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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于跨行政区巾药原产地产销合乍加思奋’
        — 以石柱一利川黄连产销合作为例

                          刘铃好，邓正琦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0047)

    摘 要:重庆市石柱县和湖北省利川市一直保持着黄连主产区地位，两地黄连生长环境同质、产品深加

工水平相当，具有产销合作的便利条件。但由于两地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黄连产销存在同质性竞争、地方

政府保护和梢售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两地应优势互补，共同搭建黄连产悄信息平台;同时，还应培育统一品

牌，共同枪占国际黄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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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石柱县和湖北省利川市的黄连生产占 黄连生长环境同质、产品深加工水平相当，具有产

全国总量的80%、世界总量的70%，素有“黄连之 销合作的便利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两

乡”的誉称，并一直保持黄连主产区地位。两地同 地在黄连种植、栽培技术水平改良、销售渠道开发

属武陵山北上余脉交汇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 等方面都有合作，交往较频繁;但由于两地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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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行政区，都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单元，为了各
自利益，在黄连产销中也存在地方政府保护和无序

竞争现象。

    一、石柱一利川黄连产销合作取得的成绩

    (一)建立黄连GAP示范基地，统一两地黄连生

产标准

    石柱县和利川市黄连生产在品种和规模上有较

大的趋同性，在研究黄连标准化生产和开发黄连深加

工方面又有共同的追求。因此，两地首先从生产环节

人手，统一制定黄连生产标准，建立了与国际中药材

行业标准接轨的C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黄连种植示范基地。1999年，石柱县开始CAP基地

建设，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工作网络;2以刃年，利川市

在福宝山建立了首个GAP示范基地。两地将“规范

+示范”作为基地建设核心，按照GAp要求进行黄连

标准化生产，并注重加强与GAP配套的硬件建设，先

后建立了黄连CAP检测检验中心、黄连成品库及包

装车间等。GAP示范基地的建立，促进了两地开展黄

连产销合作，直接提升了两地黄连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

    (二)建立黄连交易市场，搭建两地黄连销售平台

    2005年，为便于两地连农通过交易市场了解黄
连市场的需求信息，在石柱县黄水镇建立了全国最

大的黄连专业交易市场— 中国黄连市场。据统

计，仅2006年1月至8月，黄水镇黄连专业市场共
交易黄连1450吨，实现交易额5800余万元，交易

量占全国的71.2%。黄连销售平台的搭建，将黄连

交易引人了有序化、规范化的销售道路。

    (二)筹建石柱一利川黄连产梢合作经济组织

    2006年4月，利川市有关部门组成黄连产业化

课题组，来到石柱县，与石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工商局、质监局、经贸委、药办就构建“石柱一利

川黄连产销联盟合作经济组织”进行了广泛研讨，

探讨建立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地域性合作经

济组织。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两地在黄连种植历

史、栽培技术、黄连品种等方面具有合作基础和进

一步合作的潜力，但两地仍然只有产品产量优势，

而没有形成巨大的经济优势;出售黄连初级产品，

一直受到安徽毫州、安国客商的压价，使两地黄连

市场利润空间被中间商占有，没有充分发挥出两地

黄连的独特优势;因此，必须建立黄连产销合作经

济组织，以实现互利双赢。两地连农也希望两县市

政府，尽快建立符合市场规则的生产标准统一、包

装标识标注统一、价格统一和市场利益共享的产销

合作经济组织，实现石柱、利川两地黄连的产业化

生产，进而加快两地新农村建设。

    二、石柱一利川黄连产销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两地黄连生产条件同质，造成资源浪费

    石柱、利川都位于高寒地区，黄连产区海拔均

在1200一1700m之间，年均温度12℃，为黄连提

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两地在黄连育种、种植、采

收、初加工等方面都采用相似技术，并共同开发了

“玉米和造林遮荫”生态栽培技术。但由于分属于

不同的行政区域，两地生产分工协作意识不强，资

源和技术缺乏交流，使两地企业在生产规划、产品

品种选择上出现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使黄连资源

得不到有效利用，不能实现规模经济。行政区划限

制，给两地黄连资源、栽培技术进行跨地区传播设

置了障碍;行政区划壁垒的形成使两地各谋利益，
实行经济封锁;而两地产销情况和经济效益都较好

的中药企业又互相竞争，争夺黄连资源、黄连市场

和技术人才，造成黄连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两地互相争夺稍售市场，造成黄连价格波动

    由于没有统一的黄连市场信息平台，连农不了

解终端市场的需求量，在生产上常表现为价格上涨

供应量大、价格低时则放弃种植;同时也造成石柱、

利川两地在黄连市场选择上发生重复和冲突。两

地连农为了占领市场销售黄连，取得更大的经济效

益，互相杀价，对潜在市场开发更是以牺牲黄连品

质为代价，违背生长规律起挖才2一3年的黄连(黄

连生长周期一般为4一5年)，使劣质黄连充斥市

场。这样不仅不利于黄连市场的有序竞争，而且还

给连农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严重影响黄连的质量和

市场信誉。

    (三)两地政府地方保护，造成黄连产稍合作障碍

    黄连是石柱县和利川市的特色优势产业和支
柱产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两地政府

为了保护地方有竞争优势的黄连产业不被竞争对

手超越，阻挠和限制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供应商进

人本地市场，往往采取价格歧视、限制流通渠道等
行为，打破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造成黄连市场分

割或地方保护。由子地方政府行政壁垒的限制，严

重阻碍着两地黄连产销合作的正常进行。

    (四)缺乏品牌意识，占有国际市场份颇不足
    两地黄连销售市场狭窄，主要原因是对打造产

品品牌认识不够，缺乏全面的市场观念和品牌经营

观。加之当地政府服务职能逐渐弱化，常实行指令

性计划，在黄连市场质量监管和引导连农走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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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工作不到位，出现两地黄连产区与终端市场

阻隔的情况，导致中间商对连农进行双向盘剥，加

剧了连农生产的盲目性与利益分配的不合理。

    国际市场对黄连品质要求较高，需要通过标准质

量认证，同时也对产品的信誉度、忠诚度要求较高。

由于两地各自为战，长期市场分割，产品缺乏竞争力，

所占国际市场份额不足。但对于石柱县和利川市而

言，实行品牌战略是产品持续竞争的长远规划，既节

约资源，又增强两地黄连产品的整体竞争实力。因

此，必须加强两地产销合作，联合打造黄连品牌，将终

端市场与产地贸易直接对接，加快石柱一利川两地国

内外黄连市场的开发。

    三、加强石柱一利川黄连产销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优势互补，实现黄连资源共享

    石柱、利川两地黄连资源的同质性和深加工产品

方面的同构性也决定了两地可以强强联合，做大做

强，共享资源优势所带来的利益。利川有技术优势，

石柱有产量优势，在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拓宽销售市场

方面又有共同追求;因此，两地应该整合各自优势资

源，聚集人、财、物等生产要素，进行技术交流或技术

指导。如石柱县已经开始尝试将纳米等高新科技运

用到黄连加工上，建立产销合作后，两地科研机构可

以共同开发相关技术，以提高黄连产品的附加值。同

时，两地产销情况和经济效益都较好的中药业企业也

应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订立专门化生产标准，实行多

元化产品开发，以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要，形成具有
较强盈利能力的黄连产销规模。

    (二)搭建两地产销信息平台，建立黄连统一大市场

    石柱、利川两地所拥有的黄连市场由于受行政

区划限制，产销信息封锁，各自为自身利益争夺市

场，出现市场分割现象。由于市场不统一、产销信

息不透明造成黄连价格波动，影响着黄连的品质和

销售情况。两地可以联合建立信息咨询中心，专门

为连农提供市场最新需求信息，引导连农把握市场

行情，获得较好收益，同时也为连商提供销售信息，

以便做出准确的购销判断。还可以采用现代化的

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电子商务。搭建两地黄连产销

平台，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市场对黄连质量及其仓储

设施配套的检验功能，并为产连基地与科研机构联

合奠定基础，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形成农一工一贸-

科一体化的产业化布局。

    (三)转变政府观念，实现两地黄连产销竟合

    石柱、利川两地政府在对黄连生产和市场进行协

调的时候，应及时转变观念，将发展目标与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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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结合起来，有步骤地推进两地在黄连产销合作方

面的竞合。石柱县政府在推动本地区黄连产业积聚

的同时，应考虑会给同质区利川市政府行为带来的影

响;同样，利川市政府在对本地黄连产销制定政策时，

也应考虑其他同质市场可能出现的反映。两地政府

在做出决策时会出现既合作又竞争的局面，通过博弈

行为，存在合作的可能，比如资源互补、技术共享等，

但是在利益分配阶段竞争却会产生。如果石柱县、利

川市政府在对黄连市场及其扩展的认识和行动上能

够达成一致，那么先行动的一方会得到利益，而处在
同一地位的另一方会在权衡自身利益后，做出竞争或

合作的选择。这样至少达到“正和游戏”，即合作创

造额外价值的机会会增大。如果退到只有竞争的选

择，那么便会在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出现恶性

竞争，甚至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在石柱、利川两大

黄连主产区不可能完全合作的情况下，两地政府应该

及时转变观念，将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有效结合起
来，并与本地资源和基础条件相磨合，转变传统经营

观念，实现区域黄连资源有效整合，形成黄连产销合

作的长效机制。

    (四)培育统一品牌，共同抢占国际黄连市场

    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品牌做支撑，国外市

场对石柱一利川的黄连质量缺乏信任;加上出口黄

连没有专业医药行业认可的标志，导致其黄连海外

市场开拓力度不够，在国际市场的占领份额不足。

石柱一利川黄连品质优良，但要在国际市场站稳

脚，还必须要有品牌，两地应把共同打造黄连品牌

作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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