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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花卉拍卖合作社:生存还是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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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介绍了荷兰拍卖历史和拍卖合作社发展历程;进而通过介绍 FloraHolland 花卉拍卖合作社的发展现

状、内部治理机制及其在花卉交易中所扮演角色，认识荷兰农产品拍卖合作社的发展历史和运行原理;并进一

步思考和探索拍卖合作社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在新的市场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最后讨论了在农户生产技术水

平提高、购买商专业化程度增强和规模增大、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等新的市场形势下，拍卖合作社需要调整其治

理机制、服务内容和市场战略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然而，我们仍可以预见农产品拍卖合作社转变为营销合

作社或退出市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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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 Auction Cooperatives in The Netherlands:
Sustainable or Dec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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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Ｒural Ｒeform and Development /China Academy for Ｒural Develop-
ment，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auction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uction cooperatives，the pa-
per then conducted a case study of Flora Holland Flower Auction Cooperative． The status quo，governance
mechanism，and the role of the cooperative were demonstrated．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auction cooperative under emerging market surroundings were discussed such as the advances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speci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scale of buyers，and demand diversification of consumers． Auction co-
operatives therefore need to adjust the governance，services，and marke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adapt to changing
environment． However，a trend of the auction cooperatives’declining or transformation towards marketing coop-
eratives is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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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兰“拍卖”及拍卖合作社的发展历史

拍卖曾占据荷兰新鲜农产品交易市场长达 100 多年，荷兰的农产品拍卖始于 19 世纪末，最开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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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在新鲜鱼类的买卖，继而在花卉和其他园艺产品中出现和快速发展，自 1890 年到 1915 年，120 多

家拍卖合作社建立起来
［1］。1934 年荷兰颁布了第一部《拍卖法》，法律规定所有的新鲜农产品都只能通

过拍卖市场进行交易，这一政策使得 1945 年荷兰的拍卖合作社数量达到 162 家，该数量是历史最高水

平
［2］。荷兰当时的拍卖合作社大多数具有规模小和地域性强的特点。

二战以后拍卖市场的数量逐渐减少，主要原因是很多拍卖合作社进行合并以取得规模效应，尤其是

1965 年废除《拍卖法》，解除了关于新鲜农产品只能通过拍卖市场销售的禁令，拍卖合作社的数量更是

大幅度减少
［3］。拍卖合作社规模的变大和数量的减少，一方面促进了买者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有利

于买者在同一合作社完成所有交易，节省了与多个合作社交易的成本。尽管拍卖合作社的数量缩减，但

其仍然是荷兰鲜销农产品尤其是温室蔬菜、水果和花卉交易的最主要方式，拍卖合作社在果蔬产品交易

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从 1965 年的 100%降低到 1995 年的 75%［4］。
拍卖是一种适合于鲜销农产品市场中大量买者和大量卖者之间的有效交易方式，因为拍卖能够快

速、高效地聚集信息和完成交易
［5］。然而，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批发商和零售商规模的扩大和

专业性水平的提高，这些具有规模小和地域性特点并仅仅提供拍卖场地和拍卖服务的拍卖合作社，已经

无法满足农户对其他服务的需求，也无法满足大规模批发商对产品数量和多样化的需求。大量农户离

开合作社，成立了新的农民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中，有些以传统合作社的形式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如运

输、存储、销售、借贷等;有些合作社则通过生产和销售的内部一体化，突出合作社的加工和销售功能。
由于各种新的合作社组织的发展，至 2000 年，荷兰全国仅剩下 6 家拍卖合作社。这 6 家拍卖合作

社也已经不是单纯的提供拍卖场地服务的合作社，而是通过组织重构，对其规模、业务和功能都进行了

一系列调整，这些拍卖合作社在提供各种存储、加工、拍卖服务的同时，也扮演了帮助其社员和买者直接

签订购销合同的中间人角色。

二、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

通过 FloraHolland 拍卖合作社的案例分析，了解重构后的拍卖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和运行模式，分析

其优势和劣势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基本情况

荷兰是最主要的世界花卉产业基地，从花种培育和种植，到销售商和出口商，都是国际先进水平，荷

兰花卉产业的发达，源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花卉生产技术。花卉交易偏向于国际性的贸易，单

笔交易量往往较大，个人农户很难独立完成交易，此外，花卉对保存和运输条件要求较高，往往需要达到

低温存储和运输，这也是单个农户无法达到的。拍卖合作社将大量农户和产品的信息通过拍卖钟呈现

给买者，实现以最快速的方式完成交易，是一种适合易腐和高价值产品以及大量买者和大量卖者共存的

市场的交易方式。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已经拥有 100 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拍卖合作社。合作社目前

拥有5 000名社员和4 700名雇员，同时有4 000名非社员农户也通过该合作社进行花卉拍卖交易，合作社

的年交易额达到 41 亿欧元。这些社员和非社员分布于荷兰的各个地区和其他国家，其中 75% 交易量

的花卉由荷兰本国农户供给，另外 25% 的花卉交易量从其他国家进口，包括俄罗斯、埃塞俄比亚、津巴

布韦、肯尼亚、以色列等等。合作社在多个地区建有冷库，其总面积达到40 000 m2，合作社现有 5 个拍

卖中心和 11 个拍卖钟。该拍卖合作社采用最新的投影式拍卖钟，不再使用真实的拍卖钟，而是基于远

程计算机程序，将拍卖信息以图形形式投射到屏幕上，花卉采购商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拍卖和完成交

易，而不必亲自到拍卖中心，为异地拍卖商和花卉的国际性贸易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方式。此外，一个花

卉购买商可以同时购买不同拍卖中心和不同拍卖钟的产品，节省了大规模购买商的交易成本。
拍卖一般来说有两种，价格由高往低和价格由低往高，“荷兰式拍卖”指的是前者，美国的拍卖则一

般采取后者。为了提高拍卖效率，荷兰人发明了一套拍卖钟，被人称为“荷兰钟”，钟上刻度代表价格，

拍卖钟的指针从高向低旋转，除了价格，拍卖钟还显示产品产地、生产者信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和质

量等级等各种信息，拍卖钟与买者座位上的电子按钮相连接，当买者愿意接受指针所指价格时，迅速按

下按钮。如果被拍产品数量有限，则先按先得;如果一批货不能全部售完，则剩余产品重新被拍卖。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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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一旦完成，买者直接通过转账向农户支付售款，全部交易信息由电脑记录和处理。交易完成后，产品

通过合作社工作人员包装、装箱，直接从最近的铁路和航空通道运往全世界各地，保证鲜花能够在当天

或第二天清晨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鲜花零售店供人挑选。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的主要功能在于为花卉生产者和购买者的交易提供各种服务，合作社本

身几乎不留存利润，其使命是以最小的成本为其社员获取最高的花卉销售价格，因此合作社的本质在于

提供服务，而不是赚取利润。合作社的核心价值主要有:①为农户和购买商提供交易中介服务;②帮助

农户降低市场风险;③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向其社员和客户提供各种信息;④代表社员和客户利益，可

持续性地为社员和客户提供各种可信赖的服务。
(二) 治理结构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的管理机构由社员大会、地区性理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管

理团队)5 个部分组成。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每年召开两次社员大会，分别在 6 月和 12 月，社员大会是最高的决策机

构，对理事会成员的选举和各种合作社的重要事务进行决策。但因其社员规模的庞大性和分散性，合作

社采取分区管理社员的方式，按照社员分布划分为 15 个地区，每一地区分别组织召开本区的社员大会。
每一社员的投票权与其花卉交易量有关，新入社员在第一年只有一票基本投票权，不管其交易规模多

大;从第二年开始，社员的附加投票权根据其交易量有所增加，但仍然尚未能取得与其交易规模相当的

附加权;直至第三年，社员才能够取得完全基于其交易规模的附加投票权。现合作社中社员所拥有的最

高投票权为 80 票，只有 2 － 3 个社员的交易量达到拥有 80 票投票权。该投票机制不仅可以保护小规模

农户拥有一定的基本投票权，也可以防止大规模农户掌握过多的附加投票权。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在其每一地区选举出大概 20 名成员，组成地区理事会，不仅负责每一地

区的管理事务和各种决策，组织每一地区的社员大会，而且代表其地区所有社员参与合作社的管理事

务。16 个地区理事会总共有 310 名地区理事会成员。总部理事会由 9 名社员理事组成，理事会制定合

作社的各种财务计划和经营策略，同时决定执行委员会、监事会和地区理事会成员的薪酬标准，其中

CEO 的薪酬中浮动部分不能超过 30%，而其他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薪酬中浮动部分不能超过其薪酬的

20%。由 310 名地区理事会参加的社员代表大会每四年对理事会中的 3 个理事进行更换，被更换的理

事不能被重新选举。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的管理团队，也叫执行委员会，由 3 名外聘雇员组成，负

责执行和协调理事会制定的各种策略和计划，管理团队按其职能分为总经理、财务和不动产部门经理、
信息和物流部门经理。监事会由 6 名成员组成，负责对执行委员会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可向执行委员

会和理事会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因不直接参与农户和购买商之间的金钱转移，因此也不进行分红或返利，

合作社日常的经营费用和场地及设备投资所需资金一方面来源于农户上缴的佣金，另一方面来源于与

其社员之间的资金借贷。在社员加入合作社的前 10 年，每年年底向合作社提供一定数量贷款，该贷款

为本年度交易总额的 1%。合作社于下一年度年底向社员支付高于银行利率 20% 的利息额。从第 11
年开始到第 20 年，合作社每年向社员偿还其前 10 年所提供的贷款额，直至全部返还完毕。之后从第

21 年开始，重新开始轮回这一借贷过程。若某社员于中途退出，则合作社一次性返还该社员在本周期

中所提供而尚未偿还的全部贷款。
(三)市场战略和交易过程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采取国际化市场战略，对荷兰花卉的进口和出口都具有重要的贡献。通

过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所销售的花卉中，其中 25% 花卉从其他国家进口，包括肯尼亚、埃塞俄比

亚、以色列、比利时、厄瓜多尔、德国、津巴布韦等等。在合作社现有的 5 个拍卖中心中，其中三个拍卖中

心为国际性拍卖中心，合作社所销售花卉中，其中的 85%外销到国际市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为欧洲的

中部和东部国家以及比利时、德国、英国等。
农户与下游购买者的花卉买卖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拍卖，二是签订购销合同。通过合作社销售的

产品中，其中 60%的交易额(27 亿欧元)通过拍卖完成，40%的交易额(14 亿欧元)通过签订销售合同完

成。据了解，通过拍卖方式的交易额比例有不断减少的趋势，而通过销售合同方式的交易额比例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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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花卉购买商与农户签订的销售合同往往对花卉的品种、质量等级、价格和数量等信息进行规定，合

作社在此起协调人的作用，一旦购买商和农户之间产生质量或价格等方面的纠纷，由合作社相关部门出

面协调。
农户自己负担从田间到合作社的运输费以及合作社为其提供的加工和包装费，合作社通过向农户

收取花卉存储费和交易佣金，用于日常运营成本和扩大投资等建设。花卉购买商拍卖成功后，当场将价

款直接转给农户，社员农户需向合作社支付总销售额的 2． 3% 作为佣金，而非社员农户则需支付 2． 8%
～8． 0%的佣金，佣金比例视非社员所享有的服务项目不同而不同，服务越多，则佣金比例越高。对于通

过购销合同完成的交易，社员农户需向合作社支付 1． 4%的佣金，非社员农户需支付 1． 9% ～7． 5% 的佣

金，该比例同样视合作社向非社员农户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同而不同。此外，社员农户与非社员农户为其

花卉的存储支付一定的成本，如每箱 6． 85 欧元。
拍卖合作社不仅提供拍卖和协调购销合同等服务，同时扮演了信息中心和培训中心的角色，另外提

供物流服务、仓储服务、分级和检测服务、加工服务等。

三、讨论:拍卖合作社的命运

拍卖合作社曾经在荷兰的水果、蔬菜、花卉和菌菇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拍卖合作社数量的持续减少和市场份额的缩减，不由得让人对其治理结构和发展前景提出质疑。拍卖

合作社曾经的风光，在于其适应了当时的市场形势和经济环境，而拍卖合作社的消退，也正是由于市场

形势和经济环境的改变导致拍卖合作社无法应对某些挑战。
(一)拍卖合作社对于同质性程度较高的产品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

在小农户谈判力量较弱、大量买者和大量卖者共存、产品同质性较高的市场环境中，拍卖合作社是

一种极为有效的治理结构
［6］。首先，拍卖合作社的价格制定机制有利于提高小农户的利益，改变了小

规模农户只能被动接受价格的局面，使农户的产品价格能够实现最大化;其次，拍卖合作社能够将大量

买者和大量卖者集中到一个交易市场，实现了农户和购买商之间的交易规模效率;此外，拍卖合作社通

过拍卖钟统一制定产品价格，节省了农户和购买商的信息搜寻、谈判、事后监督等交易费用;另外，拍卖

合作社通常通过向农户收取佣金的方式提供服务，购买商与农户直接发生买卖关系和金钱关系，因此就

这一方面来说，拍卖合作社内部没有代理成本。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一方面对农户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品种制定标准和进行培训，保证农户供

给的产品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则对产品质量等级进行尽可能的细分，将产品大小、品种、质量、产地、形态

等信息尽可能全面地通过拍卖钟展现给购买商，使购买商充分了解产品信息，减少交易事后的摩擦。
(二)拍卖合作社尤其适合于不需要深加工的新鲜果蔬和园艺产品

果蔬产品和园艺产品对运输条件、保存条件和时效性的要求较高，拍卖合作社能够创建单个农户所

不能创建的存储条件和物流设备，并通过统一和透明的价格制定机制，实现农产品的保鲜以及快速交易

和流通，对于不需要深加工的新鲜果蔬和园艺产品来说是尤为有效的营销方式。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所经营的花卉，对运输和保存条件的要求都较高，鲜花的易损性和保鲜要

求导致小规模农户的价格谈判地位较低，而拍卖合作社通过建立大规模的低温仓库、先进的初加工和包

装设备以及拍卖服务，不仅解决了小农户的鲜花存储困境，而且取代了小农户与购买商的谈判和交易，

节省了交易成本。
(三)市场环境的改变和拍卖合作社的命运

拍卖合作社有着其他组织形式所没有的优势，但同时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使其面临严峻的挑战，拍卖

合作社本身的一些组织特点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弊端。市场环境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农户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二是购买商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三是消费者需求的多

样化
［7 － 8］。拍卖合作社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建立新的拍卖合作社难度较大，因为相对于传统的交易方

式，拍卖交易难以被了解和熟悉;拍卖交易的价格波动较大，不稳定因素较多;拍卖产品的分级较为困

难;农户供给的产品数量难以保证;买者之间竞争较为激烈。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拍卖合作社的这些

特点，分别从农户和购买商双方角度来分析拍卖合作社消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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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户或社员角度来看，传统拍卖合作社最大的弊端在于其遏制了生产高品质和创新性产品的

农户的积极性，传统拍卖合作社更适合于同质性产品的聚集，而不适合于差异化产品的发展
［9］。随

着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多样化需求的提高，部分农户意识到了品质改进和产品创新能够大大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然而这部分农户的愿望被传统合作社的机制所遏制
［10 － 11］。传统拍卖合作社往往对多

个农户的同一品种同一质量等级的花卉进行统一拍卖，传统拍卖钟所显示的信息也有限，没有农户

信息。这种产品混合导致了农户不愿意改进自己的产品品种或品质，而只愿意生产某一产品质量等

级下的最低品质要求等一系列问题。合作社社员的身份限制了农户向其他企业或购买商直接销售

农产品，而当一些高品质农户的产品通过拍卖合作社销售不能够获取足够补偿时，这些高品质农户

自然选择退出合作社，与购买商直接交易从而取得更高收益。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则引进了先

进的拍卖钟，使产品信息尽可能全面地在拍卖钟屏幕上得到反映，包括农户个人信息、产地、产品品

种、质量等等，通过这些信息尽可能体现产品的细化和多样化，最大程度实现产品的价值，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拍卖合作社的困境。
从购买商角度来看，拍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交易方式，因为拍卖交易因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和数量不

稳定造成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随着购买商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单个农户或单个种类的

产品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需要对多个农户的多个产品甚至多个拍卖中心进行分别拍卖，这

不仅增加了拍卖成本，而且不能够满足购买商对商品数量和质量供给稳定性的需求，因此购买商逐渐更

倾向于与普通的销售合作社或其他农产品企业进行合约交易，减少交易频率和时间，同时获得更加稳定

的价格。此外，消费者导向是当今最显著的市场特征之一，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和多样化的要求越来越

高，购买商不愿意再被动地接受农户生产和拍卖的产品，而更倾向于向农户传达消费者需求，并与农户

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也是 Flora Holland 拍卖合作社面临的现实，越来越多的购买商与农户直接签

订购销合同，合同中对产品数量、价格和质量进行规定，近几年来购销合约交易的比例逐渐提高，拍卖交

易的比例处于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很可能持续。
因此，传统拍卖合作社的重构和调整势在必行。拍卖仍然可以是等级和品质较为统一的产品的交

易方式，因为拍卖的价格制定机制和规模效率能够使小农户受益颇多，但是同时对于品质较高、附加值

较高或创新型的产品，通过合约交易来充分实现产品价值也许才是更加适合的方式。因此合作社不再

将拍卖作为最主要的交易方式，而是逐渐减少拍卖交易的份额，增加合约交易，不仅提供拍卖服务，同时

也协调其社员和购买商之间的合约交易，直至成为纯粹的营销合作社。此外，在对内保证社员所有权和

对外实现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建立充分激励农户的产品创新行为的机制，实现农户的产品多样

化，提高产品增值程度，也是合作社今后调整的方向。总之，无论是拍卖合作社还是普通营销合作社，适

应市场需求进行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市场策略的调整，是生存和发展的必然。

四、结 论

荷兰的拍卖市场和拍卖合作社已具有上百年历史，这种曾在荷兰新鲜果蔬和园艺产品中占主导地

位的交易模式，如今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而面临着变革的挑战，因此对于当代的拍卖合作社中，一方面

需保留拍卖方式在交易规模和交易信息集聚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克服在产品欠缺多样化、产品增值程度

较低、产品数量供给不稳定等方面的弱势，通过组织重构，对其规模、业务和功能进行了适当调整以适应

新的市场和经济环境，必要时帮助其社员和买者直接签订购销合同。
与荷兰的花卉拍卖相似，我国盛产花卉的云南也成立了各种花卉拍卖中心，比较有名的是昆明国际

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和云南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这些花卉拍卖中心是云南省花卉最主要的销售渠道，其主

要供应商是各种花卉合作社和花卉有限公司。不同的是，云南的花卉拍卖中心是由政府支持下成立并

以有限公司形式存在的组织形式，我国的合作社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在资金还是在管理人员专业

性方便，都还不足以承担国际性大市场的经营，即使是荷兰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花卉拍卖合作社，也面临

拍卖合作社所固有的一些弊端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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