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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产品滞销问题研究

———以2009年中国11个省市食用菌种植农户调查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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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对中国11个省份510户食用菌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食用菌的销售情况,并通过建立

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产品滞销的因素。结果表明:男性农民和参加农业协会的农民在农产品销售中更

具优势;农户对消费者偏好和市场行情越了解,其农产品销售情况越好;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批发市场分

布越近、道路状况越好,农户的农产品销售情况越好。提出了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协会的扶持力度,加快实现

农产品物流信息化,加强对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宣传和推广,优化农产品销售网点布局和增加对道路等基础设

施的投入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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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7年震惊全国的苍山县“蒜苔事件”,到近

几年来内蒙古土豆价上演“过山车”,我国农产品滞

销现象频繁出现。农产品的顺利销售,决定着农产

品价值的实现与农民收入的增加,是事关国计民生

的大事。一方面,中国是人口大国,据统计,2009年

中国有13.35亿人,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巨大;另一方

面,中国是农业人口大国,2009年中国农村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3%,农产品能否顺利销售关系

到中国7.13亿农民的增收[1];更重要的是,如果农

产品不能顺利销售将极大地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从而影响来年农产品的生产量,进而威胁到中国

13亿多人的温饱。
目前,学者对农产品销售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2个方面。
第一,农产品销售渠道研究。世界各国的学者

对农产 品 销 售 渠 道 进 行 了 广 泛 研 究,Zuurbier、

Poole等指出,美国水果和蔬菜的销售中有3/4是

通过超市这一渠道[2-3]。孙剑等指出,日本农产品的

销售环节众多,政府为保证各方利益,通过《零售法》
明确利润比例为批发商4.0%、中间批发商10.9%、
零售商43.0%、农协等13.6%、生产者28.5%,零
售商为保证利润往往会抬高终端价格,最终导致日

本成为世界农产品零售价格最高的国家[4]。郭红东

等、乌云花等指出,中国小商贩和批发商等传统渠道

仍是农户销售农产品的主要渠道[5-6]。李平等在对

中国食用菌种植户市场流通认知进行调查后得出,
中国食用菌农户主要选择通过商贩和自产自销的方

式参与市场流通,上述2种方式的比例分别占样本

比例的77.19%和24.09%[7]。黄祖辉等认为中国

现行生鲜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有:“农户+城市集贸市

场”“农户+产地批发商”“农户+贩销户”“农户+合

作组织”和“农户+加工企业”等[8]。张敏在对陕西

省白水县的苹果种植农户进行调研后指出,“农
户+经纪人+市场”是一种最适合当地的农产品

销售渠道[9]。
第二,农户销售相关行为研究。Poole等学者

在对西班牙水果种植农户的研究中指出,农户面临

的价格和付款的不确定性是影响销售渠道选择的主

要因素[3]。齐文娥等指出,便利性、价格、稳定性、规
模性、经济性、关系性、习惯性和控制性是影响荔枝

种植者销售渠道选择的主要因素,农户销售农产品

的最优渠道选择依次为外来商户上门收购、卖给村

里的销售大户、通过批发市场销售和自己到市场零

售[10]。卢敏等指出,国内外食用菌种植农户对食用

菌市场信息不了解,为了谨慎起见大多数农户倾向

于采用多种渠道获取食用菌销售信息[11]。吕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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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农户的销售水平和销售结构受农产品经营规模、
价格、农户兼业类型、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资金集

约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12]。靳宗振等在分析河南

省开封市的140个农户的基础上得出,农户粮食销

售行为受粮食价格、单产、家庭期内现金支出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13]。屈小博等在对陕西省447个果农

进行调查后得出,信息成本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都

有较强约束,谈判成本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销售行

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执行(监测)成本对较大经营

规模农户销售行为的负面影响明显小于对中小经营

规模农户的负面影响[14]。
综观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宏观的、定性的研究,从微观主体进行的定量研究

并不多见。农户作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源头,在农产

品流通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

视[1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过,要发

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积极培育会经营、懂技术、有文

化的新型农民[16]。面对周而复始的农产品滞销问

题,基于农户视角研究农产品滞销及其影响因素,可
能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

食用菌产业是继粮、棉、油、果、菜之后的第六大

产业,同时也是重要的农业创汇产业。1988年以

来,中国一直是世界食用菌生产第一大国。2009
年,中国食用菌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食用菌

产业总产值1103亿元,从业人员2000多万人①。
因此,以食用菌为例研究农产品滞销问题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中国11个省市食用

菌种植农户的调查为据,从农户的视角定量分析农

产品滞销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1.研究方法的选取

为从农户视角深入研究影响农产品滞销的因

素,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其影响因素及其显

著性进行分析。基于勒温的行为模型,将影响农户

农产品滞销的因素归纳为3个方面:①农户个人禀

赋因素(A)②农户生产与销售因素(B)③外部环境

因素(C)。农户农产品滞销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可

以用以下函数形式表示:
yi=f(Ai+Bi+Ci)+εi(i=1,2,…n) (1)

式(1)中yi 表示农民i在食用菌销售中是否存

在滞销现象,取值为1表示存在滞销现象,取值为0
表示不存在滞销现象,属典型的二分变量,可通过二

元Logistic回归方法[17],将函数构造为以下形式:

ln(Pi

1-Pi
)=α+∑

m

k=1
βkXki (2)

式(2)中,农民销售食用菌时存在滞销现象的概

率为1,不存在滞销现象的概率为0。Xki为影响第i
个农户食用菌销售的第k 各因素,α为常数项,βk 为

回归系数。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调研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09年对

中国食用菌优势产区616户菇农所做的调查。调研

区域除了陕西、浙江、福建、湖北、江苏、河南、山东、
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共计11个省外,还包括北

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以及甘肃省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但由于本次调研中在北京(2个)、上海

(1个)、天津(2个)甘肃(3个)、新疆(2个)等省(市)
获取到的样本量太少,故未纳入本文分析。数据显

示,上述11省2010年食用菌产量达1769.74万t,
占全国食用菌总量的80.40%,用来分析中国食用

菌销售情况具有代表性。在剔除了有缺失数据、异
常值的农户以后,共获得有效问卷510份,问卷有效

率为82.8%。

3.变量取值与描述性分析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变量的统计特性,本文对各

变量进行了均值、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

表1。Y 的平均值为0.42,更接近0,说明被调查对

象中大部分农户不存在滞销现象;X1的平均值为

0.62,更接近于1,说明被调查对象以男性农户为

主;X2的平均值为44.32,说明被调查对象大部分为

中年农民;X3的平均值为2.13,说明被调查的农户

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X4的平均值为0.49,说明被

调查对象中大部分农户未参加农业协会等农民合作

组织;X5的平均值为0.71,说明被调查对象中大部

分以食用菌为主要收入来源;X6的平均值为1.68,
说明被调查对象对消费者偏好的了解程度介于“不
了解”和“了解一点”之间,处于较低水平;X7的平均

值为2.15,说明被调查对象对食用菌市场行情的了

解程度更接近于“了解一点”;X8的平均值为3,说明

被调查对象在食用菌销售中与商贩对食用菌等级认

定的一致度为“有时一致”,仍处于较低水平;X9的

平均值为0.73,更接近于1,说明被调查对象大多倾

向于对食用菌进行一定的深加工后再销售;X10的平

均值为2.66,说明大部分农产品批发市场分布在距

离被调查对象居住地15~30km的范围内;X1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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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取值与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食用菌销售中是否存在滞销现象(Y) 存在滞销现象=1;不存在滞销现象=0 0.42 0.49

农户个人禀赋

 性别(X1) 男=1;女=0 0.62 0.49

 年龄(X2) 农民的实际年龄(岁) 44.32 8.68

 文化程度(X3)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学及以上=4 2.13 0.70

 是否参加农业协会(X4) 参加=1;没有参加=0 0.49 0.50

生产决策性特征

 食用菌收入占比(X5) 年食用菌种植收入占年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0.71 0.29

 对消费者偏好了解程度(X6) 不了解=1;了解一点=2;很了解=3 1.68 0.82

 对市场行情的了解程度(X7) 不了解=1;了解一点=2;很了解=3 2.15 0.85

销售便利性特征

 与商贩对食用菌等级认定的一致度(X8)
完全不一致=1;经常不一致=2;有时一致=3;

多数情况一致=4;完全一致=5
3.00 0.98

 是否深加工(X9) 是=1;不是=0 0.73 0.45

 农产品批发市场分布情况(X10) 7.5以内=1;7.5~15=2;15~30=3;30~45=4;45~75=5;75以上=6 2.66 1.37

 道路状况(X11) 乡间泥路=1;村村通公路=2;地(县)级公路=3;省级公路=4;国道=5 3.16 1.12

平均值为3.16,说明被调查对象居住地附近的道路

类型为地(县)级公路。

  二、结果与分析

1.食用菌滞销农户的基本情况

从调查结果看,食用菌滞销现象时有发生,在被

调查农户中有212户近期遇到过滞销问题,占样本

总量的41.57%。据统计,滞销的主要原因依次为

市场行情不好、生产太多和不了解需求信息,占滞销

农户的比例分别为73.11%、29.25%和14.15%。
现将食用菌滞销农户的特点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1)种植规模普遍偏小,其中规模小和较小的农

户最多,有133户,占滞销农户的62.74%;规模一

般的农户有25户,占滞销农户的11.79%;规模较

大和规模很大的农户,各27户,占滞销农户的比例

均为12.74%。
(2)对消费者偏好、市场行情等信息不了解。食

用菌种植农户对消费者偏好不了解,只有20人“很
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占滞销农户的9.43%,而在不

存在滞销的农户中这一比例为35.55%;对食用菌

市场行情不了解,只有70人“很了解”食用菌市场行

情,占滞销农户的33.02%,而在不存在滞销的农户

中这一比例为53.02%。滞销农户获取市场行情信

息的来源以“食用菌商贩”“同村种植户”“自己去农

贸市场打听”等传统渠道为主,占滞销农户的比例分

别为35.85%、21.23%、12.26%。另外,21个受访

农户反应还有互联网、广播、电视、政府发布等其他

信息获取渠道。
(3)缺乏统一的食用菌等级认定标准。食用菌

种植农户与食用菌商贩对食用菌等级的认定一致度

低,完全不一致、经常不一致的农户共88户,占滞销

农户的比例为41.51%,这一比例比平销和畅销农

户高了19.03%。由于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商贩

在收购时往往借机压价,导致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4)参加食用菌协会的比例偏低。被调研对象

中,一半以上的农户未参加农业协会,占50.8%。
滞销农户中未加入农业协会的比例更高,有142人

占滞销农户的近67%,这一比例比平销和畅销农户

高了16.2%。
(5)农户对食用菌的深加工方式以手工操作为

主,机械化水平很低。调研数据显示,滞销农户中,
采用分拣、简单清洗、包装、晒干和烘干5种深加工

方式的农户比例依次为,41%、25.94%、14.62%、

16.98%、2.36%。以上5种方式中仅有包装和烘干

2种方式可能使用加工设备,而农户对这两种方式

的采用比例很低。这说明,目前食用菌加工方式仍

停留在手工操作,对加工设备的使用较少,机械化水

平很低。此外,滞销农户中有78户未对食用菌进行

任何加工,占滞销农户的36.79%,这一比例比平

销、畅销农户高了16.66%。可见深加工对促进农

产品销售的作用明显。

2.农民食用菌销售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SPSS17.0软件,对农户农产品滞销的影

响因素分析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检验发现: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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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Omnibus检验χ2

值为206.215,模型拟合优度检验中 Hosmerand
Lemeshow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974>0.05,对样

本重新判别分类,符合率达77.60%,说明模型拟合

情况较好。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enter
法,得出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
最终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农产品滞销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β S.E值 Wald值 Sig值 Exp(β)

X1 -0.581** 0.270 4.641 0.031 0.559

X2 -0.006 0.014 0.183 0.669 0.994

X3 -0.180 0.186 0.938 0.333 0.835

X4 -1.142*** 0.238 22.966 0.000 0.319

X5 -0.226 0.396 0.324 0.569 0.798

X6 -0.401*** 0.153 6.858 0.009 0.670

X7 -0.505*** 0.147 11.770 0.001 0.604

X8 -0.099 0.123 0.646 0.421 0.906

X9 -1.420*** 0.262 29.292 0.000 0.242

X10 0.592*** 0.093 40.910 0.000 1.807

X11 -0.210* 0.109 3.705 0.054 0.811

常量 2.757 1.091 6.392 0.011 15.757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1)农户个人禀赋因素的影响。①食用菌的销

售情 况 受 到 农 户 性 别 的 显 著 影 响,回 归 系 数 为

0.581,影响方向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极其显著。
说明,在食用菌销售过程中男性农户比女性农户滞

销现象少。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农户

有314人(是女性农户的1.6倍),占样本总数的

61.57%,其中有127人存在食用菌滞销现象,占男

性样本的40.45%(比女性的这一比例低了3%)。
原因可能在于,女性农户受教育程度较低,普通话掌

握程度较差,直接影响了她们在农产品销售中的竞

争力。②是否参加农业协会显著影响食用菌销售情

况,回归系数为1.142,影响方向为负,且在1%的水

平上及其显著。说明参加食用菌协会的农户在食用

菌的销售过程中滞销现象少。调研中发现,没有参

加农业协会的259个农民中,有54.83%的人存在食

用菌滞销情况;而参加了农业协会的251个农民中,
这一比例降低了近27%。这是由于,农业协会不但

能为会员提供栽培技术,帮助他们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产出效益;而且能为会员搭建市场供需平台,使他

们及时掌握食用菌的市场行情,从而正确选择适销

对路的食用菌品种、及时调整生产规模。这与吕东

辉、周殿昆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在研究中指出农

民合作组织能提高农民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的讨价

还价能力,从而有效提高农民收入[19-20]。因此,参加

农业协会等农民合作组织有助于改善农民食用菌滞

销情况。
(2)生产决策性特征的影响。对消费者偏好和

市场行情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食用菌的销售情况,
回归系数分别为0.401,0.505,影响方向均为负,且
在1%的水平上极显著。说明,农户对消费者偏好

和市场行情的了解程度与农户食用菌滞销情况成反

比。调研中发现,对消费者偏好不了解的281个农

户中,有49.47%的人存在食用菌滞销情况。对消

费者偏好知道和知道一点的229个农户中,这一比

例为31.88%,比对消费者偏好不了解的农民低了

近18%;对市场行情不了解的150个农户中,有

64.00%的人存在食用菌滞销情况。对市场行情了

解一点 和 很 了 解 的360个 农 户 中,这 一 比 例 为

32.22%,比对市场行情不了解的农民低了近32%。
这与王维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他指出为改善农产品

流通过程中的滞销现象,应鼓励各方联合建立农产

品流通信息平台[21]。由此看来,农户对消费者偏好

和市场行情了解程度越低,其食用菌生产和市场需

求的差距就越大,滞销问题就越明显。
(3)销售便利性特征的影响。①是否进行深加

工显著影响食用菌的销售,回归系数为1.42,影响

方向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极显著。说明,是否进

行深加工与食用菌滞销情况成反比。调研中发现,
未进行深加工的140户农户中,有68.57%的人存

在食用菌滞销情况;进行深加工的370户农户中,这
一比例为31.35%,比未进行深加工的农民低了

37.22个百分点。可能的原因是,适当的加工有助于

改善成品品质,提高食用菌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在销

售方面更具优势。这与章胜勇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他指出农产品采后加工处理环节薄弱是农产品滞销

的主要原因[22]。②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分布情况显

著影响食用菌的销售,回归系数为0.592,影响方向

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极显著。说明,农产品批发

市场分布的越近,农户的食用菌滞销情况越少。调

研数据显示,被调查对象居住地最近的农产品批发

市场分布在7.5km范围以内的有109人,其中有

18.35%的人存在食用菌滞销情况;被调查对象居住

地最近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分布在7.5~75km范围

内的有379人,其中46.97%的人存在食用菌滞销

情况;被调查对象居住地最近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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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75km以上有22人,其中63.64%存在食用菌

滞销情况,比第一种情况比例高出了45.29%。原

因在于,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农民自行销售农产品的

主要场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批发市

场分布的越近,农户越容易到达,食用菌滞销情况越

少。③路状况显著影响食用菌的销售情况,回归系

数为0.21,系数符号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道路状况越好的地区,农户的食用菌滞销现象

越少。调查中发现,在居住地附近道路状况为“村村

通”公路和乡间泥路的166个农民中,有54.82%的

人存在食用菌滞销情况;道路状况为国道、省级公路

和地(县)级 公 路 的344个 农 民 中,这 一 比 例 为

35.17%,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居住地

附近的道路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家庭所在地

的交通状况,交通条件越好的地区市场经济越活跃,
农户食用菌销售的机会大大增加。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食用菌销售为例,从农户的视角分析了

农产品滞销情况,对农户农产品滞销的影响因素模

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第一,农民个人禀赋

特征因素中,性别和参加农业协会显著影响食用菌

的销售;第二,生产决策性特征因素中,对消费者偏

好的了解程度和对市场行情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食

用菌的销售;第三,销售便利性特征因素中,是否深

加工、农产品批发市场分布情况、道路状况显著影响

食用菌的销售。实证分析表明:男性、参加农业协会

的农户在农产品销售中更具优势;农户对消费者偏

好和市场行情越了解,其农产品销售情况越好;进行

农产品深加工、农产品批发市场分布的越近、道路状

况越好,食用菌销售情况越好。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

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协会的扶持力度,为其发展

营造良好的环境。第二,相关部门应积极引导农民

理性的选择种植品种。农产品滞销的主要原因是农

民对市场行情和需求信息不了解,以及在生产时缺

乏计划性,看到别人生产某种产品获利便纷纷效仿,
最终导致大量农产品同期上市,从而出现滞销现象,
多元化的种植品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市场风险;
第三,应加大对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的宣传和推广,通
过对暂时滞销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不但能够延长

保质期,而且还能增加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使农

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带来的增值收益;第四,农产

品信息采集系统能实现农产品生产、交易和物流信

息的发布、查询及处理,能够有效地引导农民从事农

业生产和方便农产品销售。因此,政府部门应在政

策和资金方面加大对农产品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加
快实现农产品的生产、交易和物流信息化;第五,应
优化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销售网点布局,增加对道路

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建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

高的农产品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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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PoorSalesofAgriculturalProductsfromPerspectiveofFarmers
———BasedonSurveyDatafromMushroomGrowersin11ChineseProvincesandCitiesi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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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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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surveydatafrom510mushroomgrowersin11provincesofChina.,thispa-
peranalyzesthesalessituationofmushroomsandfactorscausingpoorsalesofagriculturalproductsby
usingBinaryLogisticRegressionModel.Theresultshowsthatmalefarmersandfarmerswhoparticpate
infarmer’scooperativeorganizationshavemoreadvantagesinsalesofagriculturalproducts;themore
thefarmersknowconsumer’spreferencesandmarket,thebetterthesalesoftheiragriculturalproducts
willbecomeanddistancefromtheagriculturalproducewholesalemarketsandlocaltransportationcondi-
tionsarealsothefactorsaffectingsalesofagriculturalproduct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
policysuggestions:first,governmentsatalllevelsshouldstrengthenthesupportforfarmer’s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second,logisticformationiz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shouldbequickened;third,prop-
agandaandspreadoffurtherprocessingofagriculturalproductsshouldbestrengthenedandfinally,ar-
rangementofsalesnetworkofagriculturalproductsshouldbeoptimizedandalsoinvestmentininfra-
structureshouldbeimproved.

Keywords farmer;poorsalesofagriculturalproducts;agriculturalproductswholesale;salesof
agriculturalproducts;mushroom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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