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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irculation channel of the direct selling pattern of vegetables in Wuha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ode operation of vegetable direct marketing 
and the study of foreign vegetable circulation mod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of vegetable direct marketing model in Wuhan, such as few professional 
bases, information blocking, high circulation cost and so 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attern of di-
rect selling of vegetables in Wuhan, we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of direct selling of vegetables, perfecting the service channels of lo-
gistics of direct selling of vegetables, introduc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creasing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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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蔬菜直销模式。蔬菜直销模式的运用，既能让蔬菜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利，又可以

推动地方农业发展。但不难发现直销模式发展进度缓慢，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对武汉市蔬菜直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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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渠道进行分析，通过对其蔬菜直销发展现状和模式运作，以及国外蔬菜流通模式的研究，发现目前

武汉市蔬菜直销模式的流通过程存在着专业基地少、信息阻塞、流通成本高等问题，了解到直销模式运

行需要政府的引导、先进技术和完善物流体系的支持以及专业基地的依托。为改善武汉市蔬菜直销模式，

我们提出了完善蔬菜直销机制、健全蔬菜直销物流服务渠道、引入先进技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等对策

建议。鼓励发展蔬菜直销模式，提高农民的收入，推动武汉市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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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直销模式的不断推广，居民的经济实惠有了保障，菜农的收入也增加了。为响应国家

的号召，武汉市市政府也一直把探索完善“菜篮子”价格调控、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市

内设施蔬菜基地不断发展建设，持续提高了蔬菜的综合生产能力，经营水平也有不断提升。通过对武汉

市蔬菜产业直销模式现状及运作模式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武汉蔬菜直销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或建议使蔬菜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加，这有助于推动蔬菜产业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武汉市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2. 武汉市蔬菜直销发展现状 

2.1. 直销模式下蔬菜生产发展区域化特色化 

“十二五”以来，武汉市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逐渐启动，蔬菜基地在六个新城区重点建

设，目前，汉江东西湖区-蔡甸区蔬菜生产线、蔡甸区以及江夏区蔬菜生产基地、江夏区和新洲区的

蔬菜长廊、黄陂区和汉南区的蔬菜加工园等八个区域化蔬菜基地，各具特色且初具规模，发展势头

趋好。 

2.2. 直销模式下的蔬菜基地初具规模 

随着直销模式的发展，一些规模大的蔬菜产业基地起到了重大作用，它们带动了农民生产，增加了

蔬菜的供应量，从而提高了蔬菜生产者的收入。在这些企业蔬菜基地的带动下，武汉蔬菜年产值达到 1.66
亿元，供应水平有一定提高。直销模式的下，因为蔬菜的高额需求，菜农在蔬菜基地的依托下自身的利

益得到了更高的保障，收入增加了，蔬菜供应也成为当地农民最大的收入来源。 

2.3. 直销模式下蔬菜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农村电商也不断踊跃出现，农产品流通平台不断出现。例如，B2B 电子商

务平台也被蔬菜企业运用到蔬菜的销售上，在企业自身的蔬菜基地上围绕它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农产品的

种植与采摘、分拣和加工、仓储至配送的生产流程，减少了蔬菜生产到销售的中间环节，实现真正的科

学有效的运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实现了“产销直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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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武汉蔬菜直销模式研究 

在以往销售模式下，蔬菜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往往需要经过这些环节：菜农→收购商→批发市

场→大小菜贩→消费者(见图 1)。其中每一个环节中间商都会收取相应的报酬，就意味着消费者要为此多

买很多份单。这些环节最终导致消费者无法吃到便宜菜、新鲜菜。普遍的现象是在菜农手里以较低价格

收购的蔬菜，卖到消费者手里价格却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的不合理现象

在一些地方交叉出现。 

3. 武汉市现有的主要蔬菜直销模式 

3.1. 社区直销市场 

社区直销市场，是蔬菜企业作为蔬菜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直接进入城市社区对居民进行大规模蔬菜

销售。这种模式需要与社区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提前完成新鲜蔬菜的采摘工作，及时的在社区中铺

开一定的区域进行大规模售卖。周末社区直销市场让蔬菜企业接面向消费者进行销售，跳过中间环节降

低了蔬菜的价格也便于两者之间直接进行信息传递。周末社区直销市场作为一种有效途径让农民直接进

城售菜，对平衡产需关系起到了较大作用，使城市蔬菜价格降低而且稳定，对方便居民生活和促进农民

增收具有重要意义。简而言之，该模式的运作方式为，蔬菜企业与社区沟通提前一天采摘好蔬菜，然后

迅速将蔬菜运输到联系好的社区，雇佣的销售员在市场中进行一定规模的售卖[2]。该模式的特点是蔬菜

价格不高于市场价格，售卖规模较大，企业可以直接根据需求送货，送货速度快。但是销售品种较少，

以应季菜为主[3]。 

3.2. 社区直销店模式 

这种模式是蔬菜直营企业招募直销员，直销员在社区固定位置进行长期销售。直销员直接向社区居

民进行蔬菜销售。蔬菜企业向直销店供应蔬菜。这种模式下，蔬菜公司会在社区建立服务站，作为蔬菜

配送中心向各个直销店送货。蔬菜公司可以直接与直销员进行信息交流，根据直销员的反馈的消费信息

来进行生产采摘。直销店主要销售大众蔬菜，居民也可以在直销店通过直销员预订有机蔬菜和一些高档蔬

菜，满足差异化需求。该模式特点是蔬菜新鲜安全有保障且价格低于市价，企业可以通过直销员获取信息

调整生产结构，但是企业营运成本较高需要支付直销店的租金、水电和物业费和长期直销员的工资[4]。 

3.3. 蔬菜超市直销模式 

这种模式把传统的供应链优化为蔬菜企业→超市→消费者三级供应链，略去了许多中间环节和在批 
 

 
Figure 1. Traditional vegetable circulation chain 
图 1. 传统蔬菜供应链 

 

DOI: 10.12677/mm.2018.83033 283 现代管理 
 

https://doi.org/10.12677/mm.2018.83033


梁东，刘西姣 
 

 
Figure 2. Wuhan vegetable direct marketing model  
图 2. 武汉蔬菜直销模式 

 
发市场的交易过程(见图 2)。蔬菜超市配直销模式就是蔬菜企业对蔬菜进行生产加工后，与超市协商后，

直接向超市进行蔬菜供应，然后通过超市销售给最终消费者[5]。企业在蔬菜基地里蔬菜采摘后，进行清

洗、分类、整理加工并且按一定规格进行包装，最后再进行快速预冷后再予冷藏保存，使蔬菜保鲜时间

更持久。最后给超市配送发货。该模式的特点是蔬菜安全有较大保障，蔬菜品种多含有机蔬菜和一些高

档蔬菜，企业可以直接根据需求送货，送货速度快。 

3.4. 电子平台订单模式 

电子平台订单模式是运用互联网而开展的网络订菜、智能配送，是由于互联网信息化的深入发展而

产生的作为一种满足居民特殊要求的模式。是随着电商发展的产物，类似淘宝购物的运营模式。居民通

过在网上提交订单表明自己的需求来购买蔬菜，企业通过互联网的信息中心获取客户需求，进行配送。

企业一般自建有蔬菜基地，蔬菜生产基地接收到订单后进行采摘、包装运输。社区一般配有配送网点作

为物流中心，蔬菜运输网点按照订单进行分装后发放给社区居民。该模式特点是蔬菜价格低于市场中同

种价格。接受定制化服务，蔬菜品种齐全，有大量的有机蔬菜和高档蔬菜。但是需要企业信用较好，居

民认可网络订菜，需要系统信息化建设和系统维护能力较强而且物流服务渠道有较好保证。 

4. 武汉蔬菜直销存在的问题 

4.1. 蔬菜直销模式机制不完善 

目前武汉市直销模式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蔬菜直销模式机制不完善，蔬菜直销模式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社区直销市场而言，蔬菜品种不多而且质量也有待提高。社区直销市场需要居民需求规模大且需要与

社区物业协调;对社区直销店来说，企业首先需要选取合适的店铺地址，直销店应位于居民相对集中的街

道或者小区且不应选在已有农贸市场或蔬菜摊贩相对集中的地方及周围，其次是要雇佣长期直销员来经

营直销店而且直销员要不时与企业进行信息交流。企业的运营成本过高，需要政府扶持才能更好地持续

发展下去。对蔬菜超市而言，由于对蔬菜的质量安全性要求较高，需要企业进行优质洁净蔬菜的生产而

且在加工包装过程中卫生标准很高，需要进行品牌建设，企业营运成本高，菜价贵。对电子平台订单模

式而言，该模式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新模式，接受群从小而且配送的目标客户主要是家

庭，订单销售量不高，物流配送成本却很高，网络配送物流体系的不健全，导致该运作模式效率低、企

业营运成本高而使菜价贵，销量不高，许多以电子平台为核心的企业亏损而停止经营，直销模式发展缓

慢。 

4.2. 物流管理体系滞后不健全 

直销模式发展靠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关键支撑[6]。物流体系建设越完善，蔬菜流通效率

就越高，蔬菜流通的损失率越低，企业营运成本也越低。武汉市蔬菜直销物流服务渠道不健全，社区直

销点缺失，社区网点建设不足，网络配送物流体系不健全。蔬菜配送需要采摘、整理、洗净、包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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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搬运的流程，物流体系的不健全导致蔬菜流通效率低、企业营运成本过高，不少企业为维持经营而

定高菜价。这对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新建城区内政府投资建设的网点滞后，群

众购菜不方便，企业蔬菜配送的速度也变慢。因此，政府需要引导企业建设蔬菜平价直销网点，扶持健

全物流体系，这对减少蔬菜流通环节，提高蔬菜流通效率，降低企业营运成本，稳定市场蔬菜价格有重

大作用。 

4.3. 先进技术缺失市场不开阔 

传统蔬菜供应链中，蔬菜储运中的损失很大，蔬菜的新鲜程度和质量难以保障。小规模企业先进技

术投入过低，无法开发出低成本的蔬菜储运设备和设施。导致蔬菜损失率很高，流通效率低，成本变高。

先进技术也缺失也导致电子平台的信息化建设程度不高，蔬菜购销网站和订购软件缺失，蔬菜销售渠道

不多。电商企业系统维护能力不强，市场不开阔。 

4.4. 专业基地缺失，供应不足 

直销模式的发展需要蔬菜基地的依托。蔬菜专用基地不足，导致蔬菜供应较少，本地蔬菜价格贵。

为谋取利益蔬菜中间商会从外地批发进蔬菜，这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对政府而言扶持本地蔬菜生产，

建设蔬菜专业基地能增加蔬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物价。从可持续发展眼光来看，增加本地蔬菜基地建

设，既可以吸收社会闲散劳动力，增加就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而且方便了运输，既减少汽车尾气污

染，又能使当地群众吃上更新鲜的蔬菜。 

4.5. 政府扶持不全面且力度不足 

蔬菜直销模式降低了蔬菜价格，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其经营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对于企业而言经营

成本过大，容易导致亏损，所以很少企业愿意尝试，只有政府很大程度的扶持才能够进一步推动蔬菜直

销模式的发展。政府虽然制定了蔬菜直销政策，但不够完善，无法迅速推动直销模式的发展。政府对于

推动直销模式发展影响力大，政府不仅应对直销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也应该支持鼓励企业进行先进的蔬

菜储存和运输技术的研发，支持直销多渠道发展，惠及直销模式流通的各个环节。但由于政府对直销企

业的弥补不足无法让其正常经营获利，直销模式难以发展。 

5. 美国直销模式借鉴 

美国直销模式，在模式运作上与国内直销模式原理相同，都是通过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从而降低了

蔬菜价格。但是其受地域影响而导致蔬菜种植结构有较大不同。蔬菜产地大部分位于亚热带地区在美国

南部和北部，有大面积的农场。美国蔬菜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良好，服务型性渠道组织齐全，为了配合

蔬菜的高效流通，产生了如装卸公司、运输公司、加工和分类以及银行等等许多专门为蔬菜农产品交易

的流通渠道组织。 
该模式是蔬菜的生产者如农场，把自己生产的各种蔬菜采摘整理后直接运至产地农批市场，蔬菜在

产地批发市场菜实现由分散到集中，为配送中心中的各类运销组织提供所需的蔬菜。豪无疑问，在蔬菜

供应链中，批发市场在蔬菜销售中作为流通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批发市

场地址位于美国大城市，流通渠道较多。美国直销模式下，蔬菜四分之三以上是从产地批发市经过配送

中心这个环节配送给零售商，大约 20%的蔬菜被各类运销组织收集从产地批发市场运至销地批发市场，

再批发给分布于各个州的市场小贩、大型超市与连锁零售商。由于美国信息化程度较高，交通运输业十

分发达，蔬菜配送十分便捷。直销模式下蔬菜流通中间环节减少，降低了成本，蔬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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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得到了保障。美国还设有协会可以让蔬菜销售中间商进行信息交流。各类组织体系健全物流建设超

前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6. 做好武汉市蔬菜直销工作的建议 

当前，武汉市蔬菜直销点建设工作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政府的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还需要逐渐完

善。为发展蔬菜直销模式这项利民利商的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6.1. 改善直销模式，加强物流建设 

结合国外的直销模式(见图 3)，我们可得知影响蔬菜流通效率最主要的一步是从生产者到社区或是超

市。从美国直销模式的供应链看来，武汉直销模式发展缺失的主要是物流体系的建设以及相关的服务性

渠道组织。现代技术是促进直销模式发展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互联网可以将蔬菜流通过程中的生产者，

中间商，消费者连接起来。直销模式发展靠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的关键支撑。政府应鼓励企业

引进先进技术在蔬菜储存和运输方面研发新设施，降低成本。在执行目前蔬菜“绿色通道”等扶持政策

的基础上，扶持蔬菜大型配送企业[7]。 

6.2. 政府加大重视，扶持降低经营成本 

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基地增加供应。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位于城市社区附近的原有农贸市

场土地已经逐渐转变为商业地产，政府应合理布局，相对控制工业商业住用地的不断扩张。政府引导扶

持企业在市区建设基地，增加蔬菜供应，这可以占据市场，稳定市场价格。为增加蔬菜的就近种植面积

也可以在城市周围留足一定比例的农业用地或者改良建筑物，在建筑物屋顶进行蔬菜种植。从地方经济

发展角度来看，扶持本地蔬菜基地建设，既可以吸收社会闲散劳动力，增加就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而且减少了长途运输，既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又能使当地群众吃上更新鲜的蔬菜。社区配建蔬菜销售用

房，低租金出租给经营者，对于政府投资建设的门面，应免交或者少交租金；对于非政府投资的门面，

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租金补贴；新建住宅小区在规划时应划定蔬菜交易专区或门面，免费或低租金向蔬

菜直销店提供使用；对于蔬菜直销车，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车辆购置适当补贴，并在居民小区划出空

地，免费供其停靠使用。对蔬菜直销店提供水、电等价费扶持。允许运菜车辆进城，不得限行。 

6.3. 政府部门合理布局，逐步推进 

蔬菜直销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扶弱。食品支出在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所占比重较大，历次蔬菜价

格上涨，首当其冲的是低收入人群。蔬菜直销店(点)应该建在房租比较便宜的地方。首先面向在经济适用 
 

 
Figure 3.The US Direct Sales Mode Supply Chain 
图 3. 美国直销模式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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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和廉租房小区居住的低收入群体销售。二是便民。在满足低收入群体购菜需要的基础上优先在暂无菜

市场的居民小区布点，尽量建在小区内或小区门口，直销车应长期停靠在相对固定地点，以方便群众买

菜。三是稳妥。由于传统蔬菜销售模式仍占据主渠道位置，扶持蔬菜直销店(点)建设，暂时不能取消传统

蔬菜销售模式，必须稳妥、有序推进，在新购菜点完善前，要确保群众在原有地方仍能购菜。四是和谐。

蔬菜直销店因其低价，势必对传统农贸市场造成冲击。因此，直销店不宜在已有农贸市场或蔬菜摊贩相

对集中的地方及周围建点，尽可能不影响传统蔬菜销售从业者生计，避免产生社会矛盾。五是经济。要

按经济规律办事。蔬菜直销店在门面、运输车、人工、冷库等方面投入较大，成本相对较高，如单店蔬

菜销量低，则分摊到每一斤蔬菜的成本较高，价格优势很难体现，最终导致蔬菜直销模式难以维持。据

调查，一般蔬菜直销店员工人均日销售量达到 500 斤以上才能盈利。建议在布点蔬菜直销店时，结合居

民分布和集中度合理设定每个直销店之间的间距，确保每个蔬菜直销店一定销量。政府不可操之过急，

需要合理安排，逐步推进直销模式发展[6]。 

6.4. 多种直销形式，因地制宜 

建设蔬菜直销店的主要目的是让群众能方便地买到低价菜。因此，蔬菜直销店建设不应局限于固定

模式，要因地制宜，灵活采取符合居民小区需要的多种直销模式。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交流共同探讨，

也可征求群从的创意，齐心协力开辟出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方面群众买菜的销售渠道。可以采用固定

门面、活动板房、直销车、超市设点等模式，小城市还可以允许农民挑菜进城、摆摊设点；在供应模式

上，可以采用本地蔬菜基地建店(点)直销、龙头批发企业建店(点)直销、本地蔬菜基地和批发企业、超市

联合直销等模式；电子商务平台作为新兴模式，符合当代人对便捷的需求，发展潜力巨大，需要加大投

入。在销售品种上，不应局限于肉菜等品种，还可以扩展到大米、油盐、禽蛋以及调料等副食品，增加

盈利点，提升直销店整体利润水平。 

6.5. 加强监管，确保惠民 

一是要严格审核。我们在鼓励开设直销店的同时，也要对申请政府扶持的蔬菜直销店进行严格审核。

对申报者的信用记录、是否拥有蔬菜生产基地、是否具备稳定进货渠道等进行综合审核评分，分数高的

优先扶持。原则上不扶持有价格违法行为记录、扶持难度较大的申报者。二是要统一签订合同。要求蔬

菜直销店服从政府调度，规定蔬菜基地的蔬菜必须优先、低价供应本地市场；直销店销售的蔬菜必须按

一定比例低于市场平均价格；在自然灾害、菜价大幅上涨等特殊时期，必须带头稳定市场价格等等。三

是要规范门店设计。每家门店装潢共同的形象识别元素；同时，应统一价标，实行明码标价、明码实价，

具备条件的蔬菜直销店应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悬挂平价承诺书、与市场平均价格对比表、价格举报电话、

企业服务电话、食品检测报告等内容，方便群众监督。四是要加强日常管理。价格主管部门对蔬菜市场

价格的监测要加强。以免遇到特殊情况如自然灾害、菜价大幅上涨无法解决。直销店对于稳定市场价格

有一定作用。与蔬菜直销店的协调沟通工作要做好。要建立完善考核和退出机制，对蔬菜直销店实行定

期和动态考核，及时淘汰高价卖菜、不服从政府调配的蔬菜直销店。 

7. 结论 

直销模式需要政府的支持、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完善，也需要专业人员的支持，大家集思

广益。武汉直销模式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不善问题，发展速度缓慢。为完善武汉市蔬菜销售模式，我们

提出了完善蔬菜直销机制、健全蔬菜直销物流服务渠道、引入先进技术、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

鼓励发展蔬菜直销模式，提高农民的收入，推动武汉市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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