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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各种危机的产生、发展和解决伴随着文

明发展，这些危机首先从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开始，即使是 21 世纪

的信息社会，我们感觉到各种危机对于“食”的问题影响不是减

弱了而是增强了。我们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

伴之而来的各种危机是全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还在于任何政府必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才能维持社会

最起码的稳定。剧变之后的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国家的动乱，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图片，从“食”的问题引发

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食”，也就是农产品

的问题。 
纵观国内外研究，危机的解决大部分是从应急管理的角度认

识、处理和完成的，农产品的危机也不例外。一方面，称职的政

府和考究的学者们已经习惯于临危不乱、快速反应、积极应对；

另一方面，老百姓们却都感觉到危机的发生是周而复始的，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看起来更像一个闭环系统。即使计算能力已经非

常发达，令人困惑是，人类可以往浩瀚的宇宙发射宇宙飞船，能

够精确找到其位置进行补给，但是对于我们身边的危机的预测却

无能为力。除了其周期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非线性，危

机的发生和发展好象从来没有规律过，我们可以开玩笑地认为，

管理危机的“神仙”没有学过数学，不要说直线变化，连函数变

换也不会出现，数学家没办法拿出精确的数学模型来表述它的变

化，我们能够做的只有模拟和尽可能地接近。在这种思维范式下，

我们以出现危机解决危机为能事，虽然是守株待兔，但是积累了

相当多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的学习和归纳推动了新的视角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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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出现。 
危机的出现是周期性和非线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产品

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求关系会受到危机的影响，因此，

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也会表现出周期性和非线性，我们可以形象地

将之描述为“潮涌现象”，尽管没有这种明确的名词表示，但是国

内外学者都有类似的观点。让我们理一下思路：就想象为大自然

的潮汐运动吧。这个观点与其他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们在深

入认识农产品价格潮涌般波动与变化的现象的本质和有效应对方

法之前，必须研究和了解农产品价格波动现象发生的原因和发生

的规律性，从一些常见的危机引起的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出发，

进行科学研究与分析，构建回复机制，为预防、应对和解决农产

品价格剧烈波动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例如，山东、河南、四川等

地农民年年遇到不同类或者同类农产品卖难问题，物流问题、工

商管理与城管等问题往往成为根源，再加上每年不同的危机推动，

我们的治疗方法总是滞后的，也许只是多少年一遇的差异，从各

方面的表现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实际上

面对危机，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完全精确管理

的，就像只要地球还在自转和公转，潮汐运动就会周而复始的出

现一样。对于这种本质的变化，任何国家和个人目前都没有实际

能力去精确预测和去阻止价格可能出现的剧烈波动，在由于各种

危机的出现，而引起的席卷全国甚至全球的农产品价格波动面前，

构建价格回复机制胜于危机发生时的救助，系统地研究农产品价

格波动潮涌现象及其影响——潮涌效应的机理，能够指导人们面

对危机，不再被动应对，而是通过规律性的把握，取得应对农产

品价格剧烈波动的主动权。 
价格波动是市场运转的标志，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把农产品价

格变成一条直线并时时呵护，就没时间和精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情，体制改革就是要让政府抓大放小，放市场以活力，给自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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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尽管在市场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是一种自然现象，

虽然危机的出现人们看到了很多，但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本质规

律和发生发展规律有待于系统的分析。尽管会对于农产品价格波

动推波助澜的具体的危机本身呈现出暂时现象和长久现象，但是

人们对于现存和潜在的危机对于农产品价格波动产生的影响的感

觉，也许是“宿命”，似乎有“花开花落总有期”的无奈，有种“抽

刀断水水更流”的感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尽各种办法拉高

或者抑制农产品价格一段时间之后，危机会变一个方式出现，农

产品价格波动的“潮涌”再次漫过前次精心构造的“堤坝”。实际

上在人类和潮涌对抗的千万年来，堵的方法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

地解决过问题。方寸池塘有风涟漪，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农产

品价格的波动是市场的正常现象，通过价格波动调节供给与需求，

焕发市场的活力。危机导引的生鲜农产品价格剧烈涨跌也从某些

方面反映出当前市场管理机制、组织结构和发展等方面出现了问

题，对于市场薄弱环节和管理漏洞的冲击在造成危害的同时，也

起到了提醒和强迫修补作用，以避免造成更大程度的危害。面对

危机，生鲜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处理、销售的相应管理环节开始

深刻反省，寻求变革优化当前的系统，以解决目前的问题，这个

过程又要通过生鲜农产品价格的调控政策来实现。为什么这个环

境和特性会成为生鲜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温床？危机为什么会加深

这个作用？本文将深入研究其现象，探究原因，并提出对策。我

们的目的不是想回到一潭死水的计划经济时期，而是要做时代的

“弄潮儿”，在风险允许的范围内，从大局出发，探索良性发展的

以回复机制为主体、政府调控为辅的生鲜农产品价格调控的机制。 
最重要的是，管理的重点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偏移，现在

不是农业为主要支柱的社会，农业的发达与否不能决定一个国家

的兴衰。从本质上，纵观世界各国政府，在农业经济已经沦为满

足人们基本日常生活需求的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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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鲜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调控的实践活动具有明显的趋利避害、

逃避危机的基本性质。换句话说，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拆东墙

补西墙的情况时有发生，重点不在农产品价格本身，而只是为了

维护正常的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等活动的正常进行而已。 
组织的研究滞后，面对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的冲击，原有的

农村和农业经济组织结构跟不上时代的要求，1979 年的农村联产

承包责任制打破了铁饭碗，焕发了农业生产的活力，但是由于其

烙印很深，成为深水区和雷区，令许多地方政府和学者望而却步，

难度太大，涉及面太广，恐怕重蹈覆辄。单干就是进步、联合就

是大锅饭的老路的观念印象太深刻。遍布城乡的小的农村经济合

作组织难以满足当前市场的需要，小木筏遇到大市场的必然困境，

由于人力、财力等因素的制约，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受价格

波动的影响较大也是必然的现象。组织模式的改革是解决生鲜农

产品价格波动问题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基础性问题。 
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问题提了很久，从改革开放开始实际上

就开始了试水，但是进展缓慢，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工业对于农业

的扶贫和怜悯，没有加入市场的因素，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环境

的恶化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感受到吃饭

问题，中国提出了耕地的红线，开始探讨资源定价问题，给农业

资源本来应该得到的地位，反哺开始走向市场化。农业的弱势地

位需要给予扶持，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不可能返回到农业化

社会，因此，这种扶持怎么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是一个需要系统

化思考的问题。价格作为市场的晴雨表，通过价格的知识和导向

作用，让工业的反哺促进生鲜农产品价格回复机制的构建是一个

均衡化的问题。 
面对危机，怎么样构建生鲜农产品价格回复机制的问题，不

仅要分析和阐明生鲜农产品价格的“潮涌效应”这个基本的理论

观点，涉及不同的可能会对于生鲜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各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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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1  绪    论 

每天清晨，感谢互联网络技术的信息共享，我们总能从各个

渠道了解到昨天我们的世界又出现了什么危机，拿起菜篮子去买

菜，准备一天的伙食，我们又开始担忧农产品的供应。面对频发

的危机，重要的不是每次都能够挽救我们的农业相关产业，而是

能够建立一种规则或者机制，能够减少危机的出现，将更多的危

机大化小、小化无，甚至借助危机的冲击进行市场体制或者机制

的创新，化腐朽为神奇、化被动为主动，为下一个新的危机做好

应对准备。 
危机的解决不仅是意味着勋章和庆功会，也意味着社会财富

的损失和从业者的损失，对于消费信心的打击，我们不喜欢危机，

危机自己最好不要老是出来烦我们。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产

业，不需要钱塘江潮涌般的波澜壮观和跌宕起伏；农民不是弄潮

儿，作为弱势群体更希望每天的收入稳定；消费者不想做弄潮儿，

天天盯着菜篮子动脑筋没什么意思；涉农企业不想做弄潮儿，价

格的剧烈波动会严重打乱生产和销售计划，带来额外的成本开支。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生鲜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以为它们

不是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只是属于生活的调剂品和替代物。稳

定意味着我们划一条线，可是这条线是什么样子的？直线还是复

杂的数学曲线？直线直观简单但是却远离实际，曲线呢？究竟什

么样的曲线才能够真实地再现？更不要说预测了，稳定实际上是

目标管理的范畴。黑猫白猫，我们管理的简单不能是最终的目的，

不能以牺牲社会和农民的福利作为代价，如果这种简单从此而来

的话，我们宁愿不要简单；但是过度的复杂却会缺乏实施性，给

我们以计划经济的主观印象。我们的目的和出发点并不是稳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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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而是探讨了解和遵循生鲜农产品产业链价格的周期性与非线

性发展的规律——潮涌效应，促进其形成在一定条件下自我回复

的机制。生鲜农产品价格很难稳定，需要按照其变化的时期来

考虑。 

1.1  研 究 背 景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和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农业及相关从业

者发现电子商务对于生鲜农产品的独特优势，我国生鲜农产品的

专营和经营网站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然而这种发展并没

有使得价格的波动总体上平缓下来，反而由于乘上了“互联网”

这辆高速列车，渐有难以驾驭之势。例如，从猪肉价格的高不可

及，到“猪蓝耳病”等的影响，尽管不在疫病区，由于互联网广

泛的信息传播，几乎一夜之间全国猪肉价格暴跌，看到前期价高

开始增加投入的养殖户又开始大批杀掉繁殖用的母猪，对于相关

产业链也产生了波及效应，价格的“潮起潮落”严重影响了城镇

居民的生活。2008 年以来，又先后出现了“三鹿三聚氰胺事件”

和“生蛆橘橙事件”等典型事件，对于其自身供应链内、产业链

内企业和相关产业链都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潮涌效应，怎么样减弱

价格的潮涌效应或能够更好地控制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大方向，

十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多次讲话更加坚定了振兴

农业的决心，政府扶植力度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的技术创新的同

时更要解决市场化问题，利用管理手段解决农产品的市场壁垒，

破除“丰产不丰收的魔咒”，在产业链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应有的

收益，这才是增加农民收入、产业化成功、社会和谐、稳定、进

步的关键，价格是市场的晴雨表，是研究市场化问题的入口。 
国内外学者对于农产品价格的走高，意见分歧比较明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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