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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边站”农产品销售网点，是日本利用公路停车加油与休憩场所设立的农产品营销场所，是一

种较为典型的“地产地消”组织形式，截止 2015 年，日本登记在册的路边站已达 1 079 所。文章深入剖析

了日本路边站式“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发展背景、功能、类型，认为路边站在实现新鲜农产品与消费者的

对接、增加就业与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培育地方农产品品牌与保障

农产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建议: 发挥我国路网优势，大

力发展路边站式农产品经营网点; 鼓励特色农产品生产，打造地理标志性农产品; 以旅游业推动农业一、
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多元化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强农产品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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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产地消”一词是日本农林水产省于 1981 年在制定并实施的 《地域内饮食生活提高对策事业》四

年计划中首次提出的，其基本定义: 根据地域内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农业生产，并将生产的农产品在当地进

行消费［1-3］。它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流通形式。实施农产品 “地产地消”，既有利于当地

村民就业增收，又能保持食品的新鲜度，并节约运输费用、减少能源消耗，对环保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此，“地产地消”在日本发展很快，并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得到推广。日本的“地产地消”有多种组织

方式，其中“路边站”式农产品流通方式是重要方式之一，值得我国借鉴。

1 日本 “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发展背景与流通类型

1. 1 “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发展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 “地产地消”概念，最初是为了打造具有日本特色的、推动农产

品在市场上高效流通的制度体系，旨在进一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1］。进入

21 世纪，日本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消费者更加注重饮食健康和绿色环保，开始追求农产品 “从农田到餐

桌”的消费方式。“地产地消”减少中间运输时间，降低流通成本及运输环节造成的食品质量下降风险，

并促进农民就业与增收，因此“地产地消”方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认可。随之，日本政府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引导 “地产

地消”流通方式健康发展，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鼓励消费者尽可能消费当地农产品。到 2014 年，日本农

产品“地产地消”流通体系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地产地消”是促进日本国内生产的农林水产品在



其生产地域内消费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推进“六次产业化”、增强农业一、二、三产连携合作、促进地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2-4］。
1. 2 “地产地消”农产品流通类型

日本政府通过开展饮食与地域文化教育、给公立机关食堂供应食品、观光旅游促销等活动，推动居民

消费当地农产品，实现农产品“地产地消”。根据活动内容与主题可将 “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划分为产地

集聚批发型、公立机关供给型、观光旅游促销型等［1］。
产地集聚批发型是将零散农户生产的农产品通过社会团体聚集在一起，达到一定规模后，在市场占据

一定份额，从而使生产者具有议价主动性。同时，生产地距离消费市场近，运输成本低，价格优势明显，

农产品竞争力强。产地集聚批发型是较受欢迎的一种 “地产地消”方式，约有 70% 的日本农户选择此

类型。
观光旅游促销型是通过开办绿色观光农业生态园、度假区、休闲农庄、农村生活体验等项目，游客在

观光旅游的同时购买当地农产品。
公立机关供给型是指向学校、政府、医院等公立机关食堂供应食品时侧重采用当地农产品。由于公立

机关的农产品需求大且较为稳定，根据需求量可推算出农产品生产数量，有助于开展计划性生产，实现产

销对接，保护农户生产积极性。
“地产地消”流通方式有多种组织方式。路边站是其中一种较为典型的 “地产地消”组织形式，综合

了产地集聚批发型、观光旅游促销型等流通方式的特点。

2 日本 “路边站”式农产品流通方式

2. 1 “路边站”式农产品流通方式发展背景

“路边站”式农产品流通方式是指利用交通道路停车加油与休憩场所设立农产品销售网点的一种 “地

产地消”农产品流通方式。路边站式农产品销售网点，也可称之为农产品路边商铺。20 世纪 90 年代，为

带动农村社区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日本国土交通省在全国干线道路、重要道路旁投资修建路边站，为人

们提供停车加油、休憩、餐饮等服务设施，以及道路、旅游信息咨询等便利服务。路边站的设施主要由国

土交通省管理，运营方式则各有不同，大多由当地政府参与，其中，日本农林水产省为帮助附近农民销售

当地农产品，提供补贴建立农副产品市场等设施，逐渐形成农产品销售路边站，带动当地特色农业发展。
日本路边站本质上是公路服务区、产销对接网点和社区中心的综合体，是一个提供多元化服务的综合

平台［5］。路边站的设置者为市镇村，以社区为单位在国土交通省公路管理局申请登记，规划和运营权在

当地社区。
2. 2 路边站的功能

路边站作为“地产地消”流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特色，具有重要的

经济职能和社会服务功能。首先，路边站可提供停车、餐饮、观光旅游以及道路信息、旅游信息咨询等服

务功能，有利于“地区文化传播”; 其次，路边站内的农产品直销市场为当地农产品提供直接与消费者见

面的机会，有利于提升当地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及其经济效益; 第三，作为重要的信息交流平台，外界的

新技术和新观念也通过路边站传入当地农村社区，为社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作为道路 “中途站”，路边

站不仅是连接道路交通圈的纽带，更是信息交流、传播的平台，为推动区域文化传播、振兴地区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已经成为提升农村社区发展水平的独特方式在日本兴起［6］。
2. 3 路边站的类型

截止 2015 年，日本登记在册的路边站达到 1 079 所，主要包括综合型、产业振兴型、防灾型 3 种类

型。其中，35 所为重要站点，49 所为候补重要站点。
综合型路边站是以当地丰富的旅游、农产品资源为基础，以旅游业和农业为重点产业，通过提供旅游

观光、农产品销售等服务，带动当地特色旅游业与农业发展。例如，位于群马县川场村的川场路边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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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蔬菜、水果、乳制品等农产品为特色，开展果蔬直销，乳制品制作、陶艺制作项目体验以及旅游观光

服务，创造了 80 个就业机会，实现年接待消费者 120 万人次，销售收入达到 10 亿日元。
产业振兴型路边站是以当地特色农产品资源为依托，重点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通过 “地产地消”

带动就业，促进农业发展。爱媛县的内子町村路边站以女性生产与销售者为主体，开展季节性农产品加

工、销售，并拥有网络订购与销售、上门配送业务。内子町路边站的供货农户从 1996 年的 176 户增加到

2012 年的 394 户，创造了 58 个就业机会，消费者增加 6 倍，销售额增加 8 倍，路边站农产品销售额占全

村农产品销售额的 15%。
防灾型路边站以防御地震等灾害、降低风险为主要职能，附加农产品销售与文化交流，是防灾物资、

设备的存储场所以及周边村庄的避难场所、后勤支援中心、当地农产品销售网点与文化交流中心。例如，

达野路边站作为岩手县直辖防灾据点，最初主要销售受灾地区生产的海产品，随后逐渐发展为周边地区果

蔬、海产品的主要销售场所，以及特色农产品的研发中心、附近区域的地域文化交流中心。
2. 4 路边站式流通方式

路边站“地产地消”以农产品直销所、超市、农业文化交流中心为平台实现农产品流通。
2. 4. 1 路边站直销所

路边站直销所作为农产品直销所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位于路边站的固定销售场所，是实行会员制和委

托销售制的非盈利性经营体［7］，主要销售蔬菜、水果、粮食、花卉、盆栽以及农产品加工品、手工艺品、
烹饪食品等特色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直销所内直接面对面交易，生产者能及时掌握消费者的需求，并

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进行 “适销”产品的生产。直销所运营主体多样，可由生产者自己经营，可由农协提

供设施并负责运营、管理，或者农协女性部和青年部运营、管理，也可由第三方部门或者地方公共团体

运营。
2. 4. 2 农产品超市

路边站“超市”是农产品销售的主要场所。村民将农产品简单包装，标注产品类型、产地、生产者

等信息，自行定价后送到超市销售。超市负责把生产者的姓名、住址、照片等个人信息公开，实现农产品

质量可追溯，保障食品安全。由于路边站农产品价格低于普通超市价格，加之产品新鲜、交通便利，吸引

大量过往旅客以及周边社区、城区居民前往购买。
2. 4. 3 农业文化交流中心

有些路边站的周边设置了农业文化交流中心，由当地政府利用农林水产省投资补贴建设，当地社区负

责规划、运营、管理，是区域农业信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交流中心通过销售农产品、租赁农地、开

展农事体验项目、租赁会议室等获取部分运营经费及利润，属于半盈利性经营体。工作人员分为聘用型、
兼职型两种，聘用型工作人员工资由当地政府拨付，兼职型工作人员工资由交流中心承担。

农业文化交流中心针对社区居民、中小学生等群体开设饮食教育、地方传统饮食文化传承教育项目讲

座，开展耕种、收割等收费性质的农事体验活动。消费者可以以个人、家庭或团体为单位租赁交流中心土

地，全程参与农作物种植、管理、收获环节，并拥有农作物的所有权和处置权; 以付费方式参与不同季节

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环节，体验农事活动。通过参与交流中心组织的讲座、体验活动，可提升消费者对地

域农产品、农产品加工及地域传统饮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8］。
2. 5 路边站式流通主要作用

近年来日本路边站式“地产地消”流通方式迅速发展，功能不断拓展，逐渐得到消费者、生产者、
政府的认可，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起到重要作用。
2. 5. 1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流通

路边站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农村社区间的产品差异化为特色，利用公路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和

当地自有资源形成特色农业产业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6］。作为产品交易、信息交流平台，路边站不

仅是地区 ( 社区) 的窗口，还把农村与都市连接在一起，促进了区域、城乡间的信息流通，促使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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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易，使生产者及时获取消费者需求，有利于农产品按需生产，促进农产品流通。
2. 5. 2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

路边站以社区为单位规划、经营，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即使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老年人、女

性劳动者都可以参与农产品生产、销售，获得就业机会，体现自身价值。路边站具有区域聚集性，为当地

农产品销售提供了方便、低成本的交易平台，降低了农产品运输成本，减少了中间环节成本，生产者能够

在价格上占据优势，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经济效益高于传统市场销售，农民收入提高。
2. 5. 3 培育地方农产品品牌，保障农产品安全

路边站销售的农产品多为本地农产品，这种 “地产地消”方式将当地特色产品聚集起来，逐渐形成

具有地域特色、差异性和竞争力的社区品牌，带动特色农业发展，促进本土品牌农业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

展。路边站销售方式既是集中交易又是竞争交易，生产者必须不断创新生产技术、改善产品品质、提高服

务水平才能处于竞争优势，加之路边站所售农产品多为鲜活产品，食品新鲜度有所保证，满足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的要求。

3 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日本路边站式“地产地消”农产品流通方式充分利用交通道路停车加油与休憩场所设立农产品销售

网点，既实现了新鲜农产品与消费者的对接，又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收入，激发了农村经济活

力，值得在我国推广。
3. 1 发挥我国路网优势，大力发展路边站式农产品经营网点

我国的公路网遍布全国各地，公路加油站和停车休息站点遍布全国各地，中东部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公

交车站。至 2015 年底全国公路网总里程已达到 446. 4 万 km，加油站已达 9. 77 万座［9］。在 9. 77 万座加油

站中，3. 0% 分 布 于 高 速 公 路，32. 6% 分 布 于 省 道 国 道，26. 6% 分 布 于 县 乡 道，25. 5% 分 布 于 城 区，

11. 0%分布于农村，1. 2%分布于水域及其他。在许多加油站都配有停车休息、餐饮、购物场所，而位于

城乡接合部和乡村的公路加油站都是建设路边式农产品经营网点的好场所。首先在城乡结合部的高速公路

出口和空间较宽阔的公路加油站旁设立以新鲜农产品销售、农家乐特色美食、乡村旅游信息介绍为主要内

容的路边站式农产品营销网点; 然后再逐步将网点推向乡村公路加油站、乡村公路公交站等地。鼓励农民

个体、农场、合作社进场开设农产品直卖店铺，直接运销鲜活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缩短流通时间，提

高产品的新鲜度、安全性和流通效率，使农户和消费者双方受益［10］。
3. 2 鼓励特色农产品生产，打造地理标志性农产品

鼓励特色农产品生产，发展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措施。日本

“地产地消”农产品大多是当地特色农产品品质和品牌的标志性产品，在形成区域品牌效应，增加经济效

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我国现代农业，必须要大力推进农产品地理标志申请与注册，加快地理标

志性产品认证，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化，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 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利用农产品区域

特色，形成区域名牌产品，提高农产品市场化组织能力。通过打造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形成种养、产供

销、服务网络于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体系，提高产业链整体经济效益。
3. 3 创建农业发展新业态，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展粮食物流仓储加工、观光农业、农村电子商务等新经济业态，扶持农民发

展休闲农业合作社，依托农村青山绿水、田园风光、乡土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观

光、农耕体验、养生养老、乡村手艺、创意农业等农游项目，开发休闲农庄、特色民俗等乡村休闲度假产

品，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农民就地创业就业、开拓农村当地消费市场。以路边农产品经营

网点作为消费者需求观察前哨，根据消费者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确保农产品适销对路与

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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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发展多元化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强农产品质量管控

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发展多元化流通方式。在已有的 “农超对接”交易服务体系基础上，大力发

展农村连锁经营、电商销售方式、专业配送，推广“互联网”流通方式，拓宽农产品流通体系覆盖范围。
培育和发展农民合作社，建立合作性的专业协会和各种农民营销组织，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与食品

企业，农户与政府、学校等公立机关食堂合作。鼓励合作社、农场进城开设直卖店铺，直接运销鲜活农产

品，减少中间环节，缩短流通时间，提高产品的新鲜度、安全性和流通效率，使农户和消费者双方受

益［10］。另外，农产品能否卖得出，能否卖得好价格，关键是产品质量和产品质量信誉。必须加强农产品

质量管控体系建设，重视软硬件建设，完善质量标准的制定、运行经费的配套和人员队伍的配备［11］。通

过发展多种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强农产品质量管控，推动农产品 “地产地消”，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为农

产品从田间到百姓餐桌提供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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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ＲICULTUＲAL PＲODUCTS CIＲCULATION MODE AND ITS
ＲEVELATION OF LOCAL CONSUMPTION ABOUT MICHINOEKI IN JAPAN*

Fang Linna1，Chen Yinjun1※，Yi Xiaoyan1，Qian Xiaoping2

(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Ｒesources and Ｒ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2． Japan International Ｒesearch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Sciences，Tsukuba，305 － 8686，Japan)

Abstract Michinoeki is a agricultural market in Japan which is a typical organization of local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road parking． There were 1079 registered michinoekis in Japan in 2015．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back-
ground，function and type of Japanese michinoeki，which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selling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timely，increasing employment and income of farmers，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man-
agement，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rural economy，protecting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brand，and ensuring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the article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build the roadside
station marketing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using the area of rural highway export，encourage the production
of special agricultural products，produce the geography signs products，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
try through tourism，develop the diversified circulation mode，and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words michinoeki; roadside station; local consump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agricultural indus-
trializatio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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