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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比较优势  促进市场融合
——四川省农畜产品流通调查：以猪肉为例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钟笑寒

 
我们中日经济专家联合调查组于2001年11月20至24日对四川省成都市及其郊县进行了考察，了解四川省农畜

产品的流通状况，重点是猪肉及其制品。调查中，我们与省西部开发办、省和市畜牧局、省经贸委的有关负责人
进行了座谈，还走访了新希望集团及其下属的一个饲料厂，成都吞拿养殖有限公司下属的金堂吞拿良种猪繁殖
场。

四川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农业又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GDP中第一产业比重为23.3%（2000年），高
于全国平均的18%。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饮料食品业和医药化工业也是该省的支柱产业。在中国政府确定的西部大
开发总体规划四川省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中，“粮食、蔬菜、水果、禽畜产品、水产品的贮藏、保险和加工”等
若干与农业资源开发相关的产业列在了首要的位置。仅以猪肉为例，其产量占全国的1/9，而每年产量的1/3销往
省外，少量还用于出口。四川气候温和潮湿，水资源丰富，拥有大量的平原和浅丘，劳动力廉价，在农业及其相
关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然而，就是这个农业大省，在农畜产品的流通方面，特别是产品外销方面，一直存在
较大的问题。我们的调查就是针对这一点，了解目前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找其影响因素，进而提出解决办法。
 
一、             现状和问题

以猪肉的外销为例，四川省年出栏6600万头，其中约1/3为农民自给性消费，1/3为省内销售，1/3为省外销
售。从事猪肉经营的主要是众多的民营肉联厂，少量为国营肉联厂。品种主要为冻肉，而不是鲜肉和保鲜的冷却
肉。由于运距长，运输方式主要是铁路运输，少量为水运，但都要辅之以汽车运输。这一铁路－公路联运方式的
缺点是，运输环节多，时间长，提高了成本。同时，由于铁路部门是独立于销售企业之外的，特别的，铁路部门
和地方行政部门也是独立的，销售企业必须向铁路申请车皮，这一中间环节无疑又加大了交易成本，成本的增加
导致了价格优势的丧失。另外的一个挑战是，外销大省的需求再下降，特别是上海市，原来是川猪的主销区，而
目前已经不到川猪外销量的1%。价格是一个因素，上海邻近的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用汽车就直接能实现点到
点的运输，极大降低了成本，在竞争中压倒了川猪。品质方面，上海的消费者逐步转向以消费鲜肉和保鲜冷却肉
为主，对口感稍差的冻肉并不偏好，这也导致了需求下降。目前，川猪的主要外销省份是广东（40%）和河南
（10%）。

基于这一现状，当地决策者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发展猪肉的深加工，同时积极开拓对冻肉制品需求较大的新
疆和东北三省的市场，甚至出口东南亚。我们认为，从短期来看，这显然是正确的措施。但是，放眼长远，我们
通过对影响四川农畜产品流通各方面因素——包括交通运输、生产、市场和流通、乃至文化因素——的全面审
视，也许更能找到制约其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从而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
 
二、             影响因素
1、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条件落后历来被认为是首要的制约因素。不过，应该看到，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四川的铁路、
公路、水运和航空条件都会大为改观，这一因素的影响已经逐渐减弱。特别是公路运输的发展，目前全省高速公
路已达1000公里，通过与省外高速公路连接，有可能在3年内建成远距离高速通道，到时，至上海只需要一天时
间。公路交通的发展有可能彻底缓解目前的长途运输难题，为灵活高效的农畜产品流通创造条件。但是，如果不
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到那时，只能是望路兴叹。

 
2、   生产

四川省猪肉生产的传统模式是农户家庭的分散饲养方式。户均宰杀规模为5-6头/年，规模超过1000头的生产
单位非常之少。另一突出特点是农牧结合，劳动分工不明显，效率不高。农民养猪的动机不单纯是牟利，还出
于“粪肥还田”的生态考虑。这种养猪方式的优点在于，耗粮少，成本低，属于“绿色食品”。但其缺陷也是明显
的，它实际上是农畜产品流通不畅的深层次原因。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分散饲养导致了技术改良的困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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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川猪以本地土猪为主，瘦肉率低，三元杂交的良种猪相当少。原因就是其饲养条件高，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和技术控制，小规模的农户难以承受。技术改良的困难严重影响了猪肉的质量和养猪的效率，使川猪的比较优势
逐步丧失，其次，分散饲养增加了流通成本，包括屠宰、分销和产品标准化的成本，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分
散饲养的农户对市场价格波动缺乏预测，常常反应过度，导致猪肉的产量难以稳定。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影响农户
养猪的积极性，导致恶性循环。

可喜的是，目前许多企业已经介入了猪肉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环节。其中包括四川的希望集团、河南的双汇
和春都集团等一批大企业。据称，饲养规模上万头、加工规模上十万头的民营企业已在成都附近出现。企业化经
营能够克服分散经营的弱点，具有很好的前景。

 
3、市场建设和流通中介

 四川的农畜产品集贸市场众多，批发市场也已经建立。但是，由于市场的主体仍然是分散的农户，企业和大
的流通中介缺乏，所以市场交易仍然停留在分散交易的阶段，诸如拍卖制等适合大宗标准化农产品交易的方式还
难以引入，市场的贮藏、加工和运输能力有限，交易品种也有限。这样就限制了市场发挥沟通信息，引导产销和
减少交易成本的重要作用。对比日本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如大阪的批发市场，还有很大差距。分散的市场主体对
于保护生产者的利益也没有好处。

前面提到，目前参与猪肉初加工和流通的主要是民营的肉联厂，他们大都规模较小，缺乏市场力量。从事猪
肉深加工和产品流通的企业虽然有希望、双汇等，但市场仍有待开拓，对原猪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值得注意的
是，象希望这样的大型集团，已经将寻求发展的道路放到农业以外的房地产、银行业等方面，似乎已无意于为农
业产业化再立新功。四川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也开发出不少产品，但真正叫得响的品牌寥寥无几。看来，在如何
培育大企业方面，仍然有很多路要走。

 
4、 文化因素

四川是一个资源丰富、气候宜人的地方，普通百姓衣食无忧，其饮食文化非常发达，川菜享誉中外。闲瑕时
间充裕，以打麻将消遣之风最盛。一直以来，四川本省的人才外流很多，省内只有成都、绵阳等地掌握现代科技
的人才较多。这样一来，四川人的创业求新意识略显淡漠，小富即安的思想较重。这无疑对四川融入一个现代社
会造成了一些障碍。也表现在农业产业化方面的步伐比较慢，真正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很少。
 
三、             政策建议

1、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包括资金、土地方面的扶持。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力求引入大的企业，促进
规模经营。在条件较差的地区，鼓励农民个人和集体自发组织小型的农业企业甚至合作社，逐步扩大经营和销售
规模，为进一步的产业化做好准备。各级政府应该在土地的流转政策、信息服务和技术指导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逐步引导企业步入大市场，参与竞争。农村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该在资金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应
该注意发挥已有中介组织，如供销社、技术服务站，乃至涉农政府部门的作用，同时积极扶植农村能人和农民企
业家。

2、促进流通中介的适当集中。流通企业规模过小容易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不利于效率提高。应该
鼓励其集中规模，建立市场范围更为广泛，规模效应更为明显的大企业。政府应该在流通中介的整合发挥积极作
用。在流通中介集中的基础上，适时的改进批发市场的经营模式，使其发挥枢纽作用，提高流通效率。

 
3、通过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资源的开发。例如农产品的深加工、制药行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等

等。力求创出品牌，竖立信誉，开拓市场。
 

    4、引进人才，引进外资。通过引入新的文化因素，改造已有文化，创造一个具有活力和效率的现代社会。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就可能重建四川农产品（特别是猪肉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加入WTO和国内市场一体化
的形势下，积极融入而不是消极应付，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使四川成为全国的农业强省、经济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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