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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淮安市概况及淮安市清江蔬菜批发市场的发展现状, 分析了清江蔬菜批发市场在淮安市蔬菜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 并提出
了发展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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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阶段实行以城带乡是缩小城乡差距, 建立和谐社

会的要求, 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

果[ 1] 。城市与农村是彼此依存、相互牵制而又互有交错、相

对独立的两大区域[ 2] 。近几十年来, 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在各

个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步。然而, 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相

比, 农村较为落后。就淮安市而言 , 若采取以城带乡的方式

促进农业发展, 充分发挥清江蔬菜批发市场的作用, 确保蔬

菜市场畅通无阻, 实现产销对路, 淮安市蔬菜产业将不断发

展壮大。鉴于此, 笔者以建设淮安市清江蔬菜批发市场, 促

进蔬菜产业发展为例, 提出了淮安市以城带乡发展农业的思

路, 旨在为淮安市发展农业提供一定的参考与依据。

1  淮安市概况

淮安市位于淮河流域中下游, 现有人口505 万, 其中农

业人口400 万, 总面积10 072 km2 , 其中, 耕地面积为40 万

hm2 , 现辖4 县4 区。全境平原广袤, 土地肥沃, 粮丰林茂, 水

域宽广 , 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光照时间长 , 无霜期约240 d ,

光、热、水综合功能配合良好, 境内具有发展蔬菜生产尤其是

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蔬菜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该市

盛产水产、蔬菜、林果、各类禽畜及优质粮油等农副土特产

品, 形成了蔬菜、畜禽、生猪、水产、林木5 大主导产业, 是全

国闻名的绿色农副产品产加销基地。

2  淮安市清江蔬菜批发市场的发展现状

淮安市清江蔬菜批发市场创办于1992 年, 位于市区主

干道淮海南路西侧 , 南至延安西路48 m、东至淮海南路46 m、

西至纱厂河路、北至前进西路, 是淮安市最大的多功能、综合

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 是苏北地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信

息中心和价格中心, 是国家农业部定点蔬菜批发市场。经过

3 次扩建 , 经营面积达到30 km2 , 长期经营户500 余家, 经营

人员达5 000 余人次 , 场内商品分设外调菜区、地产菜区、果

品区、禽蛋区、水产品区、干鲜货区6 个交易区, 交易品种数

百种, 年成交额突破10 亿元。经过10 余年的发展, 该市场现

已辐射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 直接辐射半径达200 km,

且链接全国各主要蔬菜种植基地和大型蔬菜中转批发市场。

淮安市清江蔬菜批发市场成功地发挥了其集散、信息传播、

调控与平抑、价格均衡与形成等功能[ 3] , 但在产业龙头、服

务、辐射等作用上仍存在较大潜力。若能充分地发挥其产业

龙头、服务、辐射等作用, 则既可牵动蔬菜生产, 又能带动蔬

菜流通, 且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 从而带动淮安蔬菜产

业地不断发展。

3  清江蔬菜批发市场在淮安市蔬菜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3 .1 引导作用  清江蔬菜批发市场扩建项目建成后, 全市

菜农通过该市场及时了解蔬菜供求信息, 适时调整蔬菜品

种、种植面积和种植时间 , 保证蔬菜供应数量、品种和时间与

市场同步, 做到连续多年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和年年创经济效

益新高。依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确定蔬菜产业结构调整

方向, 使蔬菜做到产销对路, 既解除了菜农生产的后顾之忧 ,

又满足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 是蔬菜产业发展的基本思

路[ 4] 。清江蔬菜批发市场, 作为淮安市蔬菜的生产和集散

地, 通过为菜农提供市场供求信息引导蔬菜种植结构、品种

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 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 , 生产成

本更加低廉, 生产效益更高, 促进了蔬菜产业地不断发展。

3 .2 推动作用

3 .2 .1  推动商品菜专业化生产基地建设。1992 年以前 , 淮

安市菜农在自发状态下零星地种植蔬菜, 自从清江蔬菜批发

市场扩建项目建成后, 在其推动下该市已形成5 个特色区

域, 这5 个特色区域的蔬菜生产情况见表1 。随着商品菜专

业化生产基地的建设, 蔬菜产业所创造的产值逐渐增多, 再

将其中部分产值反哺到商品菜专业化生产基地建设中 , 蔬菜

产业将持续不断向前发展。

3 .2 .2  推动蔬菜加工业的发展。蔬菜加工是蔬菜生产的后

续程序, 它不但延长了蔬菜的保鲜期, 丰富了蔬菜的口味, 而

且还增加了蔬菜的附加值。在清江蔬菜批发市场扩建项目

建成以前, 淮安市种植的蔬菜基本上是采收后直接运往市场

进行销售 , 加工后出售的较少。近几年, 随着市场地发展, 交

易业务地拓宽, 知名度不断地提高, 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客户

的青睐 , 蔬菜加工业也随之盛行。目前, 围绕市场已建成了

众多蔬菜深加工企业, 如江苏海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淮安

市天益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淮安天康食品有限公司、金湖县

东亚果菜食品有限公司、涟水涟宝食品厂、涟水华仁食品有

限公司、涟水东升农产品加工公司等, 其产品销往国内外, 推

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淮安市菜农与国内、国际市场的对接 ,

推动蔬菜加工业的发展, 进而推动蔬菜产业发展。

3 .2 .3  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淮安市政府以清江蔬菜批发

市场为龙头 , 发展蔬菜产业 , 并围绕这一点进行城乡一体化

建设和蔬菜加工业的发展, 可带动一批连锁产业的兴起, 例

如与蔬菜生产密切相关的竹杆、竹器、钢丝、农膜、农药、种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8 ,36( 36) :16203 - 16204 ,16208               责任编辑  陈红红 责任校对 傅真治



子、化肥等产业。同时, 全市形成了以清江蔬菜批发市场为

核心, 以各个乡镇蔬菜批发市场为补充的农副产品市场体

系。随着市场的发展, 各种蔬菜运销组织竞相发展, 蔬菜购

销公司、经纪公司近百家 , 农民专业协会多个 , 运销专业户数

万个。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淮安市蔬

菜产业的发展[ 4] 。

表1 淮安市5 个特色区域的蔬菜生产情况

地区 种植面积∥hm2 主产蔬菜 特色区域

淮阴区、清浦区     9 333 黄瓜、辣椒 日光温室、大棚蔬菜

金湖、洪泽、楚州 20 000 荷藕 水生菜生产

涟水县 5 333 浅水藕、朝天椒、萝卜 根茎类蔬菜

楚州区渠北 4 667 包菜、花菜、梅豆 粮套菜、菜套菜生产

盱眙县 10 000 毛豆、西瓜 山区野生蔬菜

3 .3 培育作用

3 .3 .1 培育特色蔬菜产业和优势蔬菜产业。随着清江蔬菜

批发市场扩建项目的建成, 该市场吸引了当地蔬菜批发商与

外地商人 ,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清江蔬菜

批发市场充分把握和利用市场各项功能, 积极培育特色蔬菜

产业和优势蔬菜产业, 引导菜农扩大特色蔬菜产业的规模和

技术优势 , 壮大蔬菜产业的发展。淮安市淮阴区特色蔬菜种

植面积已达2 万hm2 , 先后申报了“禾王牌”大白菜等4 个绿

色食品标志以及“丁集”黄瓜等7 个无公害农产品标识, 注册

了“兴棉牌”系列蔬菜等13 个特色蔬菜产品商标, 全年特色

蔬菜总产量达75 万t , 预计实现产值8 .2 亿元, 仅这一项农民

人均纯收入可达1 000 余元。淮安市农业开发投资生产的乳

鸽、野鸭、白鹅、蒿茶、麻油等也都成为国家、省、市名优产品

与特色产品。

3 .3 .2 培育蔬菜产业产业化经营。清江蔬菜批发市场通过

市场将从事蔬菜种植和加工的农户组织起来, 联合到产业链

系统内, 形成“小生产, 大群体”的经营格局 , 实现规模化产

出, 提高蔬菜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整体面对市场, 使分散购

销转变为规模购销, 提高农户购销行为的可预测性和有序

性, 保障农户农资有来源, 生产有计划, 销售有渠道, 增强农

户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平等交易的地位, 增强抵御市场风险

的能力, 保障农户的利益, 降低生产、交易成本, 增加农户收

入[ 5] 。应对市场需求, 江苏海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淮安市

天益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蔬菜生产和加工企业对商品

菜进行处理、分级和包装, 品种有鲜切菜、速冻菜和盐渍菜

等, 产品有莲藕系列、胡萝卜系列、牛蒡系列等, 从蔬菜生产

到蔬菜加工销售, 形成系列化、产业化。

3 .3.3 培育蔬菜产业的新技术、新品种。清江蔬菜批发市

场在巩固发展该市原有蔬菜品种的基础上, 积极引进推广国

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蔬菜新品种150 多个, 形成了精细

菜、粗菜、野菜门类齐全的产品结构。在该基础上, 清江蔬菜

批发市场投资建成4 座种子包衣加工厂和1 座园艺组织培

养中心, 源源不断地为全市蔬菜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种苗, 使

蔬菜新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 清江蔬菜批发市场还投

资建成蔬菜科技示范园, 推动了全市蔬菜生产发展。在清江

蔬菜批发市场地培育下, 淮安市蔬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3 .4  分流劳动力作用 清江蔬菜批发市场充分发挥其龙头

作用, 带动淮安市蔬菜产业全面发展, 进而促使农村劳动力

向蔬菜产业转移, 分流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进行传统农

业生产时, 农民一年的劳动时间不足一半, 且不需要众多人

手, 存在着严重的潜在的剩余劳动力。蔬菜产业是劳动密集

型产业, 需要的劳动力较多, 且无季节限制, 是就地解决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出路之一。同时, 与蔬菜产业相关产业的

发展所需劳动力亦增多。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民收入明显比

从前种植粮食作物时高 , 从事蔬菜加工、蔬菜经营等相关工

作的农民更是“离土不离乡”就充实了腰包。2007 年淮安市

农民人均纯收入5 010 元, 比上年增长13 .1 % ; 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3 263 元, 增长13 .1 % ;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1 .9 m2 ,

住房条件明显改善。清江蔬菜批发市场不仅分流了农村的

剩余劳动力 , 而且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 增加了农民的

收入, 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表2 可以看出,1996 ～2003

年淮安市民人均纯收入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中蔬菜产业发挥

着重要作用。

表2 1996～2003 年淮安农民人均纯收入情况

年份
农民收

入∥元

比上年增

长∥%
年份

农民收

入∥元

比上年增

长∥%
1996 2 230   - 2000 3 019 1 .7

1997 2 604  16 .8 2001 3 180 5 .3

1998 2 851 9 .5 2002 3 365 5 .8

1999 2 969 4 .1 2003 3 395 0 .8

 注 : 资料来源于1996 ～2003 年《淮安市统计年鉴》。

4  发展对策与建议

4 .1 加强市场内部管理, 保证蔬菜产业发展  清江蔬菜批

发市场是蔬菜及副食品交易的场所 , 需要公平、公正和有序

的市场环境 , 因此 它的交易活动必须在工商、税务等有关部

门地有效管理和监督下进行。清江蔬菜批发市场要依照工

商、税务、治安等法规加强内部管理, 才能保护经营者的合法

利益和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只有这样, 清江蔬菜批发市场

才能在服务设施和管理手段上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制化、规

范化, 从而确保蔬菜产品流通畅通无阻 , 保证该地区蔬菜产

业的发展。

4 .2 免收菜农的进场交易费 , 带动蔬菜产业发展  按照

2007 年的经营状况, 清江蔬菜批发市场日均接纳进场交易的

淮安市菜农可达6 000 人次, 以每人次减免费用2 元推算, 一

天市场就让利给菜农12 000 万元 , 则一年市场让利给菜农

400 多万元。在这样的带动下 , 淮安市许多农民成为菜农, 蔬

菜种植面积快速增加 , 且种植1、2、5、10 hm2 的种植大户相继

出现。全市蔬菜产业逐渐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4 .3 建设“三大中心”, 推动蔬菜产业发展 “三大中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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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验证, 回归系数为负值, 且在5 % 水平下显著影响。这就

表明,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到一定程度后, 农民对农田水利

设施的增加需求会减弱。这一方面可能是地区发展后 , 农田

水利设施已能较好地满足农民生产需求; 另一方面, 农民家

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也减少了对农田水利设施利用的依赖。

3 .2.5 其他影响因素。从模型2 变量系数看, 对农户需求意

愿存在较大影响的因素还有性别、有无特殊经历、家庭灌溉

缴费。男性比女性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意愿更强, 这可能与

男性户主占比过大有关。有过特殊经历的农户认为需要增

加支出的意愿更强。这可以解释为, 曾经有过特殊经历而目

前在务农的农民, 他们在知识和信息的拥有量上要超过没有

过特殊经历的农民 , 因此更能形成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重要

性的整体认识, 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需求的判断。

家庭灌溉缴费越多 , 认为需要增加支出的意愿更弱。

4  结语

该研究通过对常州农村的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以LOGIT 模型估计了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需求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农户的需求意愿受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

村庄特征的共同影响, 但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

与孔祥智等学者对淮安的研究结果比较, 受访者文化程度、

有无特殊经历、家庭灌溉缴费、户均水田面积等变量与农户

需求相关, 这些变量的相关性并不因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而不

同, 而非农就业人数、家庭人均收入在较发达的常州就与农

户需求显著相关, 而在次发达的淮安, 非农就业人数与农户

需求的相关性就没有那么显著, 收入与需求意愿的变化方向

并不总是一致[ 4] 。这主要由于, 相对发达地区从事非农工作

的机会和人数大大增加 , 在增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同时, 改

变了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和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业收入占家

庭总收入比重逐渐减少, 农民对农田水利设施的依赖也随之

减少, 这反映了从事农业生产收入偏低的现状和次发达地区

农田水利设施提供严重不足的状况。这些分析结果为区分

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实

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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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结算中心、信息中心和检测中心。清江蔬菜批发市场要淘

汰机械磅, 统一购置使用电子磅, 则既能克服由于人为因素

影响带来的不公正, 又可减少买卖双方的矛盾冲突, 使产销

双方在公正公平的环境中进行业务往来。清江蔬菜批发市

场还要推行信息化管理, 通过计算机的联网结算和信息收

集, 使菜农、商贩、市场的经营管理人员掌握更多的信息量 ,

供菜农作参考确定种植品种, 供商贩为依据组织货源, 更好

地引导菜农种菜、指导商贩购销。清江蔬菜批发市场要配备

专业技术人员, 一方面对进场交易蔬菜的有害物质是否超标

进行检测, 严把质量关, 既能保证市民放心食用, 又能提高市

场的美誉度; 另一方面, 要担当好技术指导的义务宣传员, 接

受菜农的技术咨询 , 推广蔬菜无害化、标准化的生产。

4 .4 培养市场经纪人 ,拉动蔬菜产业发展  目前, 清江蔬菜

批发市场已是苏北地区的蔬菜批销集散中心, 而且还承担了

全国主要大中型批发市场、重点蔬菜产销基地产品的销售和

中转, 需要大量的专业的蔬菜经纪人。现场内进行大宗交易

的蔬菜经纪人近500 人 , 这500 人中有近30 % 原是种植大户 ,

这些大户既有技术优势, 更有信息优势 , 一边组织货源销售 ,

一边不脱离生产, 通过示范作用吸引周围菜农的效仿。清江

蔬菜批发市场要以经营户为依托 , 不断培育和发展蔬菜经纪

人队伍 , 拉动蔬菜产业的发展。

4 .5 完善市场体系, 促进蔬菜产业发展  清江蔬菜批发市

场在扩大原有市场建设的同时, 还要在交通便利的产菜区建

设若干个季节性批发场站, 且与该市其他蔬菜市场联合发

展, 在淮安市形成较为完善的蔬菜副食品市场体系, 使蔬菜

流通畅通有序, 以促进蔬菜产业的发展。

5  结语

坚持以城带乡、促进农村发展是江苏淮安市多年来坚持

的一个重要思想, 也是使淮安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 , 淮安市出台了一系列以工补农和以城带乡的政策措

施, 利用城市经济、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优势, 辐射和带动

农村各行各业的发展 , 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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