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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如何影响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
———一个外生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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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宏观环境层面,基于农产品流通演进的外生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利

用１９８１－２０１４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进规律以及影响其

演进的外生环境因素.研究发现: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
现为渠道长度先变长再变短的“倒 U 型”演变趋势;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消费者延拓性、交通

基础设施以及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市场化导向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而居民的老龄化程度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却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鉴于各环境变量对

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未来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进还将

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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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渠道是农产品从生产者经中间商到消费者的整个流通通路,其长度刻画的是农产品

流经的层级数量.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流通渠道从国家严格控制到逐步放开,从单一业态到多种业

态并存[１],其结构和模式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革.近年来,农产品市场呈现

出“电商化”、“期货化”、“能源化”、“金融化”等新趋势,使得农产品流通渠道也表现为新型渠道和传统

渠道交织并存的发展态势.尽管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和效益在逐渐提升,但农产品流通中的一些固有

问题,如市场主体发育程度低、流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农产品流通方式落后以及政策制度保障乏力

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２].因此,探索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变革及其环境驱动因素,对于预测农产

品流通渠道未来的变革方向以指导农产品流通实践,以及探索构建更加高效的农产品流通政策设计

与制度安排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探索和总结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是农产品流通研究的主要任务之

一[３],而识别和解释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影响因素又是农产品渠道变革研究的重中之重.学者们

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渠道变革影响因素的研究.
赵晓飞等通过构建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驱动力模型,利用企业层级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外部因素

和内部因素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法律、文化、消费者购买模式、新技术、
新方式等外部因素以及渠道权力、交易成本、价值链等内部因素均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有正向影

响[４].Hoppner、Watson等以及 Krafft等的综述性文献表明对流通渠道变革动力机制的文献主要集

中于探讨内部的效率、效益、权力、关系对渠道变革的影响[５Ｇ７].张赞等主要阐述了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方式改变对农产品渠道终端变革的影响[８].刘刚则认为政策法律的推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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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购买模式的改变、新技术与新方式的引入、终端渠道力量的加强是鲜活农产品流通模式变迁的主

要驱动因素[９].二是对农产品渠道变革趋势或方向的研究.赵晓飞等从宏观层面梳理和总结了农产

品流通渠道的变革规律,认为农产品流通渠道在渠道战略、渠道结构、渠道关系、渠道职能、渠道主体、
渠道运作、渠道终端、交易方式、渠道环境等方面均会发生较大变化[４].李崇光等则认为果蔬流通渠

道变革的方向是流通的市场化[１０].Coughlan等认为伴随着市场竞争状况和市场结构的变化以及经

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流通渠道会越来越趋向于功能专业化,这将会使渠道成员增加、渠道变长、渠道系

统更复杂[１１];而Shimaguchi等的研究却发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得流通渠道成员联盟和功能

整合的常态化,使渠道变得更短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１２].更多学者认为流通渠道长度会随着

经济发展呈倒 U 型演进,即渠道长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先变长,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渠道长度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变短[１３Ｇ１４].
现有文献为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整体性框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从

研究视角看,缺乏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宏观层面的量化研究,当前有关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研究

主要以微观层面的研究为主,宏观层面研究的文献偏少,该领域的定量文献更是少见;从研究内容看,
缺乏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外部环境动因的定量研究,当前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动力机制的探讨

主要集中于内部的效率、效益、权力、关系等,而对外部环境如何影响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缺乏足够重

视;从研究结论看,现有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方向和演变规律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流通渠道长度是刻画渠道变革的重要变量,在渠道变革文献中被广泛采用[１１,１３],但几乎

没有见到在农产品流通变革研究中的运用.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宏观层面识别和解释影响农产品流

通渠道长度演变的外部环境因素,探讨各种环境因素在推动农产品流通变革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
而归纳和总结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变革方向和演变规律.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１．理论框架

学者们对流通渠道变革及其动因的研究主要是从影响因素角度展开,只有Sharma等[１５]以及

Jaffe等[１３]两篇文献提出了流通渠道(非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分析框架,并尝试性开展过实证研

究,而将该框架尝试用于农产品流通渠道研究领域的只有胡华平[１４].本文的实证框架主要来自于对

上述三篇代表性文献中分析框架的拓展.

Sharma等曾经从流通环境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渠道变革的分析框架,并利用该框架定性论述了经

济发展水平、购买习惯、组织文化、流通政策、城市化水平对流通渠道变革的影响[１５].Jaffe等在

Sharma等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分销渠道长度变革的影响因素,他
们采用多元回归的研究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者的延拓性、城市化水平、政府政策、生活必需

品消费的比重对中国流通渠道长度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分销渠道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

现出“倒 U型”关系,即渠道长度先变长再变短;与消费者的延拓性、城市化水平、政府政策呈现出正

相关关系,与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比重呈现出负相关关系[１３].胡华平在借鉴Jaffe等研究框架的基础

上,实证检验了经济发展、运输条件、城市化率、消费结构、外商投资、公共政策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

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竞争性市场中的农产品渠道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１４],而在竞争性市

场中为负相关;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与运输条件、城市化率、消费结构、公共政策等负相关,而与外商

投资正相关.赵晓飞等基于截面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经济法律文化变化、购买模式、新技

术、渠道权力、交易成本、价值链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因素的影响皆为

正[４].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框架的基础上[１３Ｇ１５],从外部环境角度构建了如下的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

变革动因的理论模型(如图１).

２．研究假设

(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很多学者都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产品流通渠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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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外部环境对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影响的理论模型

革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１１,１３Ｇ１５].Sharma等认为流通渠道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函数,他们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在发达国家流通渠道长度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短,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会变长[１５].Jaffe等通过

对中国分销渠道变革动因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宏观分销渠道长度呈现出先变长再

变短的“倒 U型”演变趋势,其中１９９４年是中国宏观分销渠道长度由长变短的拐点[１１].胡华平等通

过对五大类农产品渠道长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粮食和水产品流通渠道的长

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而蔬菜、水果和肉禽蛋流通渠道的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并认为在

竞争和非竞争性农产品市场中,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但通过对五大

类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１９８１－２００８年的经验观察,五大类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已经显示出“倒 U
型”的演变特征[１４].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１:在经济发展较低水平下,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在经济发展到一

定水平后,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
(２)城市化水平与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人口急剧扩张,扩大了城市

原有市场的规模,城市逐渐成为农产品消费的主要市场.城市人口的聚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使得城

市分销商成本更小,从而对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具有显著影响[１５].在城市市场竞争的格局之下,中间

商会逐步开始纵向和横向联合,实现规模经济以应对市场竞争.在这种背景之下,大城市会逐渐形成

大的分销商,他们既有能力越过中间商直接从生产者那里采购,也有能力越过下级分销商建立自己的

卖场(便利店、超市、连锁店等),从而使得交易成本降低,渠道变短.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城市化水平越高,农产品流通渠道越短.
(３)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与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不仅反映了居民

所处的经济地位,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居民对农产品消费的重视程度.食品消费支出越高,反映出居民

对农产品消费的依赖性更强,对农产品价格也就更为敏感;反之亦然.而农产品分销环节的多寡在很

大程度上会影响终端农产品的价格,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食品消费支出也会对农产品流通渠道

的长度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食品消费支出越高的居民,越有可能通过不断比较而选择价格更优

惠的采购渠道,从而使得短渠道商由于价格优势而更受青睐.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食品消费支出比重越大,农产品流通渠道越短.
(４)消费者的延拓性与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消费者的延拓性概念是由 Goldman提出,它被用

来反映“突破传统领地和活动的消费者能力和意愿”[１６].在Jaffe等的研究中将其定义为消费者所能

到达的最大消费区域,即消费者购物的覆盖范围,也有研究者称之为购物的便利性[１３].如果消费者

的延拓性越强,则越可能突破自身周围的渠道的限制,大大增加购买的选择性,这将对传统农产品的

销售终端(如农贸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一个地区的大型消费业态(如超市、折扣店)可能会吸引更

６５



第２期 郑　鹏 等:外部环境如何影响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 ———一个外生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多、更远的地区的农产品采购者,从而对农产品便利店、小型卖场形成挤压.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延拓

性可能会改变消费者的购物习惯.

１９９０年以前,中国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是以公共交通为主,而最近几年私家车逐步走进了平民

的家庭,这也使得消费者的延拓性大大提高.交通更加便利,使得不再需要通过层层分销把农产品送

到消费者的家门口,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和密度的要求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４:消费者的延拓性越高,农产品流通渠道越短.
(５)交通基础设施与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农产品本身具有易腐、不易储藏等特点,这种特性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产品的价值.农产品的交通基础设施会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效率产生显著影

响,不断改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会使农产品流通更加快捷和顺畅,从而带来农产品流通的大变革.由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５:交通基础设施越改善,农产品流通渠道越短.
(６)文化因素与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文化因素会影响流通技术、流通政策和制度的采用,从而

影响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由于文化因素包含内容很丰富,探讨文化因素对流通的影响面临较大的

难度,已有少量文献研究了购物习惯和组织文化对流通渠道的影响[１５].借鉴前人研究,本文采用居

民特征来间接刻画文化因素,重点关注居民年龄结构和教育程度两个变量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

影响.居民的年龄结构和教育程度会影响居民对农产品采购渠道的选择,年龄较大的居民对价格较

敏感,从而更可能去选择短渠道商.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对价格的敏感性大大降低,更容易选择购物

环境和食品安全性更有保证的超市而非农贸市场.在当下中国,超市的主要进货渠道是“直采”,而农

贸市场主要是通过批发市场采购,超市渠道短于农贸市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６:居民的老龄化程度越低,农产品流通渠道越短.
假设７:居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农产品流通渠道越短.
(７)农产品流通政策与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农产品流通政策在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变革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不仅调节着渠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通过渠道外部环境作用于整个农产品流通体

系.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流通政策呈现出突出的阶段性特征[１７]:统购统销体制的松动和市场化流

通体制的起步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双轨制”解体和农产品市场化的探索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农
产品流通的全面市场化和规范化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农产品流通改革的深化阶段(２００１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农产品流通体制政策的调整,实质是农产品流通政策逐步市场化的过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渠道变革实际上是渠道资源在渠道系统的重新配置,而历次的农产品流通体制

改革势必会影响农产品流通系统的竞争结构,也会对农产品系统内部资源配置带来重大影响.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８: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市场化导向越强,农产品流通渠道越短.

　　二、实证研究设计

　　１．变量测度

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测量.流通渠道是通过渠道长度、宽度、密度以及渠道成员的功能等来刻

画的,因此流通渠道长度、宽度、密度及渠道功能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渠道的变革.许多流通研究文献

都把流通渠道长度视为刻画流通渠道结构的简洁变量[１３Ｇ１５,１８].国家层面的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应该

是所有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叠加,而农产品由于自身种类繁多以及体制等原因而致使不同种类的

农产品渠道千差万别,因此对宏观层面的农产品营销渠道长度的精确测度是困难的.在已有的研究

文献中,间接测量和代替测量已经被广泛使用[１３Ｇ１５,１８].胡华平在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研究中采用

中间商交易额占终端交易额的比率来测量农产品渠道长度,取得了较好的研究结论[１４].鉴于农产品

宏观层面渠道长度测度的困难性以及前人研究的有效性,本文仍然采用前人对营销渠道长度的间接

测量方法,即使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交易额占农产品国内贸易额的比率来显示中间商在渠道系统中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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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经济发展的涵盖面很广,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测量的准确

性和自己研究的需要,采取了不同的测度经济发展程度的方法.Jaffe等以及胡华平对流通渠道变革

的研究均采用人均 GDP来测量,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１３Ｇ１４].本文也采用人均 GDP来衡量经

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水平的测量.尽管精确测量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的难度,但是联合国和其他一些研究机

构都有类似的一套粗略的测量方法,即采用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这种

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１３Ｇ１５].本文也沿用这一测量方法.
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测量.对居民食品消费支出的测量方法已经比较成熟了,最简单有效的方

法就是采用恩格尔系数,本文沿用这一测量方法.
消费者延拓性的测量.消费者的延拓性与一个地区交通工具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Jaffe等在自

己的研究中,采用人均公共交通和私人轿车座位数来测量消费者延拓性的程度[１３].在中国除了公共

交通和私人轿车以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机动车辆也被用来作为交通工具.因此,本文采用民用汽

车的数量刻画消费者的延拓性.
交通基础设施的测量.本文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测量沿用胡华平[１４]的度量方法,采用铁路和公路

里程之和来共同度量交通基础设施.
文化因素的测量.本文借鉴前人研究采用居民年龄结构和教育程度两个维度指标从居民的农产

品购物习惯角度度量文化因素[１１].居民的年龄结构主要采用“老龄化”来刻画,选取的数据是全国６５
岁以及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居民的教育程度主要采用“高等教育人口占比”来刻画,选取的数据是

全国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农产品流通政策的测量.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干预的政策很难度量,因为根本无法测量政府出台

的这些具体政策的潜在影响.但是很多有关政策的研究文献[１３Ｇ１４]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测量方法,即采

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来度量不同时期政策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也将用虚拟变量来测度农产

品政策调整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影响.
综上所述,变量具体的测量方法和预期方向如表１.

表１　变量的测量方法与预期方向

变量 变量说明与测量方法 预期方向

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Y) 国内市场交易额/国内贸易总额

经济发展水平(X１) 人均 GDP 先＋,再－

城市化水平(X２) 城市化率 －

居民食品消费支出(X３) 恩格尔系数 －

消费者延拓性(X４) 民用汽车拥有量 －

交通基础设施(X５) 铁路里程数＋公路里程数 －

居民的年龄结构(X６) 全国６５岁以及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居民的教育程度(X７) 全国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农产品流通政策(X８) 虚拟变量(“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取１;“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取２;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取３;“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取４) －

　　２．数据来源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１)数据来源及说明.本研究搜集了１９８１－２０１４年的全国的人均 GDP数据、城市化率、恩格尔

系数、民用汽车拥有量、铁路和公路里程数、老龄化人口比重、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以及农产品流通市场

的数据资料(包括农产品批发总额和农产品生产总额).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年

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统计年鉴»、«中国商业与外

贸统计年鉴»、«中国内贸市场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

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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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农产品渠道长度 ０．３３４４ ０．３７１３ ０．５３５０ ０．１１５０ ０．１１４２ －０．３１６４ ２．１３９７

经济发展水平 １１７２７．１ ６６４６．０ ４６６２９．０ ４９３．０ １３５３８．１ １．３１１０ ３．５２１０

城市化水平 ０．３５１３ ０．３２６３ ０．５４７７ ０．２０１６ ０．１０７５ ０．３８６２ １．８０２６

居民食品消费支出 ０．４８２０ ０．４９９５ ０．５９６５ ０．３６３６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８５８ １．４００４

消费者延拓性 ２９７６．８ １２６９．２ １４５９８．１ １９９．１ ３８２５．０ １．７２９４ ４．９６６６

交通基础设施 ２０６．２ １３１．８ ４５７．６ ９５．１ １３１．５ ０．８６６３ １．９９８９

居民的年龄结构 ０．０６８６ ０．０６６０ ０．１０１０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１５１ ０．４３５０ ２．２２７１

居民的教育程度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２７７ ０．１１５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３３７ ０．９１２８ ２．６４６８

农产品流通政策 ２．９７０６ 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８５ －０．５６３８ ２．０４６０

　　３．实证模型的设定

为了消除异方差和序列的非平稳问题,本研究采用对数形式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具体的模

型形式如下:

Yt＝β０＋β１lnX１t＋β２lnX２t＋β３lnX３t＋β４lnX４t＋

β５lnX５t＋β６lnX６t＋β７lnX７t＋β８lnX８t＋εt (１)

式(１)中Yt是在t年的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X１t－８t分别是在t年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

水平、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消费者延拓性、交通基础设施、居民的年龄结构、居民的教育程度和农产品

流通政策等环境变量.β１－６分别是对应环境变量的参数,表明对应环境变量对农产品渠道长度影响

的方向和程度,εt是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１．对假设１的检验

本文采用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与人均 GDP的二次函数回归方程来检验假设１,检验结果如下:

Y＝０．２２６９＋１．９８×１０－５X１－３．９６×１０－１０X２
１

　　　(t＝５．１７１２)　　(t＝－４．４０７４)

　　　(p＝０．００００)　　(p＝０．０００１)

R２＝０．４９７５,AdjustedR２＝０．４６５１,F ＝１５．３４４２,Prob(FＧstatistic)＝０．００００
从回归方程的假设检验各指标值可以看出,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Y)与人均 GDP(X１)二次函数

关系通过了方程和参数的假设检验.该回归方程的二次项系数为负(－３．９６×１０－１０)表明该二次函

数图形的开口向下(类似图２所示),也即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先变长,在经

济发展到某个水平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再变短.由此,验证了假设１.
通过１９８１－２０１４年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变趋势图(如图２),也从经验上印证了假设１.由

图２可知,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先变长,再变短,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演

变趋势.具体而言,１９８１－２０１４年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进具有如下特点:(１)农产品流通渠道的

长度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间有两个明显的拐点分别是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９年;(２)２０００年之前的

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不断变长,而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间又开始逐年变短,而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农产品流

通渠道的长度开始进入小幅波动期.
造成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可能是:(１)农产品流通的外部环境变迁导致了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呈

现出“倒 U”型变化趋势.在过去的３０年里,农产品流通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水平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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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不断降低、居民消费模式与购买方式持续变化、居民老龄化程

度和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流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流通政策持续调整.外部环境的变化势必造成农产

品流通渠道的变革,正是由于外部环境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不

同,因而外部环境的叠加影响导致农产品流通渠道演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２)外部环境变量中,流
通政策的持续“松绑”对农产品流通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在过去的３０年里,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市场

化导向逐渐明晰,基本经历了“严格管控Ｇ市场化尝试Ｇ全面市场化和规范化Ｇ持续鼓励和推动”等几个

阶段.政策的导向性引致了农产品流通系统内部成员之间权力和关系的演变,同时也改变着渠道系

统的外部环境,从而影响着农产品流通渠道结构和模式的变革.

图２　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变趋势

　　２．对其他假设的检验

由表３可知,居民食品消费支出(X３)、消费者延拓性(X４)、交通基础设施(X５)、居民的老龄化程

度(X６)以及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市场化导向(X８)均在０．０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假设检验;城市化

水平(X２)和居民的教育程度(X７)均未能通过假设检验.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消费者延拓性、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市场化导向均对

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存在负效应,而居民的老龄化程度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却表现出显著的

正效应,与已有文献结论一致.具体而言,居民食品消费支出越大,消费者延拓性越高、交通基础设施

越改善、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市场化导向越强,产品流通渠道越短;而居民的老龄化程度越高,农产品流

通渠道越长.
表３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统计量 P 值 假设检验结论

C ２．３５０８ ０．８０６３ ２．９１５４ ０．００７４

LOG(X１) ０．２４２８ ０．０２８８ ８．４３７３ ０．００００ 通过

LOG (X２) －０．１６００ ０．３８７８ －０．４１２５ ０．６８３５ 未通过

LOG (X３) －０．６６３６ ０．１７３１ －３．８３３５ ０．０００８ 通过

LOG(X４) －０．２６８５ ０．０５０９ －５．２７６０ ０．００００ 通过

LOG(X５) －０．２２３１ ０．０４９３ －４．５２６８ ０．０００１ 通过

LOG(X６) ０．５４３７ ０．２４８６ ２．１８７４ ０．０３８３ 通过

LOG(X７)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７７９ ０．５８７７ ０．５６２０ 未通过

LOG(X８) －０．０３５３ ０．２６５４ －２．２８９８ ０．０１６８ 通过

模型拟合度 R２＝０．９７２６;FＧstatistic＝１１１．０１４１;Prob(FＧstatistic)＝０．００００

　　第二,城市化水平和居民的教育程度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没有显著影响.城市化水平对农

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农产品的购买行为带有很强的习惯性,随着城市化

水平的提高,居民在农产品采购渠道的选择上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一特征与东亚文化圈的一

些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非常相似.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农产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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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的长度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本文采用的测量尺度是“全国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尽管近年来全国大专以上人口绝对量不断攀升,但和全国总人口相比这一比例仍然偏小.相对

于其他环境变量来说,其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影响并不明显.
第三,从外部环境看,未来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演进方向,取决于各环境变量对农产品流通渠

道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从作用方向来看,随着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例的降低和居民的老龄化程

度提高,农产品流通渠道会逐年变长;而随着消费者延拓性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市

场化的农产品流通政策会导致农产品流通渠道会逐年变短.从影响程度来看,各环境变量对农产品

流通渠道变革的影响程度依次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０．６６３６)、居民的老龄化程度(０．５４３７)、消费者

延拓性(０．２６８５)、交通基础设施(０．２２３１)、农产品流通政策(０．０３５３).鉴于各环境变量对农产品流

通渠道变革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未来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演进还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

波动特征.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外生的理论模型,对１９８１－２０１４年间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的演变趋势及其外部

环境动因开展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变革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倒 U 型”演变趋势:其渠道长

度在２０００年之前逐渐变长,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间开始变短,２０１０年以来又呈现出小幅波动的特征.这种

变化特征与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外部环境和政策调控紧密相关.
第二,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消费者延拓性、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市场化导向对农

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居民的老龄化程度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却表现出显

著的正效应;城市化水平和居民的教育程度对农产品流通渠道的长度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鉴于各环境变量对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性,未来农产品流通渠

道变革的演进还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特征.
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各级政府应该继续完善和加强市场化导向的农产品流通政策.如可以进一步放开对农产

品流通领域的控制,鼓励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放开、搞活”的市场化导向,充分保障农产品流通领域的

市场机制.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新生事物坚持引导、规范的发展思路,尤其是要探索在农产品流通领

域的信息化、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农产品拍卖交易、农产品期货市场发育发展、农
超对接、农社对接等农产品流通领域新生事物上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

其次,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做好农产品大流通体系建设,切实降低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交易成

本.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如持续强化农产品绿色通道建设,切实提升

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对农产品流通的支持力度,不断坚持对农产品物流园区建设和农产品冷链建设

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改造升级的支持力度.
最后,从农产品流通的组织角度,尽可能整合涉及农产品流通相关部门的职权,优化组织资源.

如可以协调各相关部门制定促进农产品流通的规划,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体系等.
本文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足:第一,本文关注的是影响农产品流

通渠道变革的外部环境因素,尽管本文尽可能探讨更多的环境变量,但仍然有一些环境变量未予考

虑,如农产品流通技术的发展,竞争结构等,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尝试将其他环境变量纳入考量.第二,
对外部环境影响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实证研究是一项新的尝试,对相关变量的测度还未有统一的

标准,如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文化因素等,后续研究可以尝试其他变量测量手段和方法,进一步提高

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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