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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ategies of Improving Markets in the Inner-city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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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作为基础公共服务配套的一部分，为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长久以来，上海市依照相关规划

和管理规范，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菜市场规划布局，菜市场的建设标准与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上海市中心城菜市场具

有独特的发展特征，也逐渐凸显出用地条件受限、经营理念落后、空间特色不鲜明、环境品质较差等一系列问题。首先分析

上海中心城菜市场的现状和特点，然后研究国外各类运营成功的菜市场、集市等，对比分析各自的发展特征，最后探索新

时期上海中心城菜市场发展的若干新策略。

As a part of infrastructure, markets offer great convenience for meeting citizens’ public daily needs. Based on relative planning 

instruments and guidelines, Shanghai has formed a well-rounded plan of distribution of markets, and improved building standards 

and service. Inner-city has its particular developing route, for instance limitation of land, slow business concept, inconspicuous 

design, poor quality of space, etc. This article outlines several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Shanghai markets in the future by comparing 

overseas cases.

上海市中心城菜市场发展策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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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根据上海市地方标准《菜市场设置与管

理规范》（DB31/T344-2005），菜市场是指用

于销售蔬菜、瓜果、水产品、禽蛋、肉类及其制

品、粮食及其制品、豆制品、熟食、调味品、土

特产等各类农产品和食品的以零售经营为主

的固定场所[1]。

菜市场以市场职能为基本职能，同时又

具有较高的社会属性。其带有明显的公益性

质，利润微薄，服务对象广泛，卖方一般是摊

贩和农民，买方则包含了几乎所有收入层次

的市民。它既能满足市民对新鲜健康食材的

基本需求，也是公共活动交往的重要空间载

体，同时又承载着传统生活习惯和历史记忆。

2　研究对象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城市居住区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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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施设置标准》中规定，菜市场按120 m²/千人

设置，每处建筑面积3 000 m²以上。由于上海市

特别是中心城用地条件受限，《上海市菜市场

布局规划纲要》（沪府〔2006〕62号）对建设

指标进行修订，即仍以120 m²/千人为总量控制

指标，确保全市菜市场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以

合理舒适的500 m步行距离为基本服务半径，

中心城内环以内的浦西区域每个菜场建筑面

积约1 500 m²，中心城其他区域每个菜市场约

2 000 m²。按照2006年编制的《上海市菜市

场布局规划纲要》设定的指标，全市域规划菜

市场共1 262个，其中中心城区共规划菜市场

671个[2-4] 。

菜市场的规模、品质以及经营方式与市民

生活息息相关，影响深远。在近期现场调研基

础上，本文将通过分析中心城菜市场的现状和

特点，对比国外案例，进而探索新时期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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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若干新策略。

3　现状概况

上海市中心城菜市场有着不同类型：规模

较大的一般是以政府为运营主体的社区菜场

（图1，图2），规模较小的分为郊区供销直营菜场

（例如崇明生态农产品专卖店等）（图3）、私人农

庄直销菜场（例如安福路悦衡市集、东平路齐民

市集等）和路边摊点（图4）等。社区菜场较为

普遍，其菜品种类丰富，价格相对较为实惠，能够

满足普通大众的日常基本需求；郊区供销直营菜

场和私人农庄直销菜场则较为小众，菜品种类较

少，价格较贵，以服务高消费人群为主。

3.1　社区菜市场

建筑规模在1 000m2至2 000 m2（一、二

层），设置方式以独立建造或利用建筑底层空间

为主，大多在社区中心位置。服务内容以生蔬、

肉禽、海鲜以及部分半成品、熟食为主，菜品流

通性强，较为新鲜，基本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

需求，经营时间大致从早晨6：00至下午3：00，傍

晚6：00左右收市。

这样的经营方式较为符合退休老人和家政

服务人员的消费习惯，但难以满足社会外来务

工（常规朝九晚五）人员的消费需求。大量的

外来人口和新上海人独立生活的占了大多数，

并且这部分人群的日常上班通勤时间也普遍

较长，因此难以在社区菜市场进行日常采购。同

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材品质和消

费环境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社区菜市场也逐

渐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3.2　民营菜市场

规模较为灵活，但普遍偏小（500 m2以

内）。布点方式与主要服务对象的行为习惯紧

密相关，有的是与传统社区菜市场联合设置

的郊区直销店（图3），有的结合高档小区组

团内商业街设置，有的结合商务办公区内高

档超市设置等。

由于民营菜市场的定位较为高端，受众

较小。供应的菜品以生态、有机鲜蔬和进口肉

禽、海鲜为主，流通性较弱，新鲜度受到影响，

而且品质参差不齐，对有机、生态等概念缺乏

管理说明等。这部分菜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

以商务白领为主，同时兼有偶尔改善生活的

普通家庭。这类消费群体对于食物品质和处

理便利程度的要求都较高，而较差的流通性

成为了这类菜市场的软肋。同时这类菜市场

也因难以单靠菜品销售为生，多数结合餐饮

功能进行经营，菜品销售反而为辅设，规模逐

渐缩小。

通过对中心城两类主要菜市场的现状分

析以及人们消费行为习惯的解析，不难看出

中心城区菜市场具有功能、运营模式过于单

一，设施环境两极分化严峻，对于本土食材缺

乏自信等发展特点。

4　案例分析

笔者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国外各类运营

成功的菜市场、集市等，对比分析其各自的发展

特征，以期为上海中心城的菜市场发展提供借

鉴。案例分为两类。

一类为传统菜市场，可为我们的社区菜场

转型升级提供借鉴。其中，西班牙的圣卡特琳娜

市场、博盖利亚市场和圣米盖尔市场是西班牙乃

至欧洲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菜市场，三者在特色

食品的经营、建筑形式和公共空间上都具有鲜明

的特色；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中央市场，位于老城

区百花教堂旁，该市场采用分层分时开放的利用

方式，有效地吸引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前往；日

本京都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锦市场，采用了线性

空间序列，以其高品质的当地食材和良好的市场

氛围成为了日本菜市场文化的典型代表。

另一类为新式的菜市场，其做法可为我们

的民营菜场经营拓展思路。其中如美国的Whole 

Foods Market和意大利的Eataly采取连锁经营模

式，同时实现线上和线下的同步经营，此种类型

有别于传统的单一菜市场销售，类似于国内的超

市，但同时又各自保持鲜明的饮食文化理念。

通过对国外不同类型菜市场的对比分析，

拟总结出公共空间组织、建筑形式和设施配建、

运营管理和食品文化理念3方面经验。

4.1　环境升级、空间改造——释放公共空

        间， 营造良好交往氛围

菜市场不仅是一个购买食材的场所，同

时也是人们交流的社会公共空间。许多国家

利用城区菜市场的中心位置，将其改造成为

积极的交往空间，变废为宝。

（1）巴塞罗那圣卡特琳娜菜市场——新

旧建筑结合打造独特风格，为地区注入新的

活力，带动周围的都市更新

圣卡特琳娜市场（图5）始建于1848年，

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品质不断恶化，缺少开

图1   结合住宅裙房设置的镇宁路菜市场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2   镇宁路菜市场内景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3   崇明生态农产品直营店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城市研究| 113 

放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因此对该市场的改

造变成了巴塞罗那老城区更新改造的关键部

分。市场位于典型中世纪城市风格的巴塞罗

那旧城，街道狭窄，密度非常高，公共空间匮

乏，街区之间重要建筑物的通达性较低，而菜

市场恰恰处在位置阻塞的关键之处。

设计缩减了项目的商业空间量，藉以平

衡并合理化菜市场的整体使用及后勤服务系

统，创造更多公共空间，并将商业空间向街道

一侧偏移。凌空伸展的屋顶遮篷使广场成为

从建筑延伸而出的开放空间，波浪形状的木

质结构支撑着整个市场，色彩缤纷的马赛克

提升了自身的视觉活力。在市场原有结构和

功能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缤纷的屋顶造型设

计，改善整个街区的压抑氛围，并将美观的旧

市场建筑立面构造完整呈现于广场的中心区

域。改造后的菜市场已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

一部分，为人们的休闲娱乐和生活提供最自

然的活动空间。

（2）京都锦市场——尊重传统，增加内涵

锦市场是专门出售京都传统物品的地

方，历史悠久，街内店铺古香古色，号称“京

都的厨房”。除了织锦之外，长约400 m的商

店街售卖各式日常用品、鱼和蔬菜等新鲜食

材，以及干货、腌菜等加工食品，充满了京都

市民的生活氛围。锦市场为单一线性空间布

局，从最初的日常用品交易场所逐渐演变成

为传统文化展示、公众交流的场所。

4.2　新旧交替、功能多元——增设配套功

       能， 提高设施配建水平

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菜市场或集市，结

合本身用途进行功能的拓展或者置换，在新

时期又再一次成为城市焦点。

（1） 佛罗伦萨中央市场——双层市场、

平行错位营销

佛罗伦萨本地的中央市场（图6）为双

层建筑结构：其中一层为传统市集，为本地人

采购食材的场所；二楼经过改造更新，成为集

合本地特色餐点的美食广场，中间公共区域布

置为环境优美的用餐区。新的功能植入使得老

市场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活力。

（2） 马德里圣米盖尔市场——功能转

变、老市场焕发新魅力

圣米盖尔市场（图7）是一个外表摩登、

内涵古老的玻璃幕墙式建筑，从外部观看，市

场内部一览无余，商铺林立，整洁有序，色彩

瑰丽。这个市场坐落在西班牙马德里老城区

内，具有百余年历史，从最初的市场贸易功能

逐渐转型升级成为一个汇集本地特色美食的

旅游景点。

（3）巴塞罗那博盖利亚市场——高脚杯

上的菜市场

博盖利亚市场（图8）位于巴塞罗那主

要步行街——兰布拉大街中间位置，是欧洲最

大、最有名的室内菜市场。这里被誉为巴塞罗

那人的“菜篮子”，内部共有几十个摊位，摆满

了各类蔬菜、水果、鲜鱼和鲜肉，还有花店、传

统糖果店等；其中有些摊位可以替客人直接加

工食材，现场用餐。虽然市场品种纷繁，管理依

然井井有条。面向步行街的主入口为主要人行

空间，背面为货运通道，动线互不干扰；市场

内部统一管理，及时清理垃圾，整体卫生、品

质得到确保。所以在市场用餐环境可以媲美

餐厅，饕客们纷纷举着高脚杯在市场中畅饮。

4.3　采用灵活的运营管理方式， 建立独特

       的食品文化理念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在不

断改变，尤其是节奏感走在前端的年轻人。符

合他们消费习惯的各类市场不断涌现，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规模较大的主要是下列两家：

（1） 美 国 全 食 超 市（Whole Foods 

Market）——“员工绩效考核、收入分红”，“积

图4  路边卖菜摊点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7   马德里圣米盖尔市场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5   巴塞罗那圣卡特琳娜菜市场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6   佛罗伦萨中央市场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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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社区建立联系”

全食超市是以销售有机农产品为主的连锁

超市。其每家门店独立经营，每家门店的收入按

照比例给员工按固定周期分红。并且全食超市

鼓励自己的职工参与社区建设，公司也每年拿

出5％的税后利润，捐献给公益机构，为社区建

设贡献一部分力量。

全食超市吸引顾客的不光是琳琅满目的商

品、宽敞舒服的商店，更重要的是它为顾客提供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顾客认同的价值理念。

虽然这家超市食品比一般食品贵很多，但顾客

能够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自然有机食品是高质

量、有品位的，有益于身体健康；而且顾客认为，

通过全食超市，间接声援当地的个体小农，支持

有机农耕，提倡环境保护，他们所付的昂贵价格

里也有对社会的一份贡献。

（2）意大利Eataly——“慢食文化”与

“本地食物文化”

地处地大物博的意大利，Eataly贩售的

食材种类齐全，分别以开放陈列的自助区及

专人服务的传统方式贩售。其主要有两大特

色：一是现场加工，每个陈列区旁都设有用餐

处，顾客可以选择超市的食材在此享用，或者

打包带走；二是饮食教育活动，组织各种面向

不同人群的烹饪课和品尝课。这些课程的价

格从30欧元到120欧元不等，在3小时的课程

中，经过Eataly精心挑选的厨师会耐心向你传

授某种特定食材或某个意大利大区传统菜式

的烹饪方法，然后让学员们一起动手并在最

后分享自己的成果。

同时Eataly是践行复兴本土食物的先行

军。这个品牌在诞生的最初期，就集合起了一

群以传统方式种植或生产食材和饮品的小农

场和小作坊， 从著名的皮埃蒙特鸡蛋面，到威

尼托葡萄酒，再到里古里亚海边的橄榄油。不

像许多顶级的超市动辄以昂贵进口食材为号

图8   巴塞罗那博盖利亚市场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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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Eataly舍弃市面上常见的品牌，宁可选择

当季、本地以及个性化的商品。Eataly内约

一半食材产于本区，45%来自意大利其他地

方，进口只占5%。商品是直接向约900位生产

者采购，不额外收取上架费，这也减少了生产

方和零售商之间的中间环节成本。而为了推

销这些小型生产者，Eataly不仅制作海报、小

告示，举办试吃、品酒、烹饪课，还安排参观产

地，以轻松友善的方式拉近消费者和生产者

的距离。从一开始，Eataly就试图建立自己与

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直接关系，用合理的价格

提供给人们最天然最健康的农产品。

5　新时期上海市中心城菜市场建设的

     新策略

长久以来，上海中心城的菜市场规划布局

日益完善，菜市场的建设标准和质量也日益提

高，为广大市民的日常食材购买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但是，中心城区的菜市场也逐渐显露出

食品文化落后、经营形式单一、空间体验感较

差等一系列弊端。为此，积极探索新时期上海

中心城区菜市场发展策略，寻求能够满足市民

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的发展思路，具有重要的

意义。

5.1　集约高效利用有限空间， 提高菜市场

        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不同于郊区县，上海市中心城用地资源紧

张，土地增量空间有限。菜市场的优化提升应

该以现有土地空间为基础，合理开发利用地下

空间，共享周边配套资源。同时，应合理安排菜

市场的功能分区，按照不同的功能类别采取不

同的经营时间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处理好

菜市场与24小时便利店、超市的关系，在服务

内容、经营时间上实现互补。

5.2　具有历史的传统菜市场， 结合周边环境

         和本地特色美食改造形成城市新地标

以往人们视菜市场仅仅为社区的配套服

务功能，对其重视程度不高。我们应该改变传

统观念，积极提高菜市场的社会地位。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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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特别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选取具有历史

价值的菜市场，对其进行整体城市设计，统筹

考虑菜市场的流线组织、功能配建，合理解决

停车、环卫、物流等问题。同时，注重菜市场的

建筑设计效果，采用生动活泼的建筑形式，形

成具有地区吸引力的城市新地标。

5.3　开拓公共空间， 结合菜市场组织周末

        集市， 形成公共交往新空间

对菜市场的外围和内部空间两方面进

行重点改造。整治沿街道路空间，坚守公益优

先，打造安全舒适的公共空间环境。在公共空

间内植入餐饮、购物等功能，提升空间活力。

菜市场内部要光线充足，视线开阔，屋顶设计

应高挑，采用较为轻透的材质，避免产生压抑

感。同时，利用菜市场组织如周末集市、美食

节等活动，丰富交往空间的使用形式。

5.4　私营与公营菜市场联动， 合作经营， 

        丰富民众购物选择

社区菜市场是上海市菜市场体系的主力

军，理应完善社区菜市场的配套建设，随时跟

进修订菜市场配件标准和管理规范，逐步提

高社区菜市场的服务水平。另外，对于市场自

发性菜市场应给予建设上的支持和食品经营

上的监督管理，鼓励形式多样的经营模式，杜

绝壁垒，丰富民众的购物选择[5-6]。

5.5　倡导本土食物文化， 本土品牌规范化

上海因其自身的地域原因，农业发展水

平有限，优质农产品资源紧俏。现在全国各地

乃至世界各地的食材通过快速物流运转到上

海，丰富了上海本地市民的餐桌品位。但是，

外地食材的长距离运输势必影响食材的新鲜

程度，也大大抬高了食品的销售价格。我们应

倡导本土食物文化，以本地供应为主要消费

途径。同时，注重保护与传承传统手工艺、传

统食品和传统消费习惯，打造具有上海当地

特色的饮食品牌与菜市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