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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仓山区金山街道燎原路
的江南菜市场，因经营不佳，商铺
空置率超过90%，仅有的部分商户
有的也打算在一个月之内搬走。
作为农贸市场升级转型的代表，江
南菜市场曾计划打造成为福建省
最好的农贸市场，但如今，这里面
对的是无客人、无流量、无生意、难
挣钱。

针对江南菜市场面临的窘境，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福州市区几家
农贸市场，发现大部分农贸市场经
升级改造后，购物环境干净整洁，
且摊位前人来人往。那么，江南菜
市场为何会面临门庭冷清的情
况？是因为疫情后多渠道分流影
响，还是市场商品定价太高？记者
就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根据信息咨询公司
Euromonitor数据显示，预
计2022年，生鲜零售市场
规模将达到 5.3 万亿元。
生鲜零售渠道主要包括
农贸市场、超市、生鲜电
商、社区生鲜门店和新崛
起的社区团购。

《2021年农贸市场发
展情况调查报告》显示，
2021年上半年，全国农贸
市场交易总额约为 1.9万
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
0.54%，整体已恢复至正
常交易水平，且仍是生鲜
消费的主要场所。

福建省批发零售行
业协会副会长、省商务厅
研究基地海峡商业管理
研究中心博导、主任许安
心表示，农贸市场改造升
级，使其成为一个高大上
的购物场所，步入高端商
业模式，是很难实现的。

“虽然有的农贸市场改造
后，不仅环境升级，其消
费水平也跟着提升，但这
也只是个案。”许安心认
为，目前，小冷链技术不
断完善，生鲜电商对农贸
市场及超市造成冲击。
此外，超市推出的即时零
售，对传统大卖场、社区
团购及农贸市场的影响
也很大，压缩了其市场拓
展的空间。因此，像江南
菜市场这样的农贸市场，
若对其“过度包装”，将成
本转嫁给消费者，这让消
费者无法接受，从而影响
商贩的生意。

不过，在许安心看
来，由于农贸市场产品种
类丰富，其生鲜产品占据
主导地位，满足周边居民
的生活需求，加上居民购
物习惯，农贸市场依旧是
市民购买生鲜产品及日
常买菜的主要场所，且老
一辈市民也是农贸市场
的“忠实粉丝”，客流依旧
能够保持较高水准。他
还表示，要肯定农贸市场
业态价值，重视原有业
务，但又不局限于农贸市
场本身，充分挖掘并发挥
出自身的潜在优势，是今
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必
须厘清的主题。

“农贸市场的升级改
造，可以提升居民的购物环
境，但这并不是越高级越
好。”从事农贸市场运营的
王先生说，在业内人士看
来，市场的状况分为“市”和

“场”两个部分。“场”就是场
地，通过花钱改造，提升买
菜场所的环境，但“市”却不

是有钱就能解决的。
王先生认为，农贸市场

适当升级改造后，更要与当
地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

“像上渡农贸市场，其改造
规模并不如江南菜市场，但
其生意还是不错的。”王先
生表示，从到农贸市场买菜
的居民角度来看，他们更关

心的是产品的价格和质
量。因此，在对农贸市场提
升改造后，后期的运营十分
关键，“比如，每个商户对自
己负责，就能够提高经营效
率，而商户间存在相互竞
争，也让物价的平稳得到保
证，简单地说，就是薄利多
销，长远发展。”

作为为民办实事工
程，近年来，福州市陆续对
城乡地区原有的农贸市场
进行升级改造，让原本“脏
乱差”的农贸市场焕然一
新，提升市民购物环境。
在福州中心城区，像江南
菜市场这样的农贸市场不
在少数。

位于浦上大道旁的刘
宅农贸市场内，这里菜贩
的摊位价格在 6000 元左
右，但每天依旧有市民来
此买菜。“我一般不会把所
有的菜在一天内卖完，每
天都会留出来一部分菜作
为储备，以防餐厅的老客
户突然需要菜。”相比零
售，为餐厅供菜成了老刘
的主要收入来源，他还告
诉记者，刘宅农贸市场内
的一些商户，有的还开通
了抖音，线上卖菜。“此前受
到疫情防控影响，生意确实
出现困难，好在现在逐渐恢
复，我们也开通了线上渠
道，增加销量。”在老刘眼
里，年轻人的买菜习惯和他
们的父辈不同，年轻人往往
直截了当，不会讲价，也喜
欢在线上购物，但老一辈依
然热衷农贸市场里讨价还
价的感觉。

拥有足够多的熟客是
菜贩子们的核心竞争力，
但他们很难说清楚为什么
这些顾客会在菜市场里大
同小异的摊位中做出明确
的选择。

家住仓山区玫瑰园的
黄女士原先一大早都要到
上渡农贸市场挑选一天的
农副产品，在她看来，农贸
市场让人眼花缭乱的摊位
中，总有那么几家商贩是
靠谱的。“其实就是一个试
错的过程，有时候也是跟
风。”黄女士说，一家摊贩
卖的东西好坏，是否缺斤
少两，一试便知，而邻居间
的介绍，也是他们从众多
摊贩中挑选出优质商贩的
办法。不过，黄女士也学
会了网上买菜，并加入了

商贩组建的买菜群。“有时
候群里团购，打折力度很
大，计算下来比单独去市
场买便宜。”黄女士说，她
从一周七天去农贸市场，
改成了一周去4~5次。

黄女士的说法，也得
到了上渡农贸市场商贩们
的认同。几位卖海鲜的商
贩告诉记者，随着网上买
菜越来越流行，他们也顺
应“潮流”，开通线上渠道，
将原先一些熟客拉成一个
群 ，这 就 成 了“ 私 域 流
量”。一名商贩说，他们还
经常帮顾客挑选品相好的
产品，或者降低利润增加
销量，时间久了，他们就会
一直在自己这边买菜。“可
以说，是靠人与人之间的
情感连接，维持着生意。”

对此，江南菜市场一
名陈姓工作人员表示，今
年 3月，根据疫情防控的要
求，取消了相关的开业仪
式，但市场开张之初，来此
买菜的居民依然很多。“我
们还给到现场的每一位顾
客赠送礼品，前后花费了
近百万元，但之后的生意
却越来越惨淡，主要是这
些商贩的价格定得太高。”
该工作人员说，江南农贸
市场装修近 1000 万元，水
电费的支出均由运营方承
担，商贩入驻后，只要支付

租金、物业费。“大家觉得
这里菜卖得贵，就不会再
来，没有了人流量，生意自
然不好。”

不过，在另一名商贩林
先生看来，现在争论对错已
无意义。“关键是经营方是
否还有意愿做下去，是否有
后续的补救措施。”林先生
说，他们也投资了十余万，
希望市场方能继续经营下
去，“虽然是卖菜，但我们也
是当事业来做，并不想放
弃”。林先生的看法，也得
到了一些在场商贩的认同。

陈女士是一名海鲜商
贩，此前得知江南菜市场
招商消息后，曾来此考察
过，认为这里的位置特别
有优势。2021 年底，她和
江南菜市场的运营方签订
了 合 同 ，入 驻 江 南 菜 市
场。但开业之后的生意情
况，让她大跌眼镜。

记者了解到，该市场总
面积 3700 多平方米，原计
划设立30个标准摊位、47个
店面，整体布局按照“农+
超”城区智慧农贸市场的规
范标准规划。“商贩招不到，
品类不齐全，租金高，我从3
月开业到现在，看着一波波
商贩搬进来，又陆续撤离。”
陈女士很是无奈。

陈女士的海鲜摊位靠
近门口，位置较好，租金是
每月 3.8万元左右，在她两
侧的摊位月租金则是每月
4.3 万元，而靠内的菜贩摊

位租金在每月 4000 元左
右，“海鲜摊位有些贵，其
他的感觉还算可以”。但
现在，整个江南菜市场内
仅剩下三四家商贩，而陈
女士自己也计划在一个月
内搬离。

“我目前还是靠着给
酒店、餐厅送货维持，但这
并不能持续太久，生意太
差了。”陈女士叹着气。在
她看来，江南菜市场的地
理 位 置 优 越 ，周 边 居 民
多。根据原先的计划，江
南菜市场于今年 3月开张，
且有举行开张仪式，之后
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开
张活动取消了。“之后经营
方的引流没做好，导致很
多商贩没法承受前期的亏
损，很快就搬离了。”陈女
士告诉记者，在她旁边的
一个摊位，从搬入到迁出，
前后还不到一个月。

专家：
农贸市场受青睐
但不能转嫁成本

商户：
位置有优势，但生意让她大跌眼镜

市场：
开业花了近百万 菜卖得贵没流量

业内：“场”可通过花钱改造 但“市”要符合消费者需求

调查：市民逛市场频次减少 商贩拉群让利卖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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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宅农贸市场提升改造后，成周边居民买菜主要场所

江南菜市场

江南菜市场为何面临困境一一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后
商户如何做好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