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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驮秤量
到数字交易，从
提篮叫卖到电商
直播，从本地流通
到全国配送……
我国农批市场经
历了从蹒跚学步
到昂首阔步的过
程。如今，随着城
镇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农批市场发
展空间受到一定
限制，正处在由

“重数量”到“重质
量”发展的重要转
型期。如何让市
场有更多活力和
更大空间去“踏浪”

“破冰”？转型升级
迫在眉睫。

这里号称北京
“最大的不夜城”。
每天凌晨，当城市进
入梦乡，位于北京市
丰台区的新发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以下
简称“新发地”）却依
旧人声鼎沸、灯火通
明，迎来最忙碌的时
段。挂着露水的菜叶
子绿得发亮，新鲜甜美
的水果被搬出冷室泛起
薄薄雾气，叫卖、吆喝声
此起彼伏。到了清晨，北
京市民便可购买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农产品。

然而，近年来，随着数字
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产品
流通领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
革。一方面受到生鲜电商、社区
团购等新业态交易量分流的竞争
压力；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流
通效率提升等也成为迫切要求。
这对传统市场构成了冲击，转型升
级成为必然选择。

近年来，新发地牢牢抓住新的时
代机遇，实施“内升外扩，转型升级”的发
展战略，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走出
了一条推动自我转型、自我发展的“晋级”之路。

大，是新发地最显著的特点。占地面
积1600多亩，承载着首都百姓的“一蔬一
饭”，2023年市场交易量1516万吨，交易
额1267亿元人民币，是首都名副其实的
“菜篮子”和“果盘子”。

“农产品批发流通的‘底盘’是供需平
衡，即各地单一化的规模种植满足城市多
元化的消费需求。”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
玉玺认为，要想稳定上游货源，就得在全
国核心产区发展种植基地。

自2014年开始，新发地就组织商户
在全国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目前已在
21个省发展到315万亩的种植规模，大部
分都处在农产品核心产区。

“一粒良种，万担好粮。”张玉玺认为，
从农业来说，要让行业提质升级，释放生
产力，就必须要从种子抓起。在新发地，
这些政策得到了有效贯彻和执行。北京
新发地种子交易市场是北京唯一的一家
专业化种子市场，现有26家大中型种子

公司，经营2000多种农作物以及花卉、牧
草等优良种子。

新发地致力于打造“科研院所＋生产
基地＋批发市场”种业协同创新平台，未
来将形成集良种繁育、良种种植、集中销
售于一体的合作体系，促进种业振兴。种
植基地不断建设，不仅成为保障稳定供应
的基石，更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实现可持
续发展。将种植与消费联动，农批市场进
一步发挥了助农增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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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批市场如何转型升级

北京新发地紧抓时代机遇走出“晋级”之路

随着数字经济浪潮来袭，我国农产品
流通体系和消费形态正经历一场剧烈的
迭代进化。特别是近几年，以生鲜电商、
社区团购为代表的新兴消费模式发展迅
速，形成了零售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在这
样的背景下，农批市场虽仍是我国生鲜农
产品零售的主渠道，但份额也随之下降。

背靠基础坚实的实体市场，新发地将
优质的农产品上游供应源头与庞大的消
费群体相对接，打通产品销售以及信息流
转渠道。通过自建平台为团购大户提供
一站式农产品服务，入驻第三方电商为零
售终端提供果蔬类产品供应等创新模式，
多途径扩展线上交易渠道。

早在2021年，新发地就建成了5000
平方米的直播基地。目前，共有70多个
直播间，配有多功能会议室、选品展厅，并
培育网红直播团队，建立新发地线上分销
系统，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开始网上“逛”
新发地，享受批发市场“直购”。

随着电商直播的发展，近年来出现了
一种反常的现象，通过电商直播购买农产
品，包装和运费的价格会超过农产品本身
的价格。相比之下，农批市场依托其规模
优势，可以将物流成本降到最低。而且，
电商的发展对配送的实效性提出了更高
要求。对此，新发地在去年推出了生鲜
“小时达”：消费者观看直播并在电商平台

下单，通过骑手实现即买即送，送货上门，
如对产品不满意，消费者可直接退货。

随着交易方式迭代升级，新发地还推
出另外一个重点项目——集采集配业
务。新发地宣传部部长童伟介绍，线上购
买和集采集配方式的变化，能够在提高效
率的同时，给消费者创造新鲜实惠便捷的
消费体验。

为适应市场变化，新发地将销售渠道
进一步向社区延伸。2008年开始，新发地
就在居民社区建起便民菜店、发展起“菜
篮子”直通车，把农产品搬到了社区居民
的家门口。如今，已有211个便民店，77个
“菜篮子”直通车遍布在北京各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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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批市场“触网”

2023年以来，新发地加大转型升级
力度，从批发业态向服务业态转型，增添
了很多全新的生活消费场景和更贴心的
购物环境。这里不仅可以一站体验“舌尖
上的世界”，更成了一个集玩乐购物、交流
合作一体的平台。

去年9月开业的国际榴莲馆便是其
中之一。近年来，东南亚的榴莲乘“一带
一路”之势崛起，成为水果新宠。新发地
敏锐觉察到市场变化，于是将曾经的“海
南木瓜厅”升级改造成占地3000余平方
米的“国际榴莲馆”。

除了围绕“爆款”农产品打造多种多
样的消费体验，新发地还把握节日契机，
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变的促消费系列

活动。各地特产、年货礼盒、手工艺品、文
创产品……已经举办两届的新发地年货
节采用线下展销、推动复购形式，为大宗
采购商、电商平台、社区团购及广大消费
者提供“一站式”年货采购平台。还举办
各类主题活动，烘托出浓烈的节日气氛，
进一步提升了消费体验。

为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贸易、加快转型
升级，新发地正在探索构建农产品博览产
业链。“农业大拿”群英荟萃，合作伙伴共
聚一堂，世界各地农产品齐聚……在去年
举办的首届新发地农博会上，三天共达成
合作意向57亿元，“新发地农博会”新IP
打造效果初显。

“农博中心是一个农业商贸综合体，

它首先是一个展示展销的平台，让各地
好品汇聚一堂，给消费者提供充分的选
择性。它又是一个交流交互的平台，产
销双方可以在此建立一种互信，增加合
作机会。”新发地转型升级指挥部副指挥
长张赓正介绍，接下来，还要在农博中心
召开论坛、推出会展经济，也会引进科技
创新公司、展览展示公司、孵化公司入
驻，通过展览展示，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
优质农产品。

如今，新发地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批发
市场，更是一个媒介平台。新发地正在向
集大型会议展览、农产品展销、农耕文化
展示、企业创新孵化、餐饮住宿服务等功
能为一体的农产品博览新高地转型。

守护城市“烟火气”催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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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
开始全面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推动
了农批市场的智慧化转型。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
展，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转型升级。

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产业
经济首席专家韩一军认为，这
就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要有技术的革命性突
破和要素的创新性配
置，用前沿的颠覆性
技术来改造传统的

农产品批发市
场。数字赋

能、数字
供 应

链有望成为未来智慧农批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新发地市场进
行了多项升级改造措施，全力确保首都农
产品的食品安全。在146亩示范区内开
始利用数字化、智能化严格管控进出车
辆、进出货物、进出人员；明确了“买卖人
车信息化、双方交易可溯化、进出管控自
动化、品类价格指数化”的试点方针，推出
了“卖家注册制、买家会员制、来货交易报
备制”的规章制度。张赓正介绍，目前实
现了电子交易结算、云摊位管理、场内综
合管理、客户管理、食品安全溯源管理等
多个智能系统的研发和应用。

为农产品“锁鲜”，新发地打造出服务
京津冀城市群的“超级大冰箱”。2021年，
首衡河北新发地智慧冷链物流园启动运
营，这将为京津冀地区提供总计50万吨的
超大体量冷库，进一步提高“环京津一小
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内生鲜农产品的仓
储保鲜能力。此外，新发地还在河南兰

考、辽宁盘锦等地建设起19个分市
场，进一步提高仓储和保供能力。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

升级，净菜产业应运而生。“毛菜变净菜，
既能减少餐厨垃圾，又能提升产品附加
值。而且新发地市场各类蔬菜品种丰富，
为发展净菜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张
赓正表示，这将是新发地未来转型发展的
重要领域。去年9月，亚洲最大全自动智
能化净菜加工产业园——四季顺鑫净菜
产业园建成并投入使用，为新发地市场的
转型升级激活新动能。

从车驮秤量到数字交易，从提篮叫卖
到电商直播，从本地流通到全国配送，北京
新发地的转型升级之路，也是我国农批市
场发展的真实写照。

作为改革开放和农业经营管理体制
改革的重要成果，我国农批市场经历了从
蹒跚学步到昂首阔步的过程。如今，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批市场发展空
间受到一定限制，正处在由“重数量”到
“重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期。

智慧化转型可以让市场有更多活力
和更大空间去“踏浪”“破冰”，促进新销售
模式和新兴产业发展，以业态创新引领消
费升级，以产业变革推动乡村振兴。

（据《农民日报》）

智慧农批建设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