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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流通】

走进直销店——探访日本农产品流通新路

徐　涛
（中村学园大学　流通科学部　日本　福冈）

摘  要：现在日本全国大约有1万家以上的农产品直销店，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开办的，属于

农产品流通业态的新军。最近的统计显示，日本的农产品直销店的全年销售总额已超过6000亿日元，这相当于日本东北

三县的农业生产总额。农产品直销店不仅使众多的农家获得了新生，更在一些地区带动了观光农业、食育事业、农家餐

厅等城市和农村的交流项目，并引起了一股对传统菜肴和家乡菜再认识和评价的热潮。虽然中日两国的国情不同，但就

中国国内的农产品流通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还是大有可借鉴之处的。从近年来困扰国内农产品流通的一大问题，即流

通过程中的流通成本居高不下、流通环节仍然过多过杂的角度来看，农产品直销店的做法可以缓解这些相应的问题，而

且文中已提到的其他相关作用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积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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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笔者来说，已不是第一次走进日本的农产品

直销店，而且对眼前这家地处日本九州岛福冈市郊外的

直销店也是早有耳闻，但还是被店内熙熙攘攘的气氛渲

染得有点激动，仿佛回到了国内人头济济的大卖场。

提到日本的农产品直销店，也许对中国国内的一般

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即使是对研究农业流通的专

家学者来说或许也是比较新的名词，很少看到相关的介

绍。为什么呢？究其原因也难怪，原来直销店也正是这

十多年才真正大规模发展起来的。现在日本全国大约有

1万家以上的农产品直销店，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

泡沫经济破灭后开办的，属于农产品流通业态的新军。纵

观其发展背景，这同日本政府推行发展大规模农业的政策

是分不开的。

1991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将原来根据统计数字的传统农

户分类法，即专业农户、第一类兼职农户、第二类兼职农

户的三种分类方法，改为只有销售农户和自给型农户的两

种分类。规定销售农户为拥有30公亩以上耕地或全年销售

额在50万日元以上的农户；达不到以上数额的农户为自给

型农户，不仅在统计上，更在政策对象上，将自给型农户

排斥在外。可以形象地说，自给型农户也就是被解雇了的

农户。就此日本的所有农业统计对象就仅限于销售农户。

然而被国家出示“红牌”宣告退场的自给型农户在

1991年当时，其总数就占到了全部农户数量的25%,大
约有80万户。的确，这些农户的耕地面积规模小，而且

务农的多为老人和妇女，但是在农产品自给率极低的日

本，是否应将这些小规模的生产力忽略不计呢？虽然也

有这样的质疑，但在当时走大规模农业一边倒的农业政

策下，这样的声音显得既无力又无奈。

但让人们吃惊的是，断了政府政策补贴支持的自给

型农户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取得

了瞩目的发展。没有了农业政策束缚的自给型农户反被

彻底解放了出来。自行建造的直销点，或由地方自治团

体扶持建设的直销场所纷纷建立了起来，销售的都是超

出农户自家消费量的自给剩余农产品，以及以前经由农

协（JA）大规模出货时，无法通过严格的出货规格的产

品。诸如过度弯曲的黄瓜、大小不一的西红柿等等。这

些产品仅仅因为不合大小均匀之类的所谓的统一规格就

被排斥在主流流通渠道之外，而其质量口味都毫不逊色

于规格化产品。于是最初农家出于试验心理，100日元一

袋将它们放进了货框。没想到的是，总是被偶尔走进直

销店的客人作为意外的“收获”一抢而空。刚从田里采

摘来的水灵灵的新鲜优质蔬菜，以及比哪家卖得都便宜

的价格，单凭这两点，无需宣传，消息在客人之间一传

十、十传百，销售额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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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眼前的这家名为“伊都菜彩”的九州规模最大

的农产品直销店，呈现的也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这

家开设于2007年4月的店面，整体占地2公顷，店铺面积

约2500平方，拥有400个停车位，位于离九州岛的中心城

市福冈市中心驾车30分钟的郊区。从笔者对该店店长的

采访中了解到，该店最初也是于当地经农协统一销售的

农产品销量逐年下降，放弃耕地的农户逐年增多，农协

考虑为了增加农户收入，让老年农协会员重振精神，而

参考了其他地区的办法及设施，投资建设的。此外，作

为农业产业的信息发源地，也有利于建立消费者和生产

者间的有透明度的交流。

该店大约有1000户加入会员制的供货农户，其中自

给型农户占到60%。采取农户委托直销店代销的形式，

但产品由农户（生产者）自行包装，自由定价（店员根

据市场行情给与相关的定价等方面的指导）。店铺收取

销售额的15%（农产品）到20%（加工产品）的手续费。

销售的产品及比例分别为：蔬菜瓜果花卉大米 40% ；畜

产肉类15%； 水产15%； 加工产品（盒饭、点心、咸菜

等）20%。本地产品比率达到90%以上。平常工作日的

顾客为当地顾客和市区顾客各占一半，而到了周末假日

市内客人可达到70%以上，在1万人次左右。人均消费单

价为2500—2600日元，一天最高达到过1200万日元销售

额。建立后第一年的2007年度销售额就达到了18.7亿日

元。这在近年零售业一蹶不振的日本来说，实在可称得

上是骄人的成绩。现在像伊都菜彩这样的农产品直销店

遍及日本全国各地市郊，有些地区店铺数量和销售额都

呈明显上升趋势。

和绝大多数直销店一样，该店最大的卖点就是，绝对

保证产品的新鲜，即当日无法卖完的产品，晚上由各家供

货农户撤柜回收处理。另外，对于产品的食品安全责任，

该店采取定期对产品进行品质安全检验，同时以生产者为

主，加入对消费者负责的统一保险，并且各家农户的产品

上印有生产人姓名、电话。在有形和无形中加大了农户对

产品的生产责任心。因此，这些措施使消费者更加认同其

品质和鲜度，虽然产品的价格并不比市区超市便宜多少，

但成为直销店“粉丝”的回头客却是不断增加。

此外，让笔者吃惊不小的是，别看这家直销店才开

办不久，却在管理上早早地引入了高科技手段。管理人

员不仅采用了POS系统 ，更是根据直销店的特殊需要开

发引进了先进的软件。通过该软件，让供货农户通过手

机和短信就可以随时进入系统了解自家产品在店内的即

时销售数量和金额以及是否需要补货调节等信息，方便

农户自行管理。还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层运用营销原理

已针对当地产的优质大米和小麦，着手开发品牌大米、

面包及乌冬面，并已初步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

在农产品直卖销店可以看到喜气洋洋地搬运蔬菜的

农妇，也可以看到似曾忘记了农业和农村的城市消费者

的张张笑脸。这里不同于城市里冷冰冰的超市货柜，消

费者手拿着新鲜的蔬菜，乐滋滋地同生产者（农户）交

流，时不时地询问一下加工烹饪的方法。包装上印有的

农户的名字和联络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了顾客的餐

桌和农户田间的距离。并由此消除了以往顾客由于见不

到生产者而对产品产生的疑虑和不安。

最近的统计显示，日本的农产品直销店的全年销售

总额已超过6000亿日元，这相当于日本东北三县的农业

生产总额。另外日本的农户年平均收入约120万日元，

6000亿日元相当于50万户农家全年的收入。由此可见，

农产品直销店不仅使被日本政府农业政策“驱逐出场”

的至少50万户农家获得了新生，更在一些地区带动了观

光农业、食育事业、农家餐厅等城市和农村的交流项

目，并引起了一股对传统菜肴和家乡菜再认识和评价的

热潮。

看了日本的农产品直销店这个“他山之石”，禁不住

想到它能否洋为中用呢？诚然，中、日两国的国情不同，

事事不可生搬硬套，但是就中国国内的农产品流通的现状

来看，笔者认为还是大有可借鉴之处的。首先，日本的直

销店定位于城市近郊，而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的中近郊也

完全具备建设直销店的条件。其次，日本的直销店帮助自

给型农户解决了剩余和规格外农产品的问题，而国内却

也可也解决一批中小合作社和散户农家的产品由于 “门

槛”过高而进不了超市和大卖场等主流零售渠道的问题。

此外，办直销店还可以通过快速出货当天销售的方式解决

现有流通体系难以达到的保质保鲜等问题。同时，也可帮

走进直销店——探访日本农产品流通新路

Direct Exchange--Explore a New Way of Japanese Farm Produces Circulation

（下转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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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品流通速度，降低流通成本。

综上所述， RFID技术的应用必须具体细节考虑全

面，避免在利用时候的盲目性。RFID技术的应用应该把

如图2所示这些技术进行充分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从而形

成射频通信整体的产业化，而不是单纯地去利用RFID单

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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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lenecks and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Application of RFID Technology

Y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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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ottleneck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RFID technology such as technology maturity, business 
model, corporate applications and cost.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RFID technology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combine 
with other technologies such as ZigBee, Wi-Fi, NFC, and sensors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develop a complete RF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FID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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