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 “汉中市农产品绿

色流通体系建设研究”（编号：１４ＪＫ１１１７）、陕西理工学院人才启动基

金项目 “汉中市农产品地产地消实证研究” ［编号：ＳＬＧＱＤ１３ （２）－

３３］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李凤荣 （１９７０—），女，吉林吉林市人，管 理 学 博 士，

副教授，任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研究方向：农产品流通。

日本基于农户决策权的
直销所流通模式

?　李凤荣

（陕西理工学院　汉中 ７３２０００）

摘要：日本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倡导农产品 “地产地消”的理念，不断创新了农产

品零售业态，也导致了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变革。直销所是基于 “地产地消”理念创新

的零售业态，基于农户决策权的直销所流通模式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农协共贩模式长期

存在的弊端，不仅有效地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也提高了农协的代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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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销所是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中 的 一 种 零 售 业

态，是基于“地产地消”的基本理念而创新的零售业态。

日本农林水产省将其定义为“产地直销所”，是指农户

或农户团体为将农户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包括农产品

加工品），定期地与地域内外的消费者直接面对面进行

销售而建 立 的 场 所 或 设 施，是 有 人 值 守 的 常 设 店 铺。

包括市町村、农协等开设的设施和利用路边公路站点

服务设施开设的场所，其中，农协主导开设的直销所规

模大、店铺多，且通过农协间的合作实现了地域间的农

产品的高效调节，是日本农产品直销所的主流模式，也
是日本农林水产省关于直销所统计监测的主要对象。

那么，直销所 流 通 模 式 与 传 统 的 农 协 共 贩 流 通

模式相比有何不同，直 销 所 流 通 模 式 具 有 哪 些 优 势

呢？本文以委托 代 理 理 论 为 基 础，从 农 产 品 流 通 模

式构成的三要素入手，具 体 分 析 日 本 基 于 农 户 决 策

权的直销所流通模式。

１　直销所流通模式概述

直销所的流通模式如图１所示，由农协开设直

销所，确立直销 所 运 营 管 理 的 各 项 规 章，并 向 农 户

公开招募 会 员；农 户 自 愿 加 入 直 销 所 成 为 其 会 员；

农户利用直销所店铺 销 售 其 农 产 品；消 费 者 在 直 销

所购买农产 品。直 销 所 对 销 售 收 入 进 行 核 算，扣 除

农协应收取的手续费 时 后，将 销 售 收 入 计 入 农 户 在

农协开设的资金账户。

在直销所运 营 过 程 中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特 征，即 农

户享有决策 权。首 先，农 户 加 入 直 销 所 成 为 其 会 员

是以自愿为前提的，即 农 户 享 有 加 入 或 不 加 入 直 销

所的决策 权。第 二，农 户 享 有 生 产 决 策 权，即 生 产

什么、生 产 多 少，由 农 户 自 己 决 定，直 销 所 只 是

基于市场调查的前提下，向农户提供生产计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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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直销所流通模式

第三，直销所只是基于农户有条件的委托进行销售，

农户享有价 格 决 策 权。第 四，对 于 在 直 销 所 销 售 剩

余的产品，农户享有最终处置权。

２　直销所流通模式的构成

２．１　流通主体

直销所的流通 主 体 是 利 用 直 销 所 从 事 交 易 活 动

的组织和个人，包 括 农 户、农 协 （直 销 所）和 消 费

者。每个流通主 体 都 具 有 自 主 决 策 权，这 是 其 实 现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保证。
（１）农 户。农 户 直 接 从 事 农 产 品 生 产 活 动，是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 起 点 与 基 础。农 户 是 农 业 生 产

的独立经营 者，是 农 业 最 基 本 的 生 产 单 位，农 户 享

有土地所 有 权 或 使 用 权、农 业 劳 作 与 经 济 控 制 权、

剩余索取权。农 户 作 为 经 济 主 体 从 事 生 产 经 营，独

立进行市场交易、参与收益分配。
（２）农协 （直销所）。农协是农户以合作的理念

和行动为基础，为了维 护 自 身 的 利 益 而 组 织 的 协 同

事业组织体，农协是直 销 所 流 通 中 的 中 间 协 调 层 组

织，农协开设直销所为 农 户 和 消 费 者 之 间 架 起 沟 通

的桥梁。农协开设的直 销 所 是 以 销 售 生 鲜 农 产 品 为

主的自选 式 零 售 组 织，是 直 销 所 流 通 的 市 场 载 体，

直销所不仅是交易的 场 所，也 是 农 户 与 消 费 者 之 间

交流的场所。直销所在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中 发 挥 主 导 作

用，是整个供应 链 上 的 核 心 企 业，有 效 地 将 农 户 和

消费者连接在一起完成交易。
（３）消费者。消费者是 购 买 农 产 品、以 满 足 自

身和家庭消费需要的个人。消费者处于供应 链 的 末

端，其最 终 消 费 决 定 整 个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的 价 值 实

现，是直销所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的拉动者。直 销 所

的购买者主要是居住在特定地域 （通常距直 销 所 的

距离为车程１小时以内）内的、具有独立决 策 权 的

自然人。消费者以效用最大化、支出最小化 为 其 行

为准则，希 望 能 够 购 买 到 新 鲜、安 全、放 心 的 农

产品。

２．２　交易对象

在直销所交 易 的 农 产 品 以 生 鲜 农 产 品 为 主，包

括蔬果、大米、小 麦、花 卉、畜 产 品、加 工 品 和 手

工艺品等。受生 鲜 产 品 自 然 属 性 的 限 制，其 生 产 和

销售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而 随 着 城 市 与 农 村 交 流 活

动的扩大，农户 和 消 费 者 之 间 的 交 流 不 断 加 强，为

使季节性强的农产品 能 够 在 全 年 享 用，农 户 逐 渐 开

始开发以当地产农产 品 为 原 料 的 加 工 食 品 等，使 得

直销所交易的产品范 围 进 一 步 扩 大，从 初 级 农 产 品

延伸到加工农产品 （包括手工艺品）。

２．３　交易方式

日本农产品的交易方式一直以委托代理制为主。

传统农协共贩模式下实行的是 层 层 委 托 代 理 销 售 方

式，即农户委托 农 协 销 售，农 协 再 委 托 批 发 商 以 拍

卖的方式进行销售等，每 一 次 委 托 都 要 按 照 成 交 金

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手 续 费；直 销 所 流 通 模 式 下 只 有

一次委托，即 农 户 直 接 委 托 最 终 零 售 商———直 销 所

代理销售，直销所按销 售 收 入 的 一 定 比 例 （通 常 为

１５％）收取费用。

３　直销所流通模式与传统农协共贩模式的比

较

　　传统农协共贩模式下的委 托 代 理 与 直 销 所 流 通

模式下的委托代理的 区 别 在 于 决 策 权 属 不 同。根 据

委托代理理论，应建立 合 理 的 风 险 分 担 机 制 和 有 效

的激励监督 机 制，促 进 代 理 人 采 取 适 当 行 为，最 大

限度地增进委托人的 利 益。农 协 共 贩 模 式 下 的 委 托

代理是基于代理人 （农 协）享 有 决 策 权 的 代 理，由

于代理人 （农协）和 委 托 人 （农 户）之 间 的 信 息 不

对称，容易造成 代 理 的 非 效 率 现 象；直 销 所 流 通 模

式下的委托代理是基于委托人 （农 户）享 有 决 策 权

的代理，可以防止代理人 （农协）的机会主义行为，

实现委托人 （农户）的效用目标最大化。

３．１　传统农协共贩模式存在的弊端

传统的农协 共 贩 模 式 下，农 户 与 农 协 之 间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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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无条件的全权委托代理关系，即农户只负责生产，

生产的农产品由农协 全 权 负 责 销 售，货 款 通 常 是 一

个月结算一次，农协按 照 当 月 销 售 总 额 收 取 一 定 比

例的手续费。在 传 统 的 农 协 共 贩 模 式 下，销 售 价 格

由农协决定，农 户 没 有 定 价 权，农 户 生 产 的 产 品 不

论质量好 坏，都 按 相 同 的 平 均 价 格 获 得 销 售 货 款。

这种传统的农协共贩 模 式 无 法 保 障 农 户 的 利 益，其

弊端主要有：
（１）农户和农协 的 目 标 不 一 致，农 户 收 益 无 保

障。传统的农协 共 贩 模 式 下，由 于 农 户 和 农 协 都 是

独立的经济 人，都 追 求 自 身 利 益 最 大 化。农 户 作 为

农产品的所 有 者，其 生 产 的 时 效 性 很 强，作 为 一 个

生产个体，每 年 的 收 获 量 是 有 限 的，所 以，农 户 希

望农协能以最高的价 格 销 售 自 己 的 农 产 品，来 实 现

农户的收入 最 大 化。而 农 协 作 为 一 个 经 济 实 体，其

代理行为是长期的，每 年 在 不 同 的 季 节 代 理 不 同 的

农户生产的农产品，追求的是在一定时期 （一个月、

一个季度或一年）内 的 收 益 最 大 化，而 不 会 考 虑 每

笔销售的收 益 多 少。因 此，农 户 与 农 协 之 间 存 在 着

目标不一致 的 问 题。由 于 农 协 是 全 权 代 理，最 终 的

销售行为由 农 协 决 定，其 结 果 对 农 户 来 说，无 法 实

现优质优价，难以保证农户的收入最大化。
（２）农户和农协 之 间 存 在 信 息 不 对 称，容 易 造

成代理的非 效 率 现 象。传 统 的 农 协 共 贩 模 式 下，农

户不能直接监控农协 的 行 为，如 农 协 工 作 人 员 是 否

尽职尽责、其工 作 的 努 力 程 度、有 无 机 会 主 义 行 为

等；农户对农协 的 能 力 强 弱、对 风 险 的 态 度 等 方 面

的信息缺乏 充 分 了 解；在 农 户 与 农 协 之 间，农 户 是

弱势群体，农户 对 农 协 的 监 督 存 在 很 大 困 难，几 乎

是无法监督。因 此，农 户 和 农 协 之 间 存 在 着 信 息 不

对称，农户很难通过对 农 协 的 代 理 行 为 的 观 察 结 果

来判断代理 人 的 绩 效。因 为 存 在 着 信 息 不 对 称，容

易造成代理关系中的非效率现象。

非效率现象表 现 为 道 德 风 险 和 逆 向 选 择 两 个 方

面。首先，由于 信 息 的 不 对 称 性，农 户 无 法 全 面 了

解农协的 行 为 信 息，无 法 限 制 和 约 束 农 协 的 行 为，

使其按照农户的意图办事，实现农户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农协可以 利 用 这 种 信 息 的 不 对 称 性，采 取 机

会主义的行为，不顾农 户 的 利 益 而 片 面 追 求 农 协 的

利益最 大 化。其 次，同 样 是 由 于 信 息 的 不 对 称 性，

农户无法准确地衡量农协的工 作 成 果 与 其 所 付 出 的

努力之间的联系，从而无法准确地了解农协的能力，

造成某种劣 势 驱 逐 优 秀 者。例 如，在 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较大时，农户 的 生 产 风 险 也 较 大，农 户 收 入 的 不

确定性也较大，负责任 的 农 协 会 给 农 户 做 出 全 面 的

市场分析和价格预警，帮 助 农 户 合 理 地 规 避 一 些 市

场风险；而不负 责 的 农 协 只 会 考 虑 自 己 的 利 益，逆

市而行，在农户认为不 该 卖 的 时 候 也 出 售 农 户 的 农

产品，造成农户收入的损失。

３．２　直销所流通模式的主要优势

直销所流通模式中，农户享有 定 价 权，农 协 只

能按照农户规定的价格代理销售，因此，直 销 所 流

通模式中，农协是在农户规定的价格条件下 实 施 代

理行为，从而限制了农协的代理权限，因而 是 一 种

有条件的委 托 代 理。货 款 通 常 是 半 个 月 结 算 一 次，

农协按照当月销售总额收取一定比例的手 续 费。在

直销所流通模式中，农户享有定价权，农户可 以 根

据 生 产 的 产 品 质 量 的 好 坏，制 定 不 同 的 价 格，实

现 优 质 优 价、低 质 低 价。农 协 是 按 销 售 额 的 一 定

比 例 收 取 手 续 费，如 果 销 售 额 大，则 农 协 的 收 入

就 高，农 户 的 收 入 会 更 高。因 此，直 销 所 流 通 模

式 将 农 户 与 农 协 的 利 益 紧 密 地 联 系 在 一 起，加 之

直 销 所 的 投 资 具 有 资 产 专 用 性， “锁 定”了 投 资

者———农 协，从 而 形 成 了 有 效 的 激 励———约 束 机

制，抑 制 农 协 的 不 良 动 机 和 行 为，减 少 道 德 风

险，提 高 代 理 绩 效，可 以 实 现 农 户 与 农 协 双 方 的

“帕 累 托 改 进”。
（１）农户与农协 的 目 标 趋 于 一 致，避 免 机 会 主

义行为。直销所 实 行 会 员 制，有 统 一 的 章 程 和 统 一

的经营理念，农户和农 协 之 间 就 经 营 理 念 达 成 了 共

识。产品销售的 价 格、上 市 出 售 的 时 间 等 都 由 农 户

自己决定，农协 只 是 通 过 设 立 并 运 营 直 销 所，提 供

一个场所来销售农户 生 产 的 农 产 品，产 品 销 售 的 风

险也由农户 自 己 承 担。但 是，直 销 所 能 够 运 营 下 去

的前提是农产品销售 情 况 良 好，农 户 愿 意 加 入 到 这

种销售方式 中 来，如 何 实 现 良 好 的 销 售 业 绩，需 要

农协设计出 一 套 完 整、科 学、高 效 的 组 织 制 度 和 管

理制度，农协要 在 农 户 之 间 进 行 充 分 的 协 调，包 括

生产的品种、数 量 和 上 市 的 时 间 等，以 避 免 农 户 间

为销售产品而产生随 意 降 价 的 行 为，维 持 直 销 所 价

格稳定、秩 序 稳 定，实 现 良 性 循 环。农 协 为 了 实 现

利益最大 化 目 标，首 先 必 须 实 现 农 户 利 益 最 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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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实现了农户的利 益 最 大 化，才 能 实 现 农 协 的 利

益最大化，所以，农 协 会 主 动 与 农 户 的 期 望 保 持 一

致，以最大限度 地 实 现 农 协 的 利 益 最 大 化，即 使 农

协与农户的目标趋于一致。
（２）可以消 除 农 户 与 农 协 之 间 的 信 息 不 对 称，

提高代理效率，实现农 户 与 农 协 双 方 的 “帕 累 托 改

进”。直销所流通模式中，农户能够直接观察到农协

的操作行为，如直销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及时，

直销所的店员服务态 度 好 坏，直 销 所 组 织 农 户 和 消

费者交流活 动 的 频 数 多 少、效 果 好 坏 等；农 户 能 清

楚地认识到 农 协 的 条 件 禀 赋，如 农 协 的 组 织、管 理

能力强弱、对突 发 事 件 的 应 对 能 力 等；易 于 实 现 农

户对农协的 监 督，农 户 每 天 都 在 和 直 销 所、农 协 打

交道，可以 随 时 发 现 问 题，及 时 协 调 解 决，以 维 护

农户利益。因此，直 销 所 流 通 模 式 可 以 消 除 农 户 和

农协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农 户 可 以 通 过 对 农 协 的 代

理行为的观察结果来 判 断 代 理 人 的 绩 效，避 免 由 于

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 道 德 风 险 和 逆 向 选 择，提 高 代

理效率，可 以 实 现 农 户 与 农 协 双 方 的 “帕 累 托 改

进”。

直销所流 通 模 式 中，一 方 面，农 户 可 以 全 面 了

解农协的能力等方面的信息，从而选择出售的时间、

决定出售的 价 格，引 导 和 限 制 农 协 的 行 为，使 之 按

照农户的意 图 办 事，实 现 农 户 利 益 的 最 大 化。另 一

方面，直销所流通模式 可 以 避 免 农 协 的 机 会 主 义 行

为，防止农协以 农 户 的 损 失 为 代 价，片 面 追 求 农 协

利益的最大 化。因 为 在 直 销 所 流 通 模 式 中，即 使 是

面对大宗需求者的事 先 订 货，其 销 售 价 格 也 是 由 农

户决定的，农协只是在 中 间 发 挥 一 个 联 系 的 桥 梁 作

用，而卖与 不 卖，价 格 高 与 低，都 是 由 农 户 做 出 决

定，只要农 户 不 同 意、不 接 受，无 论 多 大 宗 的 订 单

也不能成交，从而可以 避 免 在 传 统 农 协 共 贩 模 式 下

农协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而 实 施 的 机 会 主 义 行

为。

直销所流通 模 式 中，农 户 可 以 准 确 地 衡 量 农 协

的工作成果与其所付 出 的 努 力 之 间 的 联 系，从 而 准

确地了解农协的能力。根据直销所的价格管理制度，

农协会提前一个月给农户做出 全 面 的 市 场 分 析 和 价

格预警，农户可以根据 价 格 预 报 适 当 调 整 生 产 和 销

售计划，包 括 对 生 产 的 品 种、数 量、上 市 时 间 等 方

面进行协调，在 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较 大 时，避 免 农 户

做出逆向选 择，农 户 不 会 逆 市 而 行，直 销 所 销 售 的

价格也不会因为市场 价 格 变 动 而 大 起 大 落，可 以 降

低农户收入不确定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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