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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蔬菜产业发展迅速。
1980年我国蔬菜播种面积仅为316.3万公顷，总产量为8
300万吨，蔬菜是当时较为紧缺的农产品之一。
到2009年，我国蔬菜播种面积突破1841.4万公顷，总产量6.18亿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
产国和消费国。
据农业部统计，蔬菜种植收入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额在2003
年就已经达到372.6元，种植蔬菜已经成为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我国蔬菜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国内蔬菜市场已经接近饱和，蔬菜市场已从原先的卖方市场逐渐变成买方市场，消费者对蔬菜
的需求已经从单纯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方向转变，高品质的无毒、无害、无残留的“三无”蔬菜越来
越受消费者的青睐，广大菜农面临着卖菜难的困境。
其次，国际市场对蔬菜安全性日益重视，国际蔬菜市场进入门槛不断提高，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绿色壁
垒、反倾销等手段对我国蔬菜出口进行限制，我国蔬菜出口年度波动很大，蔬菜国际出口贸易正在面
临新的挑战。
针对我国蔬菜产业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蔬菜企业一直在探寻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以求适应市场环境
的变化，蔬菜产业链的出现为我国蔬菜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所谓蔬菜产业链是指根据蔬菜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的技术经济流程，通过对各环节的人、
财、物、信息、技术等要素进行组织、协调与控制，一起获得蔬菜价值增值的活动过程，是对蔬菜生
产、加工和销售各环节所形成的网络化结构进行一体化管理的新型组织管理模式。
我国蔬菜产业是较早出现组织模式变化的农业产业部门之一，
1993年提出的“农业产业化”一词，最初就是在对我国山东省出现的 “蔬菜出口企业+农户”的新型
生产和组织模式进行解释时提出的。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蔬菜企业在组织链接模式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国际农业产业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农业产业链管理能够快速有效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并有利于农业产业升级。
从国外农业产业发展的趋势以及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来看，决定一国未来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
农业产业链中核心企业的竞争力，而核心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与其所采取的组织模式和组织效率有着直
接的联系。
那么在我国蔬菜产业中已经实施的农业产业链管理模式是如何形成和运行的？
我国现存的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主要有哪几种？
哪些因素又影响着蔬菜产业链的运行？
哪些因素会对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产生影响？
这些问题成为本研究所需要探寻的主要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以蔬菜产业链中核心企业为视角，对蔬菜产业链中核心企业采取的组织模式、
组织效率以及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菜农的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吕美晔编写的《中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研究》共分为七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陈述如
下：
研究内容一：阐述和分析我国蔬菜产业总体发展情况及其市场环境变化。

《中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研究》利用现有蔬菜产业的宏观统计资料，对我国蔬菜产业在
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和国际贸易领域四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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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蔬菜产业在生产领域，从总量上看已经达到饱和甚至部分过剩，全国范围内的
蔬菜生产布局已经基本形成。
菜农正在逐步采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保护地蔬菜种植方式进行蔬菜生产；在蔬菜的消费领域，我国居
民的蔬菜消费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消费短缺，转变成消费充裕。
消费者更多地关注生鲜蔬菜的品种多样性和安全性；在蔬菜流通领域，原有的统购统销的流通政策已
经被放弃，蔬菜流通已转变成市场自由流通，蔬菜集贸市场、批发流通市场和超市是现阶段蔬菜流通
的三大途径；在蔬菜的国际贸易领域，我国蔬菜出口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口量和出口额均迅速增
长，但由于我国蔬菜的出口国相对集中，出口主要品目为初级和易于存储的蔬菜制品，深加工蔬菜品
目国际竞争力不强，加之国际蔬菜市场越来越注重蔬菜的农药残留等问题，我国蔬菜出口面临严峻考
验。
正是蔬菜产业在上述四个方面面临着剧烈的变动，迫使蔬菜核心企业在组织模式上寻求新的管理模式
以期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

研究内容二：界定和分析我国蔬菜产业链基本组织模式，并对我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的变迁进行描
述。

《中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研究》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产业链的相关研究以及结合实地
调研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划分蔬菜产业链的基本标准，并根据蔬菜核心企业在蔬菜产业链中所处的地
位和企业产品特性，将蔬菜产业链划分为销售型链接和加工型链接两大类，并对每种模式下的核心企
业具体细分为四种模式进行详细比较，最后对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变迁的趋势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在蔬菜产业链链接过程中主要采取契约式链接模式，产权式链接尚不是主流；
销售型核心企业上游的链接对象主要是个体菜农和菜农合作组织，并有逐步加强的趋势，与下游企业
的链接相对较为松散；而加工型核心企业与上游企业则更多地倾向于将具有一定规模的蔬菜供应商作
为链接对象，这样做的基本目的在于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企业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与下游企业的链
接往往采取契约方式进行链接，这与我国蔬菜制品处于买方市场有较为直接的联系；我国蔬菜产业链
中核心企业由于面临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模式有向紧密链接组织模式方向发展的趋势。

研究内容三：构建了蔬菜产业链的组织效率假设模型，分析了影响蔬菜产业链的组织效率的因素，测
度了各因素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方向及其影响程度。

《中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研究》阐述了组织与组织效率的基本概念，明确了蔬菜产业链
组织效率两个层面的内涵，随后分析影响蔬菜产业链组织效率的相关因素，并构建了蔬菜产业链组织
效率模型，最后利用相关数据对相关假说给予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蔬菜产业链核心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合作能力、企业意向和产业链组织
强度会对组织效率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其中企业合作能力、企业意向和产业链组织链接的强度对
产业链组织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合作能力和企业意向对产业链组
织效率有着间接的影响；产业链组织强度对产业链组织效率的直接影响最大，而企业合作能力对产业
链组织效率的综合影响最大。
由此得出，要提高蔬菜产业链的组织效率，必须建立稳定、可靠的组织链接模式，同时提高企业合作
能力将是提高产业链链接强度和产业链组织效率的重要途径。

研究内容四：分析了蔬菜产业链的导入对蔬菜种植者在种植方式、销售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中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研究》对蔬菜产业链的导人对蔬菜种植者的生产方式和销售方
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当菜农与蔬菜核心企业进行链接后，菜农原有的资源禀赋约束将得到改善，菜农在资
源约束得以改善之后，有向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蔬菜产量种植方式转变的趋势，同时也有向提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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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蔬菜种植规模转变的趋势；当菜农加入产业链之后，菜农与核心企业或收购公司的关系更为紧密
，菜农有向维持共同利益的销售方式转变的趋势。
由此可见，要改变我国目前小农式蔬菜生产方式，使其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一化的蔬菜生产方式发
展，可以通过加强蔬菜核心企业与菜农的链接给予解决；在解决我国菜农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时，蔬
菜产业链同样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通过蔬菜产业链链接农户、企业和市场将是我国未来蔬菜产业进
行产业升级，扩大蔬菜出口贸易的主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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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研究》从我国农业产业链管理实践和理论需求出发，瞄准
农业产业生产经济模式转变这一重要方向，以我国较早引入农业产业链管理模式的蔬菜产业作为研究
对象，围绕着农业产业链管理的核心问题——组织模式和组织效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系统地
介绍了农业产业链管理发展的背景，分析了我国蔬菜产业导入农业产业链管理的主要原因，界定了我
国蔬菜产业链管理的主要模式。
在追踪国外农业产业链管理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外成熟的理论研究方法，对影响蔬菜产业链组织效
率运行的相关因素给予了实证分析，对蔬菜产业链导入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本书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可行，研究结果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产业链管理的实践具
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蔬菜产业链组织模式与组织效率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