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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爱代表建议构建安全规范的智慧农产品市场体系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破解农产品流通之困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袁

让很多地区的农产品陷入

滞销的困境遥为了破解这一

难题袁各地通过官员直播带

货尧 线上平台销售等方式袁

来推动农产品的销售遥

野各个地区通过直播带

货等方式袁帮助很多地区的

农产品从耶滞销爷变耶脱销爷袁

帮助农民解决了燃眉之急遥

但通过这次滞销事件可以

看出袁我国智慧农产品市场

体系的建设工作仍然任重

道远遥 冶全国人大代表尧华南

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陈

瑞爱说遥

近年来袁我国各级政府

对智慧农产品市场体系建

设给予充分重视与支持袁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遥但不可否

认的是袁农业供给侧改革和

农产品去库存问题依然突

出遥由于没有形成高效畅通

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袁大量优

质农产品野产得出袁卖不好冶

的现象时有发生袁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致富和农村经济

发展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陈瑞爱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上提交了关于建设安全

规范的智慧农产品市场体

系的建议遥

野如何升级传统农产品

批发市场业态和交易模式袁

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流

通效率袁 以更丰富多样尧优

质安全尧营养健康的产品满

足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袁实

现产销高效对接袁成为新时

代给予农产品市场体系建

设的重要任务遥而构建安全

规范的智慧农产品市场体

系袁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成为解决农产品流通困境

的关键遥 冶陈瑞爱说遥

农产品通常具有易腐性尧 季节性和地域
性等特性袁要实现从野农田冶到野餐桌冶的顺畅
流通袁离不开成熟的物流体系支撑遥 在我国袁
农产品运输一般都利用公路袁 而铁路基本上
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袁 运输过程环节多而繁
琐袁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尧运输时间长尧产
品损耗大遥

据各省市多年来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袁
国内生产总值的 18%以上是社会的物流成
本袁 且我国粮食物流成本占农产品物流成本
总额的 40%袁而生鲜农产品袁如水果蔬菜等物
流成本占农产品物流成本总额的 60%袁 而同
等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物流成本一般控制在

10%左右遥 因此袁我国农产品的现代流通运输
渠道改革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遥

陈瑞爱指出袁物流发展水平滞后袁偏高的

运输成本和损耗与终端营销高效益的需求不
匹配遥 针对这一问题袁 建议加强智慧农产品
物流网络建设袁 降低农产品运输过程损耗与
流通成本遥

一方面袁发挥铁路运输网络优势袁减少流
通中转环节袁降低物流成本遥

据调查显示袁 我国目前 90%的冷链运输
都是利用公路运输完成的袁 由于公路运输网
络辐射半径较小袁 地域管理特性明显袁 在农
产品物流运输中需处理繁多复杂的中转环
节袁 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遥 而当前我国铁路
交通网络异常发达袁 但物流运输利用率不
高遥

野因此袁应以提高铁路运输农产品的效率
为目标袁 处理好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之间的
配合和衔接关系袁 加强铁路冷链物流的设备

设施配套建设袁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效农
产品铁路运输网络袁 减少农产品运输的中转
环节袁 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袁 提高农产品运
输的集约程度遥 冶陈瑞爱说遥

另一方面袁 加强智慧农产品冷链物流仓
储体系建设袁降低过程损耗遥
对保鲜要求较高的农产品运输袁 最大的

问题是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仍难以解决袁 加大
了产品成本袁 直接影响了终端销售价格的形
成遥 当前袁大多数地区因规划尧资金尧技术尧人
才等原因袁 尚未形成成熟高效的农产品冷链
物流仓储体系袁暂处于探索发展时期遥

野应当不断结合新时期降成本尧促流通的
需求袁 加快农产品冷链物流仓储体系的建设
进程遥 冶陈瑞爱说遥

渊蒲晓磊冤

加强智慧农产品物流网络建设

目前袁 各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的农产
品交易平台已基本采用电子化结算方式袁拍
卖尧期货尧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逐步兴起袁据农
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袁到 2020 年袁农产品电商
交易额将达到 8000 亿元袁年均增速将保持在
40%左右遥

尽管如此袁我国农产品生产标准化尧专业
化程度依然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袁 与迅猛发
展的智能化流通需求不匹配袁 成为制约我国
农业产业化的瓶颈遥

陈瑞爱说袁在我国袁很大一部分农产品生
产仍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袁 这种低组织化程
度不利于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的有效实施袁还

造成市场交易费用和信息搜寻的成本提高袁
而且袁 农产品产地普遍缺少储藏尧 保鲜等加
工设施袁 加工技术相对落后袁 农产品总体包
装简陋尧分级粗糙尧加工水平不高袁有的农产
品甚至没有包装袁 同时袁 我国在农产品深加
工能力方面也比较欠缺袁 很多农产品都是初
级产品遥

上述种种原因袁 直接导致我国农产品现
代化流通的增值潜力相对偏低袁 难以满足智
能化流通的需求遥 因此袁 全面升级改造现有
农产品批发市场袁已经非常迫切遥

陈瑞爱建议袁从各地区基层抓起袁发挥各
自优势完善市场分集包装尧 加工整理尧 检验

检测尧冷藏保鲜尧物流配送等设施和功能袁重
点培育具有加工整理尧 预冷保鲜和冷链物流
综合发展的现代化农产品批发市场遥 同时袁
结合区域市场发展实际袁 持续推进 野农超对
接冶野农宅对接冶工程袁通过数据智能化规划
项目袁精准选点袁调控物资流动袁提升市民对
农产品的消费体验袁同时节约流通成本遥

野在持续推进智慧农批市场转型升级的
同时袁 还要健全智慧农产品批发市场营销网
络和打造农产品流通枢纽遥 只有这样袁 才能
建立起智慧农产品流通主体优势突出尧 新型
流通模式协调发展的多层次流通格局遥 冶陈
瑞爱说遥

全面升级改造农产品批发市场

长期以来 袁 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近
70%以上的农副产品流通任务遥 随着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袁 农产品批发市
场逐步进入爬坡升级阶段袁 但总体上大部分
农产品市场还落后于农产品流通需求袁 缺乏
总体性的规划布局袁 建设规模和水平比较
低袁远未形成高水平尧全方位尧大流通的市场
体系袁 尤其三四线城市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袁
设施设备普遍落后袁 服务功能不完善袁 农产
品流通仍然停留在粗放式的低水平阶段遥

野农产品市场综合性尧 网络化程度低袁与
大流通需求不匹配遥 当前袁 农产品流通建设

相对薄弱袁 农民卖难尧 买难的问题依然突
出遥 冶陈瑞爱说遥

陈瑞爱建议袁 加快完善智慧农产品市场
信息体系遥

综合性尧高效性的信息网络运行袁能增强
农产品流通各环节之间尧 各地区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袁 对于完善市场体系尧 建立大流通格
局具有特殊的凝聚作用遥

野因此袁要持续加强全国农产品电子信息
平台建设袁 尤其需要推动城市电子信息网络
向农村地区延伸建设袁 重点建立高覆盖尧权
威性的农产品信息网络袁 通过信息化手段最

大限度地将各地区分散尧 小型的农户尧 农场
和地域市场联结起来袁 开展农产品市场供求
与价格信息收集尧分析和发布工作袁及时尧准
确地实现生产者与营销者的生产数据尧 产品
运输数据尧 仓储数据尧 配送数据及分销收据
的互联互通袁 并对于各平台使用者提供定制
中长期市场预测分析袁 通过人工智能预测需
求遥 冶陈瑞爱说遥

同时袁 陈瑞爱还建议完善智慧农业生产
标准体系和智慧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体
系袁 从而为实现农产品高效流通提供软件支
持遥

完善智慧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

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