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小城市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可行性分析 

——以江苏省靖江市为例 

王亚琴 龙汪 唐星 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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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 应用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325） 

【摘 要】：近年来，随着农产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消费者的关注，在我国大中城市逐渐兴起了 CSA农业发展

模式，但 CSA是否可以在中小城市开展鲜有探讨。在对 CSA特征与模式的分析和探讨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 CSA的

发展情况，以江苏省靖江市为例进行实地调查，并针对靖江地区开展 CSA的可行性以及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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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以下简称 CSA）是一种将有机农业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社区

中业主和农民合作，让农民与业主互相支持，互利互惠，使之成为法律上和精神上的共同社区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20世纪 70

年代起，CSA模式最早在西欧国家和日本兴起。它以追求食品安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信任支持”为合作理念，以实现城乡互助，农业可持续发展，塑造绿色生活方式为发展目的。在这些目标理念的指导下，将农

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联结起来，以城市周围符合有机生产条件的土地为开发载体，通过有偿出租土地或

者订单生产形式满足城市消费者绿色饮食、接近自然，休闲放松等需求动机，从中获取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

具备提供安全食品、保护环境和促进农业发展等多种功能，如今 CSA已经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 

1 我国 CSA 发展现状 

1980 年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面临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农业市场必然会转向有机、生态健康食品。CSA 作为一种解决

该问题的有效路径，便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于 2006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是我国首个开展 CSA模式的

实验农场，在 2008年正式成立，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为核心，始终坚持生态农业理念，在短时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随着 CSA 理念在全国的不断推广，各地出现了多样化的 CSA 农场。各个城市因地制宜，探究合适的发展模式，但同时也存

在着农场壮大困难、可持续发展能力欠缺等问题。因此，我国的 CSA 水平如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近年来我国科技的

发展，互联网和社区支持农业融合，为其注入新鲜活力，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CSA模式可进一步突破地

域限制，将实际需求者进行有效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传统农业的发展。其理念符合当今多数人对于绿色食品的要求，为

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我国国土面积广袤，各地地域差异性大，加之 CSA 对受众市场要求较高，造成目前 CSA 在我国的发展

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郊，缺乏对中小城市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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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靖江市发展 CSA 的可行性 

2.1靖江农业资源丰富 

靖江为江苏省泰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常住人口 68.48万（2018年），地处长江下游北岸，雨热同期，为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

全年平均温度在 15℃左右，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 1000 多 mm。水网纵横，土壤水分充足，有着大量的沙壤土和黏土，土壤

酸碱度适中且保肥供肥能力强，给蔬菜、瓜果的种植提供了优质的土壤环境，其中香沙芋成为靖江农产品地理标志。当地也适

合多种林木生长，林业生产发展快，靖江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阔叶林木材进口基地。江海淮三水交融的靖江，水产资源丰富，

仅长江靖江段鱼类就达 113种，内河养殖有青、草、鲤、鲫、鳊等多种鱼类。在畜牧业方面提倡健康养殖，2018年生猪出栏 38.27

万头，家禽出栏 142.16万只，禽蛋产量 9265t，生猪规模养殖比重 92.36%，畜禽生态健康养殖比重 34.3%。 

2.2有机农业生产基础深厚 

靖江开展有机生产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深厚。2013年到 2018年，靖江从仅有的 31家“家庭农场”发展到获“三品一标”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农场数量 150余家，种植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达到 55%。靖

江润丰蔬菜专业合作社出产的“禧柏乐”牌芦笋，是苏中地区最大的芦笋种植基地，销售遍布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亮海家庭农

场生产的朝绿牌香米、大米、优质米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A级产品，在这些有机食品的成功生产基础上可推行 CSA项目。 

2.3紧邻长三角庞大的市场需求 

靖江地处江苏苏中平原最南端，东西南三面临江，一小时即可到达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长三角主要城市。优

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优良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使靖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也给发展社区支持农业

带来了庞大的潜在市场受众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总人口数多达 1.6 亿人，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53580 元，平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5322 亿元。经济发达使得人们更加关心食品的营养和安全问题，居民对有机农

产品的需求十分巨大。 

3 靖江市发展 CSA 面临的问题 

3.1有机农产品市场进入门槛高 

据作者在线下和线上进行抽样调查的 200人中对休闲农场的市场调查报告中显示，在食材来源品质信任程度方面，38%认为

经政府食药监部门认证最值得信任，其次是指定农场种植占 29%；非政府权威机构认证占 17%；指定农户生产占 7%；亲自/亲友

种植占 5%；最后是集贸市场/超市销售，占 4%。可知，消费者比较信任权威机构的认证，自 2012年出台新的认证体系后，有机

认证成本、管理、材料等要求变高，有机市场进入门槛变高，一些小农户和有机农业生产者很难获得认证。目前有机食品的销

售渠道主要为大型超市和专卖店以及农户直销，大型超市和专卖店销售出的有机食品占市场份额的 50%，这些依托大型商场销售

的有机食品必须拥有食品认证才能够被贴上有机食品的标签进行出售。让许多农户和小农场既缺乏渠道又缺乏品牌。截至 2018

年 8月靖江市只有 24种农副产品获得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证书，如“红芽”牌香沙芋、“贵人缘”牌

草鸡蛋等。 

3.2CSA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现阶段 CSA 的发展还处于初阶阶段。首先，在运营方面还不能解决种植品类和规模之间的平衡问题。农产品受天气的影响

较大，能都提供蔬菜的品种和数量具有不确定性，消费者希望得到多种类的有机蔬菜，农场主的种植面积必然需要扩大，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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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规模，扩大种植品项，管理难度就会增加，种植成本也会提高，农作物的质量难以保证。其次，在技术上，有机食品是不

能使用化肥、农药和化学添加剂的，有机农业涉及到物理、生物等多方面的知识，有时还要借助一些小型的机器设备，普通农

户在获取前沿的种植技术和学习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障碍。 

3.3农业生产收入低 

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留下劳动能力较弱的老人和小孩，根据作者对当地惠丰村农

民的实地探访发现，大部分的整块、面积大的土地以一年每 667m2600～800元不等的价格出租给种田大户，零散的土地留做生活

用，种植一些蔬菜，有时蔬菜量多会去市场上卖掉。另一部分农户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种植翠冠梨，大约每年每 667㎡地收入 1

万元，但前期有部分是政府的补贴，2019 年惠丰村级财务决算明细中显示农业收入 1.5 万元主要来源是土地租赁和流转协调服

务收入，带来的盈利较少。 

4 靖江市发展 CSA 的实现路径 

4.1“互联网+CSA”搭建产销沟通平台 

我国人口较多，对农产品需求较大，但在农村仍有滞销情况。互联网时代是 CSA 模式发展的机遇。利用丰富的网络平台对

农场进行宣传，引导人们了解 CSA 理念。采用 O2O 平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沟通渠道，多方面地展示农场和有机食品相关信

息，协调生鲜产品调配，使当地产品尽量能够与当地消费者相匹配，减少运送里程费用，实现线上支付线下体验模式。需在农

村多引入网络营销专业人才，有效融合互联网和农业。 

4.2政府加大财政补贴和政策扶持力度 

CSA发展模式需要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政府部门可以完善相关政策，推动消费者加入 CSA模式相关线上平台，使消费者

看到新鲜、绿色和有机的蔬菜，增强 CSA 模式在靖江的发展潜力，并且适当的给予相关农场的土地租金、菜苗价格的补贴。使

农场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既能保证农户收入，又能有效降低农产品价格。因此在靖江单单依靠消费者的发起和其零散资

金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引入政府和非政府（高校、企业）等第三方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多数农民有机生产经验

不足，与农业专业学校合作，引进当地高校专业人才，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动农业生产，控制成本。 

4.3融入乡村旅游助力 CSA模式创新 

在实现 CSA 模式的过程中需要消费者和农户进行双向信息搜索、沟通等，而人们对有机食品的了解不够，媒体报道的少，

两者之间的配对效率低，造成 CSA模式推广较为缓慢。有鉴于此可以和当地旅游公司合作，使其充当消费者和农户之间的中介。

近年来乡村旅游日益火爆，CSA模式可以作为一种乡村旅游资源，这样既满足了旅游市场的需要，农场也增加了客流，减少了与

消费者的交易成本。由此在原有模式基础上向休闲观光农业发展，吸引城市居民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能够起到良好的城乡互动、

互助、互信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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