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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运行要素缺位、运行环境恶劣 ,民族贸易发展也深

陷困境。建设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和发展民族贸易需要走产业、市场互动的自生型发展的道路。应

落实民族贸易政策 ,重构民族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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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mmodity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trade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 m inor ity nationa l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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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commodity market running basis in southwest m 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is weak and its running factors have

defect and its running environment is adverse and m inority nationality trade development is in difficulty.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odity market and development of m inority nationality trade in southwest m 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should follow the auto -

development road in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market, should carry out m inority nationality trade policy and should restructure

m inority nationality trad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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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南民族地区民族贸易体系曾经为少数民族

必需品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

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 ,传统的

民族贸易体系正逐渐萎缩和被边缘化 ,这使西南民

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走向衰退。因而 ,研究西南民

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有着现

实的紧迫性。

目前 ,国内外关于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

与民族贸易发展的研究资料相对较少 ,大多数学者

主要从一般意义上来研究农村商品市场和商品流

通领域 ,如 A. de Janvry (1981)、D. B ryceson ( 2000)、

K. Jansen (2000)等人指出农村市场体系的创新需要

外部力量的介入 ;王晓红 (2000)、周力 (2005)、柳思

维 (2004, 2006)等人则分析了农村现代市场流通体

系的构建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和提升农民利益的重

要作用。另外 ,少数学者如彭继芝 ( 2004)、朱瑞雪
(2005)、郭妍 (2002)、杨清震 (2003)等分别从新时

期民族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绿色边境贸易和民族地

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贸易政策与民族贸易发

展 ,民族贸易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等方面对民族贸

易进行了探讨 [ 1 ]。真正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和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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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理论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体系

建设、创新与民族贸易发展的则更少。目前 ,仅有

王兆峰、张海燕教授 (2007)从民族地区农产品市场

创新建设与民族贸易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全面和深

入的探讨。不过 ,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的客体不

仅仅局限于农产品 ,还涉及日用消费品、民族工艺

品、农业生产物资等。因而 ,从农村商品市场的一

般客体的角度来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

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是有必要的。本文正是以此

作为切入点 ,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提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

发展的构想。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表

现及民族贸易发展的困境

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贵州、重庆、四川、湖

南、湖北、云南、广西、西藏等辖区内少数民族自治

地区 ,这些地区以山区为主 ,自然条件相对恶劣 ,长

期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再加上长期以来受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和农村生产力水平、收入水

平低的制约 ,以及在商品流通体系建设中“重城市 ,

轻农村 ”、在农村工作中“重生产 ,轻流通 ”惯性思维

的影响下 ,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流通体系

建设投入严重不足 ,发展缓慢 [ 2 ]。并且 ,在全国由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传统的民族贸易

政策、民族贸易体系不能适应新的经济条件 ,民族

贸易政策名存实亡 ,民族贸易企业、网点则逐渐萎

缩和被边缘化。
(一 )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落后的首要

表现就是商品市场运行基础薄弱。从产出能力来

看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自然条件恶劣 ,长期以来的

“刀耕火种”式家庭生产效率低下 ,难以形成大量的

剩余。并且 ,由于缺乏市场意识 ,村民所生产的农

产品也主要为基本粮食作物 ,缺乏市场竞争力和较

高的市场价值。显然 ,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落

后的生产方式严重地制约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

品的产出能力。从需求能力来看 ,消费者需求的商

品数量、商品种类及消费水平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

密切相关。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村民

收入来源单一且有限 ,再加上子女教育支出、医疗

支出及其他预防性支出的制约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

的现实需求能力极其有限。在低产出能力和低需

求能力的双重制约下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

运行基础相当薄弱。在缺乏利益的驱动下 ,市场机

制难以吸引众多资源向西南民族地区农村转移 ,这

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该地区商品市场运行基础

发展的滞后。
(二 )商品市场运行要素缺位

在所有的市场运行要素中 ,市场主体是最积极

和主动的要素 ,在商品市场建设中也发挥着核心作

用 [ 3 ]。目前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的三

类要素普遍缺位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

设落后的最突出表现。首先 ,缺乏合格、规范的商

品市场主体。传统的民族贸易企业的萎缩与退出、

城市现代商业组织不愿进入、经过专业培训的经纪

人数量有限使得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主体

仍以个体商贩为主。其次 ,商品市场客体相对单

一。目前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最主要的商品市场客

体是日用消费品和农业生产物资 ,而且主要是从城

市市场淘汰出来的次品或假冒伪劣产品 ,这些产品

存在着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隐患。西南民族地区特

色的农产品和民族工艺品既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产

出 ,也尚未成为商品市场客体 ,极少数民族旅游开

发较好的村寨的民族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虽有销

售 ,但规模极其有限。另外 ,质量较高的家电产品、

首饰、服装等时尚产品也尚未成为这些地区农村商

品市场的客体。最后 ,实现商品交易的网络体系等

商品市场载体陈旧且残缺不全。西南民族地区仍

以传统的集市作为商品交易的载体 ,商流、物流、信

息流仍高度统一于交易的一刹那。在随机匹配的

单次博弈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农村商品

市场是一个“柠檬市场 ”。可见 ,商品市场主体、客

体、载体“三体 ”的缺位不仅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

品市场建设落后的表现 ,也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

重要原因。
(三 )商品市场运行环境恶劣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环境恶劣主要

表现为 :第一 ,市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由

于自然条件闭塞、信息传递渠道狭窄 ,西南民族地区

农村居民具有天然的信息劣势 ,主动搜索市场上哪些

产品畅销、哪些产品滞销 ,产品的价格、质量等信息对

于单个农民来说成本高昂而且由于信息外部性导致

的“搭便车”行为使信息搜索者缺乏搜索的激励 ,进

而使农民长期蒙受信息不对称之苦。第二 ,市场秩序

混乱 ,市场监管工作不力 [ 4 ]。由于缺乏严格的准入制

度、健全的商品质量检测制度和必要的检测设备与手

段 ,导致进货渠道混乱。目前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

品市场是主要的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市场 ,如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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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案件中农村占 80%。另外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市

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价格欺诈的事件时有发生 ,乱

收费、乱摊派和乱涨价现象也相当普遍。第三 ,区域

社会资本缺失 [ 5 ]。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

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是经

济发展和商品市场运行的“润滑剂 ”、“黏合剂 ”[ 6 ]。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缺乏普遍的社会信任以及被大家

“理解”和“共享”的正式和非正式规范 ,这阻碍了村

民市场意识、市场观念的形成 ,也进一步恶化了商品

市场的运行环境。
(四 )民族贸易发展的困境

民族贸易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

特殊的商贸形式 ,是我国民族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具有政策性、民族性和区域性。20世纪 80年代

末以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原有的形成于

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补贴、财政拨款、利润留成与

税收减免“三项照顾 ”的老民族贸易政策基本上全

部失效 ,而新出台的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

贷款、税收返还等民族贸易政策也因为商业银行的

贷款普遍向效益好的地区和企业倾斜以及民族地

区财政困难等现实而有名无实。另外 ,由于民族贸

易企业地处经济落后地区 ,长期以来经营业务单

一 ,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用品趋向市场

化 ,固有的民族特殊用品逐渐减少 ,以及民族贸易

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经营观念落后、资本积累和

投入不足 ,民族企业大量转产、倒闭 ,民族贸易网点

大幅萎缩。如“十五 ”期间在青海农行开户的 62户

民族贸易企业中已经关停、倒闭、破产的为 60户 ,占

96. 8%
[ 7 ]。可以说 ,民族贸易发展面临困境 ,使西

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雪上加霜 ”。

二、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

易发展的思路构想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

展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 ,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现有的

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下 ,立足于民族特色产业 ,

走“产业———市场———产业———经济发展———市场 ”

的自生型的农村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道路是总

体的思路。具体来说 ,现阶段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

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可以参考以下构思 (如

图 1) :在商品市场运行基础建设方面 ,重点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 ,生产特色农产品并深加工 ,同时注重

开发民族特色旅游和民族工艺品产业 ,减轻农民负

担 ,提供消费信贷 ,扩大农村消费力 ;在农村商品运

行要素建设方面 ,大力引进城市连锁商业组织 ,恢

复和拓展民族贸易企业和网点 ,建立专业合作组织

和农民经纪人队伍 ,形成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的市

场运行主体 ,扩大和丰富特色产品、消费品和生产

物资等市场运行客体 ,建设以专业化市场、电子商

务平台和城乡一体化物流系统等市场运行载体 ;在

商品市场运行环境建设方面 ,主要通过建立农村专

业合作组织和农民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来规范社

会市场秩序和培育区域社会资本。

图 1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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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

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易

发展任重道远 ,但又事关国家“三农 ”问题、新农村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民族团结稳定的大局。

国家“十一五 ”规划纲要中将农村 ,尤其是中西部落

后地区农村建设作为中央政府投入的重中之重。

在农村流通体系建设方面明确指出 ,要推进农产品

批发市场建设和改造 ,促进农产品质量等级化、包

装规格化。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加快供

销合作社经营网络改造和城市商业网点向农村延

伸。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网络。发展农资

连锁经营 ,规范农资市场秩序。然而 ,西南民族地

区农村商品市场特有的封闭性、分散性和低效率均

衡性使得其发展在遵循国家总的指导方针之外 ,还

应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其中 ,借助政府、城市现代

商业组织、其他新型市场主体等外部力量的冲击 ,

打破现存的低效率均衡状态 ,以民族特色产业和民

族贸易政策为依托 ,引导市场向现代流通体系演进

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关键。因此 ,

本文从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民族贸

易发展的总体构想出发 ,提出四点对策建议以供

参考。
(一 )发展民族特色产业 ,夯实商品市场运行

基础

产出能力和需求能力是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

础。西南民族地区农村极其有限的产出能力和需

求能力是阻碍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根

本制约因素 ,而且 ,产业发展落后又是村民消费能

力不足、消费观念落后的主要原因。因而 ,调整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 ,夯实商品市场运

行基础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

贸易发展的基本切入点。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特殊

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民俗民风是其宝贵的资源 ,充

分挖掘和开发这些资源 ,发展民族特色产业和特色

经济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具体来说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 ,延伸农业产业价值链 ,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

特色食品生产和深加工产业。西南民族地区特殊

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于种植一些营养价值高、口

感好、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药材和花卉等农产品 ,如

湖南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橘子、猕猴桃等。

通过引导和组织村民进行专业化种植 ,部分直接销

售 ,部分经深加工生产出价值更高的相关产品之后

再销售。二是大力发展民族旅游产业。西南民族

地区特殊的民俗民风和古朴的建筑都是重要的旅

游资源 ,而且随着国家旅游市场的扩大 ,文化旅游、

村寨旅游、原生态旅游已成为游客们青睐的对象。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可以与周边的旅游胜地开展合

作 ,使其成为大旅游品牌的子项目 ,也可以定位为

周边城市居民周末休闲娱乐的场所。三是积极发

展民族工艺品产业。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是少

数民族特色工艺等民族文化遗产的直接继承者 ,他

们熟练掌握着各种民族工艺品的制造工艺。组织

村民进行民族工艺品的大规模制作可以迅速发展

民族工艺品产业。总之 ,以上三大产业的同时发展

可以极大地提高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的产出能

力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的需求能力 ,进而为商

品市场的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提供扎实的供给和

需求基础。
(二 )培育现代市场“三体 ”,充实商品市场运行

要素

现代市场“三体 ”,即商品市场运行主体、客体

和载体是农村商品市场建设的基本框架 ,任何一

“体 ”缺位 ,市场都不完整。因而 ,合格、规范的商品

市场运行要素的引进和培育是西南民族地区农村

商品市场建设和民族贸易发展的核心内容 [ 8 ]。具

体而言 ,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主体建

设方面 ,一是大力引进 ,二是积极培育。目前 ,西南

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主体之所以不规范 ,一

方面是缺乏竞争 ,另一方面是投入不足。农村商品

市场潜在的需求能力是城市现代商业组织最大的

诱惑 ,进入农村市场也是它们的战略目标之一 ,引

进城市现代商业组织不仅可行 ,而且它们的进入将

对现有的市场运行主体形成刺激 ,加速其改革 ,迅

速提高市场运行主体的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其

次 ,运用相关的民族贸易政策 ,支持和加大民族贸

易企业的投入 ,改革民族贸易企业经营模式 ,扩展

民族贸易网点 ,恢复民族贸易企业在民族工艺品、

特色农产品生产中的核心作用。同时 ,培训大量农

民经纪人 ,建立专业合作组织 ,使农民经纪人成为

有组织的农村商品市场基层运行主体 [ 9 ]。在西南

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客体建设方面 ,一是多

样化农村产出产品种类 ,如种植尽可能多的特色农

产品 ,并深加工成各类相关产品 ;二是丰富农村市

场消费品的种类 ,将一些目前只能在城市才能购买

得到但在农村有需求的产品引入到农村市场 ,同时

在生产物资的供给方面也要尽可能地种类齐全。

14

丁建军 ,张海燕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与贸易发展



而且 ,要严把所有流入和流出商品的质量关 ,提升

农村商品市场客体质量。在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

品市场运行载体的建设方面 ,通过建立乡镇、产地

专业化市场以及遍布各村的贸易网点 ,开发乡镇、

产地及特色产品电子商务网站 ,建成城乡一体的物

流体系 ,确保商流、信息流和物流“三流 ”畅通。

(三 )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优化商品市场运行

环境

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是确保商品市场健康发

展的重要外部条件。目前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

市场“散、乱、差 ”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

社会化服务体系所致。由于工商行政部门的监管

很少触及农村 ,农村市场秩序混乱 ,欺行霸市、假冒

伪劣产品横行。一方面 ,应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 ,

但另一方面 ,也是更主要的应通过建立农村专业合

作组织、农民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来实施农村商品

市场的自治。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 ,完善农村

社会化服务体系 ,不仅可以通过结合政府监管的

“自治 ”规范农村商品市场秩序 ,而且可以培育区域

社会资本 ,提高各市场运行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 ,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农村商品市场运行效率。另

外 ,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还可以利用自身搜寻信

息、洞察市场走势、集体谈判等方面的优势 ,使处于

具有信息劣势的农民不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

者都能从市场中获得正常收益 ,提高农民参与市场

的积极性 [ 10 ]。
(四 )落实民族贸易政策 ,重构民族贸易体系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建设是民族贸易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新时期民族贸易企业的

重要使命。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农村商品市场运行

的主体 ,民族贸易企业一方面要用足、用活、用好现

有的民族贸易政策 ,加大投入 ,恢复和扩展民族贸

易网点 ;另一方面 ,要积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

提高经营管理绩效 ,立足于民族特色农产品、特色

食品、特色工艺品、民族必需品、民族特色旅游等民

族特色产业 ,做大做强企业 [ 11 ]。同时 ,西南民族地

区政府也要调整和落实民族贸易政策 ,在确保民族

贸易企业享受民族贸易政策的同时 ,将民族贸易政

策扩展到那些积极参与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农村

地区商品市场建设的城市现代商业组织及个体 ,如

提供农村商品市场建设、民族特色产业开发的专项

资金贷款等。此外 ,西南民族地区政府应统筹城乡

发展 ,统一规划 ,重构民族贸易体系。如多元化和

规范化的民族贸易主体 ,组织化和现代化的民族贸

易形式 ,多样化和规模化的民族贸易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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