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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近年来蔬菜产业发展极其不稳定，“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问题经常同时发生。

将蔬菜产业市场看成一个整体，站在价值链的角度，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产业分析模型解

析蔬菜产业“菜贱伤农”、“菜贵伤民”问题。分析认为，“菜贱伤农”、“菜贵伤民”是因为生产蔬菜

的机会成本较大，加上机会成本上的大幅度加价，甚至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与流通过程环节

较多有关。最后给出相关的改进建议：控制成本驱动因素；重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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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全国蔬菜重点区域发展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报道，到 ２０１４年全国的蔬菜总产值已达到

６３００亿元，种植业中蔬菜的占比为３０％；农民人均

纯收入蔬菜生产贡献额为５７０多元，占比为１８．３％；

因为蔬菜的生产直接或间接转化城乡劳动力１．７亿

人；全国年出口蔬菜８１９．５万吨，出口额达６４．４亿

美元。可见，蔬菜产业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占有非常

重要的位置［１］。

但是，近几年蔬菜产业及其不稳定，“菜贱伤

农”和“菜贵伤民”问题经常同时发生。根据新闻报

道，陕西省富平县就发过这样的奇怪现象：菜农因为

收割芹菜的人工成本远大于芹菜自身价值，竟然让

其烂在地里也不愿意收割。相反，无论是在超市还

是农贸市场，老百姓并没有因为“菜贱伤农”而得到

实惠，菜价一直居高不下，造成“菜贵伤民”。２０１１

年５月１１日，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公布结果显

示：４月份，陕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５．３％，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１１．１％。因此，深入理解这一问

题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媒体调查和学术研究对于该问题关注的重

点主要是：在生产环节，由于信息共享机制存在问

题，蔬菜生产者盲目扩大生产，造成蔬菜供给大于需

求；在流通环节，蔬菜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效率低；

中间商赚取差价，从中牟取暴力等方面［２］。

本文在原有研究基础上，将蔬菜产业市场看成

一个整体，从整个价值链的角度，运用迈克尔·波特

的“五力”产业分析模型解析蔬菜产业的“菜贱伤

农”和“菜贵伤民”问题，最后给出相关的建议。

一、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

　　著名的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

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

为，企业的价值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基本活动和辅

助活动。基本活动是指一个企业的产品初始创造、

销售、交付和售后服务等活动，主要包括内部物流、

生产作业、外部物流、市场和销售、服务５种基本类

别。辅助活动是指通过提供外购投入、技术、人力资

源以及各种公司范围的职能，以实现基本活动。辅

助活动，如采购、技术开发和人力资源管理都与各种

具体的基本活动相联系并支持整个价值链。企业基



础设施虽然并不与各个基本活动相联系，但也支持

整个价值链。价值链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方法来审视

企业的所有行为及其相互关系［３］。

对于一个行业的上下游企业，他们互不相同但

又是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价

值创造的动态过程，这就是行业价值链。行业价值

链上的每一个价值活动都能够对行业最终实现的价

值造成一定的影响。行业价值链能够存在和接续的

前提是，行业内部各个环节的经济主体思维由单纯

的竞争观念向合作竞争观念转变，即不只是单纯地

关注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关注在整个行业价值

最大化约束下的各方利润最大化。

中国的蔬菜从地里到超市或蔬菜市场，最后再

到老百姓的餐桌上，一般要经过农户分散种植、批发

商集中收购、储存、运输、一级批发、二级批发乃至三

级批发、超市销售或摊主、消费者等多个环节。蔬菜

从生产环节到销售环节的完整价值链简单描述为

图１。

图１　蔬菜产业价值链

二、迈克·波特的“五力”

产业分析模型

　　迈克尔·波特在１９８０年代早期提出了用来进
行产业特征分析的系统性方法，通常称为“五力”模

型，这一模型已经被许多经济学家和战略管理学者

引用和扩展。他指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任何

产业，无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竞争规律都体现在

５种作用力当中：新的竞争对手入侵、替代品的威
胁、客户的议价能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现有竞争

对手之间的竞争，这５种作用力综合起来决定该产
业中的企业获取超出资本成本的平均投资收益率的

能力［３］。波特的“五力”产业分析框架如图２所示。

图２　迈克尔·波特的“五力”产业分析框架

这５种作用力决定了产业的盈利能力，因为它
们影响价格、成本和企业所需的投资，即影响投资收

益的诸多因素。

三、解析“菜贱伤农”和

“菜贵伤民”问题

　　在蔬菜产业中，各个经济主体参与了价值链的

组成，而价值链创造了某种价值，价值链参与者会采

取某种方式在它们之间分配这一价值。本文将其分

为价值创造和获取价值两部分，分别对这两个方面

展开论述，以解析“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问题。

（一）价值创造：潜在性产业收益

如果把产业内的所有在位企业看作一个集团的

话，那么它们希望获取的最大价值就是价值链增加

的所有价值，即为最终顾客创造的商品或服务价值

扣除创造价值所用资源的价值。这一价值称为潜在

性产业收益（以下简称ＰＩＥ）［４］。蔬菜产业的 ＰＩＥ如

图３所示。

图３　蔬菜产业的ＰＩＥ

图３中，为消费者提供的蔬菜总价值包含了消

费者对蔬菜的需求曲线以下的全部区域。消费者对

蔬菜的需求曲线表示消费者购买蔬菜的意愿。消费

者购买单位产品时，愿意支付的价格等于需求曲线

在纵轴上的截距，支付意愿会随着购买单位产品数

量的增加而下降。蔬菜的机会成本直线代表了蔬菜

产业成本曲线。机会成本是获取必要资源以生产一

定数量产品所需的最小支付。ＰＩＥ等于创造的总价

值减去创造价值所需资源的机会成本。

１．消费者对蔬菜的需求分析

蔬菜是生活必需品，人们不会因为蔬菜价格的

下降而大量购买，所以说蔬菜需求量的变化对于价

格变化的反映程度比较低。当蔬菜由于季节性大面

积上市时，市场上蔬菜的供应量大幅度增加，在缺乏

弹性需求曲线的作用下，蔬菜的市场均衡价格将会

大幅度下降，这样导致农户总收入量减少，即“菜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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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农”。

２．蔬菜的机会成本分析

机会成本被分担在价值链上的每一个阶段，是

因为价值链上的每个部分分别承担着把蔬菜从农户

地里送到最终消费者餐桌上的成本。

生产蔬菜的机会成本包括两个部分，即农户的

生产成本和流通商产生的成本。农户的生产成本比

较简单，与生产量有一定的线性关系；但是流通商的

成本包括批发商集中收购、储存、运输、一级批发、二

级批发乃至三级批发、超市销售或摊主等部分产生

的成本，比如运输过程的车辆燃油费、人工费、车辆

机械损耗费，农贸市场批发商的蔬菜卸载费、摊位

费、磅秤费及终端菜市场的人工费、包装费、卫生费，

还有高昂的超市进场费、冷藏费等，这样每个环节都

会产生成本，也都会或多或少地加价，因为所有的流

通商都要谋求一定比例的利润［５］。这在很大程度上

加大了原有成本，推高了菜价。但是对于流通商来

说，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将会进一步压低农户的菜

价，也会进一步抬高消费者承担的最终菜价，即“菜

贱伤农”、“菜贵伤民”。

３．ＰＩＥ分析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几乎不可能获得其所在价

值链环节所创造的所有价值。农户通常会获得一部

分ＰＩＥ，他们得到的付款经常要大于蔬菜的机会成

本。同样，消费者也可能会获得一部分 ＰＩＥ，他们的

付款经常要小于愿意支付的最高金额。蔬菜产业内

的竞争会侵蚀掉一部分 ＰＩＥ，消费者转向其他蔬菜

替代品会失去一部分 ＰＩＥ，还有一部分 ＰＩＥ会由于

新进入者而失去。

（二）获取价值：分割ＰＩＥ
本文借助迈克尔·波特的“五力”产业分析模

型来说明影响蔬菜产业获取价值能力的那些力量。

１．农户等供应商力量

中国大部分地区农业实行的是家庭承包责任

制，这带来了农业生产的随机性和分散性，农户既是

生产者，又是经营者，蔬菜产业的主要供应商是分散

的农户。同时由于集约化程度低、生产经营分散、技

术水平较低，农户都是以个体的身份进入蔬菜市场

的，所以他们的劳动力议价力量特别小，缺乏话语

权。这也增加了农户和蔬菜商之间的交易成本。中

国的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的参

与者就是市场的价格接受者，农户单独提高价格的

后果只能是蔬菜收购者转而购买价格低的蔬菜。另

外，分散的农户根本不会联合起来减少蔬菜的供应

来提高卖价。综合来讲，农户的地位比较弱，所以就

不会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只能受流通商在价格上的

压缩。

２．新进入者力量

蔬菜产业的进入障碍特别低。这就导致一旦某

种蔬菜很抢手，大批新农户就会蜂拥而上，盲目地种

植这种蔬菜。这就造成在下一个蔬菜供应季，这种

蔬菜大量上市，供应远大于需求，就会进一步大大压

低菜价。

３．竞争力量

此处的竞争分为两部分：农户之间的竞争和流

通商之间竞争。在生产市场上，因为蔬菜供应者特

别多，竞争几乎是完全竞争。在一个有众多销售者

竞相销售同一种蔬菜的市场上，价格会降到生产这

一蔬菜所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或者更低。

在流通领域，因为蔬菜的种植比较分散，所以只

能靠批发商集中收购、集中储存、集中运输，这一切

都需要一定规模的投入，其中有一定的进入障碍，较

少的竞争决定了流通者可以在其原有成本的基础上

增加较大比例的利润，其卖价要相对高于流通这一

蔬菜所用资源的机会成本。

４．购买者力量

此处的购买者有两方面：一是当流通商购买农

户的蔬菜时，流通商是购买者；二是当消费者购买流

通商，即购买分销商的蔬菜时，消费者是购买者。

第一，蔬菜的销售渠道系统内的专业分工，使得

渠道内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具有一定的专场权，从而

对其他成员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蔬菜的生产又难

以实现高度专业化而不得不采取分散的以单个农户

为单位的生产形式。加之蔬菜又具有高度的同质

性，因此其市场竞争几乎为完全竞争。流通商，比如

批发商的集中采购具有一定的规模，对于农户的蔬

菜生产具有一定的买方优势，这会导致流通商农户

的蔬菜价格。

第二，就蔬菜最终消费者来说，因为蔬菜是生活

必需品，人们对其有一定的刚性需求。此时，作为集

中供应商身份的流通商又具有一定的卖方优势。这

会导致流通商把蔬菜价格抬高。

这样，以不同身份出现在生产和消费市场的流

通者，在两端市场均具有优势，具有话语权。

５．替代品

当一种蔬菜的价格高于消费者的意愿时，消费

者可能短时间转向消费另一种蔬菜，但是长时间来

看，其替代性不太大，这跟居民的生活习惯有关，但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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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替代品的出现也分走了一部分ＰＩＥ。

四、问题解析

　　在蔬菜的供销环节中，流通商（包括批发商集

中收购、储存、运输、一级批发、二级批发乃至三级批

发、超市销售或摊主等）因为负责把蔬菜从上游生

产者（农户）手中送到最终消费者手中，这一过程使

价值得以实现，所以流通商在拥有专长权的基础上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和消费者的行为。这一结

论说明流通商将蔬菜的价格向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

都进行了推动，但是方向相反：一个是压缩价格，另

一个是抬高价格。这一方面造成了“菜贱伤农”，另

一方面“菜贵伤民”的现象发生。

但是据调查，位于中间环节的流通商也常常叫

苦不迭，他们有的也在利润边缘徘徊，这与上述分析

结论流通商拿走了大部分的ＰＩＥ又相互矛盾。那么

“菜贱伤农”、“菜贵伤民”是因为蔬菜的机会成本太

大，还是因为在机会成本上的加价太大，还是二者联

合作用。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解析。

（一）蔬菜生产机会成本的大小

蔬菜生产到消费通常要经过农户、采购商、批发

商、零售商和消费者５个环节。本文引用刘思宇等

的有关研究［６］加以分析。由文献［６］可知，蔬菜机

会成本由高到低的排列为零售商＞批发商＞采购商

＞生产商。蔬菜机会成本随着蔬菜的流通在一步步

的增加，流通环节多，必然产生的成本就越多。

（二）蔬菜机会成本上加价的合理

范围

从利润的绝对量看，流通主体的利润分配量由

高到低排列为：批发商（省内中间商）＞零售商 ＞采

购商＞省内生产商 ＞省外生产商，即表示运输环节

＞零售环节＞生产环节［６］。

流通环节越多，产生的成本就多，同时集中收

购、储存和运输风险也较大，要求的收益就较大。所

以在成本大的基础上增加较大的利润是有其合理性

的。但是过高的利润加价也是不合理的。但是，本

文并没有给出合理加价的确定范围，所以这有待于

根据具体的单个流通商的运营情况，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再给出合理的范围。

（三）研究结果

从前文可以看出，“菜贱伤农”、“菜贵伤民”是

因为蔬菜的机会成本太大，加之机会成本上合理或

不合理的大幅度加价，二者联合作用的结果。对于

流通商，如果在实际运营中能够维持利润大于成本，

那么就可以盈利；由于市场流通过程中不可控的因

素太多，蔬菜又属于易损物，一旦遭遇人为或非人为

因素的影响，都有可能遭受损失。更重要的是，虽然

流通商可以向其两端施加压力，但是不能一味地降

低买价、提高卖价。在这一过程中，一旦计算失误，

流通商将遭受比农户和消费者更大的损失。

综上，“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问题的发生与

流通商有很大的关系，但不是单个流通商的问题，而

是整个流通机制存在的固有问题，比如自然形成的

流通环节太多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机制整体一旦有

问题，那么必然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成本发生，而这

些不必要的成本，必然会通过价值链向消费者施加，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五、结语

　　在整个价值链上，有很多驱动最终价格的成本

因素，只有控制一些成本因素，才能降低最终的菜

价。比如，政府可以鼓励农业集约化生产，建立农超

对接的销售渠道，这样可以减少面向分散农户的收

购成本，减少蔬菜在流通构成的重复装卸和损耗等。

政府还可以采用有所不同、效率更高的方式设计、生

产、分销或销售蔬菜渠道，即重构价值链以获取成本

优势。在这一方面，政府需要建立相关的协同机制

来帮助新价值链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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