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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省寿光市是我国著名的蔬菜之乡，也是我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所产蔬菜绿色生态、种类丰富、

品质优良、产量巨大。近年来，寿光坚持以中央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认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发展蔬菜生产及其相关产业，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寿光温室蔬菜主要营销渠道为专业市场，但是，寿光蔬菜在

销售过程中仍然存在供应链管理水平低、市场信息引导不足，生产与市场脱节、整体科学技术水平落后、

销售渠道相对狭窄等问题。基于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使得寿光市的蔬菜产业实现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实现本地区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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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ugu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is the famous hometown of vegetables in China and an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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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vegetable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producing vegetables that are green and ecological, 
rich in variety, have excellent quality and huge p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Shouguang adheres to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a guide, earnestly implements the strat-
egy of rural revitalisation,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griculture, actively develops vegetable pro-
duction and its industry, and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guaranteeing national food se-
curity and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main marketing channel for 
greenhouse vegetables in Shouguang is the professional market; however, Shouguang vegetable 
industry still exists problems in the sales process, such as low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suffi-
cient market information guidance, disconne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market, backwardness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latively narrow sales channels.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make the vegetable industry 
in Shouguang City achiev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rural revita-
lisation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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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寿光市以蔬菜产业提档升级为有效抓手，在农业科技创新、“种业硅谷”打造、产业标准

制定等方面持续发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贡献力量。 
寿光蔬菜产业在蓬勃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如：供应链管理水平低、市场信息引导

不足、生产与市场脱节、整体科学技术水平落后、销售渠道相对狭窄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的影响着

寿光蔬菜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本文将分析寿光蔬菜产业的营销策略，发现寿光蔬菜产业发展过程中

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优化路径，以促进寿光市农业的进步，增加本地区农民的收入。同时，对于实

现本地区的乡村振兴也具有重要意义。 

2. 寿光蔬菜产业营销策略 

2.1. 寿光蔬菜产业的产品策略 

2.1.1. 实现规模化经营 
某一个温室蔬菜品种的大面积种植销售也就是温室蔬菜的规模化经营。在寿光蔬菜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的过程中，菜农们开始自发的组织“小面积、专业化”的温室蔬菜种植模式。后来，寿光市政府又根

据不同地区资源分布状况以及当地菜农的种植习惯，建设专门的蔬菜批发市场，这就促使各乡镇形成了

“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 

2.1.2. 注重品牌推广 
政府通过举办菜博会、建立寿光蔬菜网站等，大力开展寿光蔬菜品牌宣传。从 1999 年起举办每年一

届的国际(寿光)蔬菜科技博览会，展现蔬菜文化风韵，使寿光蔬菜走向了世界[1]。菜博会期间，还举办

蔬菜文化艺术节，开展一系列独具“菜乡”特色的活动。除此之外，寿光市对蔬菜产品的文化内涵、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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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底蕴进行深入地发掘，重视对产品的包装设计，打造一张有特点的品牌名片。 

2.2. 寿光蔬菜产业的价格策略 

寿光政府在组织蔬菜生产、经营、销售活动过程中，对蔬菜的收购价、销售价进行了统一管理，以

防止市场上出现的价格乱象。除此之外，“中国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每天线上线下同步发布，为蔬菜种

植户、经营者、消费者提供价格信息指导，许多菜农自觉查看价格波动和走势，迅速了解蔬菜种植、市

场供求、价格变动等信息。 

2.3. 寿光蔬菜产业的渠道策略 

寿光的蔬菜以批发为主，主要是通过专业市场来进行营销，随着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兴起，网上销

售也成为了寿光蔬菜的热门销售渠道。寿光市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为寿光蔬菜、农资、种苗等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平台。目前，寿光市已经形成线上重点建设专业农产品拍卖，线下建设蔬菜电子拍卖市场，

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推进，互为补充的营销网络。农产品流通、销售与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开创了一种

全新的“寿光模板”，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 

2.4. 寿光蔬菜产业的促销策略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可以帮助农民解决标准化问题和销售问题，同时可以帮助农产品打开市场。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农民种菜，政府帮卖。依托现有国家大量的农业补贴，针对

各区域有效开发，形成育、种、产、销、品牌、渠道、物流等一体化服务工程，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农产

品在市场上流通问题。 
寿光大力建设农产品物流园，配套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创新服务，不仅使本地菜畅行无阻，更吸引全

国客商纷至沓来，成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实现冬季南菜北运、夏天北菜南销。物流园是大龙头，

村村还有小市场。寿光在蔬菜种植集中村建设改造了 1600 多处村级田间地头市场，方便本地蔬菜外销。

如今，寿光已形成农产品物流园为龙头、村级市场为基础的遍布城乡的农产品流通网络。经由村头小市

场和龙头大市场，寿光蔬菜不分昼夜地卖到全国、全世界。 

3. 寿光蔬菜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3.1. 蔬菜供应链管理水平较低 

蔬菜产品与其它商品相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新鲜是顾客对其最大的需求。所以，对于蔬菜制品

来说，其整体的管理水平要求很高。蔬菜的生产、采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成为

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要求从农户到生产企业都要对供应链管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就当前寿光蔬菜

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来说，都还存在许多问题。 
寿光市菜农分布较为零散，难以实现对菜农的统一经营。由于蔬菜是易腐烂的生鲜食品，因此在储

存过程中对设备的要求比较高，通常都要有专用的冷藏库。然而，由于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农户对低

温贮藏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贮藏过程中所需的专业贮藏技术也不太了解。目前，我国大部分蔬菜都是

采用简单的仓储方式，以混藏、分散储存为主，并且很少使用专用的冷藏车辆进行运输。因此，在储存

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蔬菜会出现变质现象，从而给农民带来很大的损失，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在收购、加工和销售环节中，还存在着较高的竞争性，合作程度不高，利益分配不合理

等问题。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交易费用，增加了违约的风险。此外，各个企业相互间缺少信息交流，对市

场的反应能力以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都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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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蔬菜供应链中，需要有专门的人才来管理蔬菜流通的各个环节，包括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

管理、有效控制和成本核算，将各个环节的成本费用都降下来，将不需要的损失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在

蔬菜产业链上的管理者，既要有专业的，又要有现代产业链管理的知识，要能利用自己必须的专业知识

和一些实际经验，去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3]。然而，当前寿光蔬菜产业缺乏专业的经营人才，制约着

其自身的发展。 

3.2. 市场信息引导不足 

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和设计信息体系，各个企业都各自独立，没有进行过

多的信息化沟通，并且在信息化水平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发展非常不均衡。在寿光市农产品供应

链中，企业间缺少一个能够实现信息交换的平台，导致本应该实现双赢的企业间的相互理解不足，成为

制约农产品供应链健康发展的瓶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户获得市场供需信息的途径比较单一，方式

比较单一，而且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滞后和扭曲，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由于信息的不及时传播，使得农

民不能及时了解农产品的需求，无法实现农产品的供求平衡，从而增加了市场风险。目前，除了寿光这

个规模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之外，大部分的农产品供需市场都没有配置专用的信息化设备，而与之配套

的物流信息系统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3.3. 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生产专业化程度低 

目前，寿光蔬菜专业合作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经营者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4]。专业合作

组织中许多人来自于村中的村干部、菜贩或种植大户，他们在工作中习惯依赖于自己的经验，已经不能

满足现代蔬菜产业规模化生产管理的需要。所谓的管理，不过是菜农们根据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对

生产技术和产品销售经营进行的管理，属于低级的管理。与依靠信息技术、先进物质装备、先进经营理

念等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5]。 

3.4. 销售渠道相对狭窄 

当前，寿光的蔬菜主要依靠当地的批发市场来完成。寿光市已经建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通讯网，内

部连接着各个乡镇。但是，大部分农民对网络的了解较少，在农村，计算机的使用率不高，信息采集和

发布的能力也不强，网上营销仅仅是一个很小的销售渠道，并没有被推广。 

4. 寿光市蔬菜产业市场营销策略的优化路径 

4.1. 从政府层面加强蔬菜供应链管理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物流标识标准，一批相应的国家标准也陆继出台。但目

前的标准在寿光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寿光市有必要在参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本地蔬菜生产

和批发市场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使之适应当地的农业发展。从基础设施到整个产业链上的信

息传递，都要实现标准化。以此为基础，提升整体供应链的运营效率。蔬菜供应链涉及到蔬菜的生产、

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各个方面，涉及到农业部、药监局等多个部门。通过建立一个职能明确、权威统一

的蔬菜产业链管理标准，统一协调、组织和管理蔬菜产业链体系，确定执法主体，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

最大程度地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的利益。目前，寿光蔬菜产品的标准化问题已成为制约

其生产与流通的一个重要原因，严重制约了其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寿光蔬菜市场的健康发展，

不只是一个农户的事情，更是关乎到寿光和潍坊区域经济发展。所以，从政府层面就应该加强蔬菜供应

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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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化平台建设 

运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如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构建寿光农产品物流信息平台，提高农产品信息

的透明度、准确性和及时性，降低农产品生产与物流环节的不确定性与盲目性。信息平台的构建要涵盖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所有环节。信息化建设能够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此外，对于迅速实现市

场传导、维护农业经济的稳定也具有重大意义。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平台，连接了农户、加工企业、

供应商和批发商零售终端等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可以实时追踪、有效地控制，实现资源共享和

信息共享。 

4.3. 加大科技投入，培养专业人才 

寿光市应充分发挥全国蔬菜之乡的农业产学研优势，在科技项目实施、创新平台建设、科技人才引

育等方面支持现代农业发展。通过健全完善人才工作机制，优化人才生态环境，着力引进高层次农业科

技人才，全力提升现有从业人员知识技能，全方位打造一支农业领军人才和基层实用人才相结合的农业

人才队伍，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实施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农业良种工程

等科技项目，加大农业主导产业创新力度，带动农业领域产业技术集成创新和转化应用；大力推动现代

农业领域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平台建设，助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科技人

才服务方式，发挥科技特派员等科技人才作用，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应用，为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4.4. 拓宽销售渠道，开展电子商务平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新兴经济正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平台、以国

际市场为支撑，向全球扩张。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动力的电子商务，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难

题。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行业之间的资源都是共享的，而且信息是透明的。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电子

商务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其市场规模逐渐变大，网民数量也在快速增加。目前，电子商务已经

逐步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流通的一个主要形式。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因此，如

何提升蔬菜的品质，促进蔬菜产量的增长，降低蔬菜的售价，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数字时

代，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利用电商平台，菜农可以更加

方便地获得蔬菜交易信息，进行网上交流，大大提高了蔬菜的销售便利性。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海量的蔬菜需求数据被生成并储存起来，这些数据包含了用户的行为、偏好和需求信息。通过对大数据

的挖掘与分析，寿光本地的菜农、商贩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消费者，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商品与服务，进

而提高他们的使用体验与满意度。另外，抖音、快手等电商平台的出现，也给寿光本地蔬菜产业提供了

一种新的市场宣传与互动模式。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信息的传播、沟通，能够让蔬菜企业在电商平台

上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关系，从而实现准确的市场宣传，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销量。总之，电子

商务发展既为寿光菜农提供了方便，又为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拓展市场空间，提高

交易效率，实现个性化销售，增强信息沟通与交互，是寿光蔬菜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寿光当地要充分

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的优势，结合数字时代的特征，对营销战略与做法进行持续的优化，以提高自身的竞

争能力。 

5. 总结 

尽管目前在市场营销领域学术界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涉及蔬菜的生产与市场的研究还

很少，因此，为了更加方便、高效、经济地进行设施蔬菜的生产与营销，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适合于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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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生产与销售的网络平台。蔬菜生产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营销，可以有效地打破信息交流的壁垒，大

大降低了蔬菜在流通中的损耗，提升了寿光市蔬菜的产销效率。总之，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对于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实现本地区的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事物都具有两

面性，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需要及时纠正，以

促进更好地发展。通过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开拓市场，加大科技投入，培养专业化的人才等措施，促进

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实现本地区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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