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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3年成立以来，日本食品系统学会已经过走过了12个春秋，一直在积极开展食品系统学的体
系构建研究，到2005年6月为止，已经出版了食品系统全集1～8卷。
该学会由产官学（企业、行政官员和学者）组成，围绕学科边缘交叉领域的一些主题内容举办研讨会
和专题报告活动。
学会会员既包括农业经济学和商学领域的研究者，又包括食品企业、食品技术研究人员和有关的行政
官员，覆盖了上游的农业、中下游的食品企业和消费者等广泛的研究领域。
在日本，位于中游和下游的食品产业发展迅速，食品消费已经进入了成熟化阶段。
在中国，烟草和酒类以及饮料产业的增长明显加快，消费者收入的增长和零售业态的变革必将推动食
品产业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在食品安全和放心消费方面的需求也将会越来越迫切。
　　日本的食品企业从很早以前就非常关注中国，通过合资和独资的方式进入中国，期盼着中国市场
的成长和发展。
与之相比，食品系统的研究者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流通问题，过去人们主要关心的是位于中游的果蔬类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立和整合
问题，随着家乐福和沃尔玛等知名大型零售商的进入和店铺增加，人们的关心面开始从中游向下游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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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93年成立以来，日本食品系统学会已经过走过了12个春秋，一直在积极开展食品系统学的体
系构建研究，到2005年6月为止，已经出版了食品系统全集1～8卷。
该学会由产官学（企业、行政官员和学者）组成，围绕学科边缘交叉领域的一些主题内容举办研讨会
和专题报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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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社会兼职有日本食品系统学会副会长、日本有机农业生产团体中央会（NP0）理事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食品系统、农产品流通论、农业经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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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为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业企业管理。
　　主要著书有《农产品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世界主要农产品贸易格局分析》；《食品营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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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农业经营角度讲，过剩的生产（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降）成为农业、农民最大的负担。
　　必须看到我国农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这些年的“丰收”已经不是过去所说因风调雨顺的偶
尔现象，而是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
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过数千年“饥饿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饱食时代”。
这是现代农业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全国广大农民、农业科技工作者多年奋斗的结果。
国外学者早就指出：美国在30年代，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相继在60年代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跨越。
事实证明，中国影响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农产品生产量的关键因素已经不再是耕地面积、气候和技术
，而是它们的市场价格。
　　可以看出，我国食物仅靠追求产量，对农业经济的推动力已十分有限。
我国2000年反映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为52％，2020年据预测为45.5％，实际上根据我国的饮食习惯，
其时的恩格尔系数恐怕更低，加之人口随经济增长会进一步缓慢，因此，国内食物消费增量的发展余
地不会很大。
　　对解决“三农问题”过分强调：“要靠农产品加工转化”，通过农产品加工增值提高农业经营效
益并不现实。
因为，这里恰恰忽视了我国农民还没有成为企业经营的主体这个根本的问题。
从事食品加工的所谓“龙头企业”所需要的仅仅是稳定和廉价的原料，其增殖的利润很难返还农民，
而且农民却要承担市场饱和带来的所有风险。
当然，发展食品加工业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现代食品的需求，可以转移农村劳动力，安排就业，可以发
展地方经济，因此，根据市场需求积极发展食品加工产业是必要的，但这和解决“三农问题”是两个
不同层次的问题。
　　另外，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企图以加工业来消化过剩的农产品很难解决农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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