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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瓶颈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流通领域，城市消费者对农产品需

求巨大，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物流模式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在城市的物流效率

和质量，增加了物流成本，成为阻碍农民增收的症结所在。本文归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物流

模式和问题，提出建设农产品城市整合中心，并通过建立物流模式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

评价了各类物流模式竞争力，最后为城市整合中心模式的推广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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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现有物流模式分析

农产品物流是指通过农产品产后加工、包装、储

存、运输和配送等物流环节，做到农产品保值增值，

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活动［１］。我国现有的农民合

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主要是以农民合作社为核心的

农产品物流模式、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农产品物流

模式和以连锁超市为核心的农产品物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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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以农民合作社为核心的物流模式

以农民合作社为核心的流通模式主要是指农民

合作社自主组织物流活动，连接农产品的生产与消

费［２］。日常实践中，农民合作社将农产品进行简单

的清洗包装后直接配送到城市社区便民点，城市消

费者前往社区便民点采购自提。该模式主要存在以

下两点局限。

１．１．１　规模效益局限

对于独立的农民合作社而言，由于自身发展规

模所限，业务范围窄，消费者订单量少；由于自营物

流系统规模所限，能够处理的订单量有限；由于社员

数量、专业水平所限，初加工无法形成规模化作业。

因此，现阶段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尚

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农民合作社的人力资源和资

金投入等客观条件限制了当下农民合作社自营物流

的发展：无法建立现代化物流设施，引进先进的物流

装备，如冷藏库、专业运输车辆等，进而无法构建高

效的物流体系，影响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１．１．２　适用范围局限

此模式的一次性投入十分巨大，在物流设施建

设中，修建一个占地５００"

的现代化冷藏库需要一

次性投入２００万元左右，购入一辆５吨的厢式货车

一般需要２０万元，每年的设备维护费用需要１５万元

以上。设备的运行、使用和维护仅靠专业水平较低的

农民社员无法达到目标，需要专业化人才。人才招

聘、培养同样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对于农民合作社而

言，能够负担此物流投入的农民合作社非常少，即使

能够负担这笔费用，与专业的物流企业相比，也难以

解决农村至城市的远距离问题，造成农产品的损耗。

因此，采用此模式的合作社较少。

１．２　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物流模式

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物流模式主要是指农民合

作社将农产品运输至就近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简

单清洗加工后交易。批发市场作为一种中间媒介，

沟通农民合作社、批发商、分销商和消费者，农产品

经由二次或多次买卖到达城市消费者手中。此种模

式运用范围很广，但问题也很突出［３］。

１．２．１　经营主体组织化程度低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准入门槛低，经营主体主要

由数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批发商和分销商组成。

受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所限，农民合作

社与经营主体的交易呈现笔数多但金额少的特点。

对于成交价格来讲，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增值空间少。

其次，由于批发市场经营主体在业务上的自发性和

盲目性，其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呈现随机性强的特

点，进而增大了农民合作社与经营主体间交易的不

确定性，形成“牛鞭效应”，对物流资源配置使用产生

影响，给农民合作社经营带来较大风险。

１．２．２　流通主体多且环节复杂

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流通模式具有流通主体层

层参与的特点，比一般模式增加了许多物流环节。基

于此，农产品从农民合作社到达城市消费者手中，可

能经过诸多分销商、批发商，农产品成本被逐级增加。

再者，农产品由于其自身易腐烂、生命周期短等特性，

对于贮藏和运输条件的要求相对严格，尤其是生鲜农

产品，对所处环境的要求更为苛刻。过多的流通环节

势必占用较多的物流资源并且造成农产品质量的下

降，不利于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形成品牌影响力。

１．３　以连锁超市为核心的物流模式

以连锁超市为核心的流通模式又称“农超对接”

模式。连锁超市通过成立专门的直接采购小组，与符

合其要求的农民合作社签订长期采购合同［４］。农民

合作社根据合同组织进行生产，为超市提供符合超市

标准和农产品质量要求的产品。该种模式的核心是

超市同农民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一方获得质优价廉

的农产品，另一方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但此种模式

对超市的综合实力要求较高，实施难度较大。

１．３．１　成本和风险分摊不均

国内连锁超市众多，但具备直接采购业务能力

的大型连锁超市不多。“农超对接”模式中，超市既

要负责派人上门提货，同时也要全程负担运输环节，

这为超市的经营增加了人工成本和运输成本等额外

成本以及运输货物损毁、意外事件等风险。相较超

市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农民合作社在这种模式下既

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更有利于自身品牌影响力

的提升，经由超市销售农产品，增值幅度大，必然提

升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两者间利益和责任的不对等

使得此种合作关系很难在现实中维系。

１．３．２　订货补货欠缺准确及时

由于直接采购的人工成本非常高，因此每次采

购对于订单量的准确性要求很高，采购量少于实际

需求量则会需要二次甚至多次补货，带来更高的物

流成本；采购量多于需求则会造成农产品损耗，质量

下降，影响超市的服务质量，也会增加成本负担。此

外，连锁超市的主要业务仍然是在市场销售，物流专

业化水平仍有较大欠缺，在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

重的今天，连锁超市采购货物的跨区域配送和协调补

货对于信息整合和共享要求高，连锁超市虽然具备较

强的资金实力，但单靠企业的资源实现难度较大。

２　城市整合中心

面对农民合作社物流模式专业化水平不高、物

流成本高昂和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以及促进农民增

收的经营目标，依靠现有的三种模式都难以解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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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种创新性的流通模式亟待研究和应用以突

破相关障碍。

２．１　国外城市整合中心发展

２０世纪以来，国外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发达

国家的城市化率现在已经达到８０％以上，城市消费

者对产品数量的需求和商家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

高，零售商自营物流和第三方物流已经不能适应城

市发展。因此，城市整合中心（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ＵＣＣ）的物流模式应运而生
［５］。城市整合中

心主要是由众多零售商集体出资选址建立的用于货

物整合、分拣、配送的共享物流平台。

以奥地利的格拉茨为例，其城市整合中心占地

２０００平方米，整合了公路和铁路运输，为格拉茨的

零售企业提供了转运、短期仓储、分拣和货物运输等

基本服务。该城市整合中心除了一般功能，还涵盖

了商品展示、商品退换和回收物流的综合功能。该

城市整合中心建成后，减少了原有零售商所需５３％

的运输车辆、５８％的车辆运输次数和４７％的总运输

时间和４１％的物流成本。日本天神城市整合中心

占地３７公顷，为日本中央商务区的２１６１家零售商

提供物流服务。中心建立以来，同等工作量所需运

输车辆减少了６１％，单位车辆进入城市主干道的时

间减少了０．８％，单位车辆装卸货物的时间减少了

６．８％，单位车辆污染物排放减少了０．４％，单位车

辆耗油量减少了０．３％
［６］。

２．２　以城市整合中心为核心的物流模式创新

城市整合中心在国外零售业的运用取得了成

效。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所遇到的问题与国外零

售业发展初期所遇到的问题有一定相似之处。在国

外城市整合中心的基础之上，聚焦我国农民合作社

农产品物流主要特点和城市消费者需求进行创新，

建立以城市整合中心为核心的物流模式，对于农民

合作社的发展以及城市需求的满足尤为必要。

充分考虑国家政策、农民合作社发展状况和农

产品特点，农产品城市整合中心主要目的在于物流、

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整合，实现资源集约和利用

最大化，重点在于郊区取货、城市配送相分离，实现

取货和配送策略的效益最大化。同时，在国家大力

扶持农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城市整合中心由政府统

一于郊区规划选址，通过财政补贴和农民合作社出

资的方式设立和运营，由政府招标物流公司为农民

合作社提供统一取货、短期仓储、加工包装、分拣和

共同配送等专业化物流服务。

图３　城市整合中心物流模式示意图

２．３　城市整合中心模式的特点和优势

对比现行的三种主要物流模式，新模式主要有

以下特点和优势。

２．３．１　政府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扶持，营造良好的商

业环境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物流和农民增收问

题，积极引导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相

关部门的介入，有利于在土地审批困难的大背景下

城市整合中心使用土地的划拨和规划。此外，政府

部门严格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根据实际情况

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构有利于保障社员的合法权益，

促进城市整合中心效能的发挥。合作社出资和政府

补贴相结合，一方面解决了单一合作社资金实力薄

弱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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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了运营风险，减轻了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负担。

２．３．２　资源的高度整合和集约利用，减少了相关物

流成本

城市整合中心是在合作经济主体上的再次合

作，将众多农民合作社中的“物流”“人流”“资金流”

“信息流”四流合一，实现了现有资源的高度整合。

统一调度、调配现有劳动力，避免了劳动力剩余，进

行流水化作业，将农产品集中进行简易加工包装，大

大提高了相关效率，降低了人工和材料成本。资金

的统一投入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经营规模，有

利于农民合作社产业链的形成。各合作社间销售渠

道、销售信息的共享，有利于拓宽业务范围，促进总

体和单个合作社销售量的增加，也减轻了各主体对

外销售所花费的公关、联络费用。

２．３．３　物流设备和技术升级，提升农产品质量和价格

城市整合中心中购置冷藏车等专业物流设备，

构建物流信息系统，建设冷藏库、流水作业间等基础

设施，运用ＧＰＳ，ＲＦＩＤ等先进技术对农产品物流进

行全程的监控和管理，实现农产品物流的可追溯，有

利于农产品质量的提升，提高合作社在市场的议价

能力，促进农产品增值。

２．３．４　专业人才管理，多种策略灵活解决实际问题

城市整合中心的管理通过政府招标或者聘用专

业公司或人员进行，解决了当前物流模式专业化程

度普遍偏低的问题，有助于物流效率的提升。同时，

在取货环节根据农民合作社的地理位置、交通可达

状况以及农产品种类合理采用单一合作社直接取货

和多个合作社循环取货两种物流策略，在配送环节

根据订单数量、配送时间要求灵活采用直接配送和

路径最优两种策略，根据个性化需求及时做出相应

调整，增强了供应链的柔性。

２．３．５　践行绿色物流理念，注重环境保护

城市整合中心能够基于农民合作社的总体取货

要求和城市的整体需求视角来统一调度运输车辆，

在遵守城市限重等城市交通治理政策的前提下，实

现车辆负载率最大以及最小配送次数和里程数，减

少包括尾气、噪声等在内的城市污染，节约能源，有

效减少环境污染。

３　物流模式综合评价

为了比较各类模式的应用价值，本文采用层次

分析法对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竞争力进行

评价［７］。

３．１　模型的建立

３．１．１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对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

流模式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的前提和基础。指标体

系设置得是否合理和准确，直接影响着评价结果的

科学性、可靠性和准确性。因此，物流模式竞争力综

合评价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评价对象的性质、评价

目标以及评价决策要求等，建立能够全面、准确地反

映评价问题全貌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８］。

物流模式竞争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它主要由

服务能力、专业水平和总体效益３个一级指标来反

映［９］。这３个一级指标又是由不同的要素来体现

的，每一种要素都有表征其属性特征的指标。通过

相关研究，对３个一级指标再次进行细化，划分了

１２个二级指标。

一级评价指标集为：犝＝（狌１，狌２，狌３）

二级评价指标集为：犝犽＝（狌犽１，狌犽２，…，狌犽犻）

图４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３．１．２　评语集合的确定

根据评价的实际需要，将评判等级标准划分为

“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五个等级，即评语

集合为：

犆犞＝（狏１，狏２，狏３，狏４，狏５）｛优秀，良好，一般，较

差，差｝。

将指标评判依照李克特五级量表设定为５分、４

分、３分、２分、１分，依次对应优秀、良好、一般、较

差、差。

３．１．３　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物流模式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由于

下层各指标对上层某一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并非一

样，即一些指标的影响程度要大于或超过另一些指

标。因此，为了衡量下层各指标对上层指标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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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需要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运用层次

分析法对指标体系中的同一层要素进行权重判定，

通过将两者的重要程度进行比较，构建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犉＝（犳犻犼）狀×狀的数值通过德尔菲调研法反

复研究得出。

计算判断矩阵因子层各行元素的积 犕犻＝Π
狀
犼＝１

犳犻犼，犻＝１，２，…，狀；计算各行 犕犻 的狀 次方根，珡狑犻＝
狀

犕槡 犻，犻＝１，２，…，狀；狀为矩阵的阶数，对向量 珡狑犻＝

（珡狑１，珡狑２，…，珡狑狀）
狉进行归一化得狑犻：

狑犻＝
珡狑犻

∑
狀
犻＝１珡狑犻

即为所求的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值，珡狑＝（珡狑１，珡狑２，…，

珡狑狀）
犜 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计算判断矩阵因子层的

最大特征根λ犿犪狓：

λ犿犪狓＝∑
狀
犻＝１

（犉珡狑）犻
狀狑犻

＝∑
狀
犻＝１

（犉狑）犻
狀狑犻

式中，（犉狑）犻表示向量犉狑 的第犻个元素，并对

该组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确定权重系数。若子因

子层具有完全一致性，则λ犿犪狓＝狀，否则λ犿犪狓≠狀。判

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为：

犆犐＝（λ犿犪狓－狀）／（狀－１）

犆犚＝犆犐／犚１

当犆犚＜０．１时，表示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１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竞争力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农民合作社

物流模式竞争力
服务能力 专业水平 总体效益 权重

服务能力 １ ０．３３３３ ０．２ ０．１０９５

专业水平 ３ １ ０．５ ０．３０９

总体效益 ５ ２ １ ０．５８１６

λｍａｘ＝３．００３７，犆犚＝０．００３６＜０．１，通过一致性

检验，总权重为１。

表２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服务能力判断矩阵

服务能力 硬件投入 服务范围 服务态度 产品种类 权重

硬件投入 １ ２ ５ ５ ０．５４３７

服务范围 ０．５ １ ２ １ ０．２０１２

服务态度 ０．２ ０．５ １ ０．５ ０．０９３９

产品种类 ０．２ １ ２ １ ０．１６１２

λｍａｘ＝４．０８６８，犆犚＝０．００３５＜０．１，通过一致性

检验，总权重为０．１０９５。

表３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专业水平判断矩阵

专业水平
车辆

满载率

仓库

利用率

货物

完好率

配送

准点率
权重

车辆满载率 １ １ ０．２ ０．３３３３ ０．１０１３

仓库利用率 １ １ ０．２ ０．３３３３ ０．１０１３

货物完好率 ５ ５ １ １ ０．４４８９

配送准点率 ３ ３ １ １ ０．３４８５

λｍａｘ＝４．０３２８，犆犚＝０．０１２３＜０．１，通过一致性

检验，总权重为０．３０９０。

表４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总体效益判断矩阵

总体效益 订单数量 物流总值 成本节约 环境保护 权重

订单数量 １ ０．２ ０．２ ０．５ ０．０７１７

物流总值 ５ １ ０．５ ３ ０．３１０３

成本节约 ５ ２ １ ５ ０．５０４５

环境保护 ２ ０．３３３３ ０．２ １ ０．１１３５

λｍａｘ＝４．０６４８，犆犚＝０．０２４３＜０．１，通过一致性

检验，总权重为０．５８１６。整理得出各一级指标和二

级指标的权重值。

表５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竞争力各指标权重值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合成权重

服务能力 ０．１０９５ 硬件投入 ０．５４３７ ０．０５９５

服务范围 ０．２０１２ ０．０２２

服务态度 ０．０９３９ ０．０１０３

产品种类 ０．１６１２ ０．０１７６

专业水平 ０．３０９ 车辆满载率 ０．１０１３ ０．０３１３

仓库利用率 ０．１０１３ ０．０３１３

货物完好率 ０．４４８９ ０．１３８７

配送准点率 ０．３４８５ ０．１０７７

总体效益 ０．５８１６ 订单数量 ０．０７１７ ０．０４１７

物流总值 ０．３１０３ ０．１８０５

成本节约 ０．５０４５ ０．２９３４

环境保护 ０．１１３５ ０．０６６

３．２　综合评分

３．２．１　建立隶属度矩阵

从某一评价指标狌犽犻出发进行评价，以确定评价

对象对评语集元素犞犼的隶属程度，得出各单指标的

评价，将各单指标的隶属度排列成行，得到单指标评

价矩阵：

犚犽＝

狉１１ 狉１２ … 狉１狀

狉２１ 狉２２ … 狉２狀

   

狉犿１ 狉犿２ … 狉

熿

燀

燄

燅狀犿

狉犻犼表示二级指标狌犽犻对于第犼级评语犞犼 的隶属

度，确定方法如下：对评分结果进行整理，得到对于

指标狌犽犻有犖犻１个狏１ 级评语，犖犻２个狏２ 级评语，犖犻狀个

狏狀 级评语，则对于犻＝１，２，…，犿，有

狉犻犼＝犖犻犼／∑
狀
犻＝１犖犻犼，犼＝１，２，…，狀

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全面，本研究面向物流

业专家、农业专家、城市消费者、合作社农民、物流从

业者各发放问卷４０份，共计２００份，实际收回问卷

１８３份，有效问卷１８１份，有效率９０．５％。在调研

前，为使被调研者充分了解四种物流模式，发放了相

关资料以供阅读知悉。以城市整合中心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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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隶属度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如下：

犚１＝

０．１４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２１　０．２９　０．２７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３１　０．２２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２５　０．２７　０．２２　

熿

燀

燄

燅０．０３

犚２＝

０．０８　０．１９　０．３７　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３４　０．３１　０．１７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３６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１７　

熿

燀

燄

燅０．０９

犚３＝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２８　０．１６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１７　

熿

燀

燄

燅０．０９

３．２．２　计算竞争力综合得分

根据层次分析法得到的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α犽＝（α１，α２，…，α犻）

根据李克特五级量表评分法，评语集对应分数

矩阵为

犞＝

熿

燀

燄

燅

１

２

３

４

５

各单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得分为：

犣＝α犽·犚犽·犞

３．２．３　据此得到各物流模式综合评分

表６　农民合作社农产品物流模式竞争力综合得分

　　　　　评价指标

模式　　　　　　　

服务

能力

专业

水平

总体

效益

综合

竞争力

以农民合作社为核心 ０．１９ ０．４４ １．３６ １．９９

以批发市场为核心 ０．１７ ０．３９ １．３２ １．８８

以连锁超市为核心 ０．４７ ０．７３ １．８１ ３．０１

城市整合中心 ０．３７ ０．９９ １．８７ ３．２３

４　发展建议

从上述得分可知在竞争力方面，城市整合中心

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虽然从评价指标可以看出，城

市整合中心的专业性水平优势较为明显，但由于一

次性成本投入较高，在成本节约方面得分仅为０．９２

分，和以农民合作社为核心的模式得分相同，共同位

于末尾，但城市整合中心在一次性投入后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强，后续成本节约意义较大。为进一步推

广城市整合中心模式，仍需要对合作社观念的引导

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４．１　加强合作社的观念引导

城市整合中心的发展需要农民合作社的合作，

一次性资金投入较大。由于农民合作社资金能力普

遍较弱以及社员观念较为滞后、保守的客观事实，政

府和龙头合作社应该加强对合作社社员观念的引

导，消除社员的疑虑，树立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理

念。同时，应当配套相关减税或者奖励政策，鼓励合

作社积极参与到城市整合中心的建设以及运营

当中。

４．２　保障合作社和消费者的权益

农民合作社在市场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城市

整合中心模式的实施涉及多方合作关系、买卖关系，

法律关系较现有模式更为复杂。在农产品交易中，

由于农产品自身易腐烂等特性，消费者维权事件时

有发生。政府和相关管理者应该为农民合作社和消

费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既能够调动农民合作社

的积极性，提升服务能力，也能够让消费者有投诉建

议的渠道。

４．３　注重与自贸区发展结合

我国多省自贸区的建设方案都涉及农产品物流

相关配套设施和园区的建设，部分建设意见与城市

整合中心相契合。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环境和资

源，将城市整合中心建设纳入自贸区相关建设方案

设计中，一方面可以因地制宜，特色发展，另一方面

也可以避免重复投入，实现成本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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