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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蔬菜供应链价值创造及利益
分配研究:基于价格管理需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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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蔬菜价格调控目的,根据供应链管理的基本理论,进行重庆蔬菜供应链的价值创造及利益分配研究．结

果表明: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能力增强,但利益分配不均衡．零售环节利益在整个供应链占比６８％,主要得益于价格

谈判的主动权;生产环节占比２２％,但不确定性较大,主要因劳动力上行压力大;流通环节占比１０％,运输成本占

比最大．基于此,该文提出“增加流通环节信息化技术装备,加强供应链协同管理、建设集约化配送平台,推出晒价

网,设立蔬菜保险和价调基金”四维措施,调控重庆蔬菜价格波动,提升蔬菜供应链价值创造能力、均衡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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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蔬菜在我国居民消费生活必需品中的生产和消费

占比不断扩大,成为关系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民生商品．２０１４年我国蔬菜播种面积０２亿公顷,年产

量超过７亿t,人均占有量超５００kg,均居世界第一(资料来源:２０１４年５月９日于江苏常熟召开的“中
国蔬菜产业大会２０１４”)．然而近年来蔬菜价格波动频繁,由此带来的“菜贵伤民、菜贱伤农”双重困境

成为地方政府民生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影响蔬菜价格波动的因素是多维的,由于我国特殊的农业生产

环境和流通制度带来的蔬菜供应链松散、价值创造能力低、风险高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是重要原因．因

为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季节性差异较大,已有文献对蔬菜价格的波动因素研究得较为系统全面,而从供

应链条整个视角对重庆地区的蔬菜供应链研究尚未展开．本文主要根据供应链管理的基本理论,采用重

庆市物价局、重庆市农业委员会以及笔者调研数据分析重庆地区蔬菜供应链的价值创造及利益分配,以

求提高蔬菜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能力,合理分配价值创造利益来优化蔬菜供应链,进而稳定蔬菜价格,建

设和谐民生社会．

２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理论及在蔬菜产业中的应用

农产品供应链是由生产并销售共同产品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超级组织,长生产周期、供

需不确定和薄弱的利润是农产品供应链的基本特征[１]．农产品供应链的战略联盟形成有联盟意向、联盟

形成及联盟管理３个发展阶段,可形成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战略联盟形式[２]．有学者认为供应链

结构优化的目标就是使整体供应链成本最低并为客户提供最优的服务,并有学者探讨采用库存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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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模型研究来实现供应链的协同发展[３],或者建立政策性与市场性机制并存的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

体系[４]．
国内学者认为农产品供应链价格波动存在长期趋势、季节性波动及超常波动共存[５],主要受到消费者

需求结构与偏好的影响[６]．对于蔬菜供应量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宏观层面主要有国内油价或国际油

价[７－８]－货币供应量[９]以及外部冲击、汇率变动[１０];微观上有农业生产基础成本持续上涨[１２],缺乏供应链

运作的意识[１１]、流通环节过多、信息不畅及成品油上涨[１２－１３]．
整个供应链条上,价格的正向传导顺畅,逆向传导存在一到两期的滞后,传导强度上存在正向传递强

度明显高于逆向传递的非对称现象;生产价格在整个价格波动的传导链中占主导地位,蔬菜价格的稳定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蔬菜的生产环节[１４]．

３　重庆市蔬菜供应链的价值创造对比

重庆市是蔬菜生产大市,也是我国重要的冬春商品蔬菜基地．“十一五”期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和

总产量的增速分别名列全国２２个总产超过１０００万t省份的第２位和第３位．２０１３年重庆市蔬菜种植

面积６８１７万hm２,产量１６００万t,蔬菜总供给量１２１０万t,人均蔬菜拥有量５４０kg,蔬菜自给率达到

９０％,均居全国前列(数据来源:«重庆蔬菜产业十二五规划»)．
借全国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的建立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契机,重庆市蔬菜供应链呈多元化发

展．２０１２年２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全面开展农超对接的意见»,大力推进农超、农餐、农厂、集团对接、蔬

菜直销店６种模式,并配套１１条财税政策,大力鼓励创新蔬菜流通模式,其中较为成功的是农超对接、社

区平价店、基地直采３种形式．传统的“四站式、五站式”约占蔬菜流通总量的６０％,其余创新型供应链约

占４０％．本文以传统供应链中的３个主要节点“生产者→批发商→零售终端”为主要分析对象,分析在这个

环节中蔬菜每个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与盈利能力,并将其放在一条供应链上比较价值创造能力,最后选择

新型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能力做典型案例研究,在翔实的数据分析基础上,提出优化重庆市蔬菜供应,稳定

蔬菜价格的对策建议．
３１　蔬菜产业生产环节价值创造分析

课题组通过深入重庆市蔬菜生产４大基地(潼南、铜梁、武隆、璧山)的主要乡镇蔬菜种植大户,获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收益以及基本生产情况数据．如表１所示,生产成本主要包括劳动

力成本、土地成本和农资成本．蔬菜的收益主要采用产地离地价格(P１)与每公顷平均产量相乘的方式获得．
由于蔬菜种植的品种差异较大,本文采用大样本调查的方式,尽量减少这种差异．通过对４大基地主要蔬

菜生产基地的调研,获取有效样本１８６份,分析结果如表１．
表１　重庆市蔬菜生产成本和利润率分析(N＝１８６)

２０１３
绝对数 百分比/％

２０１２
绝对数 百分比/％

２００８
绝对数 百分比/％

生产成本/(元hm－２)劳动力成本 ２３９３４８９ ４１９８ ２４１９０４９ ４４４３ １６４０９８４ ３９９４
土地成本 ６８８５４５ １２０８ ５８９９３５ １０８４ ４１５４５５ １０１１
农资成本 ２６１９９１４ ４５９５ ２４３５０６９ ４４７３ ２０５１７８９ ４９９５
合　计 ５７０１９４７ １００ ５４４４０５２ １００ ４１０８２２８ １００

平均每公顷产/(kghm－２) ３７５８９９８ ３６１１２４７ ３１５５２４８
生产成本/(元kg－１) １５１６ １５０８ １３０２
产地价格/(元kg－１) ２０４ １８６ １６４
生产利润/(元kg－１) ０５２ ０３６ ０３４

生产利润率/％ ２５４８ １９３５ ２０７３
成本利润率/％ ３４３０ ２３８７ ２６１１

　　注:① 劳动力成本＝劳动力单价(元/工)×公顷均蔬菜年总用工量;② 土地成本＝土地租金×土地面积(包含自己承包

土地);③ 农资成本＝农药费用＋化肥费用＋种子费用＋其他费用．

从表１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与农资成本共同成为蔬菜生产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成本和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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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蔬菜生产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比均在４０％以上．从绝对数来看,农资成本变化不大,劳动力成

本净增７５２５元/hm２;从成本构成比例来看,农资成本的占比下降约４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国家宏观面上

农资成本略有下降．劳动力成本上涨幅度较大,２０１３年劳动力投入平均为２３９３４８９元/hm２,相对５年前

(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４５８６％．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出现短缺,
工资从过去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向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转变,劳动力富余变为短缺,
即“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同时,重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出必然造

成农业劳动力短缺、价格上涨．生产环节利润率有所提高,蔬菜生产环节的利润率从２０７３％增长至

２５４９％,增加了４７６个百分点;成本利润率从２６１１％增加至３４３０％,增加了８１９个百分点,说明

生产者的利润有所增加,主要得益于近年来重庆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由传统的小农户个体生产向规模

化经营变革．
３２　蔬菜产业流通环节价值创造分析

课题组主要调研了重庆较为有影响力的２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盘溪观农贸蔬果市场(盘溪观农贸蔬

果市场已于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０日关闭,整体搬迁至重庆江津双福国际农贸城,课题组调研时尚未搬迁．)和
九龙坡毛线沟蔬菜批发市场．全市近８０％的蔬菜从这里聚集并中转出去,这２个市场基本能够反映出重

庆市蔬菜流通环节的成本和利润．课题组选取批发商、摊主、经纪人通过访谈和问卷调研的形式,获得

蔬菜流通环节的成本、收益数据,最终获得有效样本１４１份(表２)．批发环节的新增成本较多,主要是包

装费、冷藏费、装车费、运输费、进场费、市场管理费、正常损耗等成本费用．收益数据主要选择批发价

格(P２)与批发数量计算．
表２　重庆蔬菜批发市场新增成本和利润率分析(N＝１４１)

２０１３
绝对数 百分比/％

２０１２
绝对数 百分比/％

２００８
绝对数 百分比/％

包装费 ００８ １４５５ ００８ １５６９ ００４ １０００
进场费 ００１ １８２ ００１ １９６ ００１ ２５０
冷藏费 ００４ ７２７ ００４ ７８４ ００２ ５００

市场管理费 ０１ １８１８ ０１ １９６１ ００１ ２５０
新增成本/(元kg－１) 运输费用 ０２ ３６３６ ０１６ ３１３７ ０１２ ３０００

装车费 ００６ １０９１ ００６ １１７６ ００４ １０００
正常损耗 ００４ ７２７ ００４ ７８４ ００８ ２０００
其他费用 ００２ ３６４ ００２ ３９２ ００８ ２０００
合　计 ０５５ １００ ０５１ １００ ０４ １００

蔬菜产地价格/(元kg－１) １９ １８ １３
蔬菜批发价格/(元kg－１) ２７ ２５６ １８４
流通环节盈利/(元kg－１)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１４

利润率/％ １３１６ １３８９ １０７７
增值率/％ ４７２７ ５０９８ ３１８２

　　注:① 利润率(生产利润率)＝新增利润/批发价格;② 增值率＝ 新增利润/新增成本;③ 新增利润＝批发价格－生产

价格－新增成本．

从表２可以看出:成本构成变化大,首先是运输费用占比最大,市场管理费、包装费大幅提高,正常损

耗下降．批发环节主要是蔬菜的长途运费费用较高,虽然实行了“绿色通道”,但由于司机雇佣费用、成品油

费、差旅费、汽车租赁费用等随经济发展水平上涨较大,所以运输费用一直占比在３０％以上,是占比最高

的．与２００８年相比,２０１３年市场管理费占比提高了１５６８个百分点,但绝对值增加较小,包装费提高了５
个百分点,主要是长途运输中为了保险,要放冰块、冰瓶,这样极大地提高了包装费用,与此对应的是蔬菜

正常损耗降低了１２７３个百分点．分析利润可知,５年来流通环节的利润率从１０７７％上升到１３１６％,提

高了２３９个百分点;从增值率来看,２０１３年为４７２７％,比２０１２年略下降了３７１个百分点,比２００８年提

高了１５６６个百分点,总体上可以判断蔬菜流通环节的利润空间有限,未来创新流通渠道、降低交易费用

是提升蔬菜供应链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向．

３第７期　　　　高　静,等:重庆市蔬菜供应链价值创造及利益分配研究:基于价格管理需要



３３　蔬菜产业零售环节价值创造分析

由于蔬菜零售终端的多元化发展,其成本和利润构成差异较大,但农贸市场仍是销售终端的主要形式．
本文重点选择农贸市场作大样本调研,以超市和社区平价店作典型案例剖析．课题组选择了农贸市场、超

市和社区平价店,并按照其在零售市场的比例进行样本分配,主要选择了小龙坎农贸市场、陈家湾农贸市

场、北碚农贸市场、大渡口九宫庙农贸市场以及永辉超市、新世纪超市和绿优鲜社区平价店,获取有效样

本１２０份．零售环节的成本主要包括摊位费、水电费、垃圾清运费、运输费、正常损耗、其他费用．收益采用

零售价格(P３)与零售数量计算．
表３　重庆市蔬菜零售环节新增成本和利润率分析———农贸市场(N＝１２０)

２０１３
绝对数 百分比/％

２０１２
绝对数 百分比/％

２００８
绝对数 百分比/％

摊位费 ０１８ １９９６ ０１６ １８１８ ０１ １６７２
水电费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０５ １１４ ００１ １６７

垃圾清运费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９１ ００００８ １３４
新增成本/(元kg－１) 运输费 ０１ １１０９ ００５ １１３６ ００６ １００３

正常损耗 ０４ ４４３５ ０２ ４５４５ ０３ ５０１７
其他费用 ０２０２ ２２３９ ０１０１ ２２９５ ０１２ ２００７
合　计 ０９０２ １００ ０５２ １００ ０５９８ １００

蔬菜批发价格/(元kg－１) ２７ ２５６ １８
蔬菜零售价格/(元kg－１) ５２４ ４６４ ３０４
零售环节盈利/(元kg－１) １６４ １２０ ０６４

利润率/％ ６０６７ ４６８８ ３５６７
增值率/％ １８１５９ １３６３６ １０７３５

　　注:① 零售环节盈利＝零售价格－批发价格－新增成本;② 利润率＝盈利/蔬菜批发价格;③ 增值率＝盈利/新增成本．

从表３可以看出,新增成本变化幅度大,但各部分费用占比较为稳定．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零售环节新增

成本中占比最大的是正常损耗,占比在４４％~５０％之间;其次是摊位费和其他费用,占比在１６％~２０％之

间;运输费占比在１０％左右,比例不大．主要原因在于蔬菜零售过程中存在包装损耗加价,如冰瓶、包装箱

的质量较大,一箱质量为２５kg的西红柿,包装箱质量为３kg,由此产生的加价率在１５％左右;零售过程

中腐烂、顾客挑拣等又要增加２０％的加价率．零售环节利润率和增值率较高,利润在近年来增加幅度较大,
由２００８年的３５６７％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６０６７％,增加了２５个百分点;增值率相应地由１０７３５％增加到

１８１５９％,增加了７４２４个百分点．对比蔬菜生产环节和零售环节,零售过程的利润率较为可观,初步判断

重庆市蔬菜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现象较为明显．
３４　３个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对比

将蔬菜的生环节、流通环节和零售环节整合,考察蔬菜供应链上不同环节的盈利能力,分析结果如

表４所示．
表４　３个环节的盈利能力分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０８

生产环节盈利/(元kg－１) ０５２ ０３６ ０３４
批发环节盈利/(元kg－１)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１４
零售环节盈利/(元kg－１) １６３８ １２ ０６４２
蔬菜净利润/(元kg－１) ２４２ １８２ １１２
生产环节盈利占比/％ ２１５１ １９７８ ３０３０
流通环节盈利占比/％ １０７５ １４２９ １２４８
零售环节盈利占比/％ ６７７４ ６５９３ ５７２２

　　注:① 蔬菜净利润＝生产环节盈利＋批发环节盈利＋零售环节盈利;② 生产环节盈利占比＝生产环节盈利/蔬菜净利

润．流通与零售算法类似．

从表４的分析结果可以初步判断,① 蔬菜产业链的价值创造能力增强,利益分配不均衡．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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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蔬菜供应链的价值创造能力显著增加,蔬菜价值链的净利润由２００８年的１１２元/kg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

２４２元/kg,增加１１６０７％．在产业链内部的单位盈利水平上,零售环节最高,占比在６０％~７０％之间,其

次是生产环节占比２０％~３０％,最低是流通环节在１０％左右．② 生产环节的盈利水平不确定性较大,主要

是因为生产成本坚挺上行,农业生产仍然面临“市场不确定、自然风险难控制”的双重风险,需要从经济上、
技术水平上转移和控制蔬菜生产和种植风险．③ 流通环节盈利水平一直较低,主要是由于重庆市蔬菜流通

环节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差、信息滞后导致蔬菜的流通量对市场信息反映迟钝,所以批发商经常说的一句话

是:“蔬菜批发就是分分钱的利,主要靠走量”．④ 零售环节蔬菜批盈利水平较高,蔬菜产业链的“最后一公

里”现象在重庆市表现突出,蔬菜零售商吞噬了蔬菜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主要是零售主体的商业化经营

手段运用到蔬菜经营中,面对上游具有价格谈判权,对单个的消费者具有加价权．

４　优化重庆市蔬菜供应链的对策建议

４１　增加信息化技术装备,提高蔬菜流通过程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以重庆市最大的批发市场盘溪为例,主要交易过程仍然是较为传统的人工交易模式,电子化装备和管

理制度明显滞后．建议:① 增加信息化技术装备投资,交易过程电子结算,以IC卡为基本追溯技术模式建

立蔬菜产销去向追溯体系．② 建设蔬菜产销信息监测预警体系,对重庆４大重点蔬菜生产基地的生产与市

场信息监测,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传播机制与蔬菜管理监测部门之间对接,建立蔬菜批发信息电子显示

屏,引导蔬菜有序流通,避免因信息不对称、信息滞后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③ 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政府

主导搭建产销平台、农产品竞拍机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技术化的装备和先进的交易制度共同作用,
提高蔬菜流通过程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提高蔬菜流通过程的交易效率,进而提高价值创造能力．
４２　推出蔬菜价格晒价网,促进零售终端阳光竞争

价格作为市场机制的核心构成要素,在资源要素配置中起到调节和反馈作用．蔬菜零售终端吞噬了

蔬菜供应链的大部分利润,主要源于价格竞争不充分或者故意压低某种蔬菜价格的恶性竞争．为能有效

发挥价格机制的市场引导和资源配置作用,有必要推出蔬菜零售价格晒价网,促进多样化的零售终端阳

光竞争．建议:① 各个蔬菜零售超市、零售门店和农贸市场推出“蔬菜价格时时报”,消费者不进市场就

可以做价格比对,作出最优决策．② 由物价主管部门成立公共网络平台,统一数据搜集口径、测算方法、
标准化采集对象,建立蔬菜零售价格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存储管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和数据融合,
实现不同主体之间信息查询、共享,协同推进蔬菜产业链均衡发展,对恶意竞争或不合理利用商业经营

手段的商户予以处罚．
４３　探索建立蔬菜保险和价格调节基金,用经济手段减少蔬菜价格波动

加大财政支持,设立蔬菜保险和价调基金,保护农民和市民的利益．蔬菜市场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

子”,一头连着市民的“菜篮子”．蔬菜保险主要是保住农民的“钱袋子”,损害菜农收益的主要是自然灾害、
流通不畅、产能过大．因此,蔬菜价格保险应覆盖蔬菜全产业链．建议可以借鉴上海模式、成都模式设立“蔬
菜种植保险、价格保险”机制,成立专业农保公司,提高保险险种的质量,加大财政对保费的补贴,激发菜

农参保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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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aluecreationandbenefitdistributionofvegetablesupplychaininChongqingwerestudied,

aimedatvegetablepriceregulationandbasedonthetheoryofsupplychain management．Theresults
showedthatthevaluecreationabilityofthesupplychainwasenhancedinrecentyears,butitsinterestdisＧ
tributionwasunbalanced．Ofthetotalprofitofthevegetablesupplychain,theretaillinkaccountedfor
morethan６８％,mainlyowingtoitspricenegotiationsinitiative;theproductionlinksformorethan２２％,

withaquitelargeuncertainty,though,mainlybecauseofanupwardpressureoflabor;andthecirculation
linksformorethan１０％,ofwhichtransportationcostswerethemaximumcomponents．BasedontheaＧ
boveanalysis,thispaperputsforwardafourＧdimensionalstrategy,ieincreasethecirculationofinforＧ
mationtechnologyequipment,strengthenthecoordinatedmanagementofthesupplychainandconstruct
anintensivedistributionplatform,launchaddryingnetsandsetupavegetablesinsuranceandpriceadjustＧ
mentfund,soastoregulatethefluctuatingvegetablepricesinChongqing,increasevegetablesupplychain
valuecreationcapabilitiesandrealizeabalancedbenefitassignment．
Keywords:vegetablesupplychain;valuecreation;profitdistribution;pric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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