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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型”流通：商业资本对接小生产者的

逻辑与策略

义媛陈

摘要：本文通 考 农 流通的内 逻辑过 察 产品 在 ， 本对 小以及商 产者业资 接 生 、建立 策略稳定货源的 ，

讨 了 本对 。 对业资 中国农 型的影响 于论 商 业转 基 6个地 ，本 ，文认为 尽 农产 流区的调研 管中国的 品 通

大 小 大 小 对 ， 对现 量 生 者与 量中 企 接 但这种表 为 产 流通 业的 接呈现“圈 型层 ” ，特 不同层 的征 即 级 中

对 、 对 ， 大间 农产品流 中所 接的购 是相 稳定 商收 绝 部分农产 由相商在 通 销主体都 的 产地中间 购的 品是

对 小 ， 大 也 对 。固定 生产者 地中间商 部分 产 由 固定 产地中间 供的 提供的 销 收购的绝 农 品 是 相 的 商提 的

种这 “圈层型” 构 立在流通结 建 3 辑基础层逻 上： 一， 长 弈第 参 体之间基 期博 形成的各 与主 于 信任关

大大 本； 二， 双 ， 双可以 降低 销 方 立的契约具 正式性 缔 方可以 契约系 交易成 第 购 所建 有非 约 灵活调整

， ； 三，关系 担风 第 收 方均 过更好地分 险 各级 购 通 “ 采以销定 ” 。 一 ，滞 险 在这 结 业降低 销风 构下 商

本 村 ，一 ， 一 小借助 会非正 资 方 过策略性 利用和建构 另 方面通资 乡 社 式 源 面通 地 人情关系 过为 生产者

， 也 。 ， 一提供 贷款 在不直 入农业生 的情况 稳定的货 过 这 纵 化无息 接介 产 下 能获得 源供应 不 种 向 体 策

略虽然使小 了生产者 产 保持 表面在生 环节 的“ 性自主 ”，但小生产者 全产业 中在 链 仍 势 。处 地位于劣

， 必 小 来 。因此 要探索使 生 组织起 参 的路有 产者可以 与市场交易 径

关键词： 本业资商 小农户 一纵 化向 体 中间商 产品流农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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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于农业转 多围 农 产 节展已有关 型的研究 绕 业生 环 开， 对小主要关注 规 营 生产者农业 模经 的影响，

讨 议 村论 集中 社会分题 于农 化、 本农 中 积累业 的资 、 本 对小农业 化 生产者的 面资 影响等方 （Zhang and

Donaldson，2008；黄宗智等，2012；贺雪峰，2013； 义海蓉 媛严 和陈 ，2015）。 对 小尽管这些 于研究

长 、小 本 ， 讨生产者 否会 期 者是否从 问题 不 法 这些 都聚焦于 生是 存在 生产 属于资 等 有 同看 但 论 农业 产

了大程中是否 模 劳动 关系过 出现 规 的 雇佣 。然而， 本对小资 产 影响并非 发生在农业生 者的 仅 生产环节。

，小 大 ，在商品生 社会 产主导模式 景下 生产 要面向 生产 因此产已经成为 化生 的背 者 市场进行 不可避免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郊农村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路径”（编号：20SRB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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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三 ， 小地会 到 品 通领 的商业资 响 第 次农业 据 国 农 量在全 农受 农产 流 域 的影 根据 普查数 中 户数 部 业

经 体中的占 达营主 比 98% ，小 耕以上 农户 面积约占经营的 地 全国 耕 积的总 地面 70%。 国在全 2.3亿户

， 耕农户 营 地面积中 经 在 10 小亩以下 量达的 农户数 2.1亿户
①
。 小 ，如此 生 面 的却经营规模 的 产者 向

大 ，全国 市场是 这种“小生产、大 通流 ”结构与美国的“大生产、大流通” （ ，许笑平结构 2009）存

。 （在 显 如黄宗智明 差异 2012） ，小 大 本 。述 农户与 商 构成中国 特殊 它既所 业资 并存 农业经济的 结构

《 本 》 大 大 本 ，也 本不同于 思在 资 论 所分析 和 商业资 通结 无 交 成 理马克 中 的由 农场 组成的流 构 法用 易

论来解释， 小 对 权因为 面 是产 不明农户 的不 确或 来 本 ， 判规 完善 的高交 成 题 缺乏谈法 不 所带 易 问 而是

权 。 了 小 大 本对 ，本 讨而 制于人的问 中国的 生 商业 文将 论现有 品流通受 题 为 理解 产者如何与 资 接 农产

， 。体 的特征 产品流通 辑系 并解释农 的运行逻 笔者也尝 农 转型 研究视角 产 转向农产试将 业 的 从生 领域

， 讨 本对 。领 并据 商业资 业 型 响品流通 域 此 论 农 转 的影

对 ， 小通过 现 文献的梳理 从 生产者 农产 通研究主要 在以下几 方有 可以发现 角度切入的 品流 集中 个

面： 一第 ，讨 通模式下 通的 率论不同流 农产品流 效 问题。例如，陈耀 等庭 （2015）从“生产 得者分 率”

计 了 ， 较 ， 。度 算 农产 效 发现 通过中 商 超 售 农户自 时获得的收 宜角 品流通 率 相 于 间 或 市销 销 益最高 杨

（苗和肖庆功 2011） 了 ， 、 来对费用 度测量 流通 发现农户 过经纪 场 接市场从流通 率角 效率 通 人 批发市

。 龙 （最低 海的费用率 于 等 2020） ， 较 ，发 相 于 发市场模则 现 批 式 、 对供 模式 农超直 直销 接模式和各

类电商模式等短链 通 式流 模 少了 、 了 ， ，减 流通环 提高 流通效 模式各有 都虽然 节 率 但这些 其适用性 且

对 ， 。 二，讨建 传统农产品 形态的某 改进基 在短期内 批发 场 第立在 产销 种 础上 因此 无法取代 市 模式 论

小中间 与 农户商 之 。 类 ， ，小利 配问题 这 为 着农 商品化 度 不 高 生产者间的 益分 研究认 随 产品 程 的 断提

，也 本。 汉（便在农业生 有自主性 环节 于资 武广即 产环节保 可能在流通 受制 2012）也在 中指出研究 ：

1999－2010 小年 生产者 利润占农 各环间 所获得的 产品流通 节总 的 例从利润 比 56% 了降到下 43%；如果

小 力 ，生 的家庭劳 其 际纯 仅占扣除 产者 动 投入 实 利润 农 品 通产 流 节总利润各环 的 20% 。左右 黄宗智

（2012） ， 小 大 本 ，今天农业 正是 与 商业资 的 等交易 这 交易方认为 中国 经济的特点 农户 不平 种 式源于

双 权力在流通领 平等方 域中的 不 。 三第 ，讨 对论 的 现 农 品流通的电商 出 产 影响。由 字经济的于数 兴起，

。 ， 采 了几 依托 而形成 社 团 受瞩目 相 行业分析强 商 取预售近 年 电商 的 区 购备 关 调 社区电 模式实现 “以

采销定 ”
②
， 一 （模式被认为 效率革命 源证券这种 是 场 开 研究所，2020）。 旭晖汪 和张其林（2016）

， 了 ， 力，生鲜 商 预 模式 现 零售交 节 使销量信 引 农产 易的源提出 电 通过 售 实 易环 前置 息成为 导 品交 动

了 。 ， （提 流 主动性 不 刘建鑫等高 通的 过 2016） ， 小认 模生产者 的生 产品供为 由于 规 仍然是主要 鲜农

， 本 ， 较 。应者 鲜电商所 托的冷 仍然很高 电商 供 仍 比 脆 王胜和丁且生 依 链物流成 因此生鲜 的 应链 然 弱

（忠兵 2015） 也 ， 村末 ，大 小 子的 表明 由于 流 送体 健全 量 产 还 备通过电研究 农 端物 配 系不 生 者 不具 商

①
数据来源：《全国98%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3/01/c_1210071071.

htm。
②
数据来源：《深度对话淘菜菜 拆解阿里侧翼战：在大规律下打造社区电商敏捷供应链》，https://m.nbd.com.cn/articles/

2021-12-14/2038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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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销售农产 条件品的硬件

对 义， 对已有 产品 的主要模式 迁方向有 要意 但 秩序内在研究 理解农 流通 和变 重 传统流通 逻辑的理

较大讨 。一 ， 小 对 了二解还 论 方 有关 间商与 农 关 研究虽展 利 分配 不有 空间 面 中 户 接 系的 示 者在 益 中的

， 一 小 大 本平等 没 进 释 生产者 商业资但 有 步解 与 之间的“ 交易不平等 ”是如何实现的； 一 ，方面另 现

对 （多数生鲜电 接的仍是 统农产 场有 商所 传 品批发市 汪旭晖和张其林，2016），新兴 通 仍 法流 模式 无

。 来， 了完 脱离传统 流 系的支撑 放 农产 通行业 过全 线下 通体 改革开 以 品流 经 近 40 ，年 场化发展的市

小 大 本对 也 了 。 对国特有的 生 业资 接的 经形 生秩序 无论 国传统农 品中 产者与 商 流通体系 已 成 内 是 中 产

， 对 ，生产 构的分析 流通 式 解 需要 立在和流通结 还是 新兴 模 的理 都 建 剖析 流 序内在逻既有 通秩 辑的基

。 ，本 讨 ： 一， ，讨 本础 因此 要探 两 问 第 分析农产 流通特征 论 农产品流上 文主 个 题 通过 品 商业资 在 通

， 。 二，讨 本 对 大逻辑 深入理解中 殊的农产 流通秩 业资 如何 的中的运作 以便 国特 品 序 第 论商 接数量庞

小 ， 讨 本 。 ，本 也 讨 本生 者 商 资 建 稳定货源 略 考察农产 秩 文 将 业资产 即探 业 立 的策 通过 品流通 序 论商

对小 ，生 者 影 而产 的 响 从 与 讨既有 于农业转型关 的 论 对话进行 。

笔者在 2018－2021 川 郫省成 都区年先后于四 都市 、陕西省 市韩城 、 东山 省寿 市光 、安徽省淮南市

、 、 汉 了 。 了 汉潘集区 浙 市 湖 省 开 农产 流通问题 除 光市和武 研江省金华 北 武 市 展 品 调研 在寿 市的调 时

间分别为 12天和 5天外，在 余 的调研时 均为其 地点 间 20天。 对访谈 括农产品象主要包 经纪人、流通

、 大 、企业 户 普通农户种植 等
①
。在选取的 ， 郫 韭调 点中 成 的 黄种植 中于 元研 都市 都区 业主要集 唐 镇

，安 镇和 德 韭这 个乡镇的两 黄总种 积植面 达 3 ， 韭万多 黄 植业亩 当地 种 在 2009 。以后发 迅 与年 展 速

类 ， 木 大金华市的 产业 约从之 似 苗 2000 ，年开始发展 2010 ， 木 大，年以后 当 模迅地苗 种植规 速扩 到

2021 木年时苗 种 积已达植面 1.1 。 皖万 淮南市 浦鹅养殖亩 潘集区的 业在 2012 ，后加 发年以 速 展 2012

， ，以 当地 均养殖规 有 只 到年 前 户 模只 几百 2021 ，大 了年前 农 的养 模都达后 部分 户 殖规 到 2000只以

。 三 大 对较 ， 三 了 ，上 上述 个地 的产业 规模 间都相 短 专业 产地中间商尽管 区 发展的时 但 地都出现 化的

了 ，面向全国 场的完 因而可以形成 市 整销售链 认为 3 对区的 产 售 践 于 察农产品 具个地 农 品销 实 考 流通

一 义。的典型意 以有 定 不同于 上 3个 ， 大 菜案 光市的 蔬 业 城市的花 产业都起步例 寿 棚 产 和韩 椒 较早，

始于前者开 20世纪 80 末， 始于年代 后者开 20世纪 90 。年代 到 2020年， 大 菜寿 棚蔬 的种 面光市 植

积在 60 ，韩城市的 面积万亩左右 花椒种植 在 55 。万 右亩左 经过 30 ， 菜多 的发展 寿 和 花年 光蔬 韩城

十 ， ，椒的流 已 分成 地的专 产 中 不仅数量 多通体系 经 熟 两 业 地 间商 众 而且内部 汰现象日的优胜劣 益明

，一 较小 。 对 ，营规 产地中间商 退出流通 业 由于 的农产品 相 完显 些经 模 的 已经 行 两个地区 流通链条 整

也 长 弈 ， 对流 序 各参 主体之间 博 渐形成 因 市 韩城 产品流 实 的通秩 在 与 的 期 中逐 此 寿光 和 市农 通 践 考察

对 义。于理解农 品流通的特 具有重要产 征和逻辑 的参考意 ，后最 汉 大武 华中地区最 产品集散市是 的农

，地 大， 对 来 ，由于农 量巨 销地 要 接 全 地 产地 间商 因此产品交易 中间商需 自 国各 的 中 汉武 农考察 市的

对 义产品流 于 解销 间商的 营 辑 典型意通过程 理 地中 经 逻 具有 。本文 取的调研点 发达地区选 覆盖沿海 和

区中西部地 ，所 的调研 产业 类包括 业和养殖 两种植 业 ，调 较研 盖范围 广点地理覆 、 类较种 多产业涵盖 ，

①
按照学术惯例，后文出现的所有人名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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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本些 的 研有 于这 地区 调 助 文 ，更全 解 产品流通 从面地 释农 现象 并 一总结中 般性 。规律

二、纵向一体化理论：一个分析视角

义 ，一 本 本 。 本在 克 主 经济学研 中 直存在关 和商业资 争论 资马 思 政治 究 于产业资 之间关系的 产业

门 本， 本 本。一 本主要是指 生产部 的 商业资 流通领域 法是 产 与 业资投入 资 则指投入 的资 种看 将 业资 商

本 二然 分截 ， 本 义 本在分 主 时主要围 资 运作 展开析资 转型 绕产业 的 逻辑 。在 关 政有 农
①

的研究中问题 ，

对 来，产环节与流 立起 商品生 通环节被 “生产” 心 ，位置居于核 商品“交换” ，处于外 者被前者围 后

（支配 列所 宁
②
，1984）。一 ， 本 三 本 义者强调 商 在使 世 家 前资 生产关系些研究 业资 的存 第 界国 的 主

， 了 本 。 ， 本 又部 存 从而阻 资 扩张 商业资 身 法 旧有的生 关系得以 分留 碍 产业 的 同时 自 无 改变 产 和建立

本 义 ， 本 三主 生产关 资 的 是第 世界完整的资 系 因此商业 掠夺 国家 终处于不 达地位 因始 发 的主要原

（Kay，1975）。

一 本 本 ， 本 。另 种看 淡化 业 产 资 的 界 强调资 在 产业链各 渗法倾向于 商 资 与 业 边 逻辑 农业 环节的 透

Harriss-White（2013） ， 、 、 、 、 、认为 企业可 在 买 储存 运输 工 资助生产 活流通 能 购 销售 加 或交易等

杂 ， 。 也 ，一动中进 组合 不应该将生 流通环节 然分割 指出 些商行各种复 的 因此 产和 截 伯恩斯坦 业活动

具有是 “ 产生 ” ， 、 。 ， 本的 如仓 运输以及 产 资助 因此 实 上深深 于生属性 例 储 为生 提供 商业资 际 根植

（产 程过 中 Bernstein，1976）。也 杂 ， 也 ，因 通环节的 性 有研究强 节 存在剥为流 复 调流通环 削 这种剥

对 （在形 可能表现为 的压价削 式上 商品 Jan andHarriss-White，2012）。

了 ， 夫（为 应上述 吉在恰亚回 争论 巴纳 诺 1966） 一 ， 一 了体化 论 上 步提 生产和的纵向 理 基础 进 出

一 。 一流 化 农业纵向 常 的形 订单农通 体 理论 体化最 见 式是 业。订 农单 业 指是 龙头企业通 提前与生产过

， 、 ， ， 一约定农产 质量 格 生产者按 进行生产 业按约 种经者签订订单 品收购数量 和价 合同 企 定收购的

。 ， 大营形 研究 现 农 的稳 性很 程度 决 业是否能 维 市场 地位式 张谦的 发 订单 业 定 上取 于企 建立和 系 垄断

（Zhang，2012）。 三 ， 义烙 ，在 多 世 家 订单农 在发展之初 深的殖民众 第 界国 业 就带有很 主 印 订单农

杂业背 复 的控制和 关系在发 作用后有 从属 挥 （Clapp，1994）。 未 讨巴 限于从订 度 论纳吉并 局 单农业角

一 ， 一向 他 调生 与流通之 分 当被理解纵 体化 强 产 间的 工应 为 种“一 化体 ”或“整合”（integration）。

， 本 一 ， 小吉认为 业 可 过纵向 体 方式 以包括 在内的不 立的 生巴纳 商 资 以通 化 订单农业 同形式将独 商品

一 ， 。 ， ， 本产者置于 殊的管理 下 进而 理生产过 言 在 通 商 资 可 通种特 之 形塑和管 程 具体而 流 领域 业 以

小 本 （过层层预 金 式将 生产 商 资 的 链条中付资 的形 者卷入 业 积累 Banaji，2016）。

对 一纳 的 既是 纵向 化理论的延巴 吉 阐释 体 续，又 对 农业研究是 订单 的超越。 违约 达由于 率高 80%

（ 芹，刘凤 2003）， 一订单 在中国并 是 种常 组织形式农业 不 见的生产 。 对践中 户 业订单在实 农 或企 违

十 ，一 ， 。本约行 的约束 分 旦 价格高于 约 价格 或企业 可 违 不从订单为 有限 市场 或低于 定 农户 就 能 约 文

①
根据叶敬忠和吴存玉（2019）的界定，“农政”一词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4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

资料与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

②
列宁，1984：《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507-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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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角度 而农 是 一 义 讨 本， 本 本论商业资 资 泛 入农产品流 域的资从 般意 上 文中的商业 指投 通领 。本文

对 一 讨 ， 对 讨。鉴巴纳 化理论的 论 试 文 的 究问 进行探借 吉 纵向 体 阐释开展 前 提出 研 题

三、农产品流通：从兼业化到专业化

十 杂虽 产 通链条 分然农 品流 复 ， 主 众多参与 体 ，但 前中当 国 产 流农 品 通 主要模式 是的 仍 “ －农户

－ － －产地 市场 零售经销 批发 商 消费者”（孙 仁伟 ，等 2018）。截至 2019 ，年 仍有近 70%的 品农产

（头 ，通过批 市场进 域 豹研究发 入流通领 院 2020）。 了 讨论农 品 链 中不 主体的行为 便于 产 流通 条 同 为

，本式 将中间商方 文在 分为“ 地 间商产 中 ”和“ 地中间销 商” ，的 础 上述流通 式调整为基 上 将 模 “农

户－ 间商产地中 －销地中间商－ 商零售 －消费者”。本 讨文所 论的农 中间商是 在生产产品 指 者和消费

，者之间从 易业 的 组 或个 在销售链 不 间商承担 功事商品交 务 经济 织 人 条上 同中 着不同 能。由于 商零售

与消 端 关 紧密费 的 联更 ，而本文 点关注重 的是 本对 ， ，资 农业生 此 全 分析重流通环节 产的影响 因 文的

点是“ 中间商产地 ”和“ 地中间销 商” 类两 主体，对 类 讨 。零售商和 两 主 不 多消费者这 体 做过 论

， 采 类 。 办在农 品流通中 收 两 收购活 代 活动 地中间 通 被 代 或经产 有代 和 收 动 从事 收 的产 商 常 称为

纪人，他们承接销 的农产品地中间商 订单后， 订单 行收购按照 量进 、加工 装和包 ， 办收取固 的代 费定 ，

本装成 由销加工和包 地中间商承担。 办 ， ，多 兼 型的 们多以从 业 或养殖活代 数是 业 他 事农 种植 动为主

。 办 ， ，农 时代 货 代 几 不 担 收益稳定闲 人集 乎 承 风险 但收益 对较 。 采相 低 从 的产地中事 收活动 间商则

， 对 ， 。 类 办收购 的产品 自主 售 赚取低 高卖的 地中间商 雇用 为自主 农户 外销 买 差价 这 产 有时还会 代 自

， ， 。 采集 他们 是以农产 购 业 而是以 业 事 收 地中间 需 自 担产品己 货 不 品收 为兼 之为主 从 的产 商 要 己承

本， ， ， 也 。加 和包装成 并 风险 但如 他们 益 会高于从 收的产地 间商工 承担滞销 果善于经营 的收 事代 中

， 也 。 采随 商品化程 农产 流 专 化程 在加强 诸 事 产地中间着农产品 度的加深 品 通的 业 度 多从 收的 商

办 ， 办 来， 。做 开始 些代 从 通 植 养殖户中 化而 依靠市 形成积累是从 代 的 这 普 种 户或 分 场经营而 随着代

大， 办也 一 ，模的 农产品收购 兼业活动 代 可以 起 定的资 经营 为收规 扩 将 作为 的 逐渐积累 金 将兼业 变 主

， 采 。经 并转 收活动业 营 向

门农 流 专业化典 现 行业 槛的不 提产品 通的 型地表 为 进入 断 升， 门其 明显的就 资金 槛的提中最 是 升，

。 木 ， 一付已经成 主要 手段 以苗 销 业为例 很 产地中 早年的 些资金垫 为中间商的 竞争 售行 多 间商是因 偶

。 ， 木 十 ， 一进入 购 的 如 在 华市从事 售 的刘女士 是 星地 朋友然机会 收 行业 例 金 苗 销 多年 最初只 零 帮 个

找 ，苗 然 识偶 结 了一 来 ， 木 。 一 本上海的销 中间商 就此 苗 市场 当 中间位 自 地 打入上海 地另 位产地 商原

村 ， 来 （ ） ， 木 ，在 里开早餐 为外 客商 地中间 早餐 并向 地的 信 是 位铺 因 销 商 常去吃 她咨询当 苗 息 于 这

了 。 ，早 铺老板逐 行 地中间商 然 会进 产品销 行 这 情况在餐 渐转 做 产 因为偶 机 入农 售 业 样的 20世纪 90

。 ， ，年代很常见 品商品化 很高那时 农产 程度还不是 木、苗 菜、水果等产品蔬 ，应求 因此 地中供不 销

找 。间 主动寻 或 中间商往往需要 培养产地 商

， ， 必不 着 产品 通领域的 日 烈 资金垫 成 各级 商维系 户 系过 随 农 流 竞争 益激 付开始 为 中间 客 关 的 要

。 ， 也 。条件 不仅 地中间商需 中间商垫 中间 为自己的客 付资金 与 前产 要为销地 付资金 销地 商 要 户垫 之

， 赊 ， 、 。的现 式不同 资 要是 中 接 客户 即中间商 货 款 调研结现付模 金垫付主 指 间商 受 账 先发 后收 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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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少 十地 间商 的资金 几产 中 垫付 则 万，多 百万则几 。一旦客户“跑路”， 大中间商 巨 损失就会遭受 。

， 菜 十 。寿 中间 先生说 拖欠 在蔬 交易 业 分普 的几家超 账都光市的产地 商唐 货款 行 遍 他供货 市跟他结 比

较 ， 。 ，也 了 。慢 他 垫付 几百万元 他 以垫付这 金 为 稳 户现在 还 着 货款 之所 么多资 是 定客 （ ：受访者 寿

市光 菜蔬 地产 ，中间商 先生唐 52 ，岁 ：访谈地点 生家中唐先 ， ：访谈时间 2021年 6月 11日）垫付资

， 也 大势 。 木金虽然是竞 下的无奈 举 但 是 市的苗 产 黄先 感争之 之 所趋 金华 地中间商 生 慨：“ 们 斥我 排

‘货 付款到 ’， 来 势但这 的是将 趋 。 大扩 客户网要 络， 必 货 付款就 须 到 。”（ 者受访 ：金华市 木苗 产

地 商中间 黄 ，先生 45 ，岁 ： ， ：访谈地点 黄 访谈时间先生家中 2021年 4月 25日）

了层层资 付成 新的由于 金垫 “行 范业规 ”， ，没有足 的资金 事农产品 因此够 就很难从 流通活动 该

门 。行 进 槛在 断提高 过 农 收购当业的 入 不 去将 产品 作 来 力动 兼业 中间商 越 与 实兼业活 的 产地 越 难 资金

。 菜 ， 也 来雄厚的 业产地中间 光市的蔬 唐先 到 农户 越 越 于与收购 模专 商竞争 寿 产地中间商 生提 倾向 规

大的产 建立稳定地中间商 的 ， 小 力，系 因 规 产 中间 没有承担 的 时面临被销售关 为 模的 地 商 风险 能 随 淘

。 小 ， 长 来 ， 力风 尽管 农产品 通 以 模中间商 主 但从 远 看 雄厚资金汰的 险 当前 流 仍 中 规 为 只有拥有 实 的

才 势 ， 。 也 ，能在 中占据优 地 业型中间 正在被 间商所取 着 在 业中间商 竞争 位 兼 商 专业化中 代 这 意味 专

， 也 。基 上 农 品流通 正 向 化化的 础 产 在走 规模

，此外 一小 一 大 。部 中 商还 向农业 产 上 下游延伸 步扩 经营规 间分产地 间 通过 生 的 游或 进 模 产地中

， 。 一 莓 ，商最常 活动 苗 最常介入 游活动是 产品深 市 位草 种介入的上游 是育 的下 农 加工 淮南 植户说 她

莓 了 一的草 卖 个 地中 商都 给 同 产 间 。 莓这位中 不 购草间商 仅收 ，也 莓销售 育 草 秧自己培 的 苗（ 访者受 ：

淮 市南 莓 大 ，种 董女士草 植 户 48 ，岁 ： 大 ， ：谈地点 董女 访谈时间访 士的 棚边 2021年 3月 29 ）日 。

，也 ，和销 苗既可以增 地中间商 利润 可 清楚地掌 的情 从 便培育 售秧 加产 的 以使其更 握种植户 况 而更 利

莓。地收 草 淮南市 品 地中间商购 的商 鹅产 董先生 1988 ，年 后开 外省的 地 间 收商品鹅前 始帮 销 中 商代

2006 、 。开始自己养 鹅苗 从年 种鹅 培育 2006年至 2020 ， 鹅年 规模从年 他的种 养殖 1000 长多只增 至

近 7000 ， 大 。只 董先 已成为 最 的种鹅 年从 收 积 的社 关系和市 息生 安徽省内 养殖户 多 事 购所 累 会 场信

势。 对 ，先生发展 殖 独特 于国家 禽 输 控逐渐严 董先生认为是董 种鹅养 的 优 由 活 运 的管 格 运输禁止活鹅

大势 ， ， 也 东是 所 与广趋 因此 他 在 省 一位销的 议， （ ：地中间 同出资在 南建屠 者商商 共 淮 宰厂 受访 淮

南市 ，地中 商 生商品鹅产 间 董先 48 ，岁 ：访谈 点地 村老庙 村 办 ， ：委 室 时间会 公 访谈 2021年 3月 27

）日 。 ， 了 本 力。产 中间 产业链 农 生 上游还是 游延伸 都体 累的动无论 地 商将 向 业 产的 下 现 其资 积

，本 本，鉴 通领 专业化特征 产地中间 看作与 商同样性 资于农产品流 域的 文将 商 销地中间 质的商业

二 。 ， ，也者 差 在 在流 中的职能 同 于中间商 流 领域 可能从 农 上的 异只 于 通 不同 时 由 不只在 通 活动 事 业

的生产性 动下游 活 ，因此， 本 本商业 资 之间的 的资 与产业 界限是模糊 。在 品流通专业 背景下农产 化的 ，

本 讨 。商 资 如何 品流通是 的问业 组织农产 下文将 论 题

四、“圈层型”流通：农产品购销的内在逻辑

一尽 国 农产 流通 直以管中 的 品 “小 大 对与 的 接农户 市场 ” ，为主 但要特征 “大 场市 ” 大并 由不是

，企业 导 中 没有如主 的 国并 “ABCD” 大 一 ， 本四 商 般的巨无 团 农产品 业资粮 霸贸易集 流通中的商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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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大 小 大 小 对 ， ，中 企业 量 农 量中 型流 企业的 序 然而在是 户与 通 接 看似无 近 40 场化 转年的市 运 中，

了一 、 ， 心产 流通 经形成 套 的 化的体系 通 系的 是农 品 已 成熟 层级 这种流 体 核 就 “圈层型” 。流 结通 构

（一）“圈层型”流通结构的特征

“ 层型圈 ” 。 一， 大 对流通 构有两个主 产地中间 部分 品是由相 固结 要特征 第 商收购的绝 农产 定的

小 ， 大 了 对 。 ，生产者提 的 且前 分农产品 固定 销 间 例如 城市供 者将绝 部 销售给 相 的 地中 商 韩 的花椒产

地中间 ，商杨先生说 年 购的他每 收 50多万千克花 都 稳 销售给椒 会 定地 十二三 （个 定客户 销地固 中间

商）。 收购的花他 椒中有 90% 六 办过五 定代 收回的是通 个固 ， 一 办也 对 对代 都相 固 地 接着每 个 定 一些

小生产者（受访者：韩城市 产地 间 先花椒 中 商杨 生，50岁，访 地点谈 ：杨先 中生家 ， 时间访谈 ：2020

年 7月 14 ）。 东 ， 大 、案 出现 省寿光 当 的 瓜 苦瓜种 户与产地中 形日 极端 例 在山 市 地 棚黄 植 间商之间

了 ， 大 菜 一 ， ，成 高度 关系 户每个 棚的 会固定销 给 个产 无论行情稳定的交易 种植 蔬 都 售 地中间商 好坏

大 菜 一 。棚里 出 有 都由 个中间商 当 产地中间 购 为这个 产 的所 蔬 同 收购 地称 商的收 点 “市场”， 照种按

， 菜植 的 法 的蔬 销售 式是户 说 他们 方 “一 大个 棚‘钉’一个‘市场’”（ ：访者受 寿光市大 菜棚蔬 种

， ：户李 访谈地点植 先生 孙村胡营 村 办 ， ：会 公室 访 时间委 谈 2021年 6月 9 ）日 。

二， 大 也 对 ，地中间商 部分 产 相 定的 地中间商 且 收购的农第 销 收购的绝 农 品 由 固 产 供应 前者 产品

也 了 对 ， 、 。 菜 菜 汉售 相 固 客户 如 定 超 贸市场等 收购公司福 向武 市供销 给 定的 固 的 市 农 蔬 集团是面 应

菜 中间蔬 的销地 商，2021年，该公司月销 在售额 300万元左右， 菜公司收购的蔬 有 60% 来左右 自固定

。 菜 ，中间 及 所 地周 的农户 在 司 的蔬 中的产地 商 公司 在 边 该公 销售 菜供 定 户的 其总销货给固 客 蔬 占 量

的 60%～70%（ 访受 者： 菜集团负责福 人高先生，40岁，访谈地点： 菜集团福 议公司会 室， 间访谈时 ：

2021年 12月 22日）。

也 ， ， 对 对 。就是说 在农 流通中 不 层级的 接的购销 相 稳 的 流 环产品 同 中间商所 主体都是 定 尽管 通

大 小 大 小 ， 小 大 了 对节 参与者是 生 和 量的中 业 生产 农产品 销 给 定的的 量的 产者 收购企 但 者的 多 售 相 固

， 也大 了 对 ，产地 间商 产地中 的农产品 固定 地中间商 不 级之间的 品中 间商收购 多销售给 相 的销 同层 商

交换呈现“圈层”与“圈层” 对 。稳 态定 接的形

（二）“圈层型”流通的内在逻辑

这种“圈层型” ，流 有自 的运行规 内 辑主要表 下通 身 律 其 在逻 现为以 3 ：方面个

一，第 “ 层型圈 ” 长 弈 。 长流 结 的 是各参与 体之间基于 成的信任通 构 基础 主 期博 而形 关系 这种 期

弈 双博 使 方可以互相购销 筛选， 了以此为基 建立的 销关系蕴 主体 间 任 系础 稳定的购 含 各参与 之 的信 关 ，

大它 以最 限度可 地 本。低 层级中间 的 易成降 不同 商之间 交 提到的 城 花前文 韩 市 地中椒产 ，间商 先生杨

他在从 购的事花椒收 20 ，多年 的间 每年收购 50多万 克千 了十二三花椒都固 售给 个销 中间商定销 地 。

， 办 ， 一 ， 小、在最初 花 的四 年 直 筛选 户 那些购 难 的客户就杨先生说 椒加工厂 五 内 他 在 客 货量 说话 不

了作再合 。 也地中 在众多 产 中 中进行筛销 间商 的 地 间商 选， 择 长他们选 的 期 都既能及合作伙伴 时供货，

又 。一 了 ，保产 些产地中间 维系与销 中间商 时不得不 乎为 的能确 品品质 商为 地 的关系 有 在利润几 零 情

， 。郫 韭下 给销 中间商供 区况 仍 地 货 都 的 产地中间黄 生商杨先 说：“现在‘养’ 。买主不 易个 容 ”他

， ， ，说 春节期间 生意是最好 只做这两 否则 与销地中间 立稳定的每年 的 的 但不能 个月的生意 无法 商建



“圈层型”流通：商业资本对接小生产者的逻辑与策略

- 175 -

。 ， （作关系 年雨季合 在当地 每 6～10 ） 韭 较 ， 较月 风险 高 这 间容 收购到品收购 黄的 比 因为 期 易 质 差

韭 ， 韭 。 ， 也必 （ ：的 些 黄受雨 极 腐坏 如此 杨 生 每 购 受访者黄 这 水影响 易 即便 先 须 天收 郫 区都 韭黄产

地中间商杨 生先 ，50岁，访谈地点： 家中杨先生 ， 时间访谈 ：2018年 7月 12日）。 双方之间建购销

， 。 ，的稳定 使他们不 易都 新 信 和确 供货品质 初 的几年内立 交易关系 用每次交 重 沟通 息 认 在最 交易 购

双 ， 长 弈 ， 双 本 。都 互相 正是这 基 期 形成的信 关系 使 方的 以降到最销 方 在 筛选 种 于 博 而 任 交易成 可 低

了 ， 也 。 ，互相 外 产地中间 销地中间 之间 会 关系 例如 的苗除 早期的 筛选 商与 商 建立人情 前文提到

木 地产 中 ， 对商 女士 在她 接的间 刘 说 20 ， 一 了十上 户中 她与 都 立 分 的私人多个 海客 其中 半 建 密切 关

， 来。 一 十六七 来了。系 此 情往 她与 往最久的 个 有 年的往彼 有人 交 客户已经 寿光市蔬菜 地中产 间 唐商

也 ，先生 提到 他 也 来销地中间 有人情与 商 往 。 ，户家里有 时 他 会这些客 红白喜事 都 送 1 元 人情万 的 礼

。金 ，这意味着 “ 层圈 型” 来 ，也 。通结构内 关 不仅 济往 维 靠 会 维系 经济流 的信任 系 靠经 系 社 交往 和

双 。社会的 重关 圈层结构 性联让这种 保持着稳定

二，第 在“ 层型圈 ” ， 双 ， 双流通结 购销 方所 立的契 正式性和 使购 方构中 建 约具有非 灵活性 这 销

，共 风险 易关系可以 担 交 得 长 。 ，维 某种农产 场 情很 销地中 商 通 前预以 期 系 当 品的市 行 好时 间 会 过提

。 、 ， 。 ，订的 式争取货源 单到产地 发货 通常会间隔 时间 在此 间 假方 而从下订 中间商备货 中间 几天 期

大 ， 。 了长如 格 幅下降 商就 面 损 如果 地中间商 地 商建立 期该产品价 销地中间 会 临亏 但 销 与产 中间 稳定

，购 关系的 销 在长 ，双 择 。 ，合作的 期 础 会选 共担 失 以花椒收 于从收购远 预 基 上 方 损 购为例 由 到加工

，数天 假如需要 时间 销地中间商下订单时 定的约 收购价格是 60元/千克，但到 间商产地中 货 场发 时市

了的花 价格降到上 椒 50元/ 克千 ，双 。要再协商 地 间商 求产地 间 将 价格下方就 价格 销 中 会请 中 商 收购

一 ，调 些 但不会降到 50元/千克； 也地中间商 签订 约定的高价 易产 不会坚持按 单时 格交 。也就是说，

双方会 一分别承担 部分 。损失 对 双 。契约 整可 使 方 风险 可能降低 市 椒产的灵活调 以 购销 的 尽 韩城 的花

地中间商杨 ，先 说 他 花椒收生 从事 购 20 ，多年 只在 2019－2020 二三十 ，亏损 万元 余时间几乎年 其 没

。 ， 了 一 ，他那次亏 因是 价格骤降 下 乎 半 全行 都在亏有亏损 损的主要原 花椒 跌 几 业 损（ ：受访者 韩城

市花椒产地中间商 先杨 生，50岁，访 地点谈 ： 先生家中杨 ， 时访谈 间：2020年 7月 14日）。正因为

双 ， ，双 才 长 。方 订立 约是非 式 有 调整的空 方的交易关 系 销地中交易 所 的契 正 的 灵活 间 系 能 期维 间商

，一 ，双 一 。 较大单时 定收购价格 况下 方都 按照这 交易 但如 生 波在下订 会约 般情 会 价格进行 果价格发

， 双 也 ， 一 ，购 可 重新 立契约 从 免 中 方承担 失 及由 能导致 交 关动 销 方 以 确 而避 由其 全部损 以 此可 的 易

。 孙 （结 黄梦思 剑系终 和 2016）也 ， ，也指出 在中 品交易市 在着 契约治理 存国的农产 场上不仅存 正式

， 。 一 本统社会的 范治理 理 契约的 于维 交 系 稳定 这 结论与在传 规 和关系治 弹性有助 系 易关 的 性 文 究研

一 。现具有 致的发 性

三，第 “ 层圈 型”流通 使收购 可结构 方 以“ 采以销定 ”， ，即根据预 的销量确定 从而估 收购数量

， 。对 ，对提高 率 降 品滞销风险 中间商而 接固定 间商有利 购资金使用效 低产 产地 言 的销地中 于预估收

， 来 。量 低 收 带 的 失降 盲目 购 损 菜 ， 一寿光市 地 商唐先生 收蔬 产 中间 说 他 共 购 20 菜，多个 的蔬品种

平 每 的 量在均 天 发货 20 ， 汉万千 左右 产品主 北省武 市克 要发往湖 菜 ，发市 几个批发的几个蔬 批 场 这

市 都有他的 客户场中 老 ，发 客户的货 全部 货给这些老 物量占他 发 量的 80%以上（受访者：寿光市 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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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中 唐先生间商 52 ，岁 ：点访谈地 先生唐 家中， ：访谈时间 2021年 6月 11日）。 为收购的正因

大 对 ， 才 。对分农产品都 定地销售 商 产 间商 能预估 的收购量 地中间部 可以相 稳 给销地中间 地中 自己 销

， 。 汉 菜 ，况同样如 及的 地 商 市福 团因为有 的 经验 预估商而言 情 此 前文提 销 中间 武 集 多年 市场 销量的

准 率确 在 70% 。 菜福 集团 负 人左右 的 责 生高先 ，说 他们的 一客户 般最多提前 20 小 ， 少下单 最 提个 时

前 12小 。 ， 来 ， 。果在 下单后再组 源 时间就 及 所以 预估每天时下单 如 客户 织货 不 他们需要 的订单量

从调研中得知， 菜 菜福 团收 的蔬 约有集 购 70% 通 单销售出可以 过订 去。对 商 言中间 而 ，资 转至关金周

， ， 。 ，要 多 商被迫退 流通行业 正 金链断裂 预估重 很 中间 出 是因为资 因此 准确地 市场需求、高效地利

， 。资金 是中 商在竞 的关键用 间 争中取胜

义 ，从 说 传 的 销 早已 展出这个意 上 统 线下 售 发 “ 采以销定 ”的 ， 一模 高效的购 并 是式 这 销方式 不

由 。 ， 来 ，平台新 的 不 是 产地中 商基于与销 的稳定合 量 电 台电商 创 所 同的 间 地中间商 作 预估收购 商平

大 计 来判 采 ，二 对采 。 也 ，则通过 数 断 购量 者 差异仅 预估的精 表明 统据 算 的 在于 购量 准程度 这 传 线下

，对销 并非 序 中间商售 无 而言流通 也 。率 并不低效

在“ 型圈层 ” ， 。 汉 菜 菜通结 各级中 商 间 的焦点是 源 武 市蔬 收 集团的流 构下 间 之 竞争 货 购公司福

：负 说责人高先生 “菜 本 ， 也 本 ，价 个环节基 都 明的 每个 节的利 透明的 所在各 是透 环 润 基 都是 以供应

之间 争 要 量商 竞 的主 是 。 菜 一蔬 售行业的 般销 利润 是 10%。”（ 访者受 ： 菜福 集 人 先生团负责 高 ，40

岁， 谈地点访 ： 菜集福 团 议公 室司会 ，访谈时间：2021年 12月 22日）正因 节的利润为每个环 是既定

，的 以所 一 对 。也 ，同 中间商之间 争主要是 源的竞 产地中间 争中 于层级 的竞 货 争 就是说 商要在竞 立 不

， 小 。 ，之 就要 足够多的 者 稳定的收 为 产地 商发展 各 策 建立或败 地 与 生产 建立 购关系 此 中间 出 种 略以

一 ， 一维 这 关系 下 部系 分笔者 讨 。重点 论这将 些策略

五、非正式资源动员：商业资本控制货源的策略

， 。 ，大得稳 源 通过土地 建立自己 生产基 接的方式 经济 物要获 定货 流转 的 地是最直 不过 多数 作 种

大 力 ，都 要同 投入 量劳 资植 需 时 动 和 金 使 本 本 ，企业自建 资 成 和 成 都很 且 临 滞基地的 金 管理 高 面 产品

。销风险 东便在山 省寿即 光市这 有样 30余年大棚 菜蔬 种 ，大 也的地 模经营者 只 近几植历史 区 规 是最

才 。也 ，年 开 出现 就始 是说 少 、大 ， 小的确已有 开始 展 经 但就 户在农业尽管 不 企业 户 发 规模 营 农 经营

来 ，主 所占比例 经 作物体中 看 目前 济 植主体的种 以仍 小 户农 为主， 本 找 ，商业资 要 货源 便不得寻 不与

大 小 。产者打交量 生 道

， 一 ， ， 大述 尽 单农业是农 向 体化最 见的方 国 绝 部分 不是如前文所 管订 业纵 常 式 但在中 农产品并

订 式 入市 的以 单形 流 场 。 大 也 未 、 小流通企 并 签订单的 正 的法 约与 生 者 立业 多 通过 形式 以 式 律契 产 建

， 一 小 。 ， 力。而是通过 列非正式制 建立与 生 联结 松散并不意 无关联 系 度的约束 产者的松散 然而 味着

本 来文接下 讨 本 ，尤 。重点 论 立货源渠 策略 关 正 资源 其中的作 于将 商业资 建 道的主要 其 注非 式 在 用 由

对 ， 本接生产者 是 地中 因此直接 的主要 产 间商 文 择。要 析 中间商的 略选主 分 产地 策

（一）农产品购销中的人情关系

在“圈层型” ， 小 ，构下 产地 过多 式与 生产者 稳定的收 关系 以流通结 中间商会通 种方 建立 购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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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小的货源 产 的 个 要 是 们在 源地有广 社 系 生产者 状稳定 地中间商 重 特点 他 货 泛的 会关 的生产 况

、对 了 （ 义 ，和需 方性共 有 够 陈 媛求 地 识 足 的 解 2018；孙枭 仝 ，雄和 辉志 2021），能够利用自己在当

。地的社会 货源关系网竞争 ，虽然不过 了一 ， 也人情关 市场交易 系笼上 的面纱 但系让 关 层温情脉脉 不

。强调 情 的 情面应过度 人 关系 温 向

一 ， 。对 较小方面 产地 商 依靠原有 关 网建 定的收 关 收 模 的产地中间 主要 的人情 系 立稳 购 系 购规 中

， ， 。 也 了间商而言 亲 的主要供 人情 的作用就更 产地中间 之间 形戚是他们 货群体 因此 关系 突出 商 成 共

， ，也 对 。便彼此竞 争取 竞 有 戚关 的种植户 市识 即 争 不会去 与 争 手 亲 系 寿光 蔬菜 地中间商 主产 向先生

，长收购 和苦瓜 给 供 种植户共要 黄瓜 期 他 货的 有 40 ，多户 其中的 3分之 1 。和家人的是他 亲戚 向先

说生 ：“ 、 ， 菜 ， ，如 的堂哥 堂弟 道我开市 还不把 会直接打果我 明知 场 卖给我 我 电话问他 ‘ 也我 开市

， ？ 少 ， ？场 啥 卖给 我会 付给 还 的钱不好你为 不 我 你钱 是我 使 ’ 。话他没 说 ”（ ：受访者 光市寿 菜蔬

地 间 先生产 中 商向 ，51岁，访 地点谈 ：向先生家中， 时间访谈 ：2021年 6月 13日）郫 韭 地都区 黄产

也 ， ， ，中 包先生 提到 给他供货 种植户 的亲戚 行 候他 会 卖 自己间商 固定 的 都是他家 情好的时 们 优先 给

， 也必 一 韭 （情不好的 自 从他们手 部 黄行 时候 己 须 中收购 分 ：受访者 韩城市韭 产 中黄 地 间商包 ，先生

49岁， 谈地点访 ：包先生家中， 谈时间访 ：2018年 7月 16日）。 见由此可 ，当 社会的人情熟人 关系

一 ， ，也对小 一与市场交 关系交 这种交易 有助 产 间 集货 产者有 定易 织在 起时 关系不仅 于 地中 商 生 的保

。护性

一 ， ， 也 ，方面 在既 情 系之 地中间 在 意 建构新的 情关系 以降另 有的人 关 外 产 商 有 识地 人 低收购成

本。 菜 十 办 来。寿光市蔬 谢先 稳定供货给 几个代 都 人情往产地中间商 生与 他的 有 他说：“ ，好的关系

每千克便宜 2角也 。 ，卖给 关 好你 系不 的 每千克贵 2角也 。 ，不卖 不 的 不确定 还 不给你 熟悉 他以后 收

， 。收 确保老 户要先 客 ”（ ：访受 者 光市寿 菜蔬 产 中间商地 谢先生，48 ，岁 ：地点访谈 谢先生家中，

：时间访谈 2021年 6月 12日） 长 ， 一 办 对由于人情 背后是 期 作的预 代 愿意接关系 合 期 因此 些 受相 低

， 长 ， 本。 ，价格 维 的 售关 这有利于 产 间商的收 外的 以 系 期 销 系 降低 地中 购成 此 菜光市 地中间寿 蔬 产

也唐 生商 先 谈到， 长 二三十 菜 办 来他与同他 合作的 个蔬 情往期 代 都有人 ，后者 唐先 货每天都会帮 生集 。

由于彼此信任，唐先生只 与他们需 每月结算 1次（受访者：寿光市 菜产地 间 先蔬 中 商唐 生，52岁，访

：地点谈 ，唐先 中生家 访 ：时间谈 2021年 6月 11日）。 了双 ，也 少了节 方的 时间 减 先这既 省 交易 唐

力。 ， 办的 压 可见 建 人情关系有 产地中间生 资金 立 利于降低 商与代 的 本。易成交 ，这种新建构不过 的

。情关系有 强的工人 很 具性 生说唐先 他与大棚种植户、 办代 和 地 商销 中间 均 来有人 往情 。 一他 年的人

情开支 低于不 5万元， 一 村 一个 通农 年的人 开 通而当地 普 家庭 情 支 常在 1万元左右。 因为这种人正 情

工具性的关系是 ，所以在一 作伙 出收购行业些合 伴退 后， 来也地中间商 他们的 逐渐停止产 与 人情往 会 。

， 。关系 农 交 中有 滑作用 但 被 强调 因为 系 没有 产地中尽管人情 在 产品 易 润 不应 过度 人情关 并 改变

小 对商 生 在市场上 等间 与 产者 不 的权力 。 大关系 在 作物部分经济 种植 ，小 ， 又度分 不区 生产者高 散 但

， 议 权 。得不通过 中间商销 农产品 在 价 方面 产地 间产地 售 因此他们 明显弱于 中 商 “ 菜 菜的 不过种 拼 卖

。的 ”“ 一 一 。农户种 利 抵不过中 月 利润年的 润还 间商 个 的 ”这是农产品 通 业流 行 人员的共从业 识。

在 权力农户与中 场间商的市 对不 等（ ，黄宗智 2012） ，下的前提 对小 一人 系尽管 生产 定的保情关 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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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用作 ， 也但这 有限的种保护 是 。淮南市 鹅产 中 董 生说商品 地 间商 先 ，2020年，受新冠肺炎 情疫 影响，

一 ，商品鹅的 情 不好市场行 直 市场价格仅 17元/千克， 本（低 殖成于养 18元/千克）。但董先生仍以

18元/千克的价格收购了一批鹅，因为他的客户可以以 21元/千克 格收购的价 。他 鹅 董先的 生的贩运

本成 约为 3元/千克， ，以因此 18元/ 克千 格的价 ， 小 少一购 他 以在不赚 的 帮 生产者收 可 不亏 情况 减

失些损 。 如果 中间商 价 低但 销地 出 再 ， 了不会再收他就 购 （受访者：淮南市 产地中间商品鹅 商董先生，

48岁，访谈地点：董先生家中， 时间访谈 ：2021年 3月 27日）。也就是说， 人情关系尽管这种 可以

一 小 ， 权 。郫程度 降 产 的滞 风险 但主 在 中间商手在 定 上 低 生 者 销 动 仍 产地 中 都区韭黄 地中 叶先产 间商

， 十 ，生 稳 给 货的有 几 农户说 定 他供 户 “ 少 ，货 的时 要价候 甲农户 11元/千克，乙农户要价 12元/千

克， 少， 。 ，为货 我这次 但是下次 多的时因 都收 货 候 我可以 6元/千克 ， 乙收 但收 户甲农户的 农 的只

收 4元/千克， 了。不肯卖就他 算 他‘傲’ ，价 我要我的 ‘宰’ 来 ！回 的 ”（ ：访受 者 郫都区韭黄产

， ： ， ：地中间 叶 生 地点 叶先 家中 访谈时商 先 访谈 生 间 2018年 7月 15 ）由于产地 更多日 中间商掌握

，小 才 ， 长场信息 生产 要依赖他 能销售 以在 期交 产地 间 更 的支的市 者需 们 农产品 所 易关系中 中 商有 强

权。配 可见， 双 了 ，虽然 立 的交易关方建 稳定 系 但 不 味着并 意 小商与 生 者中间 产 的 。地 等位平 本从根

， ， 对上 在货源竞争 间商 人情说 中 产地中 关系的应用是一 。种 性应用策略

（二）无息民间借贷

了除 建 情关系外立人 ， 一 小地中间 定货源渠 要策 是 产 提供 息贷款产 商建立稳 道的另 重 略 为 生 者 无 。

、 力双 ，由 济 种植具有 动 集特于经 作物 资金 劳 密 征 择植户选种 一植 济 需要有 定种 经 作物 的 。资金基础

大 菜 ，以 蔬 种植为寿光市 棚 例 种植 1 （的黄 苦瓜 种植户 每年种亩地 瓜或 通常 2 ：季 1 、黄瓜季 1季苦

瓜。 种植面积实际 为 1 大 占地亩的 棚 积面 为通常 2.5～3亩） 本的成 年每 大约是 2万元，大 分 户部 种植

的实际 积种植面 为 3～8亩，因此，1 本 十的种植 在 万 万元之间年 成 几 至 几 ，一 种植户的确些 存在资金

力。压

，实地调 中间 种植户提供查发现 产地 商向 无息民间贷款 十 。情况 分 同产地中的 普遍 从不 间商的贷

来 ， 少 对 。 ， 菜款情 看 资 的多 产地中间 接 户数直接 出 金多 寿光市况 贷出 金 与 商所 的农 相关 贷 资 的 如 蔬

产地 ，中 唐先生 每间商 年贷 计给种植户 约的资金总 150万元。 ，唐先生说 在 定供 他的稳 货给 200多户

农户中， 少只有极 数 向他借不 钱（受访者：寿光市 菜蔬 产地 商唐 生中间 先 ，52岁， 谈 点访 地 ：唐 生先

家中， ：访 间谈时 2021年 6月 11 ）日 。也 一有 些产 商地中间 出额贷 较少。 菜市蔬 产 中 商寿光 地 间 向

，生表示先 在 定供货给他稳 的 40 ，大 十植户中 约 每年多户种 有 几户会在 9月购 。买农资时向 钱他借

向先生贷给每户 少额 则的钱款数 5000 ，元 多则 2万 ，元 贷 一出的 般钱 都能 菜 来。在 月 款 扣回当 中 他

也 ，明 示确表 贷 的钱主要出 是用于种植 ，户买 不会农资 贷 他 做 或给 们 生意 用于生 消费活 （ ：受访者 寿

光市 菜产地中间蔬 商向先生，51岁，访谈地点：向先生家中， 时间访谈 ：2021年 6月 14日）。这种

， ，民 贷区别于 贷款 需 或 用担 产地中间 基 任而非正间无息借 正式银行 无 抵押 信 保 商是 于信 式契约来规

避贷款 。 一 ，作为 种 正 资 任关系是 种无息风险 非 式 源 信 这 。民间 础借贷的基

小 ，本 ，产地中 者提 无息贷款 质 前者提前 付的货 目的在于间商为 生产 供的 上是 垫 款 其主要 建立稳

。的货 渠 地 间商 所以愿意定 源 道 产 中 之 提供无息 款贷 小 ， 一给 生产 为 者 旦 个产地 间者 是因 后 向某 中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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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也借 常钱 通 就必 ， 。须将 产品卖给这 以偿还借 产地 商获得稳定 源农 个中间商 款 这有利于 中间 的货

对小 ，生产者 言而 “借钱” ， 小 。前预支货 产者 用 产 中间 会延迟付相当于提 款 这让 生 不 担忧 地 商 款 已

也 了类 ， 本 ， ，有 发现 似情 资 付资 主要目 不 获 息 而是控 价格和销售研究 况 商业 预 金的 的 是 取利 制 渠道

确保购销以便 的稳定（Bhattacharya，1985；Roy，2014）。 ，寿光 同产地中间 回忆 借款根据 市不 商的

大种植户给 约是从 2015 开年 ， 菜 。始的 这 蔬 收 行 争 益激 的结果 当 中 与是近几年 购 业竞 日 烈 产地 间商

小 ， 门 也 ，生产者 无 借贷 常态时 产 流 业的 槛 会 之抬高 资金 厚的产地之间的 息 成为 农 品 通行 随 量不够雄

力 。为资 转压 而被淘 局中间商会因 金周 汰出

， 采 一除上述 略外 不 产地中间 些其策 同地区的 商还会 取 他 ， 、手 取 源 如 过请客吃 购段争 货 通 饭 送

等形式物卡 联络 ， 。 ，户 他们 己供货 过 立 关系和提 无息民间贷种植 让 给自 不 建 人情 供 款仍是 地中间产

商 ， 了 村 。取货 方式 这两种 都利用 乡 会的非 人情关系最常见的争 源的 方式 社 正式资源 和 贷都民间借 建

立 此 任关在彼 信 系的 ，基础上 信 系这种 任关 有时 村 。比 法 契约 在乡 社 发 作 些非正式的 律 更能 会 挥 用 这

，正式 源使产地中 在不直接 节的 下获得稳定 源 使他们 以通过资 间商可以 介入生产环 情况 的货 可 农产品

。 了 双 ：一 ，易在农业 获取 润 塑 地中 商的 重特 面 性的社会 是贸 产业链中 利 这形 产 间 征 方 地方 关系网 产

势， 大 小地中 的独特 销 中 很难绕过 地中间商直 庞 的 生产间商 优 地 间商 产 接与数量 者建立联系； 一另 方

， ， ， 少地中间商的 活动高度 入在地 系网络中 营范 通 有 的 极面 产 收购 嵌 方社会关 他们的经 围 常是 限 有

。 ， 小产地中间 进 区域经营 有 式法 约的约 产 中 与 生产者 间的联结看商能 行跨 尽管没 正 律契 束 地 间商 之

， 。这种松散 让前 效地控制货似松散 但 联结却可以 者有 源

六、商业资本扩张下的小生产者：自主还是从属？

本 ， ，小于商业资 不直接 种植或养 此从 面 生 者仍 持着生产由 并 介入农业 殖环节 因 表 上看 产 保 上的

“自主性”。然而，本文认为， 从 业全 链角度如果 农 产业 看， 小就 要 审视 生产 的需 重新 者 “自主性”。

一 ， 本 ， 一 ，方 产品流通 化和 农产品销售 成为 种高 专业化面 随着农 领域的专业 资 化 逐渐 度 的活动

，小 。 一 东业生产和 分离 产 渐 锁定 生产环节 在 省寿光市 的 济农 销售日渐 生 者逐 被 在 这 点 以山 为代表 经

尤 。 、 对 对 ，作 区表现 为 显 当地黄瓜 瓜种植户普 固定的产 此种物产 得 明 由于 苦 遍 接着相 地中间商 因 植

每天把农产 到产地中 商的加 可以户 品送 间 工厂后就 离开， ， ，记录 易 无 当场 算 种当天只需 交 数量 需 结

。 大大 了双 ， 小植户 货 至并不知 这 然 节 的交易 间 生 能将更多 间投入在送 时甚 道价格 固 省 方 时 使 产者 时

力 菜 ，到劳 的蔬 种植动 密集型 中 但这也 一着农 销售已经成 专业意味 产品 为 种 性 ，小活 生产者动 日益从

。 ，也 少 小 。 类小 一售活动中 光市 极 产 仍坚 自主销售 产 在当地的销 退出 在寿 有 数 生 者 持 这 生 者会 个精

农 品交 场销售品 产 易市 农 ， 对 ，产 在 市场进行 易的产地中 品品质有更 购品 这个 交 间商 农产 高的要求 收

也 。 小价 高 在此交易 产者苗先 表示格 更 的 生 生 ：“ 大 夫， 力 。卖 花 工 投入精品需要 的劳 更多 ”这意味

小 力， ， 也 。着 者 仅要 销售前投 多 做更精细 分 在销 要花费 多 间生产 不 在 入更 劳动 的产品 级 售时 更 时 因

来 办 判，他需要不 与前 收购的 中间商谈 想价 出为 断 代 或产地 直到能以理 格卖 农 。 ，产品 苗 说 他有先生

一 才 ， 也时 花 早上 农产品全 卖得 的 需要 时间 能将 部卖出去 快 时候 要 1 小个 时， 对 菜的确 他们 种这 的蔬

一些影响植有 （受访者： 光寿 市 菜蔬 种 苗先生植户 ，55岁，访 地谈 点： 孙村营胡 村 办委会 公室，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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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 6月 11日）。大 菜 一 力种植是 项 集的 活动棚蔬 劳动 高度密 生产 ，对大 来部分种 说植户 ，

将农产 卖给固 中间商是 方式品 定的产地 最省事的 ， 相 种 户将 售环节外 专 销售人员这 当于 植 销 包给 业的 。

小 ， 了 ， 也 一 。 义将 售环 包 相当 让 销 节 这 意味 要让渡 部分 取主生产者 销 节外 于 渡 售环 着 利润 从占

，小 ， 耕 、理论 者将 环节外包给 中间商 与 地 收割 节外包给 机视角看 生产 销售 产地 将 等生产环 专业的农

手 相 辑有 似逻 。 本 小 力些原 生产者依 庭 完成的活这 由 靠家 劳动 动， 被 专业 营活动 取如今 更 的经 所 代（陈

义媛，2019）。 小 对 、 ， 。 ，去 生产者 要 产品进行 并自行销 售环 专业化过 需 分级 包装 售 但随着销 节的

了 、 ，小 ，产地 商承担 分 包装等 加工活动 逐渐 锁 生 环节 再参与销中间 级 农产品初 生产者则 被 定在 产 不

。 义 ，小动 个意 上 生 生 领域售活 在这 产者在 产 的“ 主自 ”恰恰反 出射 其 。在 链中所处 从属地位产业 的

另一 ， 品方面 农产 “圈层型” ， 了小背后 险转嫁逻辑 商将滞销 险转嫁流通结构的 是风 中间 风 给 生

。在产者 “圈层型” ，中 中 商流通结构 间 可以“ 采以 定销 ”， 采 ， 少根 预估的销 定 因此极据 量确 购量

。 、 较 ， 择 少 ，遇 问 当行 迷 价格 时 地 商会选 不 购或 收购 即 情关系的到滞销 题 情低 低 产 中间 收 便出于人

， ， 也 。 ，能会 部分农产品 建立在其 身不会 提下 如果 格过考虑 他们可 收购 但这 自 亏损的前 农产品价 低

本 ， 择 ， 小 。收 收 不足 弥补成 时 中 便会选 不 而 滞销 完全由 产 承购的 入 以 产地 间商 收购 从 使 风险 生 者 担

也 ，是说 在就 “圈 型层 ” ， 一 。 ，流通结构 内部是相 系 如 有更高层级 筹中 同 圈层 互竞争的关 果没 的统

“ 采以销定 ” 无法迈就 向“ 产以销定 ”，小 一 ，生产者 前 季 价 号 整生 结构 这种只能根据 的 格信 调 产 滞

小 。性 处于产业 底 的 生 成为最 的 险 者后 会使 链条最 端 产者 终 风 承担

义 ， 本一 小 ， 一 又在这个 上 商业资 方 者锁定在 方面意 面将 生产 生产环节 另 在“ 层型圈 ”流通结构

小 。 ， 本将生产风 转嫁给 此 商业资下 险 生产者 因 可以 ， 小介入 产 的 况下 生产者吸在不 生 环节 情 将 纳进

一 。 小 ， 本。由 导的纵向 业 中 只 产者面 市 进 产 他们就 得不从属于其主 体化产 链 要 生 向 场 行生 不 商业资

也 ， 、 小 。 本是说 拥有 产环 生产者很难 真正的自 性 在商就 土地 掌控生 节的 获得 主 业资 的“ 侵入 ” ，下

小 ， ， 来。被锁 环节 生 只 完成 单再生产 实 破 他们只 复 再生定在生产 的 产者 能 简 难以 现突 是被重 地 产出

大 ，小 也 ，在庞 的 产 流 系面前 生 者 许不从属 体的企业 从属 为整体农 品 通体 产 于某个具 或中间商 却 于作

本， 势。的商 从而在全 业链的 中处于劣业资 产 利润分配

七、结论

，对 对较少。农业 型 究 要聚 于农业生 节 环节的关 果 农业既有关于 转 的研 主 焦 产环 流通 注相 如 将 生

来 ，放置在 个 业 看产 整 产 链中 就 大 了 。 ，会发 农业产业链 部分都流 由此 商现 中的利润 向 流通环节 可见

本也 小 。本 一 ，业资 会影 产者在产 链中的 鉴纵向 体 点考响 生 业 地位 文借 化理论 重 察了以下 个 题两 问 ：

一 ，讨 了是 过分析中 的 逻辑 论 农 通 特征 在逻辑通 间商 行为 产品流 的 和内 ；二 讨了 本对 小探 业是 商 资 接

、 ， 对小 。生产者 建 稳定货源渠 以此分析 的影立 道的策略 前者 生产者 响

究发现研 ，在 40多 市场化浪 席卷下年的 潮 ， 了购的从业 化走 专农产品收 者从兼业 向 业化。在 背此

， 大 小 大 小 对 ， 对景 尽管中国 产 通表现为 者 量中 企业的 但 种 现下 的农 品流 量 生产 与 流通 接 这 接呈 “圈

层型” ， 对 对 。也 ，征 不同层级 在农产品 的购 体都是相 稳 就是说 产特 的中间商 流通中所 接 销主 定的 地

大 对 小 ， 大 也中间商 部分农产 固定 生 提 的 销 中间商收 绝 农产品收购的绝 品是由相 的 产者 供 地 购的 部分



“圈层型”流通：商业资本对接小生产者的逻辑与策略

- 181 -

对 。是 定 产地 商提供 这由相 固 的 中间 的 种“圈层型”流通结构 立在建 3层运作逻辑上： 一， 一这 流第

长 弈 。 长 弈 ， 双通结 各参 体之间基于 而形成的 任关系 购销 方经构的基础是 与主 期博 信 在 期博 中 过不断

， 对 对 。 二， 双 ，互相 选 形 相 固 的 接关系 销 建立的契 非 式性 活性的 筛 最终 成 定 第 购 方所 约具有 正 和灵

双 。 三，这 方 以 风险 第 收 方可以使 可 共担 购 “ 采以销定 ”， ，预估的销 量 从 低即根据 量确定收购 而降

。滞销风险 在“ 层型圈 ” ， 。 本 村流通 构下 各 之间竞争 货源 业 助 社会结 级中间商 的焦点是 商 资 借 乡 非

， ， 小 ，正式资源 策 利用和建 关 以及 产者提 无 民 款 在不直 介入农业通过 略性 构人情 系 为 生 供 息 间贷 接

也 。生 下 能获得 供应产的情况 稳定的货源

本 未 ， 小商业资 并 直 入生产环 因此 生 产环节仍 面上由于 接介 节 产者在生 保持着表 的“自主性”。

，然 由于而 本 ， ， 一产品流通 业 资 化 农业 销 日渐 农产品 售 为 度专业农 的专 化和 生产和 售 分离 销 成 种高

，小 了 。 ，化 活动 生产者 锁定在 生的 实际上被 产环节 同时 “圈层型” 通结构下的流 “ 采定以销 ”原则

本 了小 。 本对 对 ，使 业资 将 销风险转 者 商 资 的 制和 销风险的 使商 农产品滞 嫁给 生产 业 货源 控 滞 转嫁 小

者即便在 节 持着 上的生产 生产环 保 表面 “自 性主 ”，也 本，得 属于作为 体的商业资不 不从 整 小因而 生

者产 在农业 润分产业链的利 配中仍 势处于劣 地位。

本 讨 一 ， 一讨 义。一论的是传 农产品 础结构和 论有 方 意 为新 的文 统 流通的基 般逻辑 这 两 面的 是 兴

类 讨 。有关各 品 形式的 论 础 农产农产 流通 提供基 以 品 上销售线 代 的 流通为 表 新兴 形式， 大很 程度上在

来 ，对 讨仍 传统农产 发展 传统流通结 分析可以 探 这些 式提供然是基于 品流通体系 起 的 构的 为 新流通模

。二 一 讨 小 。 ， 小参 步 论 产 出 打开 间 在现有 秩 下 分散的 不 不通照 是为进 生 者的 路 空 流通 序之 生产者 得

对 大 ， 本 势 。 一地中间 接 场 在商业资 主导的农业 处于弱 地 并非过产 商 市 因此 所 产业链中 位 但这 状况 不

， 一 村 。 一 ，村改变 可以考 条路径是 挥 集体 的作用 不 农民 业 社 体能 虑的 发 经济组织 同于 般的 专 合作 集

小经 组织在组 户济 织 农 方面具 势。 小 来， 小、有特殊 产 组织 以改变 因 弱 而缺乏优 将 生 者 起 可 其 为 分散

判 力 。 小 对 也 一 ，村市 谈 能 的处境 者 接市场 化服 部分 集体经 织可以通场 帮助 生产 是农业社会 务的 济组

类提供这 集体经济过 服务增加 收入。 于产 中不同 地 间商， 村集 经济 织所获得 入 在 庄内部体 组 的收 会留 ，

一 村 小 ，可 通过 的再分 流 生这 收入 以 集体 配 向 产者 从而 小增加 产者生 的 。 一 ，福利 的 些地区在河南省

一 村 类 ， 也 讨类 。开始 此 实践 笔者 续关注和 似的实已经有 些 庄 探索 将继 探 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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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r-structured”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Dynamics and
Strategies of Commercial Capital’s Linking to Petty Commodity Producers

CHENYiyuan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commercial capital shapes China’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by looking into the internal logic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as well as the strategies that middlemen adopt in order to keep a stable supply of products. It finds

that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is “circular-structured”, which means each layer of middlemen is connected with

relatively stable suppliers of products and relatively stable buyers.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such a structure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mutual trust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based on long-term games can greatly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Second, the

contracts established by trading partners on both sides are informal and flexible, which allows them to share risks by making

contractual adjustments. Third, the purchasers at all levels are able to make purchase decisions based on their projection of potential

sales volume, which reduces the risks of unsalable sales. In this context, by strategically using and constructing renqing relations, as

well as providing interest-free loans to petty commodity producers, commercial capital manages to establish a steady supply of

goods without getting directly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etty commodity producers who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s by these vertic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are rendered vulnerable even if they could retain autonomy in

production. In this sens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 path for petty commodity producers to organize and participate in market

transactions.

KeyWords: CommercialCapital; PettyCommodity Producer;Vertical Integration;Middlemen;Agricultural ProductCirc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