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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0年开始，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比例持续下降。预计2020年到5%。

• 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中国11.9%，美国1.3%，日本为1.7%，韩国为3.2%，巴西为5.1%，印度为17.5%，

全世界平均只有3.4%。（2012年）

• 农业的劳动力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美国1%，日本6%，韩国5%，印度为39%，中国46%以上。（2012年）

一、盘盘家底—中国农业的国情



农业劳动力耕种面积：中国4.5亩；印度为 

9亩，韩国14亩，日本32亩，以色列75亩；

美国1000亩，是中国200倍。

A

土地生产率：中国的水稻、玉米、大豆等

单位面积产量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

B

中国--420 千克/ 亩，美国的81% ，低于日

本、韩国
水稻

中国--400千克/亩，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的2/3,美国--624千克/亩，是中国的1.7 

倍;以色列--1015千克/亩，是中国的2.8倍；

玉米



农产品由自给到商品转换的主要指标

02 中国只有不到60%，比印度、越南等国还要低。

01 2012年发达国家农产品商品率平均水平达到85%以

上，美国、日本、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农 

产品商品率都超过了90%以上，巴西达到80%以上。



风起云涌的农产品电商

淘宝特色中国

淘宝生态农业

聚划算

我买网

一号店

沱沱工社

本来生活

遂昌麦特龙

三只松鼠

新农哥

艺福堂

中闽弘泰

天猫喵鲜生

多利农庄

菜易家

菜管家
京东 顺丰优选

天天果园

甫田网

联想佳沃
电果网

优菜网

厨艺时代



平台电商

案例：美国大使叫卖车厘子

13天内，84000多人在线预订，1500万元，168吨，相当于一座中型超市9年的销量



沱沱工社——供应有机生鲜食品的B2C网上超市

新鲜有机蔬菜

从田间直供餐桌

沱沱工社——作为九城集团的核心业务之一，整合了全球食品行业优质的供应资源，致力向中国消费者提供具质量和
信誉保障的高端食品和生活用品

垂直B2C电商



社区O2O电商



微电商



县域电商模式--遂昌模式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

中国农产品贸易由

长期顺差转变为持

续性逆差

2004年起 2015年

逆差额达到462亿美元，比2004

年扩大了8.8倍，年均扩大23%。

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占第一产业 

增加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15.8%

提高到2015年的19.9%。

2014年

中国农产品进口总 

额已居世界第二位，
出口总额居世界第 

六位



出口方面

2001-2015年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所占比重较高的是水产品、蔬菜水果

等园艺产品和畜产品等。水产品出口比重总体稳定，保持在25%以上，2015

年达到28.8%，出口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蔬菜水果出口占农产品总出口额

的比重增长较快，2001年出口比重为19.5%，2015年已达到28.5%。畜产品出

口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仍占据重要地位，2001年出口比重为16.6%，之后逐

渐下降，2015年降至8.3%。谷物产品出口比重变化较大，2001年出口比重为

6.9%，2003年升至12.5%，之后下降明显，2008年之后比重均在2%以下，

2015年仅占0.6%。总体来看，中国农产品出口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主要出口品种相对稳定；土地密集型产品出口较少且呈下降趋势。



进口方面

中国进口农产品占比较高的是食用油籽、畜产品、谷物产品和水产品等。食

用油籽特别是大豆进口增长迅猛，2001年进口比重为27.0%，2009年增长为

39.2%，之后有所下降，2015年占32.8%。畜产品进口比重一般在10%以上，

2001年为23.5%，之后有所下降，2009年占12.5%，2015年增至17.5%，肉类、

乳制品、蛋品、蜂蜜及其它食用动物产品进口量均有所增加。

水产品进口比重呈下降趋势，但仍为重要的进口品种，2001年为15.8%，

2015年下降到7.7%。谷物产品进口占比一直较小，但却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2001年为5.4%，2004年增长至8.0%，之后逐渐下降，2008年仅占1.2%，从

2009年开始比重不断提高，2015年升至8%。总体来看，中国农产品进口主要

以土地密集型产品和国内需求增长较快的优质产品为主。



中国农贸市场现状

2013-2015年全国集贸市场按主营品种分类比重图

据农业部2014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

农产品农产品交易市场达1800多个，成 

交额达万亿元，全国经由农产品批发市 

场交易的农产品比重高达70%以上，并且

仍在继续升高；在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成都、沈阳等大城市经由批发市 

场提供的农产品比例在80%以上；不同层

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城乡农产品流通、

交易和确保城乡市场供应中发挥着任何

方式都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



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概况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经历了从少到多，从产地市场兴起到产地

市场与销地市场并行发展，从民间自发形成到政府推动建设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六大阶段。

第一阶段：自发萌芽阶段 

(1978～1984年)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城乡集市贸易快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一些传统集市向批发

市场发展，从而在集市母体中孕育出了我国最初一批农产

品批发市场。

1984年3月，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建立，成为我国农产

品批发市场建设的划时代的转折点。到1984年末全国已建

立起城市贸易中心2248个，其中农产品贸易中心753个，

综合贸易中心241个。城乡集市贸易点由上年末的4.8万个

增加到5.6万个。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
（1985～1990年）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因势利导加大流通体制

改革步伐，1985年初宣布废止已实施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

策，农产品自由产销局面自此全面推开。除棉花等极少数

品种外，批发市场成长为农产品批发流通的主渠道。

据工商部门统计，农产品批发市场1986年有892个，总成

交额28.35亿元，平均每个市场成交额317.8万元，到1990

年，数量发展到1340个，是1986年的1.5倍，总成交额 

115.79亿元，是1986年的4倍多，平均每个市场成交额

864.1万元，是1986年的2.7倍多。

第三阶段：盲目发展阶段
（1991年～1995年）

为改善农产品流通特别是城市农产品供应，国家于20世纪 

80年代末推出“菜篮子工程”，要求各地加强农产品批发

市场建设。在此背景下，不少地方提出“谁投资，谁受益 

”方针，很快便在全国形成带有几分盲目的批发市场建设

热潮。在许多地方，确实是建一个市场、兴一个产业、富

一方百姓。至此，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已基本形成了以大

中城市为核心、遍布城乡、多层次、多门类的市场体系。

一些地方出现了有场无市的“空壳市场”，市场管理方面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一阶段，农产品批发市场由1991年的1509个增长到1995

年的3517个，连续5年递增率超过两位数，其中1995年甚 

至高达42.3％。每年增加400多个新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增加近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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