？李圣军分析说，根据政策界

定，“农超对接”是政府通过财政补
贴，引导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鲜活
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
接，推进鲜活农产品“超市+基地”的
供应链模式。

但是以目前中国实际情况来看，
实现农超对接还存在困难。李圣军
说，政策制定者开展农超对接的目
标是通过降低流通成本，压低鲜活
农产品的终端销售价格，提高农民
出售鲜活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让农
民和消费者受益，达到“压缩成本、
两头受益”的目标。

可以看出，设计者的初衷是好
的，但“两头受益”真能实现吗？

李圣军认为，实现存在两个困
境，一个是超市降价的动力不足，另
一个是合作社提价的能力不足。从
博弈的角度来看，农超对接目前的
制度设计使“强者更强，弱者稍强”，
进一步强化了超市的主导地位，捎
带着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水平。由

于价格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目前
的制度设计显然无法真正惠及消费
者和农民，农超对接通过压缩流通
成本而产生的潜在超额利润，大部
分被超市获得，合作社或农民获得
的份额有限，消费者更是难以获得
收益。因此，实现“两头受益”的目
标，还需进一步完善目前的制度设
计。农超对接联结生产与消费，直接
涉及农民的生产收入和城市居民的
消费福利。鉴于城市低收入群体大
多在集贸市场购买鲜活农产品，很
少去超市购买，“农超对接”降低了
10%—15%的流通成本，在实现“两
头受益”的同时，在分配时应侧重向
农民倾斜。为此，必须完善目前农超
对接的制度设计方式，一方面，提高
合作社的价格谈判能力，真正提高
鲜活农产品的农民销售价格；另一
方面，增强超市之间的竞争程度，迫
使超市降低销售价格，让利于消费
者。

蔬菜流通体制患了“肠梗阻”
本报记者 陈玮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