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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蔬菜无论是品种还是产量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蔬菜在上海日常的副食品流通中也占了很

大的比重，市民年人均蔬菜消费量远远高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 146 - 182.5 kg/(人·年)的标准。 2∞1

年 7 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了 105 号令，强调对食用蔬菜实施"从田头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监控管理，确保

市民吃到"放心菜"、"安全菜"。上海市新鲜蔬菜流通的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目前，上

海已形成以一个市场开放、公平共享和双向流动为特色的"蔬菜流"。市场供应重点也从保障供给发展

到提高安全、品质以及标准化程度上，供应数量逐年增加[l]O 这些都使如何保证蔬菜新鲜、安全上市成

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准确掌握目前上海市蔬菜消费的现状，课题组从蔬菜批发市场的流通和市民新

鲜蔬菜消费习惯两个角度进行了调研。

1 调研方法

1. 1 上海市蔬菜流通现状

1.1. 1 典型调查法

本次市场调查采用的是典型调查法。典型调查法是通过对有代表性的个别典型对象进行周密系统

的调查，推及对同类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以认识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2J 。

目前沪上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共有四家 江桥蔬菜批发市场、曹安市场、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和

七宝商城蔬菜副食品批发交易市场，其中，江桥市场的蔬菜平均流通量占市蔬菜流通总量的 44.64% ; 

曹安市场的蔬菜流通量为流通总量的 17.86%;农产品中心的蔬菜流通量占总量的百分比基本与曹安

市场持平;七宝商城占到 19.64% 。调查选择前两家蔬菜批发市场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而对其他两个

市场，仅作为前两者的参照。因为，江桥、曹安两市场的新鲜蔬菜流通量占本市蔬菜流通总量的 60% 以

上，该两市场符合典型调查法的对象选取要求。

本次调查主要调研三个方面内容即一是上海市新鲜蔬菜流通布局与操作流程;二是蔬菜冷藏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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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技术运用情况;三是蔬菜低温流通的安全体系。

具体实地考察时间为 2004 年 2 月 -5 月;调查地点是各批发市场的管理办公室、客户服务部等;具

体调查对象为市场管理员、接待中心管理员、市场业主等。

1. 2 问卷调查与抽样调查

对上海市居民新鲜蔬菜消费现状的了解，课题组采用的是抽样采样法[3J 。

在调研中，上海市常住居民为研究总体，以下各调查点的居民为采样样本。各抽样源分别为宜川街

道居委、上海水产大学、东海水产研究所、阜阳民小、军工路居委、复兴岛居委、水大二院居委、爱国二村

居委、时运苑物业管委会、某外贸公司、部分上海学生家长等 11 个。课题组先后设计了三张问卷表。调

查的内容涉及到蔬菜在居民饮食消费中的比例、购买蔬菜的主要场所、对目前超市与自由市场销售的蔬

菜的评价、对食品冷藏链的认识等内容。

在本调查中设定了 11 个问题。调查的数据处理涉及到两个估计量:总体均值的估计量和总体总值

的估计量，前者为总体比例的估计量，它表示某选项集合占总体 N 的百分比;后者即为某类选项个体数

目的估计量，为样本某选项的总和[4]O

2 结果与分析

2.1 上海市蔬菜流通批发市场

2. 1. 1 结果

目前上海市新鲜蔬菜的生产源头分为郊菜(550毛 -60%)和客菜(40% - 45%)。上海市基本上没有

进口蔬菜，国外蔬菜已经本土化。利用冷藏链流通的蔬菜很少。

曹安市场的蔬菜流通量约为 1000 t/d，夏秋与春冬的流通量总体而言相差不大，只是夏秋与春冬相

比， 2 ， 3 、 7 ， 8 ， 9 月份郊菜少客菜多。江桥市场的蔬菜流通量约为 2500 t/d ，夏秋与春冬的流通量总体而

言比较平稳。农产品中心的日蔬菜流通量约为 1000 t;七宝商城为 1100 t 左右。

在曹安市场的批发销售对象中，居民消费占 15 - 20% ，商贩占 10% ，配送中心占 30% ，单位采购占

30% ，外省市占 1 % - 2% ，其他如宾馆、饭店销售占 8% - 14%; 而在江桥市场则元居民销售，采购蔬菜

者一般为商贩，占销售量 80%以上，其余为配送中心和单位采购，其中有 30%销往外省市。

新鲜蔬菜在采捕后是否实施保鲜措施，是由蔬菜种类、运输距离、政府管理和保鲜成本而定。由于

目前蔬菜供应主体是运销大户，因此成本核算是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应该说大家都明白采摘后的蔬

菜应尽可能使之处于低温的环境中，蔬菜在冷藏链各个环节之间的过渡也须尽可能地维持恒温或者波

动不大的低温，但是运销大户既想保证蔬菜尽可能高的新鲜度以期可人的售价，也不希望有太高的冷藏

链成本的支出。于是过去的冰藏法创造性地运用在了实际之中，即在泡沫箱中间放置密封的塑料瓶，蔬

菜装箱前将注水的塑料瓶低温冻结，新鲜蔬菜运输时就摆放在塑料瓶周围，依靠瓶中冰的融化吸热来维

持低温。蔬菜装箱完毕后再胶封泡沫箱;蔬菜装车(指元冷藏措施的普通货车)时，在货堆(一般成矩形)

六个面上包裹一层棉被，然后再加附一层草席，最后是将其扎缚妥当，以防在运输过程中货物挪位影响

保温。这一做法相对于冷藏车而言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是目前较普遍的冷藏保鲜于法。仅有海南的

蔬菜采用冷藏车运输O

市内与市外的新鲜蔬菜均以汽车运输为主，后者也有铁路运输的，少量反季节的贵重蔬菜则采用空

运。流通时间因运输路程、运输方式的差异而不同。

上海市对目前争议颇多的转基因蔬菜还无严格的检查准入制度，这是蔬菜行业的空白。消费者对

此的认识也很薄弱。

上海市新鲜蔬菜在进入流通之前己经开始采取检验措施，检验仪器设备都由市场出资，由政府统一

购置，检测人员也是经过专门的职业培训并取得上岗证上岗 O 但是设备利用率较低，二般 2/3 的蔬菜是

来不及检测的，而且从目前的人力、物力、财力上而言都很难做到全面检测。夏季农残标准合格率较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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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时的低。

2. 1. 2 分析

在本课题调研时发现，目前作为蔬菜流通主要载体的汽车，制冷设备的配置几乎空白 O 而蔬菜运销

大户并非不知道冷藏链流通可大大提高蔬菜品质，但现状就是戚本影响使用。

新鲜蔬菜的低温流通从技术保证方面看是可以实现的，主要的症结在冷藏链流通的成本以及市场

的准入问题。实现冷藏链流通就意味着成本增加，如用冷藏车从新疆运输 20 吨葡萄运费约 4-5 万元，

而采用冷库预冷、用包裹棉被的普通车运输，只需1. 5 万元，当然其产品质量肯定有差异[5] 。此外，冷藏

运输工具相对不普及、低温配送技术不完善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O 目前，国内的冷藏链系统还只是一个

早期的冷冻设备市场，远未达到完善链接的程度，相对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再者，冷藏链的实施

还没有国家或行业的专项标准制约。只有一些大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自身制订了一些标准，因此在监

管上也存在是空白。

2.2 上海市居民新鲜蔬菜消费现状

2.2.1 结果(抽样分析与统计)

本次调查一共派发问卷 350 份，回收 327 份，回收率为 93 .43 % 0 经对回收问卷表计算和分析，得出

如下结论:

蔬菜消费量占上海普通家庭日常饮食消费量的百分比为 41. 11 % j 上海家庭购买蔬菜的主要场所

为菜场或自由市场，选择购买蔬菜场所的最主要考虑因素是新鲜，居民愿意购买净菜的价格范围(增加

菜价的百分比)为 22.12%0

目前市内超市销售的蔬菜品种少，包装好但价格高且其与自由市场的蔬菜最大的差别是新鲜度低;

与前者相比较，后者销售的蔬菜购买方便、新鲜度高、价格便宜，但也存在缺斤少两、食品安全可靠性差

的问题。

上海市民对食品冷藏链或冷链知识了解的百分比仅为 26.71% ，仅有 33.759毛的上海市民知道蔬菜

采用冷藏链技术后可以提高其销售时的品质。蔬菜如果采用冷藏链技术后会增加蔬菜的销售价格，上

海家庭认可的菜价增加百分比为 6.699毛。

根据市场问卷调查发现，消费者买菜时最关心的是蔬菜的新鲜程度，农贸市场仍是主要买菜场所，

但超级市场以其良好的购物环境、精美的包装、方便的加工蔬菜、食品的安全性等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光顾。年轻一代的蔬菜消费习惯是今后蔬菜冷藏链流通的市场基础。

3 建议与对策

3.1 上海蔬菜发展总体思路

上海市农委制定的上海蔬菜产销的发展思路是:面向世界，吸收技术、装备、成果，扩大开放;围绕市

场，提高品质、管理、营销，增加效益;发展目标是:逐步形成 4 个现代化体系，即公正规范的蔬菜市场流

通体系、优质高效的蔬菜出口贸易体系、安全发达的蔬菜精深加工体系和科学合理的蔬菜结构体系，努

力达到世界先进国际大都市蔬菜现代化发展水平[6]O

3.2 对上海市内蔬菜冷藏链流通的建议

冷藏链是保证易腐食品品质和安全性的先进于段和最佳途径。它是以制冷技术为基础、以冷冻工

艺为手段，使食品在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在适宜的低温状态下运行的系统工程，冷藏链是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制冷技术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是低温条件下的一种物流现象[7]O

发展食品冷藏链对于改变我国食品流通的落后面貌，更新消费者饮食观念，顺应食品发展的安全

化、方便化、功能化的变革趋势十分必要，一些大城市已经设想在五年内建立并完善食品冷藏链系统，而

蔬菜在其中将占到相当的比例。蔬菜冷藏链要求蔬菜从产区到销(售)区的各个环节都要在适度低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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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进行。从蔬菜的物流过程看可以分为蔬菜产区、蔬菜销区和产销连接区三个部分。产区环节包括

蔬菜的采收、采后商品化处理(挑选分级、修整和包装)、预冷和产地冷藏等;销区环节包括销地冷藏、批

发配送(再次分级、修整和包装)、零售和消费等;产销连接区环节主要指蔬菜的长、短途运输。粗线条的

规范化蔬菜冷藏链运作模式为如下流程:即田间采后预冷→冷库贮藏或冷藏车运输→批发站冷库→自

选商场冷柜→消费者冰箱。实施蔬菜的冷藏链流通是符合蔬菜商品保鲜的基本原理，它能有效地保持

蔬菜的新鲜品质、减少腐烂损失、增加经济效益，是至今为止国内外广泛运用且行之有效的蔬菜商品流

通方式。

在蔬菜冷藏链中，配送供应链尤为重要。它作为→种新兴的产销组织，内联生产基地，外联各配送

单位，通过配送服务，提高自身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蔬菜配送常见的有两种模式:一是以蔬菜生产基地

(园艺场)为依托的配送，要求配送企业生产设施齐全，科技水平较高，在场内组织运销队伍，实行产加销

二体化，将场内生产的蔬菜经过加工后直接销往各大宾馆、饭店、学校、工厂等;二是以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为依托的配送，配送企业直接面对的是市场内多家批发零售企业，对市场内农副产品价格走势较为了

解，如七宝批发市场配菜中心等。

其中以蔬菜生产基地(园艺场)为依托的配送是→种较为理想的配送模式，但实施难度大。如目前，

上海郊菜的市场占有率仅为 30%左右，且区域分布性极强，例如杨浦区元农口部门，其蔬菜消费完全依

赖外调，又如崇明县蔬菜尚不足于自给，而且这样的形式难于推及占七成的外调蔬菜业，跨省的资源难

于有效整合。设备统一化程度不高，流通链条易断等-系列因素都阻碍了蔬菜冷藏链的正常运行。此

外，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开放忽略了潜在的蔬菜品质危机。

上海市新鲜蔬菜的冷藏链规划要本着系统低温的原则并朝着低成本、高效率和实用性的方向发展

才有希望。在这之中政府农口部门需要切实加强对蔬菜市场的统一规划和安全监管，当然也要充分考

虑实际情况一一市场的利益原则。

4 小结

我国是蔬菜的生产和消费的大国，但由于保鲜技术落后，我国 90% 以上的蔬菜都不经过任何低温

处理就直接进入流通领域。这造成我国每年有 30%的蔬菜在中转运输、存放中损耗，蔬菜损耗量高达

上亿吨。这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完善的冷藏链体系和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而发达的美、英、日等

国家，为了保证质量和降低损耗，蔬菜采捕后要经过一整套保鲜处理，蔬菜物流始终处于采后需要的低

温条件。由于处理及时得当，美国蔬菜在加工运输环节中的损耗率仅为 1% -2%。因此，我国蔬菜的

安全、优质的流通任重道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切实加强蔬菜质量安全监管，同时重视加工和销

售全过程的质量管理，质量检查要坚持"终端原则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蔬菜等农产品原料的质量安全监

督检测检验体系和市场准人制度，以人为本，保障人民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消费者切身利益。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得到了上海蔬菜加工与出口行业协会秘书蔡象元先生、市场部孙占刚先生和上海农副产品安全

管理办公室主任沈宗鹤、童锦标先生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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