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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卖难”如何破解？
——专访农业农村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珂

眼下正值蔬菜瓜果上市旺
季。近期广东、海南的芒果、菠
萝，云南、贵州的部分蔬菜，江苏
等地的甜瓜等相继出现“卖难”，
但同时鲜活农产品为何在产地
“没人要”、而在城里的菜市场上
价格却不便宜？如何在生产和
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减少市场
剧烈波动影响？记者日前专访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司长唐珂，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
剖析。

三大症结：产业链条不
健全，产销信息不对称，管
理体制不完善

唐珂说，农产品市场波动
主要原因是供需不平衡。蔬
菜等鲜活农产品由于易腐烂、
难储运，受市场、信息、气候等
因素影响大，加上我国农业生
产、加工、储藏、物流和消费的
产业链条不健全，容易出现局
部地区个别品种“卖难”。具
体分析如下。

“最初一公里”未完全打通
——“田头市场”发展缓慢，特
色优质农产品区域产地市场发

展滞后，特别是贫困地区缺少
预冷库、保鲜库、冷藏车、电子
结算等基础设施，分级、分选、
包装多由人工完成，没有形成
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市场
服务体系。

流通成本高——由于预
冷、冷链发展滞后，一方面农
产品在运输中损耗大，另一方
面产品运输距离长，流通环节
层层加码，导致“原产地价格
低到没人要、市场地价格居高
不下”。

市场信息不畅——主产区
和主销区产需信息沟通渠道
不通畅，市场需求与生产供应
无法有效衔接。据农业农村
部调查，大多数贫困地区农户
都是通过邻里乡亲获取产品
销售信息，通过正规渠道和现
代传媒手段获取信息的比例
不高。

他还表示，中央和国家机
构改革已经迈出职能调整的
实质步伐，各部门间合力明显
增强，逐步推动形成农产品生
产、加工、流通一体化的行政
管理体制也将有利于破解这
一问题。

两类成因：大宗和鲜
活、小宗农产品受影响因素
不同

唐珂说，不同类型的农产品
受市场价格变化影响的具体原
因不同，大致有两类情况——

一类是大宗农产品。近年我
国稻谷、小麦、玉米库存总量处于
历史高位，对粮食价格形成较大
下行压力。大宗粮食作物之间的
替代性产生价格联动，如玉米是
第一大粮食作物，更是饲料主要
原料，玉米及其下游产品对小麦、
稻谷、高粱、大麦以及蔗糖、马铃
薯等有很强的替代性，前两年玉
米价格下跌给相关替代产品带来
价格下行压力。同时，大宗农产
品近年国内外价差较大，进口冲
击持续加大，对国内农产品市场
运行产生较大影响。

另一类是鲜活农产品和小
宗农产品。这类“菜篮子”农产
品集中上市时往往价格较低，淡
季价格较高，有明显的周期性、
季节性波动特征。天气异常变
化、小规模生产模式以及流通环
节低效率等因素加剧了鲜活农
产品的价格波动。而葱姜蒜、绿

豆、干辣椒等小宗农产品由于产
地相对集中，更容易受自然灾害
影响，加上耐储存、市场容量小
的特性，市场反应较敏感，一旦
减产后价格大涨又刺激种植面
积盲目扩大、从而导致下一个种
植周期价格大跌。

唐珂表示，目前我国农产品
供给在多样化、个性化方面还不
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出现
“卖难”的主要是大路货，真正品
质好的品牌农产品很少出现这
个问题。

五个发力点：全力破解
“滞销卖难”问题

唐珂说，农产品消费需求的
变化，对加快推动现代农产品流
通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推动
农产品产销对接当前要在以下
几方面着力：

一是加大市场信息发布力
度，瞄准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引
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

二是调整产品结构，加强品
牌创建，大力发展绿色优质品牌
农产品。

三是强化市场体系建设。

加强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特别
是田头市场建设，提升农产品流
通能力与效率。加强冷链物流
建设，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
助项目，推广适度规模的产地贮
藏保鲜设施，加强果品、蔬菜、水
产品、禽蛋等产地预冷，低温贮
藏，低温运输和低温销售相关技
术标准和专有设施装备等标准
研究，支持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
加快发展，提升产地市场农产品
商品化处理能力。

四是创新农产品流通方
式。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
鼓励发展订单农业，探索拍卖交
易模式。积极推进农社、农企、
农校对接，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产
区和销区、基地和市场形成稳定
的购销关系。

五是大力开展营销和产销
对接服务。组织农业农村部门
举办各种层次的农产品展销推
介活动，利用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等一批实体展会推动农产
品营销促销。农业农村部今年
将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产
销对接行动”，让贫困地区的广
大农民获得好的收益。

（新华网）

我国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正在加
速推进。日前从业内获悉，在前期肉菜、
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2017年
开启山东等四地示范的基础上，今年将
在全国范围推广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目前，试点示范地区正在梳理总结
经验和案例，相关部门正在准备示范地
区评估验收工作。今年年底前我国重要
产品追溯管理省级平台有望实现全覆
盖，同时地市级重要产品追溯平台建设
也将启动。

追溯体系建设是采集记录产品生
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信息，实现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强化全过程质
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的有效措施，一
直被业内视作保障人民群众消费安全和
公共安全的有效手段，也是促消费，稳增
长、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内贸流通现代
化的重要举措。

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加快推进重
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食
用农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
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为当前及今
后一段时期重点推进的七大类产品，提出
到2020年，追溯体系建设的规划标准体系
得到完善，全国追溯数据统一共享交换机
制基本形成等目标。随后，当年7月，商务
部、财政部在山东、上海、宁夏、厦门四地
开启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示范。

示范的成效已初步显现。例如，目
前北京市已经实现猪肉流通追溯在9家
屠宰企业、6家批发市场、680家大中型连
锁超市、54家专卖店、980家餐饮门店等

的全覆盖。厦门市目前已将全市3.76万
家经营主体的23.82万种食品、73家农业
合作社393种农产品全部纳入追溯体系，
基本实现全市食品安全追溯监管全覆
盖。此外，厦门市酒类追溯子系统和食
品药品追溯子系统均已上线试运行。

“通过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示范项目建
设，提高了消费者对于可追溯产品品牌的
信任，同时，起到了对上下游环节的监督管
理作用，促进近20000家供应商、基地加入
到追溯系统中。”上海市商务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例如，盒马鲜生追溯覆盖2000多家供
应商、麦德龙追溯系统覆盖400多家供应
商，西郊国际和上农批两大批发市场带动
100多家上海市外延和主供应蔬菜生产基
地开展追溯系统建设。

事实上，各地追溯体系建设早已加
速。例如，河南济源出台《加快推进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方案》指出，以落实企
业追溯主体责任为基础，分类分级推进

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等重要产品追溯
体系建设。石家庄下发《2018年食品安
全重点工作安排》，指出将于11月底实现
食用农产品快速溯源。

还有一些地方将供应链的追溯体系
建设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例如，国

家级贫困县四川南江县在2017年年初启
动了以丹参为主的中药材追溯体系建
设。通过“公司＋专合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和重点帮扶
贫困户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构建了从
贫困地区产品生产源头到流通与消费的
信息化追溯链条，形成产品全程全生命
周期的品控监管机制与一体化销售网
络，既通过甄选优质中药材品种提升产
品质量，又建立起扶贫长期举措帮助扶
贫地区建设产业规模，实现提质增效。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洪涛表示，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的建立一方
面保证将安全健康的食品、药品等送到消
费者手中；另一方面，对生产者、销售者均

产生良性引导，同时，使优质的农产品能
够卖出好的价钱。

为了营造更好的可追溯产品消费市场
环境，政策层面鼓励大型连锁超市、医院和
团体消费单位优先采购可追溯产品，并探
索建立与市场需求及认证认可等相适应的
标识标记制度。据悉，商务部等相关部门
还将制定完善追溯体系运行管理制度，明
确各方责任，建立追溯运行考核制度，探索
奖惩激励制度，调动参与各方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追溯体系的建设同
时也是信息、互联网等技术与实体经济
紧密融合、相互赋能的一个现实缩影。

例如，厦门市在试点农贸市场引入
自动识别溯源秤，3秒内自动识别菜品并
打印追溯小票，交易数据实时上传预警
中心，并设置超卖预警，提升溯源秤使用
率及数据真实性等。

据了解，对于已建成肉菜流通追溯
体系的城市，下一步将围绕“扩品种、提
质量、增效能”目标优化提升原有系统，
探索创新技术手段，重点推进二维码、无
线射频识别（RFID）、视频识别、区块链
等技术应用，提高追溯单元信息采集与
传递的智能化和准确性，提高数据处理
和综合分析能力。

洪涛建议，除了信息技术应用之外，
还需要加强配套诚信体系作为核心主
线，包括诚信的生产组织、诚信的个人以
及诚信的产品，三位一体贯穿其中。此
外，还需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和政府部
门与社会企业之间的协调、以及数据协
同开放共享。 （经济参考报）

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即将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