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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从老百姓们的“米袋子”“菜
篮子”到“果盘子”“肉案子”，在今
年疫情期间，农产品批发行业充
分发挥了有效保障居民生活必需
品供应的功能，成为农产品保供
稳价、解决卖难的重要渠道。但
与此同时，疫情的暴发和反弹，也
暴露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当前存在
环境秩序差、管理粗放、食品安全
和溯源体系缺失等多重问题。

为了加快推动农产品批发
市场转型升级，7月3日，全国城
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组织召开了
“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线上研讨
会”，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行业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
农产品批发市场转型发展的主
题开展了不同角度的交流，并形
成了《疫情之下农产品批发市场
转型升级发展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中对农产品批
发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疫情之下
农产品市场如何转型升级、疫情
后市场发展形势判断等议题进
行了思考和探讨。

小生产、大流通
具有不可替代性

伴随着武汉和北京两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集中暴发疫情，
农产品批发市场被推到了舆论
的风口浪尖，部分否定农批市

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对此，
《报告》指出：“这就需要客观评
价农产品批发市场在我国农产
品流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确认识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城
市发展与此次疫情的关系。”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现有
农产品市场4.4万家，其中批发
市场4100多家，年交易额在亿
元以上的批发市场有1300多
家，农贸市场、菜市场和集贸市
场近4万家。2019年批发市场
交易额达到5.7万亿元，交易量
9.7亿吨，市场内各类经销商户
有近240多万个，吸纳就业人员
近700万人。目前约70%农产
品经由批发市场分销，农产品
批发市场仍然是我国鲜活农产
品流通的关键环节和主渠道。

“农产品批发市场仍是我国
鲜活农产品流通关键环节和主
渠道。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农
批市场不仅积极承担起了抗疫
防控和保供稳价的重要职责，而
且积极参与贫困地区农产品产
销对接和爱心捐助活动，为助力
脱贫攻坚和缓解农产品卖难及
保供稳价、促进社会稳定做出了
突出贡献。”《报告》认为。

同时，作为解决小生产、多
品种、大流通矛盾，提高农产品
效率的有效载体，农产品批发

市场交易规模大、品种全，商品
来源渠道多，满足居民多样化
的消费需求，这使其能够有效
保障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供
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其
他业态不可替代的。

业态低端、管理粗放
疫情暴露短板

多地疫情让农批市场这种
传统的农产品流通方式，包括市
场管理、交易方式等与疫情防控
和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购物环境
等的高要求之间的问题与矛盾
充分暴露出来，市场基础设施和
配套滞后、经营业态低端、环境
秩序差、管理粗放、信息化水平
低，运营管理模式落后，食品安
全和溯源体系缺失、创新不足等
问题也突出显现。

从市场自身来看，农产品批
发市场没有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
展多元化经营，盈利模式单一、抗
风险能力弱，规划布局不合理，恶
性竞争，仍采用粗放式管理模式，
没有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现代
化、信息化的管理体系。

此外，在发展环境上，农产
品批发市场由于人流、物流巨
大，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污
染，对城市周边的环境，居民的
生活造成很大的干扰。在供应

链方面，农产品供应链从田头
到餐桌的标准化、品牌化等问
题仅靠批发市场环节是解决不
了的。

《报告》认为，这些问题严重
制约了我国农批市场的转型发
展，也大大影响了市场功能作用
的发挥。当前，农产品批发市场
的处境是“危中有机”，既有巨大
的挑战又面临巨大的转机。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
水平的提高，农产品流通体系
的多样化是大趋势。农产品批
发市场的地位不可替代，但产
品效率会有所下降，其所承担
的功能、交易的形式以及与其
它渠道之间相互的分工合作关
系要不断调整。同时，还需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理清市场
批发和零售业务的关系、注重
与城市和谐发展、打造智慧农
批，批发市场管理的职业化和
从业人员素质的提升等。

政府引导 行业规范
助力转型升级

《报告》认为，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和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及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主体地位和
作用将更加凸显。为加快农批
市场的转型升级，需要政府、企

业、行业协会等共同协力。
《报告》建议，在引导和支持

方面，政府需要加快推进市场法
律法规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大支
持力度，贯彻落实“菜篮子”市场
负责制，加强合理布局规划，在
承担起公共管理角色的同时，还
需营造健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并
主导改造农产品供应链。

对市场本身来讲，《报告》
指出，农批市场应在电子交易、
冷链物流和食品安全溯源等信
息化、数字化建设及标准化运
营管理上积极进行探索，同时
做好乡村与城市的连接桥梁，
与产业扶贫、乡村振兴相对接，
更好地发挥流通主渠道作用。
“企业应改善环境、提升形象，
积极探索新业态新模式，完善
和提升市场功能，提高市场管
理手段的科技化、智慧化等。”

从行业协会方面来看，
《报告》指出，在农批市场转型
升级过程中，行业协会要充分
发挥政企桥梁的功能，落实政
府要求，协助政府做好立法、
规划、市场功能定位等工作，
加强行业研究，规范行业发
展，反映行业诉求，组织行业
培训，为促进农产品批发市场
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未来发展
发挥好平台作用。 （中经网）

聚焦后疫情时代转型升级
《农批市场发展报告》出炉

一、课题立项简介

中国自古就有“礼乐文化始于
食”“民以食为天”的观念，饮食文化源远
流长，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脉
相承，虽历经时代变迁、形势变化与政策
调整，仍薪火传承、经久不衰。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中国烹饪协会
以“食懂中国”为题，以小见大，感同身
受，探究食之变衍与民族文化、经济社会
发展关系，通过整合研究力量，提升研究
水平，促进中国饮食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不断提高民众健康素养，增强国民健康
体质和文化自信，同时也将全面推进《全
国青少年营养膳食行动计划（2019—
2023）》的实施。

为充分发掘中国烹饪协会各会员单
位研究力量，研究解决疫情防控常态化
形势下餐饮业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重点、
难点和热点问题，提升餐饮领域理论研
究水平，为中国饮食行业发展提供理论
参考及智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和中国烹饪协会现设立“食
懂中国”系列课题领导小组，就“饮食文
化类课题”开展研究。根据课题研究实
际需要，各省市餐饮行业社团、各大餐饮
集团连锁企业以及专业院校可自行确定

子课题组成员并上报后，由中国烹饪协
会遴选公布。

二、组织保障

课题立项单位：
中国烹饪协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课题研究支持服务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

育发展中心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中国烹饪协会关心下一代营养膳食

指导委员会
北京九州国海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食懂中国”系列课题领导小组成员：
姜俊贤 中国烹饪协会
荆林波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赵京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
张大海 中国烹饪协会
刘锝刚 中国烹饪协会关心下一代

营养膳食指导委员会
段凯云 中国烹饪协会关心下一代

营养膳食指导委员会
李晶龙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
孟庆芬 中国营养餐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
朱文丽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

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三、课题研究方向

1.饮食文化与人文传承研究
研究要点：结合地域物产、民族饮食

习惯探究地方饮食文化发展与人文传
承，产业发展、文旅风俗。用食文化推介
中国各民族、各地域文化印记，弘扬中国
文化、彰显民族自信。

2.各地域饮食调养特色与身体健
康、疾病防治研究

从食品安全、营养与各地域人民不
同饮食营养健康角度研究儿童、青少年
成长发展及饮食习惯与慢病防治关系，
为提高国民健康素养提供科学依据。

3.饮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通过不同地域、民族各年龄段人群

饮食行为与人格特征的研究揭示饮食文
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

四、课题申报

1.申报单位：各省市餐饮行业社

团、各大餐饮集团连锁企业以及专业
院校等。

2.申报课题：围绕“食懂中国”饮食
文化类课题研究方向，各单位自主命题。

3.咨询方式
联系人：张大海 13911111013

刘辉 17310862157
邮箱：shidongzhongguo@163.com
4.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填写“食懂中国”饮食文化

类课题申请书（见附件），并于2020年10
月31日之前申报。

五、审批立项

“食懂中国”系列课题领导小组对申
报的课题进行评审，择优立项。

六、成果发布
通过审批的申报单位上报的课题研

究成果，由“食懂中国”系列课题领导小
组评审论证。通过评审的研究成果报告
将编入“食懂中国”系列丛书，出版发
行。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和
中国烹饪协会官方网站公开发布。对国
家产业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的研究成
果，将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报国家有
关部门。

征集“食懂中国”饮食文化类课题研究单位公告
中国烹饪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