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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特色精品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对策建议 

王丽娟  陈百生  王慧智  吴 力  胡 豹  杨良山 

( 1．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1; 2． 浙江省农业

厅 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0) 

【摘 要】发展特色精品农业是东部沿海先导农业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科学路径。当前，特色精品农业发展

面临着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等一系列重大变革，研究新时期特色精品农业的发展对策具有重要实践意

义。本文基于浙江省农产品销售体系的调查，从分析特色精品农产品经营面临的新形势和存在的新问题入手，提出

调整发展理念，实现礼品到大众消费品的转型，调整产品生产，实现 “以产定销” 到 “以销定产”的转型，调

整产品营销，实现传统营销到现代营销的转型等新时期浙江省特色精品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以及强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体系建设，加大浙江土特农产品宣传力度，培育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体系，推动特色农产品行业协会建设，加

强特色农产品公共品牌建设，完善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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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地形地貌、气候、人口分布、资源禀赋、耕作习惯等多样复杂，区域差异化发展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
①
。为此， 《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 2011 － 2015 年) 》 划分了“七区二十三带” 的农业战略格局，建设重点

推进、率先实现和稳步发展 3 类区域。其中，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发达地区被划为率先实现

区域的 “东部沿海先导农业区”，要求: “‘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 “加快发展以园艺产品、畜产

品、水产品为重点的高效农业、精品农业、外向型农业和生态休闲农业，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提高信息化、优

质化和品牌化水平，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先导农业区的重要省份，近年来，全省各地以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为抓手，深化农业结构调整，

大力推进产业化经营，特色精品农业快速发展、成效明显
②
。“十二五”时期，浙江正式确立了 “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特色

精品农业大省” 的现代农业发展目标，对特色精品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当前，特色精品农业发展面临着全球化、

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等一系列重大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新形势下发展特色精品农业，保持和提升浙江特色精品

农业在全国的地位和竞争力，实现特色精品大省的建设目标，成为亟待研究的关键问题。 

2013 年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主体访谈、部门座谈、全省交流会等形式，对浙江省特色精品农业的营销体系进行了全面摸底

调研; 在此基础上，基于 “以销定产” 的发展理念，围绕浙江如何发展特色精品农业这一关键问题，从分析特色精品农产品

经营面临的新形势和存在的新问题入手，提出了新时期浙江特色精品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对策建议，以期为浙江省及整个东

部沿海先导农业区的现代农业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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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精品农业发展的市场背景 

1. 1 绿色农产品市场需求激增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频曝光，广大消费者对于绿色、安全农产品的需

求与日俱增。 

一方面，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极度敏感，一旦农产品质量被曝出问题，对农产品的销售乃至整个产业链都产生严重的打击。

例如，受 “速生鸡” 事件影响，2013 年春节期间全国范围内肉鸡价格较往年明显下降。浙江温岭草鸡批发价从往年的 14 元·kg

－ 1下降到 10.4元·kg－1，仅温岭草鸡合作社一家就亏损达 500万元。 

另一方面，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价格不敏感。据万泰认证公司统计结果，尽管我国有机农产品价格远高于普通农产品的 2 ～ 

6 倍，但是消费市场前景仍相当可观。 

1. 2 农产品开始步入网销时代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持续升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果农、菜农或农产品经纪人开始将农产品放到各类网店出售。在浙江

省遂昌县，目前已有 2 000 多家网店出售当地生产的菌菇等农产品，2012 年销售额超 1.5亿元。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浙江 

80% 以上的特色精品农产品产销主体看好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近 60%的主体正在或计划涉足农产品电子商务。 

目前，浙江农产品网络销售主要有 3 种模式:一是藤桥模式，即产销主体利用知名网销平台直接销售农产品; 二是农民巴

巴模式，即销售主体自建网销平台销售各类农产品; 三是遂昌模式，即农民网商通过第三方如网商协会等，在知名网销平台搭

建的地方销售平台抱团销售当地农产品。 

1. 3 消费者偏好悄然发生改变 

人们消费农产品的观念和偏好不断发生变化，这不仅体现在消费结构方面的变化，而且还体现在对产品形态的需求和消费

方式等方面的变化。调查发现，当前农产品消费呈现 3 个新的偏好: 一是偏好原生态消费，“土” “野”农产品如土蜂蜜、山

茶原油等更加受到欢迎; 二是偏好休闲消费，2013 年春节期间浙江传统食品青鱼干销售低迷，而作为休闲食品新开发的小包装

醉鱼干销售却异常火爆;三是偏好体验消费，近年来农业休闲观光的发展和乡村旅游景点的开发，使通过农业休闲和观光旅游带

动本地农产品消费成为农产品销售的一条捷径。 

1. 4 礼品消费份额呈缩减态势 

在全球市场需求复苏缓慢、欧债危机深入演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向型经济受到牵连，并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改善，浙江很

多企业采取了节约成本的方式应对，再加上我国政府机关廉政建设和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产品作为礼品的销售空间受到挤压。

据统计，浙江约有 1 /4 的产销主体通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礼品订购渠道销售农产品的份额超过 30% ，近 1 /10 的主体礼

品销售份额超过 50% ，这部分主体面临着产品结构、营销策略调整的迫切要求和严峻挑战。可以预计，礼品份额的缩减将使农

产品消费进一步回归市场理性。此外，特色精品农产品节庆购销井喷之势也将得到缓解，节前消费强劲、节后迅速回落的态势

将逐步改变。 

2 特色精品农业经营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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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市场变化难以预测，产品价格波动巨大 

由于特色精品农业经济效益较高，近年来全国各地发展速度加快。而目前农业生产 “小农户与大市场” 的矛盾依然突出，

从而造成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对于普通生产经营主体来说，很难及时、准确把握市场变化规律。如芦笋是浙江省平湖市近年

来发展的一项特色新兴产业，前几年芦笋产量供不应求，市场价格也节节攀升，农户的种植热情越来越高，目前全市芦笋种植

面积已达 293. 3hm2，而上海、江苏等省市，以及浙江省内的湖州、温岭、嵊州、建德等地也开始大面积种植芦笋。随着各地

芦笋的大量上市，2013 年春季芦笋价格一路下滑，售价从 2012 年同期的 10 元·kg－ 1 跌破成本价 7 元·kg－ 1，大量种

植户面临亏本的危险。从调查结果 ( 图 1) 来看，“市场需求波动大，难以预测”已成为当前浙江特色精品农业经营的最大问

题。 

 

2. 2 销售渠道相对单一，产业市场风险较大 

目前，浙江特色精品农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仍然是实体店零售、卖给下一级中间商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订购这 3 大传

统形式 ( 图 2) ，近年来除了网店销售渠道发展迅猛外，其他一些新型渠道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高端产品、节庆产品等依赖

于特定销售渠道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加大了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据调查，2013 年以来，由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订购大

量减少，高端产品如浙江的乌牛早茶叶、铁皮石斛、冬笋、山茶油、生态甲鱼、鹅肝等，以及节庆产品如年宵花、青鱼干等销

量大幅下滑，近 1 /2 的产销主体受到了明显影响，几乎波及到全省各个主导产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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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产销衔接依然不紧，销售组织成本较高 

近年来，浙江在开展 “农超对接”、创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目前产销衔接

仍然不够紧密，农产品销售组织成本较高。销售主体通常对本地的优质农产品情况较为熟悉，但对本区域以外的优质农产品却

苦于没有很好的途径了解和联系，影响了销售经营主体的做大做强，也阻碍了特色精品农产品在区域外的市场拓展。问卷调查

显示，目前 “质优稳定的货源难以保证” 已经成为特色精品农产品在组织销售环节存在的最大问题 (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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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品牌知名度普遍不高，难以开拓新的市场 

在调查的特色精品农产品产销主体中，注册并使用了自有品牌的比例高达 90% 以上 ( 图 4) 。这一结果反映出在政府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浙江省特色精品农产品品牌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各类主体的品牌意识得到增强，但也暴露出特色精品农

业发展存在品牌数量过多、规模偏小的问题，广大主体对品牌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注册品牌层面。品牌“诸侯割据、各自为政”

现象较为突出，难以形成组团出击、集中打响品牌的合力，导致在全国范围内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普遍不高。以浙江山茶油

品牌 “括苍”为例，该品牌在原产地台州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卖到省城杭州就只能给祐康公司的 “优谷大地” 贴牌，

在省外市场更是鲜有知晓。 

 

2. 5 物流体系尚不健全，流通成本依然较大 

目前，浙江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尚未健全，全省范围或更广范围的物流配送能力尚显不足，物流网络体系效率不高，导致

农产品物流过程中损耗较大，增加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 

农产品物流环节多，增加了农产品运输路线、装卸搬运和包装次数，加大了物流损耗和物流成本，降低了物流效益。 

农产品物流信息体系仍不健全，农产品物流信息系统所能提供的信息类别和质量不能满足需要，在整个农产品供应链上各

节点间缺乏信息交换与协同平台。 

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缓慢，约有 80% 的水果、蔬菜、肉类和水产以传统的车厢 ( 常温和保温车)进行运输。 

农产品第三方物流发展滞后，专业的农产品第三方物流企业数量还很少，且规模普遍都很小，物流的集约化、规模化和标

准化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3 特色精品农业发展的转型思路 

在信息化带来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重大变革及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当前浙江特色精品农业发展必须

实现从理念到实践、从生产到经营的一系列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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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调整发展理念，实现礼品到大众消费品的转型 

新的市场形势赋予了特色精品农业发展新的内涵，当前，应在准确把握新内涵的基础上，调整浙江特色精品农业的发展理

念，使特色精品农业发展走上回归之路。 

农产品特色精品不等于礼品、贡品和奢侈品，发展特色精品农业不能脱离大众消费。从长远来看，礼品只能占较小份额，

特色精品农产品更多的是要面向大众消费者，走市场化之路才有生命力。因此，发展特色精品农业必须准确把握市场信息，迎

合市场消费需求，适应大众消费变化，根据市场需求来引导生产、加工、销售。 

特色精品农业是集精品生产、名品销售、极品服务于一体的产业。发展特色精品农业不仅仅是指特色精品农产品的生产过

程，生产出高品质、高营养、高安全、高科技、高创意、高效益的精品农产品。在各种技术手段使 “生产什么不再成为问题”

的情况下，发展特色精品农业，更重要的是强化品牌建设和现代流通。此外，提供强大的消费服务如提供营养菜单、烹调食谱

等，以及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如开发研制半成品菜等，也应逐渐纳入特色精品农业的发展内涵。 

3. 2 调整产品生产，实现 “以产定销” 到 “以销定产”的转型 

立足于精品农产品也是 “大众消费品” 的定位，精品农产品开发应认真研究大众消费的变化，从市场需求出发调整产品

生产，实现 “以产定销”到 “以销定产”的转型。 

调整产品生产结构。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和标准化生产，深入推进 “三品” 认证工作。适应于产品省外、国外市场的开

拓，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调整产品生产，例如龙游富硒大米应随着外地市场的开发，调整籼米与粳米的生产比例。 

调整产品供应时间。适应于传统节庆消费回落的态势，适当压缩节庆生产比例，例如调减春节期间鸡、鸭、鱼等年货的上

市，并在节后保持正常的供应量。采用技术手段延长产出期，缓解时令产品集中上市，保证较长时间的供应。 

开发各类休闲食品。干果、水果可以开发成休闲食品，畜产品、水产品甚至食用菌、蔬菜等也可以开发为休闲食品，特别

是开发小规格、系列化的休闲食品。 

调整产品包装。例如，适应于大众消费需求，将礼品包装变成简包装; 适应于网销要求，将蜂蜜、油脂类的包装由玻璃瓶

变成塑料瓶; 适应于旅游产品开发，产品包装应当融入当地文化元素等。 

3. 3 调整产品营销，实现传统营销到现代营销的转型 

随着特色精品农产品的市场定位的变化，其营销思路也应及时调整。 

扩大销售市场。为应对当前礼品销售份额的大幅减少，以及今后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加快开拓区外、省外乃至国外销售

市场成为浙江特色精品农产品营销的当务之急。应加强前期市场研究，先从经济发达、文化同源的长三角地区入手，针对省内

外、国内外不同市场的消费文化、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匹配不同的产品组合及营销策略。 

拓宽销售渠道。产品销售 “渠道为王”，应在发展传统渠道的同时，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农超对接、农产品连锁超市等新

型渠道，特别是在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的势头下，抢占先机，重点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创新营销手段。不断创新产品概念，加强体验消费，如将特色精品农业与旅游、农业休闲观光相结合，利用旅游、农业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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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观光销售特色精品农产品，并对旅游市场进行细分，深度开发旅游农产品。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农展会平台进行

集中推介，提高浙江特色精品农产品在消费者中的感知度和认可度。 

4 特色精品农业转型发展的对策措施 

4. 1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为重点，加快健全符合实际的农业标准体系，继续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扩大标准化技术应用面，

促进农产品按标生产、按标上市、按标流通。 

健全农产品编码标准，加快建立以产地质量追溯为核心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强化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职责。 

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提高农产品检验检测能力，试点将农产品检测作为农业龙头企业产品上市的准入条件。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重点强化 “三品一标”农产品监管，强化监管岗位责任。对农产品检测不合格的生产主体和经

营主体实行 “黑名单” 制度，取消其申报省、市、县各级农业部门各种形式的扶持项目的资格
③
。 

4. 2 加大浙江土特农产品宣传力度 

加强主动宣传。除了参加省内外举办的各类农产品展销会外，还要积极主动策划宣传，制定浙江省名特优农产品推荐目录，

在重点推广城市召开产品推介会、开展市民试吃活动等。 

组织抱团宣传。争取政府财政支持，以行业抱团或地区抱团的形式，对浙江特色精品农产品进行整体营销。 

依靠文化宣传。加强与文化、旅游管理等部门的合作，在对外输出浙江文化和旅游产品的同时，带动特色精品农产品的输

出。如参与央视烹饪类栏目制作，从教会怎么吃甲鱼开始，启动甲鱼等水产品的北方市场销售; 或通过拍摄诸如 “舌尖上的浙

江”之类的纪录片，对浙江特色农产品进行软宣传。 

重视网络宣传。利用 “网络无处不在” 的力量，加快建设浙江特色农产品宣传和营销的省级平台。 

4. 3 培育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体系 

把握当前浙江农业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契机，推动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农产品网络营销全新模式，迎接农产品 E 时代

的到来。 

积极推进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建设。利用地域优势，争取与淘宝网等知名网购平台合作共建网络销售平台，合力打造特色

精品农产品销售的 “浙江馆”。 

制定农产品网络销售人员培训计划
④
。针对农产品电子商务专门人才缺乏的问题，结合农产品网络营销特点，开展专业化新

型人才教育培养，定期组织生产经营主体、返乡青年、大学生 “村官”等进行农产品网络营销技术的教育培训。 

加强农产品网络销售线下安全品质管理。应研究建设农产品网络营销标准化体系，探索并完善电商 + 政府 + 协会 + 网商

的模式，积极消除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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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推动特色农产品行业协会建设 

加快推进特色农产品行业协会建设，通过行业协会，解决单个主体难以完成或完成成本过高，而又具有公共性的问题
⑤
。行

业协会主要功能定位:市场信息服务，对市场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与发布，开展市场研究和预警; 产销衔接服务，通过协

会活动，加强产销主体之间的联系，降低产品供销组织成本; 培训交流服务，开展技术培训，帮助会员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新设备、新工艺; 生产要素服务，如争取银行授信贷款，帮助会员解决融资难题，开展省内外劳动力经纪，满足农业生产环节

的劳动力需求等; 市场拓展服务，组织举办特色农产品推介活动，扩大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参考国外经验，行

业协会建设应从官办或半官办行业协会起步，待产业发展时机成熟，再从政府管理部门中剥离。 

4. 5 加强特色农产品公共品牌建设 

继续培育农产品品牌。鼓励企业深入、持续、有效地进行品牌宣传和营销工作，培育一批在省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农产品

品牌，实现从商标到品牌的转变。 

大力整合农产品品牌。针对企业自主品牌众多但影响力普遍不高的问题，督促地方政府部门把区域公共品牌建设作为一项

重要公共工程，以地理标志认定为依托，充分挖掘特色农产品的独特价值及当地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塑造品牌形象和产品故

事，形成以区域公共品牌为统领、带动企业自主品牌创建的 “众星捧月”式的品牌格局。 

依法保护农产品品牌。安排专门机构从事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的创建、管理、维护和发展工作，通过制定区域品牌保护法

规，加强品牌和标识使用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毁牌行为，促进品牌农业健康发展。 

4. 6 完善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鼓励农产品经营主体以合作共建的形式，建设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通过共享各经营主体的

物流资源，改变现有的单打独斗的区域农产品物流方式，形成农产品物流配送体系的 “大一统”，减少运营成本，提高运作效

率。 

加快培育农产品第三方冷链物流。重点培育一批潜力大、经营效益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鼓励大型

零售企业加快生鲜食品配送中心建设，在做好企业内部配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方冷链物流中心。 

扶持连锁经营、直供配送等新型流通业态发展，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加快现代农产品物流人才培训，在加强在职从业人员培训的同时，引导物流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培养农产品物流专

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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