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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内参
（第 20035 期）

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研究中心

尊敬的韩副市长：

农贸市场管理直接关乎居民的菜篮子重量和质量。浙江

海洋大学教授耿相魁副研究馆员付兰霞对该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究，提出几点建议。现上报给您，请您阅示。

完善舟山市农贸市场管理的几点建议

耿相魁 付兰霞

农贸市场管理直接关乎居民的菜篮子重量和质量，是一

项最贴近百姓的直接的民心工作。在市委政府主要领导的直

接关注下，目前舟山市布局合理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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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140 多个（包括城区集贸市场 29 个）农贸市场秩序井

然，老百姓从中获得很多好处，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但农贸市场菜价没有标明、缺斤短两现象仍未杜

绝，良性的市场竞争力机制仍未最终形成。尤其突出的问题

有三个方面，即规模经营效应尚不突出，市场外水产品专营

零售店严重不足，“菜篮子”直供店和便民店布局不十分便

秘。为此，建议：

一是根据市场现有扩大商户经营规模。舟山食品消费总

金额约为 70.1344 亿元（本地自产自给估算金额为 4.3691

亿元，外地进入市场交易的约有 65.7653 亿元），全市直

供店营业额约为 3.45 亿元，城区和农村地区自产自销和临

时性经营营业额约为 6.45 亿，种植户自产自给消费金额约

为 2.6699 亿元，全市农贸市场经营户、直供店、便民店等

作为经营主体承担了 59 亿元的“菜篮子”食品销售，全市

4667 户经营单元平均每家经营单元工作人员为 2.07 人，每

日营业额应均在 3780 元左右，低于这个营业额就很难保证

经营人员拥有全市平均收入，为此商户为达预期营业额（利

润）不惜拉高零售价。建议将经营规模扩大一倍，经营模式

由 1 人进货 1 人零售改为 1 人进货 2 人零售，经营主体利润

将提高 33%，经营户为巩固市场地位也愿下调价格（起码涨

价意愿少了），这样就减轻了居民的菜篮子重量。

二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农贸市场布局。农贸市场单体经

营户规模提升之后，势必淘汰一些竞争力弱小的经营户，增

加市场物理空间，这样就可以根据市民的实际需求，重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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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农贸市场的物理格局。一方面，改进市场外的水产品专营

零售店，提高水产品市场供应的居民满意度；另一方面，改

进“菜篮子”直供店和便民店布局，充分考虑居民购物便利，

原则上方圆 600米内不要重复设立其他农贸市场；再一方面，

增设水果等其它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经营户零售配置，推行内

容丰富多元的市场经营风格，充分满足百姓的消费需求。

三是按照规定实行上市食品明码标价。规范商户经营行

为，凡是在农贸市场上出售的食品，根据价格法的规定，按

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

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

提高售卖品的价格透明度，同时规定农贸市场内“经营者不

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

用”，让居民买的舒心，吃的放心。

四是构筑海岛市场公平竞争引导机制。农贸市场（菜场）

真实地反映了居民社会生态，必须加大建设力度。目前舟山

地区农贸市场大多数属于初级水平，市场竞争引导机制尚未

形成，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还需提高。要打造舟山宜居城市，

完善农贸市场市场竞争引导机制，首先要强化经营户培训

（可通过多种文化载体活动，如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增

强商户经营理论和文化等积淀，不断完善农贸经商文化；其

次引入规模化（公司化）经营户参与竞争，打破原有经营户

固定区域才，引导原有经营户升级经营服务方式（如菜品展

示方式、菜品包装、保鲜技术改进）、扩展经营规模，强化

信用评价机制，淘汰粗犷落后、服务品质差的经营户，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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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改变经营市场软环境，实现农贸市场升级、再升级；

再次实现管理创新，通过社区管理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督导农贸市场经营活动，借助原有市场有效管理，实施经营

文明经营拉动，推行党员经营户、文明经营户挂牌示范，引

导经营户向善、向真、向和发展。

（作者系浙江海洋大学教授、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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