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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由市场流通和市场外流通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市场流通

是主流形式。通过对１９８８—２０１２年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分析可见，批发 市 场 流

通呈持续下降趋势，由于消费需求拉动和生产供给推动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以及新型

零售业态———直销所的创新，引发了市场外流通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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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由市场流通 和 市 场 外 流 通

两大部 分 组 成。市 场 流 通 是 指 经 由 批 发 市 场 的 流

通。由于批发市场具有集货分销、价格形 成、信 息

传 递 和 结 算 等 功 能 而 成 为 农 产 品 流 通 的 主 流 渠 道，

在农产品流 通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１９２１年，日 本

第一部 《中 央 批 发 市 场 法》，将 中 央 批 发 市 场 的 开

设、管理、交 易 等 纳 入 了 法 制 轨 道，１９２３年，第

一家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正式开始运营。随 着 经 济

贸易的广域化发展，批发市场地位日益提高，１９７１
年，日 本 将 《中 央 批 发 市 场 法》改 为 《批 发 市 场

法》，将地方 批 发 市 场 也 纳 入 了 法 制 轨 道，进 一 步

确立了以批发市场流通为主的农产品流通 地 位。市

场外流通是指不经由批发市场的流通的总 称，主 要

包括直销所、农超对接、产地直销、通信销 售 等 形

式，由于 市 场 外 流 通 不 经 由 批 发 市 场，流 通 路 径

短、流通成本低、产品新鲜度更有保障，因 此 也 深

受很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欢迎，是对市场流 通 的 重

要补充。

１　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概况

１．１　批发市场体系

日本的农产品 流 通 已 经 形 成 了 以 中 央 批 发 市 场

为主，地方批发市场和 其 他 批 发 市 场 为 辅 的 批 发 市

场体系。中央批发市场 是 经 农 林 水 产 省 大 臣 的 批 准

后，由人口达到２０万以上的市级地方政府开设的批

发市场。地方批发市场 是 指 地 方 公 共 团 体 或 股 份 公

司 （株式公社）、农协等得到都道府县知事批准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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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到一定规模 的 批 发 市 场。根 据 日 本 《批 发 市

场法》的规 定，蔬 果 批 发 市 场 面 积 不 少 于３３０ｍ２，

水产批发市 场 面 积 不 少 于２００ｍ２ （产 地 市 场 不 少 于

３３０ｍ２），食肉批发市场 面 积 不 少 于１５０ｍ２，花 木 批

发市场 面 积 不 少 于２００ｍ２。在 《批 发 市 场 法》中 没

有具体规定其他批发 市 场 的 设 立 条 件，其 设 立 仅 受

都道府县一 级 政 府 相 关 条 例 管 理。目 前，其 他 批 发

市场的数量 较 少，尚 没 有 确 切 的 官 方 统 计。这 种 批

发市场里的蔬菜交易 比 较 简 单，主 要 是 在 批 发 业 者

和买卖参加者之间进行。

１．２　批发市场交易主体

在批发市场内 进 行 交 易 的 主 体 包 括 以 下４种 类

型：①批发 商。批 发 商 一 般 都 是 股 份 公 司，它 们 主

要从生产者、农 协、产 地 商 人 以 及 外 国 出 口 商 或 者

国内的进口商处进货，并 通 过 公 开 竞 价 的 方 式 将 货

物卖给中间批发商和 买 卖 参 加 者，或 者 卖 给 其 他 批

发市场的批发 商。②中 间 批 发 商。中 间 批 发 商 一 般

是从所属的批发市场 的 批 发 商 处 进 货，有 时 也 会 从

其他市场的 批 发 商、中 间 批 发 商 以 及 生 产 者、农 协

进货，将货物转 卖 给 前 来 采 购 的 买 卖 参 加 者、采 购

者。中间批发商的作用 主 要 是 在 流 通 过 程 中 充 当 二

次批发的作用。③买 卖 参 加 者。买 卖 参 加 者 一 般 是

零售业、餐饮业 的 经 营 者，买 卖 参 加 者 可 以 参 加 所

属的批发 市 场 的 竞 买 交 易，直 接 从 批 发 商 处 进 货，

也可以在同一个市场或不同市 场 的 中 间 批 发 商 处 进

货。④采购 者。在 批 发 市 场 内，采 购 者 与 买 卖 参 加

者性质相同，唯一的区 别 就 是 采 购 者 不 能 直 接 参 加

竞买交易，只能从中间批发商处进货。

１．３　批发市场的经营方式

日本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公益性服务经营为主。

批发市场内的交易活 动，由 批 发 公 司 和 中 间 批 发 公

司等交易 主 体 承 担，政 府 一 般 不 干 涉 其 经 营 管 理。

批发市场具体的交易 方 式，主 要 有 拍 卖 和 协 商 交 易

两种方式：①公开竞价 拍 卖 是 批 发 市 场 的 主 要 交 易

方式。②协商交易是指 由 零 售 商 与 批 发 商 事 先 确 认

购买数 量、价 格 和 商 品 规 格，由 批 发 商 寻 找 货 源，

履行合同的交易方式。日 本 本 土 生 产 的 绝 大 多 数 农

产品从生 产 领 域 进 入 消 费 领 域 的 过 程 如 图１所 示：

由生产者 （或农协等）委 托 批 发 商，通 过 一 定 的 交

易方式，将农产 品 出 售 给 零 售 商，零 售 商 再 将 农 产

品分散到销售网点出 售 给 消 费 者，禁 止 批 发 市 场 内

的零售行为。

图１　批发市场交易流程

　　根据 《批发市场 法》规 定，批 发 环 节 的 销 售 手

续费，分 别 占 批 发 金 额 的 比 例：水 产 品 为５．５％，

蔬菜为８．５％，水果为７．０％，肉 类 为３．５％，花 木

为９．５％。在日 本，批 发 市 场 买 卖 双 方 要 把 货 款 结

算业务委 托 给 第 三 方 处 理，一 般 来 说，买 方 在３～
７ｄ之内要通过银行向批发商付 款，批 发 商 在１～４ｄ
内通过银行向供货人付款。

２　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趋势

２．１　经营主体变动趋势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１９８８—２０１２年，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数量和批发

商的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如图２、图３所示。特别是

地方批发市场的数量 及 批 发 商 的 数 量 下 降 较 快，地

方批发市场数量从１９８８年的１　６２６家减少到２０１２年

的１　１５９家，减少了近３０％；在地方批发市场经营的

批发商也由１９８８年的１　９６９户减少到２０１２年的１　３６７
户，减少了３０．６％。截至２０１４年年底，日本正常运

营的农产品中 央 批 发 市 场 有６７家，分 别 设 在４０个

城市，中 央 批 发 市 场 共 有 批 发 商 （公 司）１７１户、

中间批发商 （公司）３　６６５户、买卖参加者２７　４０９户；

地 方 批 发 市 场１　１０５家，地 方 批 发 市 场 共 有 批 发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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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０９户、中 间 批 发 商２　６４４户、买 卖 参 加 者１１３　６２５
户。根据日本农 林 水 产 省 统 计 报 告，批 发 市 场 减 少

的部分大多是民营企业开设的、规模比较小的市场，

可见，批发市场正在进行结构调整。

批发商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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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央批发市场及批发商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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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方批发市场及批发商数量变化

２．２　总体规模变动趋势

２．２．１　交易成交量

批发市场的流 通 规 模 可 以 通 过 批 发 市 场 成 交 量

指标反映。如图４所示：１９８８—２０１２年，批 发 市 场

的成交量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以蔬果类农产品为例，

蔬果类农产品的批发市场成交量从１　９５６万ｔ下降到

１　３４０万ｔ，下降了３１．５％。其中，蔬 菜 的 成 交 量 从

１　２８９万ｔ下 降 到９８５万ｔ，下 降 了２３．６％；水 果 的

成交量从６６７万ｔ下降到３５５万ｔ，下降了４６．８％。

可见，批发市场的流通规模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２．２．２　批发市场经由率

批发市场经由 率 是 指 批 发 市 场 的 流 通 量 在 农 产

品流通总量 中 所 占 的 比 率，其 计 算 公 式：批 发 市 场

经由率＝ （批 发 市 场 流 通 量／农 产 品 流 通 总 量）×
１００％。计 算 批 发 市 场 经 由 率，结 果 如 图５所 示：

１９８８—２０１２年，农产品的批发市场经由率均呈逐年

下 降 的 趋 势。蔬 果 类 产 品 的 批 发 市 场 经 由 率 由

８２．７％下降到了５９．２％，其中，蔬菜的批发市场经

由率由８５．３％下降到了６９．２％，水果的批发市场经

由率由７８％下降到了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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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批发市场蔬果类产品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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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批发市场经由率

２．３　批发市场经营情况分析

要保证批发市 场 正 常 运 行 也 至 少 必 须 保 证 财 务

收支平衡，否则 也 其 运 行 也 难 以 维 系。根 据 日 本 农

林水产省食料产 业 局 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发 布 的 统 计 报

告，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央批发市场的经营损益总额

分别 为：７３亿、７５亿、１ 亿、１ 亿 和 ４１ 亿 日 元

（１００日元约合５．００元人民币，２０１５），平均每一家

批发 市 场 的 经 营 损 益 分 别 为：０．８７亿、０．９３亿、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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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亿、０．０１亿 和０．５５亿 日 元，可 见，中 央 批 发

市场基本是在保本经营，略有结余。

但是，在批发 市 场 从 事 交 易 活 动 的 批 发 商 和 中

间批发商都是经营性 企 业，其 经 营 收 入 的 主 要 来 源

为按照成交金额的一 定 比 例 收 取 的 交 易 手 续 费，因

此，批发商的经营收入 与 批 发 市 场 的 成 交 额 成 比 关

系，如果批发市 场 的 成 交 额 下 降，批 发 商 的 收 入 必

然会减少，当其 经 营 收 不 抵 支 时 就 会 退 出 市 场。如

前所述，近年来，批 发 市 场 的 交 易 额 和 交 易 量 均 呈

下降趋势，因此，批 发 商 和 中 间 批 发 商 的 经 营 收 入

必然会减少。现 以 中 央 批 发 市 场 为 例，分 析 批 发 商

和中间批发商的经营情况。

２．３．１　批发商经营情况

批 发 商 平 均 交 易 额 变 化 情 况 如 图 ７ 所 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经营蔬果类农产品的批发商的平均

交易额从３０５亿日元减少到２３３亿日元，经营水产

品的批 发 商 的 平 均 交 易 额 从２４２亿 日 元 减 少 到２０９
亿日 元，经 营 食 肉 产 品 的 批 发 商 的 平 均 交 易 额 从

２３９亿日元 减 少 到１９９亿 日 元。由 于 批 发 商 交 易 额

的减少，导 致 批 发 商 经 营 出 现 亏 损，如 图８所 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年，经营各类农产品的批发商都有不同

比例的亏损，２０１１年，经 营 食 肉 产 品、水 产 品、花

木、蔬果产品的批发商 经 营 出 现 亏 损 的 比 例 分 别 达

到了７０％、３５．６％、３３．３％和１７．１％，批发商的经

营情况十分严峻。

２．３．２　中间批发商经营情况

中间批发商的平均交易额变化情况如图９所示：

１９８８—２０１１年，经营食肉产品的中间批发商平均交易

额持续下降，经营蔬果类产品的中间批发商平均交易

额略有增加，经营水产品的批发商平均交易额基本持

平，而经营花木产品的中间批发商平均交易额略有下

降。中间批发商经营亏损比例如图１０所示：经营水

产品和蔬果类产品的中间批发商亏损比例持续增加，

而经营食肉和花木产品的中间批发商亏损比例呈现波

动状态。２０１１年，经营水产品、蔬果类产品、食肉产

品、花木产品的中间批发商经营出现亏损的比例分别

为５８．８％、４１．９％、４０．９％和２４．２％，中间批发商的

经营情况也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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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批发商平均交易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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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经营亏损的批发商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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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经营亏损的中间批发商所占比例

　　通过以上分析可 见，日 本 农 产 品 批 发 市 场 在 农

产品流通中的主流地 位 虽 未 改 变，但 农 产 品 批 发 市

场的整体情况呈下降 趋 势，由 于 批 发 市 场 流 通 量 的

减少和批发市场经由 率 的 下 降，导 致 批 发 商 和 中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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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商经营恶化，这必 然 导 致 一 部 分 批 发 商 和 中 间

批发商退出市场，批发 市 场 也 必 然 会 面 临 合 并 或 取

缔的局面，事实上一些 地 方 批 发 市 场 的 经 营 已 经 难

以维系。

３　批发市场流通趋势变动的原因

以蔬果类农 产 品 为 例，日 本 蔬 果 类 农 产 品 流 通

总量比 较 稳 定，如 图１１所 示：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年

平均流通总量为２　３４７万ｔ，蔬菜年均流通总量１　４１６
万ｔ，水果年 均 流 通 总 量９１６万ｔ，变 动 幅 度 较 小，

总量相对稳 定，但 流 通 渠 道 结 构 悄 然 发 生 变 化。市

场外流通 的 发 展 趋 势 与 市 场 流 通 的 趋 势 恰 好 相 反，

市场外流通日益呈现 出 增 长 的 趋 势，市 场 外 流 通 量

及经由率均不断提高。如图１２、图１３所示：１９８９—

２００９年，蔬果类农 产 品 市 场 外 流 通 总 量 从４１０万ｔ
增加到９１６万ｔ，增长了１２３％。其中，蔬菜的市场

外流 通 量 从 ２２３ 万ｔ增 加 到 ３９９ 万 ｔ，增 长 了

７９．４％，市场外流通率从１４．７％增长到２６．２％；水

果的市场外流通量从１８８万ｔ增加到５１７万ｔ，增长

了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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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蔬果类农产品流通总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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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市场外流通率变化情况

　　可见，从总 体 发 展 趋 势 来 看，日 本 农 产 品 流 通

总量基本稳 定，虽 然 批 发 市 场 流 通 下 降，但 市 场 外

流通量持续增长。引发 日 本 农 产 品 市 场 流 通 下 降 的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消费需求拉动

市场流 通 模 式 下，产 地 进 行 单 一 品 种 的 大 量 生

产，导致在以多品种、小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农

户收入 低 下；市 场 流 通 要 求 产 品 的 品 质、规 格 标 准

化，为了生产外 观 好 看 的 蔬 菜 导 致 农 药 的 使 用 量 增

加，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市场流通的远距

离运输不仅引起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而且运输中的装

卸、搬运、捆扎等作业，也影响农产品的新鲜度，消

费者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感到不安，因此，希望购买到

安全、放心、新鲜的农产品的消费者日益增多。

日本农林水产省２００９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消费者

调查，其调查结 果 显 示：消 费 者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消 费

“地产地消”的农产品的意识很强，９１％的消费者愿

意购买 “地产地消”的农产品，其中约５７％的消费

者会优先购买 “地产 地 消”的 农 产 品。消 费 者 为 何

如此青睐购买 “地产 地 消”的 农 产 品 呢？同 一 调 查

结果显示，消费者关于 “地产地消”的评价依次是：

能够买到 新 鲜 的 农 产 品；能 够 买 到 安 全 的 农 产 品；

能够与生产 者 直 接 交 流；能 买 到 好 吃 的 农 产 品；能

买到便宜的农产品。

可见，“地产地消”满足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新

鲜、安全、美味 以 及 低 成 本 的 要 求，符 合 消 费 者 的

经济理性消 费 特 征。同 时，另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保

护了消费者对农产品 生 产 信 息 的 知 情 权，基 于 与 生

产者的直接交流，有利 于 建 立 完 善 的 产 品 质 量 追 溯

体系，能够建立 生 产 者 与 消 费 者 之 间 的 信 任，而 且

增加了消费者对地域 传 统 饮 食 文 化 的 了 解，增 加 了

消费者的附加收益。

３．２　生产供给推动

由于国际农 产 品 贸 易 自 由 化，日 本 的 农 产 品 在

数量上无法与美国竞争，在价格上无法与中国竞争，

导致日本进口农产品 不 断 增 加，一 些 小 规 模 生 产 者

被迫退出农业生产，很 多 地 区 都 出 现 了 耕 地 闲 置 甚

至荒弃的现 象，农 户 生 活 日 益 艰 难，为 了 改 变 农 业

生产面临 的 危 机 局 面，振 兴 农 业、农 村 经 济，小 规

模生产者开始自发地 探 索 自 立 之 路：一 是 开 发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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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根据地域的实际情况，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方

面挖掘潜力，开发具有 地 域 特 色 的 农 产 品 及 农 产 加

工品，进而创造出地域品牌；二是促进 “地消”，促

进在地域内生产的农 产 品 在 地 域 内 进 行 消 费，尤 其

需要建立小规模农户 能 够 直 接 参 与 的 销 售 市 场。因

此，生产者自发 组 织 开 始 开 设 直 销 所、开 展 城 市 和

农村的交流、开 放 农 村 绿 色 园 区 等 活 动，也 出 现 了

在道路服务 区 设 直 销 点、开 办 早 市、网 络 销 售 等 新

的销售形式。在这 些 创 新 的 “地 消”形 式 中，农 户

自己给自己生产的农 产 品 定 价 销 售，在 直 接 掌 握 消

费者需求的基础上，促使农户在栽培农产品的种类、

耕作面积、销售 时 间、销 售 地 点 和 销 售 渠 道 等 各 方

面进行新的探索，努力 在 农 产 品 销 售 中 体 现 出 地 域

特性、产 品 特 性，并 在 发 挥 个 性 的 同 时 树 立 信 心，

开拓了一条 “地产地消”的自立之路。

日本农林 水 产 省２００９年 进 行 的 对 “地 产 地 消”

的意识的调查结果显 示：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对 “地 产 地

消”的农产 品 的 意 识 也 很 强，８７．２％的 生 产 者 自 己

在生活中也愿意购买 本 地 域 内 生 产 的 农 产 品，并 且

有８７．８％的生产者愿意从事 “地产地消”的农产品

生产和销售活动。生产 者 关 于 “地 产 地 消”对 营 农

活动有有利之处的评 价 是：即 使 品 种 不 齐 全 和 规 格

以外农产品也能销售；提高了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

能够准确把握消费者 的 需 求 信 息 进 行 生 产；能 够 增

加生产者收 入；能 够 传 承 地 域 饮 食 文 化；能 够 防 止

耕地被放弃耕作。可见，“地产地消”可以提高农产

品的商品 化 率、增 加 农 民 收 入、减 少 耕 地 荒 弃，有

利于营农生产持续发展。

３．３　新型流通业态的迅速发展

基 于 上 述 消 费 者 和 生 产 者 两 方 面 需 求 的 原 因，

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创新了 一 种 新 型 的 零 售 业 态

———直销所。直 销 所 采 用 直 销 方 式，生 产 者 和 消 费

者可以直接 交 流，消 费 者 有 温 情 感；直 销 所 主 要 销

售应季产 品，产 品 新 鲜 度 较 高；运 输 距 离 短，对 商

品的品质损 坏 少；对 生 产 者 来 说，可 以 降 低 流 通 成

本，创造了生产 者 自 我 雇 佣 的 机 会，可 以 增 加 生 产

者收入。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市 场 环 境 的 变 化，农 产

品直销所的运营方式 也 日 益 完 善，经 营 规 模 日 益 扩

大，直销所已经成为主 导 地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一 个 重 要

主体，通过直销所的运 营 将 地 域 内 的 生 产 者 和 消 费

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稳定的生产和消费关系。

１９９７年，日 本 全 国 共 开 设 直 销 所１．１４万 家，

２００３年增加到１．５万 家，２００９年 增 加 到 了１．６８万

家，达到了 历 史 最 高 点。一 方 面，随 着 直 销 所 店 铺

数量的增加，直 销 所 间 的 同 业 竞 争 加 剧，市 场 竞 争

促进直销规模的扩大，大 型 直 销 所 的 主 导 地 位 日 益

突显。另 一 方 面，直 销 所 的 经 营 规 模 也 不 断 扩 大。

２００３年销售总额约５００亿日元，在日本农产品流通

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可 谓 微 乎 其 微。日 本 农 林 水 产 省

２０１１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９的６年

间，直销所的销售总额年均增长１　３７８亿日元。２００９
年直销所的销售总额达到了８　７６７亿日元，约占农产

品流通总额的１０．９％；每个直销所的年均销售额为

５　２１４万 日 元；年 销 售 额 超 过１亿 日 元 的 直 销 所 有

２　２２９家，总销售额达到了６　９４９亿日元，占直销所总

销售额的７４％。可见，成为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中

不可忽视的新渠道，直 销 所 的 发 展 已 经 表 现 出 规 模

化发展的势头，具有一 定 规 模 的 直 销 所 已 经 成 为 直

销所销售的主力军。

４　总结

综上所述，从 日 本 农 产 品 批 发 市 场 的 发 展 趋 势

上看，中央批发市场和 地 方 批 发 市 场 正 在 进 行 结 构

性调整，虽然批发市场 作 为 流 通 主 渠 道 的 地 位 没 有

改变，但其流通规模的 下 降 趋 势 和 经 营 者 日 渐 低 迷

的业绩，足以引 起 政 府 和 经 营 者 的 高 度 关 注。而 由

于消费需 求 拉 动 和 生 产 供 给 推 动 两 种 力 量 的 作 用，

以及直销所这一新型市场业态 的 创 新 导 致 市 场 外 流

通量呈日益扩大的趋 势，也 最 终 导 致 了 日 本 农 产 品

批发市场流通下降和批发市场的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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