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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路边站”农产品销售网点，是日本利用公路停车加油与休憩场所设立的农产品营销场所，是一

种较为典型的“地产地消”组织形式，截止 2015 年，日本登记在册的路边站已达 1 079 所。文章深入剖析

了日本路边站式“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发展背景、功能、类型，认为路边站在实现新鲜农产品与消费者的

对接、增加就业与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培育地方农产品品牌与保障

农产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建议: 发挥我国路网优势，大

力发展路边站式农产品经营网点; 鼓励特色农产品生产，打造地理标志性农产品; 以旅游业推动农业一、
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多元化农产品流通方式，加强农产品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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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产地消”一词是日本农林水产省于 1981 年在制定并实施的 《地域内饮食生活提高对策事业》四

年计划中首次提出的，其基本定义: 根据地域内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农业生产，并将生产的农产品在当地进

行消费［1-3］。它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流通形式。实施农产品 “地产地消”，既有利于当地

村民就业增收，又能保持食品的新鲜度，并节约运输费用、减少能源消耗，对环保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此，“地产地消”在日本发展很快，并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得到推广。日本的“地产地消”有多种组织

方式，其中“路边站”式农产品流通方式是重要方式之一，值得我国借鉴。

1 日本 “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发展背景与流通类型

1. 1 “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发展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 “地产地消”概念，最初是为了打造具有日本特色的、推动农产

品在市场上高效流通的制度体系，旨在进一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1］。进入

21 世纪，日本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消费者更加注重饮食健康和绿色环保，开始追求农产品 “从农田到餐

桌”的消费方式。“地产地消”减少中间运输时间，降低流通成本及运输环节造成的食品质量下降风险，

并促进农民就业与增收，因此“地产地消”方式越来越受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认可。随之，日本政府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地产地消”流通方式，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引导 “地产

地消”流通方式健康发展，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鼓励消费者尽可能消费当地农产品。到 2014 年，日本农

产品“地产地消”流通体系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地产地消”是促进日本国内生产的农林水产品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