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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批发市场“最先一公里”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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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批发市场为核心，产地、集散地与销地相衔接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农产品产地

“最先一公里”建设不足造成产地批发市场运营成本高，流通效率较低等问题。本文以生鲜农产品流通为切入点，分

析“最先一公里”困境对当前流通领域造成的影响及主要特征表现，进一步分析出现这些特征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优化完善“最先一公里”困境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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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解决农户小

规模经营与生产社会化矛盾的重大 突 破。随 着 农 产 品 开 始

商品化、专业化，批发市场日益成为农 产 品 集 散 的 重 要 途 径

（叶兴庆，２０００）。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为了进一步加强批发市

场的市场化建设，逐步建立现代交易 制 度，政 府 出 台 一 系 列

政策措施，使得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核心的

农产品流通体系（李泽华，２００２），这 一 体 系 的 建 立 进 一 步 提

高了农产品交易市场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效率化（庄晋财等，

２００９）。经过多年的建 设 和 发 展，我 国 已 初 步 形 成 专 业 性 市

场与综合性市场相结合，产地、集散地 与 销 地 相 衔 接 的 农 产

品批发市场体系（农业部，２０１５）。

尽管批发市场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加

强，市场功能日益专业丰富，但是产地 市 场 依 然 存 在 运 营 成

本较高，流通效率不高等问题，尤其在 生 鲜 农 产 品 流 通 方 面

尤为突出。农 田 到 产 地 市 场 存 在 明 显“断 链”现 象（王 志 刚

等，２０１２），缺乏产地市场的“最先一公 里”建 设（如 从 田 间 地

头到集散地缺乏恰当保鲜处理或是预冷处理；在运输前缺乏

有效的分级分类包装，运输中磕碰增加等），这成为产地批发

市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我国生鲜农产

品的预 冷 保 鲜 率 仅 为３０％，不 足 发 达 国 家 的 一 半（约 为

８０％）。此外，由于冷链物流相关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瓜果等

生鲜农产品主要以普通卡车运输为主，因此在整个农产品流

通产业链条中，即从田间到消费者餐桌上的农产品耗损率达

到２０％以上，甚至超过３０％。有效解决产地市场“最先一公

里”困境对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整个流通产业 链 条 的 经 济 效

益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试图梳理当前 我 国 农 产 品 产 地 市 场“最 先

一公里”困境的主要特征与产生的原因，并进 一 步 结 合 当 前

我国产地批发市场发展现状与政策导向，提出 有 效 应 对“最

先一公里”困境对策建议。

二、“最先一公里”困境的特征与原因

“最先一公里”是指生鲜农产品 从 田 间 地 头 到 产 地 市 场

成为商品的 过 程。农 产 品 价 格 大 起 大 落 曾 经 是“最 先 一 公

里”的主要问题，价格巨大波动给农户、中间商及消费者都产

生了严重的影响（张喜才和杨谦，２０１２）。之后国家出台一系

列政策措施稳定农产品流通环节 价 格，如 开 展 农 超 对 接，农

产品电子商务等，减少流通环节；免 除 蔬 菜 批 发 与 零 售 环 节

增值税，开通生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降 低 流 通 链 条 中 关 键

节点营运成 本 等，逐 步 建 立 更 加 有 效 且 完 整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体系。

伴随市场需求更 加 多 元 化 与 差 异 化，在 农 产 品 市 场 化、

规模化 不 断 提 高 的 同 时，“最 先 一 公 里”困 境 出 现 了 新 的

特征：

第一，伴随居民收 入 水 平 提 高，对 生 鲜 农 产 品 的 新 鲜 率

诉求更为强烈，而“最先一公里”农产品 的 保 鲜 处 理 不 当，降

低了农产品流通中的保鲜率，腐坏变质几率增加。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产地基础设施

落后，缺乏有效的预冷处理；制冷技术相对落后；冷库建设不

均衡，重肉类冷库建设，轻果蔬冷库建设；加之传统物流运输

为主，生鲜农产品耗损量巨大。生鲜农产品通过简单的收集

整理就直接进入运输流通环节，运往上一级的产地市场。简

单包装造成农产品的磕碰与损失，增 加 流 通 环 节 的 成 本，同

时无法从源头上延长农产品的新 鲜 周 期。农 产 品 耗 损 成 本

的增加必然整个流通环节的运营 成 本，降 低 流 通 效 率，最 终

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成本。

第二，生鲜农产品在离开产地时缺乏恰当的分级分类包

装，加剧运输过程中的损坏及产地批发市场的运营成本。农

产品流通标准的制定能够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真正实现

优质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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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生鲜农产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影响农产品的流通效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行农产品标

准有６３３项，覆 盖 种 类 全 面，涵 盖 流 通 中 各 个 环 节（张 敏，

２０１５）。但是这些标准 存 在 一 些 问 题，如 各 类 标 准 之 间 缺 乏

统一规划，指标交叉重复，标准更新缓慢，无法适应市场需求

变化等情况，增加了农产品分等分级 与 包 装 运 输 的 难 度，增

加产地市场运营成本。产地市场为了 减 少 运 输 不 当 造 成 的

磕碰，增加包装上的人力与物力投入。我国大部分批发市场

通过收取固定摊位费获得收益，中间商在包装或是运输成本

上的增加最终一定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农产品流通标准 制 定 不 合 理，执 行 效 果 不 理 想，一 些 在

产地可以实现的分级分类、包装等工作必须在产地批发市场

完成，增加在“最先一公里”中农产品的破 损，进 一 步 加 剧 生

鲜农产品的产后损失。目前我国流通 体 系 中 以 营 利 性 市 场

为主，公益市场的 建 设 不 足（徐 柏 园，２０１１）。同 时 增 加 产 地

批发市场的营运成本，为了减少在未来流通环节中农产品的

耗损成本，产地批发市场必须增加人 力 与 物 力 成 本 投 入，延

长了农产品在产地批发市场的滞留时间，市场利润率及流通

实效性大大降低。

三、产地批发市场“最先一公里”困境的应对策略

１．规范农产品物流标准体系，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提

高流通效率，增加农产品保鲜率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从量向质转变的新阶段，农产品

质量的提升在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 业 的 同 时，通 过 规 范 的

农业标准提升农业生产质量，继而实现农业生产结构的动态

提升（于冷，２００４）。以优质化、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为导向，以

我国的实际生产情况为基础，结合不 同 农 产 品 保 质 期、外 形

尺寸、硬度、储存需求等特点，制定适应流通领域与市场需求

的农产品流通标准体系，倒逼农业实现标准化、标准化生产。

根据不同的农产品特性制定针对性的内外部包装、仓储及运

输，减少分拣经转次数，提高农产品的流通质量。

２．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建立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鼓励发展新型农 业 经 营 主 体，大 力 发 展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标准化生产是现代农业科技的体现，可以率先实现科技成果

转化，实现农业专业化生 产、规 模 化 种 养、标 准 化 控 制、产 业

化经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新型经营主体在产地按照相关

标准与行业规范对农产品进行分等 分 级、预 冷 处 理、包 装 运

输，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产品的保鲜时间，可以带动当

地农民就业，实现三产融合发展。产地的产业化生产减少批

发市场等流通节点的包装成本，在“最先一公里”延长农产品

的新鲜度，在流通最前端提高生鲜产品保鲜率。

在龙头企业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与当地文化内涵，建立良

好的市场品 牌 与 信 誉，进 一 步 引 导 当 地 农 产 品 实 现 统 一 标

准、统一处理、统一包装，实 现 当 地 农 业 生 产 的 规 模 化、标 准

化、产业化与市场化。

３．立足农产品流通实际需要，加强冷链物流建设，提高

农产品保鲜率，降低流通成本

当前我国农产品物流存在“断链”现象，冷库等基础设施

建设失衡。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较为完整高效的冷

链物流体系。目前我国农产品产地预冷与冷却处理率较低，

大部分产地分拣及初加工都缺乏 低 温 制 冷 环 境。在 后 续 运

输过程中，尽管我国冷库数量初具 规 模，但 是 存 在 不 平 衡 发

展，如冷库主要用于肉类存储，其他 生 鲜 农 产 品 类 型 的 冷 库

较少，预冷保鲜率低，预 冷 技 术 落 后 等。产 地 预 冷 与 冷 却 处

理对于延长蔬菜瓜果等运输寿命 尤 为 重 要。在 产 地 市 场 或

是农田市场加强预冷或是低温制冷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

针对果蔬等易腐农产品的处理及冷库建设，提高整个流通环

节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１］叶兴庆 ．积极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Ｊ］．中国农村经

济，２０００，（８）：２９～３５．
［２］李泽华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Ｊ］．中

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２，（６）：３６～４２．
［３］庄晋财，黄群峰 ．供应链视角下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建

设的政 策 导 向 与 实 现 模 式［Ｊ］．农 业 经 济 问 题，２００９，

（６）：９８～１０３．
［４］国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农 产 品 冷 链 物 流 发 展 规 划

［Ｚ］．北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１０．
［５］农业部 ．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发展纲要［Ｚ］．北京市：农

业部，２０１５．
［６］王志刚，王启魁，钟倩琳 ．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的发展

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展望［Ｊ］．农业展望，２０１２，８（４）：５５

～５９．
［７］张喜才，杨谦 ．鲜活农产品流通链条关键节点及政府支

持研究［Ｊ］．北 京 工 商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２，２７
（２）：４４～４８．

［８］张敏 ．我国农产品流通标准体系现状及问题分析［Ｊ］．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２０１５，（５）．

［９］徐柏园 ．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性质的正本清源［Ｊ］．
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１１，２５（５）：９２～９７．

［１０］于冷 ．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分等分级［Ｊ］．中国农

村经济，２００４，（７）：４～１０．

作者简介：

１．魏玮，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

向：农业经济管理。

２．崔琦，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