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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8 日至 9 日，“中日现代农业创新论坛”在威海举行，来自日本农学专

家的报告、观点带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人多地少、

小农户居多、耕地资源极度缺乏，这些自然资源和客观环境的限制一直困扰着日

本现代农业的发展。可是，就是在这些农业发展极度不利的条件下，日本靠着现

代集约经营、提高土地单位生产率等方式，走出了一条小农户背景下农业创新发

展的康庄大道。 

 

“无所不能”的日本农协 

    在日本农业界，“农协”的名号是响当当的。日本农协全称是日本农业协同组

合，是一个集生产、生活为一体的农村综合服务体，业务范围包罗万象，涉及面

非常广泛，简直是“无所不能”。农协业务包括指导农户生产、培训、销售流通等

各个方面。日本农协是经济弱势人群为保护自己事业和生活而成立的组织，它存

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帮助农户解决危机。 

    青森县是日本最大的苹果产地。当地津轻平贺农协有 2778 名会员，其中 1100

名是苹果种植农民。农产品的总产值每年达 63 亿日元，其中苹果 41 亿日元，占

到了 65%。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贸易国际化的进行，日本从国外进口了大量果品，这对

当地果业形成了巨大冲击，果农的苹果一度滞存，损失很大。津轻平贺农协首先

和当地的消费合作社联合起来，研究了消费合作社成员的消费心理，从消费合作

社成员入手寻找到了适合成员消费的苹果种类，这一举动帮助果农开拓了新的市

场销售渠道，极大地增加了农协成员的收入。 

    在相关农协的销售网络中，它们囊括了全国 80 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560 多

个地区批发市场、海关每天各种农产品的汇总等全面的流通信息。 

 

 推崇以直售为核心的多渠道流通体制 

    在日本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他们建立了以农协为组织主体、直售为核心的多

渠道流通体制。农产品流通方面，以福冈八女农协为代表，发展很好。 

    福冈八女农协成立于 1998 年，由原来的 8 个地区农协合并而成，是一个组合

员数多、生产品种广、规模大的农协组织。福冈八女农协主要是以蔬菜、茶叶和



果树为主要栽培品种，通过将农业经营与销售两个领域密切连接起来，努力推行

直销，开拓加工业务，使得农业经营销售部门自身产生效益，从而增加了农户的

收入，实现了经营的独立性。农协还专门建立了专业的项目组并制定了《基本构

想》，确定了以直售为中心的销售业务改革战略。 

    早期，农协传统的流通方式是通过农协系统走市场流通为主的销售方式，即

将农户生产的农产品集中起来后通过农协系统推向市场。由于农产品的价格由市

场来决定，所以传统农协只是个收运农产品的“商贩”，体现不出应有的作用。福

冈八女农协则推行了新的销售战略，明确农协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销售，建

立“自身一条龙式”的农协经营新方式。 

    福冈八女新模式不否定市场和农协系统的流通，但是提倡以直售为中心。对

农业经营销售部门和农业信息网等部门实行独立核算，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强

化各个部门在经营上的独立意识。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农协首先负责对栽培农

户进行生产指导，从而实现品种的多样化和标准化。其次，建立包装中心、环境

中心、集中配送中心等配合流通环节。 

    日本还设立事务所和专门负责直售的直售开发科，准确把握流通领域以及消

费者的动向，并克服了单个农户“势单力薄、无法抵抗自然灾害”等劣势，增强

了抵御能力，拓展了与客户进行对等洽谈的渠道。 

 

打造环境友好型特色农业产地 

    在日本，许多农业产地打造的基本战略方针是：“建设具有安全、放心、价廉、

稳定四大特点的综合性产地”。日本农学界认为，在考虑建设农业产地时，打出旗

帜鲜明的产地特色非常重要。从当地的区位条件和环境来描述农产区未来发展方

向，日本认为发展以“有机无农药栽培、少用化肥农药的特种栽培为中心、符合

时代需要的环境友好型综合性产地”是各个农业主产区的大趋势。 

    通过建设 “全地区参与型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千叶县山武郡农协实现了这一

战略方针。这一地区地处日本首都圈近郊，通过发挥它的区位优势成为有别于其

他地区的商品蔬菜供给基地。比如建立生态体验园等。当地政府也在税收等方面

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措施，鼓励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绿色综合农业产业。一些食品

企业的直营农场、快餐食品的便利店等都通过建立产地间的接力供给来高效发展

这种绿色综合农业。在这种战略指导下，批量加小量的多品种型综合性产地的组

合非常引人注目，如体验收获菜园、综合试验示范田等。这就类似于中国的农家

乐、体验园。发展这种综合产业，特色很重要，前期需要进行区域资源的全盘摸

底调查，即市场调研。在日本，这项工作由政府、农协、农户甚至是金融投资机

构等整合资源、共同完成。 

 

 



                          

 

专家观点 

    建议山东根据当地的条件特点选择适合本地的农作物种类，废除一刀切、大

呼隆。为了推广这种“因地施作”，行政机构要全力以赴地开展新技术的开发、

推广和应用指导，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今村奈良臣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亚

洲农业技术交流协会理事长）在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时建议没有不爱看书的

农户，只有不会出书的出版商。 

    ——伊藤富士男（日本社团法人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专务理事）在“中方与日

本农文协合作活动专题会”上谈到“农业科普工作”时说 

    山东有必要以乡镇为单位开展“作物栽培历史”调查，从食文化演变的角度

摸清各种作物盛衰经过及其真实原因。这样可以通过生产符合当地条件的作物品

种，灵活有效地建设可持续型农业主产地。 

    ——黑泽贤治（日本先进农协研究会副代表）谈“打造综合性农业产地” 

    威海拥有令日本人羡慕的玉米秸秆，这些都是饲养奶牛的天然营养作物。希

望威海能高效利用这些秸秆，达到物尽其用。 

    —— 中敏彦（日本高北农机公司原董事）在“中日合作专题活动”中说 

    尽管早年的农药残留问题使中国部分农产品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其产生的影

响不仅仅是负面的，因为它使得中国开始重视并加快了出口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

度的改革和企业管理体系的科学建立。这些改革措施和新出口体系的建立保障了

中国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大岛一二、隋姝妍（农学专家）在《中国蔬菜对日出口现状、问题以及

发展动态》中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