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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我从国家发改委调到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作。
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张明玉，而且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主要是因为张明玉从本科、硕士
到博士都是工科，博士后是经济，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后，根据需要专门研究企业管理，
他的这些经历与我本人有些相似，所以，他的成长发展过程我给予了重点关注。
　　张明玉目前从事的专业是企业管理，主要研究方向是战略管理。
我认为，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特色，突出表现在三个“有机结合”，一是企业战略与产业战略有机结合
；二是战略理论与实践应用有机结合；三是战略管理与物流管理有机结合。
实践特色表现在，他给许多企业制订的发展战略已经得到实施，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跨越式发展的典型，张明玉课题组在2003年为企业制订
了“控制产品、驱动产品、节能产品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在此战略指导下，该公司用6年时间完
成了销售收入从600万元到6亿元的跨越，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十强”。
霍林河煤业集团，张明玉课题组2001年为企业提出了“煤、电、铝一体化发展战略”，使企业从一个
单一的煤炭企业，迅速成长为一个煤炭、电力、铝业多元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在8年时间内，公司
的销售收人由4亿元，发展到100多亿元。
他从战略管理角度给石家庄市、桂林市等多个城市做过整体物流规划，以及多个园区的物流规划，特
别是在“十五”与“十一五”期间，他的研究团队承担了多个农产品物流方面的研究项目，包括《农
产品流通体系构建》、《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模式研究》、《农产品现代物流标准体系与发展战略研
究》、《农产品市场与生产技术集成应用及示范》等，我曾多次参加了这些项目的验收工作，给我的
总体印象是，他研究思路清晰，工作扎实，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创新性，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多
结论和政策建议已被科技部、发改委等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和重视。
他的一个重要成果“中国农产品加工跨越式发展战略研究”获得2006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并成
为当年北京市软科学类获奖成果中的最高奖。
　　本书作为张明玉多项课题研究成果的集成，主要展现了他从2004一年到现在，在农产品物流理论
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书可以说是在农产品物流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本著作。
书中内容涉及了农产品物流的战略、模式、机制等多个方面。
主要创新成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战略——以和谐发展为
主线，以社会化发展为依托，以精益物流、敏捷物流和绿色物流发展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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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几个国家级项目相关研究成果的集成，研究内容分为承上启下、有机联系的七个部分。
包括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背景，农产品现代物流理论基础，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战略，农产品现代物
流发展模式，农产品现代物流运行机制，农产品市场与基地对接机制以及相关案例。
各部分内容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发展方向到企业运作、从理论到应用的过程。
本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应用，研究成果对实践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师生、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政府部门领导学习研究农产品物流的参考书
，也可作为农产品物流企业与相关部门制定农产品物流战略与规划、运作模式以及政策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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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粮食产品是社会的一种基础性保障资源，有很多的特殊性，所以我国一直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市场全面开放较晚。
2004年5月，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意见》，提出“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
控”的改革思路。
2004年6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07号国务院令，颁布《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明确指出国家鼓
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依法从事的粮食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转变经营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粮食流通中发挥主渠道作用。
国家加强粮食流通管理，增强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
粮食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形成。
“粮食自由流通，粮价市场调控”标志着我国探索多年的市场化流通体制的真正形成，农产品现代物
流也有了市场化的发展环境。
　　2.我国农产品流通发展取向　　农产品的流通既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商品流通，又是一种具有特殊
地位、特殊意义的基础保障性资源、战略性资源的流通。
尽管人类已经进人到了太空时代，但人类在地球上得以生存依旧离不开对食物的需求，包括农作物种
植和牲畜饲养繁殖的农业生产仍旧是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唯一方式。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基础上，没有其他产业可替代农业的作用。
因此，农业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以及农产品所具有的不同于工业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产品流通的特
殊性。
　　农产品流通既要解决很多的社会性问题，又要充分重视农产品流通本身的经济性问题。
农产品的社会属性表现在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保障人民生
活、维持社会安定的战略性资源，农产品的社会性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农产品流通的社会性。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产品最终都是以商品的形式在社会上流通的，因而农产品也
应该具有商品的一切经济特征，农产品流通的经济性就是由农产品的商品属性所决定的。
在市场经济中，农产品的经济性是农产品流通的根本动力，也是农产品流通与物流按经济规律运行的
根本原则。
　　农产品流通同时具备经济性和社会性这两个基本属性，只有认识和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及平衡
问题，在运行中才不会产生矛盾。
农产品流通的社会性与经济性同时存在，农产品流通的社会性是经济性存在的理由和基础，经济是为
社会服务的，农产品流通只有通过经济的手段才能更有效率地为其社会性目标服务。
我国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走过了这么漫长而艰难的历程，除了客观条件不成熟以外，主要
还是没有彻底地认清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把农产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做了对立面处理，过多地使用
了计划和行政的手段来保证农产品社会性的实现，忽视了农产品在流通中的商品特性和经济特征，违
背了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降低了流通效率和效益，制约了整个农业系统的协调与发展。
　　农产品按照一般环节在社会上进行流通，本身就存在经济性问题和市场性问题，政府只是规范市
场和经济的运行，并为市场和经济服务，而不是靠参与、垄断或替代市场来主导经济。
政府的直接参与容易破坏市场和经济的公平与规范，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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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为张明玉多项课题研究成果的集成，主要展现了他从2004年到现在，在农产品物流理论研
究方面的研究成果。
该书可以说是在农产品物流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本著作。
书中内容涉及了农产品物流的战略、模式、机制等多个方面。
主要创新成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农产品现代物流发展战略。
二是明确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产品现代物流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
三是提出了中国农产品现代物流的发展途径——农产品物流技术、农产品物流交易方式、农产品物流
信息化和农产品物流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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