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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肥料流通环节分析化肥过度施用的原因，分析肥料传统二级营销模式，了解肥料流通环节现状，利用肥料经销

商的实地调研数据，对肥料经销商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肥料流通环节赊销现象严重，大大增加流通成本，使肥料价

格虚高，肥料产品的宣传推广工作和农户赊销产生的资金风险增加了经销商的经营成本，经销商为保证盈利，会倾向于增加

肥料推荐用量，导致农户过量施用化肥；此外，肥料经销商整体专业知识水平较低，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可以使经销商更科学

地推荐肥料用量。为此，建议提高肥料经销商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对肥料经销商的培训，努力缓解肥料流通环节赊销压力。

关键词：肥料；经销商；赊销行为；推荐用量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over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from the aspect of fertilizer circul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aditional bi-level fertilizer distribution model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fertilizer circulation,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s of fertilizer distributors by using field research data of the fertilizer distributors. Analyses show that the 
phenomenon of credit sales in fertilizer circulation is serious, which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cost of circulation and made the price of 
fertilizers unrealistically high. The promotion of fertilizer products and the financial risks arising from credit buying of farmers have 
increased the operating costs of the distributors. To make profit, the distributors tend to elevate the recommended dosage of fertilizer, 
resulting in excessive use of fertilizer by farmers. In addition, fertilizer distributors usually have a low level of expertise and thus need 
agricultural technical trainings to recommend a more scientific fertilizer dosage. To this end, it is recommended to raise the threshold 
for market access of fertilizer distributors, optimize trainings of the fertilizer distributors, and ease the pressure caused by credit sales 
in fertilizer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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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6 年，化肥施用量首次呈现负增长趋势，总

量为 5.984×107 t，然而，我国化肥施用总体情况

仍不容乐观。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施用折纯量达

到 443.53 kg/hm2，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折纯量

为 323 kg/hm2，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

环境造成危害所设置的 225 kg/hm2 的安全上限 [1]。
化肥不合理施用引发了“水、土、气”污染、农产

品质量下降等诸多问题 [2]，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

威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化肥过量施用问题引起多方高度重视，在

经济学方面，学者们倾向于运用能量比值法、随机

前沿生产函数（SFA）、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等

测算化肥利用效率 [3~8]，结果表明我国农作物化

肥利用效率较低，造成了化肥大量施用。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学者利用样本选择（Tobit）模型、Probit
模型、评定 Logit 模型、Heckman 模型和一般线性

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

生产资料特征、生产活动特征、农业市场特征等微

观层面分析农户施肥行为 [9~18]。此外，还有学者

把原因归结于国家制度政策不完善 [11,19~21]、劳

动力成本增加 [22,23]、农技推广体系作用尚未充

分发挥 [24]、种植业结构调整 [25~27] 等其他方面。

金书秦等 [28] 另辟蹊径，从信息传递和信任两个方

面揭示农户和农药经销商之间的互动，认为经销商

的信息失真或农户对经销商的低信任都将导致农药

的过度使用。本文则尝试从肥料流通环节分析化肥

过量施用的原因。

二、肥料传统二级营销模式分析

现阶段我国肥料的主要营销模式为传统二级营

销模式，如图 1 所示。肥料生产厂家分派省级销售

经理和县级销售业务员拓展肥料产品的县（市）级

代理商，该县（市）级代理商进一步拓展辖区内的

乡镇级零售商和村级零售商，肥料产品最终通过零

售商到达农户手中。

这种模式的优势是层层下达，环环紧扣，利于

企业形成固定的销售网络。肥料企业可以充分利用

代理商和零售商的销售网络，把企业的资金优势、

品牌优势、人员优势和销售网络优势等有效地结合

起来，厂商共建企业品牌，稳定客户，确保产品销

量稳定增长，节省企业推广成本。同时，这种代理

制营销模式的问题在于两层加价，终端投入高，尤

其是新型肥料由于生产成本高，通过这种模式推广

受到价格的严重制约。

通过调研与座谈发现，零售商第二层加价明显

更高的根本原因是零售商的辐射范围小，消费者数

量少，销售量有限，为保证自身盈利，必须通过更

高的价差来提高收入。同时，产品推广服务和消费

者赊销行为的存在是加价背后的两个重要推手。在

产品宣传推广、施肥技术培训方面，肥料企业会组

织针对销售商和农户的培训，代理商、零售商同样

会组织对农户的培训，这些带有盈利性质的培训对

参与人员来说通常都是免费的，所有费用均由企业

承担，有些大型的集中培训费用包括参与人员的食

宿费、往返车费和专家的讲课咨询费等。另一个是

产品赊销产生的资金周转费用，如图 1 所示，肥料

肥料价格

出厂价

批发价

零售价

营销流程

肥料生产厂家

县（市）级代理商

乡镇级零售商 村级零售商

农户

付款方式

现货现款或预付款

存在赊销现象

赊销现象较多

图 1  肥料传统二级营销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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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厂家到县（市）级代理商手中需要现货现款或预

付款，厂家不允许赊账，然而，第二、三环节中出

现赊账情况，且农户的赊销行为更为严重，代理商

和零售商需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赊销坏账风险和资金

周转费用，这两个方面的费用最终反映在肥料的高

价格上，由终端消费者即农户承担。

三、肥料经销商调研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为进一步了解肥料销售环节的情况，2017 年

7—8 月课题组对肥料代理商和零售商进行了问卷调

研（见表 1）。河南省部分，在调研肥料生产企业时，

利用山东某企业对河南省零售商进行培训的机会进

行问卷发放调研，共发放三次，三次培训地点分别

是在山东厂家、河南商水县、河南叶县。受企业培

训时间限制，此问卷先统一由被调查者自己填写，

然后由调研员回收检查，并对问卷填写内容进行修

正或补充，因此回收率较低，共发放调查问卷60份，

内容填写较为完整的共计 30 份。在浙江省调研水

稻农户时，对当地的肥料经销商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并采取面对面访谈的调研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 
11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 份。最终，经销商问卷总

计41份，包括县级代理商2份，乡镇级零售商19份，

村级零售商 20 份。

调查问卷涉及店主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销售

店基本情况、施肥技术及培训情况、2016 年肥料经

营情况等内容。

（二）受访经销商基本情况

1. 个人基本情况

受访经销商具有一定的样本代表性（见表 2）。
在被调查的 41 个经销商店主中，以男性店主为主，

占总人数的 85.37%。受访经销商平均年龄偏大，

为 48.8岁，大多数受访者年龄集中在 40~60岁之间。

经销商个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76 年，最少是 5 年，

最多是 15 年，其中，有 10 位经销商接受过中专及

以上教育，占总数的 24.39%。经营 10 年以上的销

售店有 27 家，占总数的 65.85%。

2. 参加施肥技术培训情况

过去一年，2 个县级代理商都参加过施肥技术

培训，乡镇级零售商参加过施肥技术培训的比例为

78.95%，村级零售商参加过培训的比例为 60.00%，

但是，村级零售商平均每人每年参加培训的次数为

3.42 次，高于县级代理商和乡镇级零售商（见表 3）。
说明村级零售商参与培训的人数较少，但平均次数

较多。

3. 零售商对农户的培训情况

在现行的传统二级经销模式中，乡镇级零售商

与村级零售商跟农户接触最多（见表 4）。调查发现，

每年超过 40% 的乡镇级与村级零售商会对当地的

农户进行施肥技术培训，培训形式多为集中讲课或

田间地头示范，培训内容主要涉及施肥打药技术、

田间管理知识、产品介绍推广等。其中，村级零售

商平均每人每年对农户的培训次数为 3.13 次，高于

乡镇级零售商。

4. 经销商施肥技术信息来源

经销商施肥技术信息来源多样化，主要集中于

化肥生产企业、自己经验知识、产品说明三个方面

 表 1 肥料经销商样本分布基本情况 份

地区 县级代理
零售商

总计
乡镇级 村级

河南省 0 16 14 30

浙江省 2 3 6 11

总计 2 19 20 41

表 2 受访经销商基本情况统计表

特征 分类 频数 / 人 频率 /%

性别 男 35 85.37

女 6 14.63

年龄 ＜ 30 岁 2 4.88
30~40 岁 3 7.32
40~50 岁 18 43.90
50~60 岁 12 29.27

≥ 60 岁 6 14.63

受教育年限 ＜ 6 年 4 9.76
6~9 年 19 46.34
9~12 年 14 34.15

≥ 12 年 4 9.76

经营年限 ＜ 3 年 4 9.76
3~6 年 4 9.76
7~10 年 6 14.63

≥ 10 年 27 65.85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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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5）。如前所述，化肥生产企业主要通过培训、

产品宣讲会等途径为零售商传递施肥技术信息，零

售商确实获益匪浅。也有部分零售商通过产品说明

获取技术知识，尚被认为是科学的。此外，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脑等新媒体手段逐渐成为

他们获取技术信息的重要手段。

5. 经销商在化肥经营方面遇到的困难

赊账行为多成为肥料经销商面临的最大难题。

如图 2 所示，有 81.58% 的被调查者认为赊账行为

较多是化肥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次是经营成

本高、利差小，质量低劣、假冒次品多排在第三位，

农民不懂肥也是困扰经销商的问题，还有少数经销

商遇到资金运转不灵活、不被别人信任等难题。这

种现象也验证了前面传统二级经销商面临的肥料价

格高的原因分析。肥料经营本身是一个经营成本较

高的行业，较多的赊销、市场的混乱、农民的无知

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四、肥料经销商行为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销售商是与农户连接最紧密的主体，最直接地

为农户传递施肥信息，包括施肥时间、施肥量、施

用肥料品种等，为进一步了解销售商向农户传递信

息行为的影响因素，尝试把每种肥料销售商向农户

推荐的施肥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

型。在调研中，询问了销售商 2016 年肥料经营情

况，包括 2016 年销售量较高的肥料品种及其进价、

售价、付款方式、销售量、推荐量、主要适用作物

等内容，其中河南省主要关注小麦、浙江省主要关

注水稻。经整理，共有 106 种肥料，河南省有 55 种，

浙江省有 51 种，主要品种是复合肥和尿素，占总

数的 75.47%（见表 6）。

（二）模型设定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29] 分析销售商向农户

传递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以销售商向农户推荐的

肥料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的具体设定如下： 

Recommendation = α0 + α1 Priced + α2 Credit + α3 
Education + α4 Trainning + α5 Year + α6 Province + α7 
Location + α8 Fertilizer + ε1 （1）                                                                                       

又考虑到店主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参加农业

技术培训情况，加入了二者的交互项，模型具体设

表 3 过去一年肥料经销商参加施肥技术培训情况

销售商类型 参加过培训人数 / 人 占总数的百分比 /% 总次数 / 次 平均次数 / 次
县级代理商 2 100.00 3 1.50

乡镇级零售商 15 78.95 44 2.93

村级零售商 12 60.00 41 3.42

总计 29 70.73 88 3.03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表 4 过去一年零售商对农户的培训情况

零售商类型 培训过他人的人数 / 人 占总数的百分比 /% 总次数 / 次 平均次数 / 次
乡镇级零售商 7 41.18 13 1.86

村级零售商 8 42.11 25 3.13

总计 15 41.67 38 2.53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表 5 经销商的施肥技术信息来源情况

信息来源 频数 / 人 占总人数的比例 /%

化肥生产企业 24 58.54

自己经验知识 22 53.66

产品说明 21 51.22

政府农技部门 13 31.71

手机 – 微信 /APP 等 10 24.39

报纸书籍 7 17.07

电脑网络 6 14.63

上级农资公司 3 7.32

农民组织 2 4.88

广播电视 1 2.44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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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下：

 Recommendation = β0 + β1 Priced + β2 Credit + β3 
Education + β4 Trainning + β5 Education × Trainning + 
β5 Year + β6 Province + β7 Location + β8 Fertilizer + ε2

 （2） 
 

式（1）、（2）中，以每种肥料销售商向农户推荐施

用量（Recommendation）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

量包括肥料价格（Priced）、收款方式（Credit）、店

主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店主参加农业技术培训

情况（Trainning）、销售店经营年限（Year）。其中，

推荐施用量（kg/ 亩，1 亩≈ 666.667 m2）指肥料针对

某种作物的单位面积施用量，利用收款时是否有赊

销来衡量收款方式对肥料推荐用量的影响，以过去

一年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衡量农业技术培训情

况。肥料销售商以赚钱盈利为目的，又由于不同的

肥料其成本、进价与售价相差较大，故在肥料价格

方面，采用平均售价与进价之差，即平均销售利润

来表示。此外，加入了省份、经销商所在地、肥料

类型三个虚拟变量。省份方面，考虑到河南与浙江

两省关注的农作物不同，异质性较强，故引入省级

虚拟变量（Province），以控制不可观测的省级层面

异质性。引入经销商所在地（Location）虚拟变量，

包括县、乡、村三级，控制不同类型经销商对农户

推荐量的差异。引入肥料类型（Fertilizer）虚拟变量，

控制不同肥料品种对农作物的施用量差异。ε1、ε2 是

随机扰动项，假设与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 
模型中重点关注变量为收款方式、参与农业技

术培训情况。根据上文对销售商行为的分析，认为

农户对销售商的赊销行为使销售商承担了更多的坏

账风险和资金运转成本，因此销售商可能会通过提

高售价或增加销售量的方式来弥补自身的损失，但

是由供求理论，高价可能会减少销售量，增加推荐

用量能够更直接地利用“农民不懂肥”的信息不对称

缺陷，从而增加销售量，因此假设收款时若购买方存

在赊销行为，经销商可能会增加肥料推荐用量，即系

数符号为正。若经销商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则自身

的施肥技术知识更完善，传递给农户的施肥信息会

更科学、更环保，可能会减少肥料推荐用量，即系

数符号为负。店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素质水

平和环保意识水平可能更高，越能认识到参加农业

技术培训的重要性，因此会促进店主参加农技培训。

没遇到困难

不被别人信任

资金运转

农民不懂肥

质量低劣、假冒次品多

经营成本高、利差小

赊账行为较多

比例

2.63%

2.63%

2.63%

5.26%

26.32%

57.89%

81.5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图 2  经销商在化肥经营方面遇到的困难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表 6 肥料品种分布统计 种

肥料品种 河南省 浙江省 总计

复合肥 35 23 58

尿素 10 12 22

氯化钾 1 6 7

过磷酸钙 1 4 5

碳酸氢铵 0 4 4

商品有机肥 2 2 4

复混肥 2 0 2

叶面肥 2 0 2

磷酸二胺 1 0 1

硫酸钾 1 0 1

总计 55 51 106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117

中国工程科学 2018 年 第 20 卷 第 5 期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 7 所示。

（四）实证分析结果

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8），农户赊销行为和

农业技术培训一定程度上影响销售商对农户的化肥

推荐用量。在控制了肥料价格、销售店经营年限、

肥料品种、销售店类型及地区等变量后，在式（1）
中，农户的赊销行为对肥料推荐用量的影响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在式（2）中，此变量

的系数同样为正，但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户在购

买肥料时的赊销行为会增加销售商对农户的肥料推

荐用量。

在式（1）中，店主是否参加过培训对肥料推

荐用量的影响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

加入交互项后，式（2）中，交互项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且系数为负，当店主受教育年限为均值 10.07
时，–62.32+5.209 × 10.07 ≈ –9.87，即参加培训后的

推荐量比未参加培训少 9.87 kg/ 亩。实证分析表明，

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有助于减少经销商对农户的肥料

推荐施用量。

五、结论

（一）肥料经销商整体专业知识水平较低

肥料经销商受教育水平偏低，取得营业执照

的成本较低，自身欠缺施肥专业技术知识，后期

缺乏约束监督机制，主要靠参加生产企业举办的

表 7  模型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或变量解释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肥料推荐用量 kg / 亩 106 38.76 28.62 0.5 200

售价与进价之差 元 106 0.40 1.94 –0.275 20
收款时是否有赊销 是 =1，否 =0 106 0.58 0.50 0 1

店主受教育年限 年 106 10.07 2.62 5 15

店主是否参加过培训 是 =1，否 =0 106 0.67 0.47 0 1
销售店经营年限 年 106 18.94 16.54 1 68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所得。

表 8  实证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肥料推荐用量     式（1） 式（2）
售价与进价之差 –0.815 –1.070

(1.906) (1.855)
收款时是否有赊销 9.738* 7.379
（是 =1） (5.431) (5.360)
店主受教育年限 0.432 –3.049*

(0.956) (1.675)
店主是否参加过培训 –12.34* –62.32***

（是 =1） (6.266) (20.91)
培训与教育交互项 5.209**

(2.085)
销售店经营年限 0.0593 0.0380

(0.185) (0.180)
常数项 40.43* 86.09***

(22.82) (28.73)
观测值 106 106
R2 0.414 0.453
注：（1）*、**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统计水平上显著；（2）该表中略去了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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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宣讲会获得施肥技术信息，提升专业技

能，学习动机不足，总之，肥料经销商的整体专

业素质有待提高。

（二）农户赊销行为促使经销商增加肥料推荐用量

肥料流通环节赊销现象严重，大大增加流通

成本，使肥料价格虚高，肥料产品的宣传推广工作

和农户赊销产生的资金风险增加了经销商的经营成

本，经销商为保证盈利，会倾向于增加肥料推荐用

量，导致农户过量施用化肥。

（三） 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使经销商更科学地推荐肥

料用量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有助

于减少经销商对农户的肥料推荐施用量，农业技

术培训会为经销商传递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

增强经销商环保意识，有利于经销商正确发挥自

身传递信息的作用，使其更科学地为农户推荐施

肥用量。

六、对策建议

（一）提高肥料经销商市场准入门槛

政府部门应加强化肥销售环节的管理，适当提

高化肥经营准入门槛，探索经销商资格认定制度，

严厉打击无照经营。农资经营者是农户获取施肥信

息的重要来源，其自身应该具备过硬的肥料专业知

识，可以尝试通过举办农资经销商培训班、增加考

核机制发放农资营业执照。同时，加强对农资经销

商的检查和惩罚力度。 

（二）优化对肥料经销商的培训

为强化农资经销商在农技推广体系中的服务作

用，要优化对肥料经销商的培训。政府应强化对经

销商的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化肥施用技术、肥料

新品种、相关政策法规等多方面内容，增强农资经

销商的环保意识，提高肥料经销商整体素质，充分

发挥自身的信息传递作用，更精准、更科学地为农

户传递施肥信息。

（三）努力缓解肥料流通环节赊销压力

针对农资流通环节赊销压力大的现状，建议拓

宽经销商融资渠道，给予经销商贷款利息优惠等政

策；从生产企业源头保证肥料质量，增强农户对肥

料的信心，有效减少赊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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