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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调整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快市
场特别是公益性批发市场建设，努力使农产品供给在数量、品种和质量上更加契合消费者需要。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已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
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供给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调整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

加快市场特别是公益性批发市场建设，努力使农产品供给在数量、品种和质量上更加契合消费者

需要。 
    农业供给侧改革需要完善高效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市场是交换的场所，是供给和需求的连接点、结合部，是所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推进农
业供给侧改革，需要完善、高效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这是由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决

定的。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交换作为中间环节，是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没有交

换，商品价值就无法实现。因此，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来看，生产和交换一样重要，它们共

同构成“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推进供给侧改革进程中，结构调整

和市场建设同样重要。只有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才能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供给。 
    农产品生产是季节性、区域性的，而消费需求却是连续性、全国性的；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数
量大、品种少，而每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则数量少、品种多。因此，容易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和

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批发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集散货物、协调供求，这一功能为其他市场

所不可替代。近年来兴起的农超对接、合作社直销、电商等新型营销渠道，分流了一些以批发市

场为中心的传统营销渠道的销售量，引发了人们对批发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及其在流通中主导地位

的怀疑。但调查发现，这些新营销渠道仍离不开批发市场这一平台。超市、合作社和电商也主要

通过批发市场进货，以加快流通速度并调剂品种和数量。批发市场并不是农产品流通中的多余环

节，但其设施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公益性批发市场的建设当前却成了短板，亟待加大力度扶持和发

展。 
    公益性市场帮农产品打通“最前一公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具有公益性质的“官办”批发市场经过市场化改革，已转型为股
份制企业或民营企业。2015年，商务部重启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试点建设。公益性农产品批
发市场的缺失引发了许多问题。如产地收购市场建设滞后导致的“卖难”问题，批发市场高收费

推高交易成本导致的“买贵”问题等。 
    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建设偏重于销地，关注“最后一公里”。事实上，“最前一公里”同样重要，
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当年的收入，也关系到下一生产年度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供给量。由于产地收

购市场建设滞后，“最前一公里”的农产品流通基本上由经纪人主导。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

低的生产者在价格谈判中处于劣势。每到收获季节，总有一些农产品特别是鲜活农产品大量滞销、

倾倒等现象发生。与此同时，生活在城市的消费者并没有感觉到商品价格的下降。如遇节日或不

良天气，农产品价格反而急剧上涨。“卖难买贵”现象的并存说明，现有的流通渠道和市场出了

问题。有时，“卖难”现象的发生并不总是因为供过于求，而是由于流通不畅导致的区域间的供

求不平衡。如果经纪人无法取得预期利润，就会放弃收购，这是他们天然的理性选择。而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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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渠道单一，只要经销商不收购，就很难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 
    批发市场的高收费是我国农产品流通中的另一顽疾，也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批发
市场之所以能够高收费是因为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和批发市场企业营利的性质。由于行政部门在

市场规划、批发市场设立等方面的管制，现实中的农产品市场是寡头垄断市场，在个别地区甚至

是完全垄断市场。以批发市场为例，一个地区设立一个还是几个市场，由政府相关部门决定。而

相关部门的决定并非总是及时和正确的。有些地方人口增长较快，但市场的规模和数量多年没有

变化，使得市场的摊位成为稀缺资源，摊位费越来越高。调查发现，北京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某

些蔬菜、水果摊位的招标费甚至达上百万元；浙江义乌的农贸城，2003—2013年间，店面租金上
涨了 30 多倍。招标费和租金、摊位费是批发商最大的经营成本，租金提高，批发商为保持利润
势必提高售价。 
    美、日、韩等国均把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公益性事业来举办，通过对公益性批发市场的开设
和管理，实现降低流通成本、抵制价格上涨和保证食品安全的政策目标。以日本为例，日本的《批

发市场法》对批发市场的规划、开设、监管及财政支持均有详细规定。从市场的投资建设到市场

管理，政府部门发挥着绝对主导作用。在市场的场地和设施的收费上，也充分体现了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公益性。收取的费用仅占营业额很小的比例，用以弥补市场管理费用开支。市场的交易制

度，如拍卖、禁止歧视性交易的原则及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委托、公告预定批发数量及价格信息

等原则，很好地保护了生产者的利益，形成了相对公开、公平的价格。 
    依法依规建设公益性批发市场 
    目前，我国在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方面，还没有一部可操作性的公益性批发市场建设
管理规则。调查发现，已有地方政府开始启动公益性批发市场建设，但由于缺乏规划和管理，建

成的市场无人进驻，造成了巨大浪费和负面影响。因此，应该尽快出台《公益性批发市场建设管

理办法》，并在目标、规划、市场建设、运营、监管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在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中，应明确保护生产者（农民）利益的政策目标。农民作为供
货方是农产品流通链条的第一环节，是价格公平的基础。没有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不会有稳定、

公平的价格。现行政策把公益性定位在“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价格、

促进食品安全、推动绿色环保”等方面，并没有突出保护农民利益的目标，因此也难以建立健全

为保护农民利益而设立的管理制度和交易制度，而这些目标和制度才是“保供稳价”的根本。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

综合合作”。这一举措若能顺利贯彻落实，将有效提升农民在价格谈判中的地位，更好保护农民

利益。 
    同时，应尽快制定公益性农产品市场的管理和交易制度。对于政府全资建立的公益性市场，
可由政府部门派出机构或成立专门的公益性市场管理公司代表国家进行经营管理；“半官半民”

的公益性市场，必须明确政府相关部门作为批发市场股东的权益，特别是在市场设施费用标准、

交易制度等问题上要有决策权，纠正只投资不管理和重设施轻制度的两种错误倾向。 
    公益性农产品市场的交易制度应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禁止拒绝接受委托的原则。只要发货
商的产品符合质量标准，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必须给予他们一个交易平台，为其代理销售。第

二，试行拍卖制。与对手交易方式相比，拍卖制的实施可以节约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形成的价

格更具指导意义，能更好地实现公益性批发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公益性批发市场应规定一些品

种、一定比例的农产品使用拍卖交易方式，以发现公开、公正的价格，实现价格信息的准确、透

明；规定公益性市场的服务区域，并为服务区域内的滞销农产品设立拍卖平台，快速发现使市场

出清的价格。第三，建立产地公益性收购市场，实行注册收购商（运销商）制度，建立产地收购

商（或合作社）与农民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费按拍卖价格提成。这一制度可与“禁止拒绝接受

委托”制度和拍卖制度结合使用，实现保护农民利益和提供准确价格信息的政策目标。 
    总之，完善的法律、管理和交易制度是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实现其应有功能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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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能解决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所有问题。由于流通中各个环节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公益性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必须结合公益性的收购市场和零售市场建设进行，并辅之以价格稳定政

策，才能全面提升农产品的供给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