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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农贸市场规划 

一、 现状概况 

1. 环境状况 

现状滁州市中心城区有农贸市场 27个，其中环境较好的 17个，环境较差的 5个，环境

一般的 5个。 

从经营环境上来看，丰乐市场、陈桥菜市场、食品大厦、北湖蔬菜综合市场、三里亭市

场及湖心路农贸市场为钢混（框架）结构，经营环境较好； 

交通路菜场、凤凰农贸市场等为大棚结构，建设年限较早，市场经营环境已较为陈旧，

需要进行提升；由于内城河改造，文德桥市场、西桥市场已重新选址建设。 

2.规模及数量 

滁州市中心城区现有 27个农贸市场，平均每 2.59万人一座农贸市场(中心城区人口按

70万人计)，总占地面积约 11万平方米，平均占地面积约为 4000平方米，多设于地面一层，

部分设于地下一层。 

从规模上看，在滁州市中心城区现有 27个农贸市场中，规模在 2000到 5000平方米之间

的共有 7个；营业面积在 2000平方米以下（含 2000平方米）的占 9个，5000平方米以上（含

5000平方米）的占 11个。 

滁州市中心城区农贸市场规模普遍偏大，尤其位于老城市级商业中心周边部分农贸市场

的规模偏大。 

表 10-1   现状农贸市场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占地面积（平方米）  

1 菱溪苑菜场 5000 

2 北湖蔬菜综合市场 5000 

3 扬子路大市场 11000 

4 小东门菜场 1600 

5   东升邻里中心菜场 2500 

6 丰乐农贸市场 6435 

7 交通路菜场 10000 

8 创业路农贸市场 4000 

9 食品大厦农贸市场 1550 

10 金煌菜场 5000 

11 三里亭市场 5200 

12 凤凰农贸市场 10000 

序号 名称 占地面积（平方米）  

13 银花购物中心 7000 

14 湖心路农贸市场 5000 

15 蓝天大市场 1000 

16 陈桥菜市场 1700 

17 龙蟠北苑农贸市场 3000 

18 担子农贸市场 2400 

19 龙蟠集贸市场 2000 

20 天乐农贸市场  1000 

21 天逸华府菜场 3500 

22 国际城花园菜场 1700 

23 同乐苑菜场 1500 

24 金燕小区配套菜市场 5200 

25  御景雅苑配套菜市场 1500 

26 紫金广场配套菜市场 3000 

27  军分区菜市场 3500 

 
总计 110285 

3.服务范围 

按一般经验，农贸市场有效服务半径为 1000米（15分钟步行距离），最佳服务半径为 500

米。 

由图 10-1 中可以看出，农贸市场 1000米有效服务半径已基本覆盖老城居住社区，但 500

米最佳服务半径对居住空间的覆盖率不佳，同时城南新区居住片区明显缺少农贸市场。 

 

图 10-1  现状农贸市场服务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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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状问题及应对策略 

1.现状问题： 

（1）单体偏大：平均营业面积为 4000平方米，与未来农贸市场小型化、社区化的发展

思路不协调；  

（2）分布不均：现状农贸市场主要集中在老城单元，城南单元分布较少；  

（3）环境有待提升：农贸市场环境条件有待改善，尤其是古城与老城片区的农贸市场；  

（4）政府监补贴、管力度需进一步提高：以三里亭菜场为例，一个摊位至少 120元/天，

一个月需 3600元；而上海，免去工商管理费，降低摊位费，一个月仅需 600-1000元。 

2.应对策略 

（1）分级、分类控制 

按服务半径及服务人口的不同，规划农产品交易市场、中心农贸市场、基层农贸市场、

便民菜店不同等级的菜场。 

（2）以人为本，重点考虑人的感受 

提倡“小而多”的农贸市场格局，适当减小农贸市场规模，增加农贸市场数量，从而减

小农贸市场服务半径，形成 15分钟步行圈的全覆盖。 

（3）提升公益力度 

加强农贸市场的公益性，减小农贸市场的建设成本以及在经营过程中的摊位费与相关税

费。 

相关案例：“《上海市标准化菜市场管理办法》增加对标准化菜市场回归公益的原则性内

容，由区县政府以成本价控制产权，委托有资质的企业进行管理，同时稳定菜价，降低摊位

费等措施”；“上海普陀区建德菜市场进行全面改造，增加蔬菜摊位，摊位费从 1100元降低至

600元左右，并通过与农业合作社对接大规模引进农民自产自销绿叶菜，降低蔬菜价格”；“上

海浦东新区考虑，如遇到蔬菜价格异常波动，将采取减免批发市场上海本地蔬菜的交易费用

等措施降低蔬菜交易成本”。 

三、 农贸市场规划 

 1.规划原则 

 （1）分级层次配置，完善服务功能； 

 （2）坚持以人为本，优化消费环境； 

 （3）加强建设管理，提升公益力度。 

2.规划目标 

（1）合理布局全市农贸市场，形成以农产品交易市场为龙头、中心农贸市场（综合市场）

为骨干、基层农贸市场（肉菜市场）为基础、便民菜店（肉菜超市）为补充，具有区域辐射

能力的市场网络和健全的农副产品流通体系。 

（2）规划中心城区中心农贸市场 1000米服务半径和基层农贸市场 800米服务半径联合

覆盖率达到 95%，中心农贸市场 10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75%以上。 

3.规划控制 

（1）经营要求 

1）中心农贸市场 

中心农贸市场为居民提供日常所需鲜活蔬菜、水产品、农副产品、食品、副食品的城市

居住区级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同时经营部分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室内市场，一般单独占地。 

2）基层农贸市场 

基层农贸市场为居民提供日常所需基础肉菜食品的城市居住小区级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同时经营部分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配建式市场，一般不单独占地。 

3）便民菜店 

便民菜店为居民提供新鲜果蔬、肉类、禽蛋等常用生鲜、熟制食品及调味品、粮油及其

制品等，一般设置于周边 500米内无菜市场、大中型超市、菜店且居民买菜不便的区域，规

划面积一般控制在 25-100平方米。 

a.重庆社区便民菜店 

设置布点：周边 500米内无菜市场、大中型超市、菜店且居民买菜不便的区域； 

经营方式：以直营店为主,蔬菜生产基地直供蔬菜品种的统一配送率在 60%以上，零售价

一般低于同一区域其他渠道销售同类品种平均价的 5%以上； 

经营范围：生鲜面积在 20平方米以上，蔬菜品种在 30个以上，且大宗蔬菜品种齐全。 

b.济南社区便民菜店 

千人指标：60平方米/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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