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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 苹 果 流 通 问 题 初 探

王 执 印

(农经系 )

摘 共 陕西苹果流通正 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形势
.

进一步搞好陕西苹果流通工作应该 着

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

①继续贯彻
“
三多一少

”
方针

,

不断完善新的流通体制
,

使各种 流

通渠道互相配合
,

协调发展 , ②加强市场建设
,

优化市场环境 ; ③千方百计搞好苹果收 购和

销鲁工作
。

关钻词 苹果流通
,

流通体制
,

市场建设
,

收购
,

销售

中圈分类号 F 3 2 s
.

7

“ 七五
” 以来

,

陕西苹果生产发展很快
。

19 8 9年
,

全省共有苹果园 2 70 多万亩
,

预

计总产量可达到3 0 0 kt 左右
,

分别比 1 9 8 5年增长 2
.

52 倍和 1
.

13 倍
。

现在苹果生产已经成

为陕西部分农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
;
苹果已经成为陕西农村的一项重要拳头商品

产品
。

面对苹果生产的迅速发展
,

认真研究苹果流通问题
,

努力作好苹果流通工作
,

已

经成为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下面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

讨
。

1 加强苹果流通工作的紧迫性

苹果生产的迅速发展和整个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
,

使陕西苹果流通面临着日益严峻

的形势
。

1 9 8 6年~ 19 8 8年是陕西苹果大规模集中建 园的高潮阶段
,

也是全国苹果园建 园最多

的一个时期
。

三年间
,

全省苹果园从 7 5
.

2万亩发展到 2 5 0
.

7万亩
,

净增 17 5
.

5万亩 , 全国

苹果园从 1 2 98
.

1万亩发展到 2 4 9 0
.

7万亩
,

净增 1 19 2
.

6万亩
『` 一 “ ’ 。

这些新建果 园 将 在

最近三年内陆续进入正常结果期
。

届时
,

陕西和全国的苹果产量和人均占有量都将大大

增加
。

如果按照 1 9 8 8年的实有面积作为挂果面积
,

并以亩产 5 0 0 k g 的单产水 平 计 算
,

19 9 2年陕西的苹果总产量将达到 1
.

2 5 M t ,

比 19 5 5年的 2 3 7
.

6 k t 增加 z
.

o z M t ,

增长 峨
.

2 8

倍 , 全国苹果总产量将达到 1 2
.

4 5 M t ,

比 2 9 5 5年 的 4
.

3 4 M t 增 加 s
.

l z M t ,

增 长 1
.

8 7

倍
。

如果再按照 19 9 2年可能达到的预计人口数 (陕西 3 3 1 8万人
,

全国 1 15 8 23 万 人 ) 计

算
, 19 9 2年陕西苹果人均占有量将达到 3 7

.

s k g ,

比 1 9 8 8年的 7
.

6 k g 增加 3 o
.

Z k g ,

增 长

4 倍
; 全国苹果人均占有量将达到 z o

.

s k g
,

比 1 9 5 5 年 的 4 k g 增 加 6
.

s k g ,

增 长 1
.

7

倍
。

随着治理整顿工作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开展
,

整个经济形势将发生深刻变化
,

最近几

文 稿收到日期
. 19 , O

一 Ql 一 Q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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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出现的包括苹果在内的 各种不合理的价 格上涨和盲 目抢购现象必将逐步改变
。

今后
,

在苹果购销过程 中
,

国家收购部门和各种购销组织以及广大消费者都将更加注意苹果的

质量和价格
。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
,

不难预料
,

今后三年内
,

陕西省和全国的苹果市场必将

发生急剧变化
。

总的趋势将是
:

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 从多家抢购向多家竞销转

变 ; 从价格连年上涨向逐年回落
,

渐趋合理平稳转变
。

为了在 日益 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

存和发展
,

我们必须紧急行动起来
,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

全面加 强苹果流通工作
。

如

果麻痹大意
,

行动迟缓
,

措施不力
,

广大果农以及经营苹果购销的单位和个人就会蒙受

巨大的经济损失
,

陕西苹果生产发展的前景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

2 苹果流通的现状和问题

2
.

1 流通体制

19 8 0年以前
,

陕西的苹果购销业务基本上全由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 ( 以下简

称国合商业 ) 独家经营
。

1 9 8 。年以后
,

国家
、

集体和个人在多种经济成份
、

多种经营方

式
、

多种流通渠道并存
,

减少流通环节的
“ 三多一少 ”

方针的指导下
,

经过一 系 列 改

革
,

逐步形成了新型的流通体制
。

从最近两年的苹果购销额比看
,

国合商业约占 6 %左

右 ; 其他集体商业和个体商贩约占50 %左右 ; 果农直接向其他居民销售约占40 % 左右 ; 其

他渠道约占 4%左右
。

当前
,

在苹果流通体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

一是国合商业处境艰难
,

影响

下降
; 二是新型的果农联合销售组织数量不多

,

发展缓慢
,

群体作用尚未真正 表 现 出

来 ; 三是 各种流通渠道之问联系配合不够
,

相互关系尚未真正理顺
。

2
.

2 销售结构和市场范围

最近几年
,

陕西每年大约有2 / 3的商品苹果在省内销售
, l / 3的商品苹果在省外销

售 (见表 l )
。

裹 1 映西省苹果销售状况 kt

年 份 商品量

19 8 6

19 87

士勺 8 8

1 3 6 。 8

1 9 7
。

2

合 计

2 2 6 。
l

5 6 0
。

1

省 内 销 鲁 省 外 销 售

数 量 结 构 数 量 结 构
(% ) (% )

8 8 。
8 6 4

。

9 1 4 8
.

0 3 5
。 0 9

1 3 4 。 2 6 8
。

0 5 6 3
。

0 31
。
9 5

1 5 6
. 1 6 9

.

0 4 7 0
。

0 30
。

9 6

3 79
。 1 6 7

。
6 8 1 8 1 。 0 3 2

。 3 2

四川
、

云南和贵州是陕西苹果销售的传统市场
。

最近几年以来
,

省外市场范围有了

较大扩展
,

东到上海
,

西到新疆
,

南到两广
,

北到黑龙江
,

全国大多数省
、

市和自治区

都有陕西苹果的销售
。

上述情况表明
,

陕西苹果在外省的销售范围已相当广泛
,

但所占比重不高
,

省外市

场的潜力很大
,

只要努力开拓
,

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

2
.

3 购销价格

最近几年
,

陕西苹果的购销价格连年大幅度上涨 (见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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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映西省一类一级苹果摘销价格 元 / kg

年份

1 9 86

1 9 7 8

1 9 8 8

收购价 成交价 零省价

0
。

9 6 ~1
。 1 8

l
。

0 2 ~1
。 3 0

1
。

2 8 ~1
。

6 6

1 。
0 4 ~1

。 6 2

1
。 3 4 ~1

。
50

1
。

60 ~2
。

30

1
。

2 8 ~1、 40

1
。
4 8 ~2

。

0 0

2。 0 2 ~4
。

20

注
:

资料由陕西省果 品公司提供
。

值得注意的是
,

陕西省的苹果购销价格一直比别的苹果调出省份高
。

平 均 每 k g 收

购价高 0
.

05 元~ 0
.

10 元 ;
每 k g 调出价高 0

.

10 元 ~ 0
.

15 元
。

2
.

4 交易场所

1 9 8 8年
,

陕西共有城乡集市 2 0 8 7个
。

其中
,

城 市 集 市 3 92 个
,

乡 村 集 市 1 6 95

个
〔 3 了。 城乡集市中的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数量更少

。

1 9 8 9年
,

全省仅 有 .i3 个农副产 品 批

发市场
。

当前
,

各种交易场所不仅数量不足
,

而且设施简陋
,

由于管理工作跟不上
,

交易秩

序混乱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

.2 5 包装和运输

19 8 9年
,

陕西省共有包装材料厂 43 个
,

每年可加工纸箱的包装能力为 6 3 0 kt
.

销往

省外的苹果基本上都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实行纸箱包装
,

但省内销售的包装当前仍以条

筐和废旧塑料袋为主
,

散装销售的也不少
。

运输方面
,

长途
、

出省的大批量销售一 般以火车为主
;
省内和省外距离稍近

、

批量

较小的销售一般以汽车为主
; 县境以内及其附近 当天 可以往返的小批量销售一般以 自行

车和拖拉机为主
。

就全省来看
,

当前的中
、

短程销售运输各地基本上都可以自行解决
,

但长途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仍然有增无减
。

2
.

6 贮藏和加工

19 8 9年
,

陕西省各类果库的总贮藏能力为 48 kt
,

约占当年全 省 苹 果 预 计 产 量的

16 %
.

其中
,

社会冷库总容量为 1 1
.

9 k t ,

约占总库容量的 1 / 4 ; 其余 3 / 4均为砖窑
、

土

窑
、

地下
、

半地下通风库和简易地窖
。

1 9 8 9年
,

陕西省共有 23 个苹果加工企业
,

年加工能力约 2
.

s kt
,

不到当年全省苹 果

预计产量的 1%
.

由于前几年苹果鲜销畅通
,

各地对苹果贮藏
、

加工环节的发展都有不 同程 度 的 忽

视
,

因而当前全省普遍存在贮藏
、

加工能力不足
,

技术落后的问题
。

3 进一步搞好苹果流通工作的对策

3
.

1 继续贯彻
“ 三多一少

” 方针
,

不断完善新的流通体制

3
.

1
.

1 加快国合商业的改革步伐
,

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

国合商业机构健全
、

实力雄厚
、

信息灵通
、

联系广泛
,

又有长期从事苹果流通工作

的丰富经验
,

完全有条件充当苹果 流通主渠道的角色
。

在各种苹果流通组织中
,

国合商

业是一支最稳定的中坚力量
。

只有充分发挥这支力量在苹果 流通 中的主渠道作用
,

才能

在多渠道流通的条件下保持相对平稳的市场状况
,

避兔购销数量和价格的大起大落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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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我们尽量加快国合商业的改革步伐
,

促使他们尽快摆脱困境
。

国合商业应该通过

改革
,

牢固树立为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服务的观念
,

在供应
、

生产
、

加工
、

贮藏和销售等

环节上逐步同农民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

供销合作社尤其要通过改革恢复其

组织上的群众性
、

管理 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
,

真正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

作商业
。

在苹果 流通方面
,

国合商业在近期内应该重点抓好以下三件事
:

①充分发挥 自

身优势
,

合理安排资金和人员
,

积极增加购销数量
,

组织深购远销
,

开拓新的 销 售 市

场
,

参与市场竞争
,

平抑市场价格
; ②逐步完善本系统的苹果生产系列化服务体系

,

为

果农提供产前
、

产中和产后的综合系列服知 ③在 自愿
、

互利
、

平等和不改变所有制关

系的前提下
,

积极试办
、

发展利益共沾
、

风 险共担的紧密型果商联合组织和果工商一体

化组织
。

3
.

1
.

2 积极试办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果农联合销售组织

各种形式的果农联合销售组织
,

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事物
。

它是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
,

特别是苹果流通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
。

这种联合组织的优点是
:

较好地解决

了在苹果流通领域 日益突出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
大大提高了广大果农进入流通领

域的组织化程度和群体竞争力量
; 较好地防止了中间利益的流失

;
降低了流通费用

,

提

高了流通过程的经济效益
。

随着苹果生产的不断发展
,

这种组织必将逐步发展壮大
,

最

终成为苹果 流通领域的主要渠道之一
。

为了适应苹果市场近期内可能发生的急剧变化
,

国家应该对这种组织采取积极扶持

的方针
。

各苹果集中生产县
、

区都应该像礼泉县那样
,

选派有经验的人员
,

热情帮助这

种组织建立机构
、

健全制度
,

逐步扩大服务内容
。

工商行政
、

信贷
、

物资和交通运输等

部门对这种组织的正当经营活动还应该给予必要的优待和照顾
。

3
。

1
.

3 鼓励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苹果流通工作

进一步搞好陕西省的苹果流通工作
,

只有国合商业及果农联合销售组织远远不够
,

还必须继续鼓励更多的单位和个人参与苹果流通工作
。

任何单位和个人
,

只要 政 策 允

许
,

守法经营
,

照章纳税
,

都要一视同仁
,

热情服务
。

在参与苹果流通的各种单位和个

人中
,

农民购销队伍人数最多
、

分布最广
、

购销量最大
,

特别值得重视
。

国家应该继续

为他们创造宽松的环境
,

方便的条件
,

热情支持他们以各种形式进行经营活动
。

国合商

业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农民购销队伍的联系
,

把他们紧紧团结在 自己周围
。

3
.

2 加强市场建设
,

优化市场环境

首先
,

要根据全省苹果的产销情况
,

安排好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的协调发展
。

当前

应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适 当发展一批苹果批发市场
,

尤其要加快苹果主产县
、

区批发市

场的建设
。

其次
,

各地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适当添置一些必要的市场基础设施
,

努力搞好

各项配套服务工作
。

基础设施能力较强的单位
,

还要不断改善管理办法
,

注意提高现有

设施的使用效益
。

最后
,

各地还要通过治理整顿加强市场管理
,

创造文明
、

有序
、

方便
、

安全的市场

环境
。

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出简单明确的市场管理办法和税费收交条例
,

并公之于众
。

每

个市场都应该有专人管理
,

以便及时排解市场纠纷
,

制裁违规违法行为
,

保护 正 当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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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

市场建设也要贯彻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齐上的方针
,

多渠道筹集市场建设所需的人

力
、

物力和财力
,

并实行共建共管
。

3
.

3 千方百计搞好苹果收购和销售工作

收购和销售环节是流通的中心环节
。

搞好收购和销售环节的工作就能带动各项流通

工作的顺利进行
。

为了搞好苹果收购和销售环节的工作
,

应该采取以下 7 项措施
.

①合

理制订苹果收购价格
。

每年苹果集中收购季节到来以前
,

有关业务部门应在深人调查研

究和多方协商的基础上合理制订出各种苹果的收购价格
,

并及时公之于众
,

以便维护生

产者
、

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面的利益
,

避免苹果收购价格的盲目波动
,

保证苹果收购工

作的顺利进行
。

②大力作好宣传介绍工作
。

陕西省的苹果生产虽然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
,

但 由于原来面积较小
、

商品量不大
,

很容易被外省客户忽视
。

因而
,

作好宣传介绍工作

对于开拓该省苹果的销售市场尤为重要
。

有关部门应该组织精干力量
,

充分利用电视
、

广播和报纸等宣传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介绍
,

让更多的地区和客户了解该省苹果的生

产发展
、

质量变化以及品种特性等情况
,

以便迅速扩大影响力
,

提高知名度
,

增加销售

额
。

③认真研究市场动态
,

及时调整销售策略
。

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
,

只有认真研究市

场动态
,

及时调整销售策略
,

才能作好苹果销售工作
。

例如
,

最近几年
,

随着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
,

南方一些大
、

中城市逐渐形成了在中秋节来临之前争购红苹果的风习
。

需

求量很大
,

销售价格也较高
。

我省某些主产苹果的县
、

区如能抓住这一动态及时调整品

种结构
、

改进生产技术
,

组织货源
,

就会占领很多市场
。

④切实改变旧的销售习惯
。

为

了适应产销形势的急剧变化
,

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

必须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坐在家里等待

客户上门采购的旧的销售习惯
。

各主产苹果的县
、

区有关部门都应主动加强与新
、

老客

户的联系
,

积极搞
·

好推销工作
。

可以邀请外地客户入境洽谈
; 也可以派人去外地推 销

;

还可以在产地和销地举办各种形式的苹果展销会和订货会
。

⑤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

陕西

省苹果生产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

科技力量也比较雄厚
,

苹果外销的前景非常光 明
。

但

最近几年我省苹果的外销市场单一
、

销量很小
、

亏损严重
。

1 9 8 8年
,

该省仅销 往 香 港

1 44
.

3 t 苹果
,

亏损额达 16
.

3万元
。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质量问题
。

为了改 变 这

种状况
,

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应该瞄准国外市场的质量要求
,

联合攻关
,

努力赶上和超

过世界先进水平
。

外贸部门应该及时提供准确信息
,

积极组织适销苹果出口 , 同时投入

一定的力量
,

注意研究和开拓苏联
、

东欧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市场
。

⑥建立 良好的

商品信誉
、

各个苹果经营单位都应信守合同
,

诚实交易
,

注重商品道德
,

建立 良好的商

业信誉
。 「

尤 其 要 严格执行检查验收制度
,

保证购进
、

销出的苹果质级相 符
,

货 真 价

实
。

⑦努力作好铁路运输工作
。

铁路运输部门应该同有关部门密切协调
,

合理安排
,

最

大限度地缓解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
,

保证长途
、

出省和大批量苹果的及时运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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