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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蔬菜价格机制 

——日本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李丽原 

 近年来，我国蔬菜价格呈现总体上涨和波动增大的特征，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价格的波动不仅会加大蔬菜产业的投资

风险，使生产者利益受损，同时会影响城乡居民家庭、特别是

低收入家庭的刚性消费支出，降低生活质量。在此背景下，如

何加大调控力度，稳定蔬菜价格，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日本在稳定蔬菜价格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日

本维持蔬菜市场的稳定局面，得益于日本政府实施的蔬菜价格

稳定制度和措施。本文依据日本蔬菜市场概况，分析日本蔬菜

价格稳定制度的积极作用，总结日本的经验，提出稳定我国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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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价格的政策建议。 

一、日本蔬菜价格总体平稳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蔬菜出口国，日本的蔬菜价格和蔬菜市

场动态都直接影响我国蔬菜出口贸易和整个蔬菜产业的发展。

从蔬菜经营主体来看，中日两国都是以家庭经营形式为主，规

模小、分布散，蔬菜种植成本高。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老龄化、

农业接班人匮乏等问题十分突出，不利于劳动密集型的蔬菜产

业发展。但是，从蔬菜产业发展历程来看，日本蔬菜价格却长

期保持稳定，包括季节性差异在内，上下波动幅度基本稳定在

50%之内，即使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菜价大起大落的

情况。1952-1976年蔬菜价格波动幅度平均为 14.1%，1977-2005

年波动幅度平均为 8.8%。 

二、日本蔬菜市场概况 

 蔬菜产业在日本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农业生产总值的

26%，仅次于畜产部门所占比重 31%，位居第二名。同时，蔬菜

对农业自给率的贡献度为 24%，对促进日本农业振兴起到重要

的作用。 

 （一）蔬菜生产。近十多年，日本蔬菜种植面积和生产量

在总体平稳的前提下出现小幅下降趋势。2000年日本蔬菜种植

面积 49万公顷、蔬菜生产量 1370万吨，2011年分别下降到 42.7

万公顷和 1182万吨。日本的蔬菜生产农户主要是家庭收入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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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为主的“主业农户”，占到全体蔬菜农户的 80%以上。

此外，约有 4成以上的蔬菜生产者年龄超过了 65岁以上，老龄

化问题突出。由于日本的蔬菜种植规模小、分布散，相比较其

他农产品，机械化程度不高，需要大量的劳动时间。 

 （二）蔬菜消费。近十多年呈现小幅减少趋势。2000 年日

本人均蔬菜消费量 102kg，2012年人均蔬菜消费量减少到 93kg。

日本的蔬菜消费用途和蔬菜种类多样，从消费用途看，蔬菜总

消费量中加工和业务用途蔬菜消费所占比例达到 6 成左右，并

且有上升趋势。从蔬菜种类来看，统计上大约有 100种。其中，

流通量、消费量最多的 14种蔬菜品种被称之为“指定蔬菜”，

其销售量约占蔬菜总销售量的 7 成以上。还有一些蔬菜品种，

虽然在流通量和消费量上都小于指定蔬菜，但对各自产区的农

业发展发挥重要意义的“特定蔬菜”品种有 35种，占到蔬菜总

销售量的 2 成以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特产蔬菜品种共

有 43种，其销售量占到蔬菜总销售量的不到 1成。 

 （三）蔬菜贸易。近年呈现总体增加趋势。从 2005年开始，

日本蔬菜进口出现了较大波动，先是进口量突然减少，随后在

2009年之后又迅速增加。其中，中国产蔬菜份额较稳定，一直

占据日本蔬菜进口量的一半以上。日本进口蔬菜品种中最多的

是洋葱，约占总进口量的 4 成左右。从蔬菜消费用途来区分，

家庭用途的蔬菜消费中基本都是日本本国生产的蔬菜，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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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蔬菜在加工和业务用途蔬菜消费中占到 7成左右。 

三、日本稳定蔬菜价格制度和措施 

2009、2010、2011 年日本的蔬菜价格稳定补贴支付金额持

续上涨，分别是 106、114、178 亿万日元。其中，中央政府的

拨款从 2009 年的 61 亿日元增加到 106 亿日元。为稳定农业生

产，日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推行稻田转换、水田利用等农

业政策，蔬菜产量迅速增加。为了稳定蔬菜价格，保护菜农生

产积极性，保障蔬菜市场供应，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日本政府

于 1966年制订了《蔬菜生产上市稳定法》，并且以此法为基础，

通过不断修订，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价格稳定和蔬菜

农户收入补贴制度。目前，日本蔬菜价格稳定制度主要包括指

定蔬菜价格稳定计划、订单蔬菜稳定供应计划、特定蔬菜供给

产地培育价格差补贴计划等。   

 （一）指定蔬菜价格稳定计划 

 该计划的实施对象包括圆白菜、黄瓜、芋头、萝卜、洋葱、

西红柿、茄子、大葱、胡萝卜、白菜、马铃薯、青椒、菠菜、

生菜等 14种蔬菜品种，参加该计划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

必须在政府指定产地（25公顷以上的露天菜地）生产，种植面

积大于 2 公顷以上的蔬菜农户可以直接向农畜产业振兴机构申

请，其他则需通过农协或者事业协同组合进行申请。其次，生

产的指定蔬菜必须通过指定渠道销售，包括中央批发市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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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批发市场和 JA（农业协同组合）全农青果中心。 

 在指定蔬菜价格稳定计划的资金来源中，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和蔬菜生产农户按照 6：2：2 的比例出资（其中圆白菜、

洋葱、秋冬季萝卜、秋冬季白菜等 4种蔬菜的出资比例为 6.5 ：

1.75：1.75），设立“蔬菜生产销售稳定基金”，由独立行政

法人“农畜产业振兴机构”进行管理。 

目前，日本有 933个指定蔬菜产地，指定蔬菜种植农户每年

4、7月份要向当地的农协组织提交种植计划和出售计划。当蔬

菜批发价格下降至参考价（批发市场过去 6年平均价格）的 90%

以下时，指定蔬菜价格稳定基金即可启动，补贴农户的损失。

最高补贴标准为参考价的 90%，最低补贴标准为参考价的 60%。

目前，参加这项补贴计划的农户占蔬菜农户总数的一半以上。 

（二）订单蔬菜稳定供应计划 

 此项计划涉及的范围包括 14种指定蔬菜和 35种特定蔬菜。

指定蔬菜订单涉及补贴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生产方的出

资比例为 50%、25%、25%，而特定蔬菜订单涉及补贴时，以上

比例为各占 1/3。此项计划适用于蔬菜生产方（包括农协等组

织以及大规模蔬菜农户）与加工企业、饮食业和批发零售商直

接签订蔬菜购买合同的情况，不仅可以保障蔬菜生产方的利益，

也有利于收购方减轻因气候等原因造成的蔬菜交易风险。该计

划在具体实施时又分为 3种补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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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类型是确保订单数量的保障措施。是指在签订定量

定价的蔬菜购买合同情况后，因为种植品种变动等原因完不成

订单所规定的数量时，通过用原本要出售到市场的蔬菜补充或

者从市场上购入蔬菜用于履行订单，由此产生的费用可以得到

相应补贴。以上两种情况的补贴额度计算方法有所不同，第一

种情况是对平均出售价格与订单价格差额的 70%进行补贴，第

二种情况是对购买价格与订单价格差价的 90%进行补贴。 

第二种类型是价格下滑时的保障措施。如果设定的订单价

格与市场价格是连动的，在市场价格大幅下降情况下履行订单，

则根据参考价格进行补贴。补贴标准有 2 种，一是当市场平均

价格（过去 6 年平均）低于参考价格（市场平均价格的 90%）

时，按参考价格与市场平均价格差的 90%进行补贴；二是当市

场平均价格低于最低参考价格（市场均价格的 55%）时，按参

考价格与最低参考价格差的 90%进行补贴。 

第三种类型是调整销售量的保障措施。在定量订单情况下，

发生了生产过剩而导致市场价格低迷，通过废弃等手段调整销

售量时可以得到补贴。补贴的类型有 2 种，一是市场价格连动

型，指设定的订单价格与市场价格连动，在市场价格下降到 70%

以下，对生产过剩部分做废弃处理时产生的费用进行补贴，补

贴单价为参考价格的 40%；二是固定价格订单型，指订单价格

固定，并且低于参考价格的 70%以下，对生产过剩部分做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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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时产生的费用进行补贴，补贴单价为参考价格或者订单价

格两者中低价的 40%。 

 （三）特定蔬菜供给产地培育价格差补贴计划  

 此项计划针对 35种特定蔬菜，要求种植面积达到 5公顷以

上。具体实施方式与指定蔬菜价格稳定计划类似，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销售团体（或大规模蔬菜农户）出资比例各占 1/3

（其中，南瓜、水果玉米、西兰花等 3 种重要特定蔬菜的出资

比例为中央 1/2、地方 1/4、销售团体 1/4）。由地方政府和销

售团体向财团法人蔬菜价格稳定基金出资，中央政府通过农畜

产业振兴机构支付价格差补贴。最高补贴标准为参考价的 80%，

最低补贴标准为参考价的 55%。 

（四）蔬菜价格的应急管理制度 

此项制度适用于市场流通量大而且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的露天蔬菜，包括圆白菜、洋葱、秋冬季萝卜、秋冬季白菜等

指定蔬菜，以及胡萝卜、春夏季萝卜、春夏季大白菜及莲藕等

需要调整上市时间的蔬菜。当蔬菜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采取紧

急措施和应急预案，价格大幅下降时通过补贴减少上市量，价

格大幅上涨时通过补贴鼓励提前上市，资金来源由中央政府与

蔬菜农户各占一半。 

四、政策建议 

 日本为稳定蔬菜价格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通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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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蔬菜价格稳定原因及日本稳定蔬菜价格的相关政策措施，

为保障我国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蔬菜价格稳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进一步增强政策调控效果，避免出现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而

进行打压或设法提高价格的局面。 

    （二）长效机制与应急措施相结合，针对不同地区、不同

季节、不同品种蔬菜实行差别化的补贴政策，进一步增加市场

有效供给，确保蔬菜价格稳定。 

    （三）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传导，警惕跟风种植、盲目种

植等现象发生，影响蔬菜市场供需平衡。 

    （四）有效发挥蔬菜专业组织作用，提高蔬菜流通效率，

推动蔬菜消费和生产之间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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