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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兴，基础牢；农村稳，天下安；农民富，国家昌。
在我国，农业始终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
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繁荣稳定，没有农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全面小康。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的关键是收入问题。
农产品销售是农民增收的一个关键环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发达国家优质优
价农产品的进口冲击下，国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也愈加激烈，国内农产品还屡屡出现“卖难”现象，
农民收入难以增加。
只有将丰收的农产品及时卖出，而且卖个好价钱，农民才能实现增收。
在中国，广大农民非常渴望在销售环节上能得到帮助。
　　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市场化是关键。
影响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因素很多，其中关键因素是成本（价格）、质量和营销能力。
对农产品而言，成本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短期内难以调节的变量。
由于信息、市场需求、竞争、交通等因素，具有成本和质量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顺利地销售出去
。
其中，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营销能力在决定其农产品市场地位和市场份额的竞争中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广告等现代促销手段对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
国外农业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了广告等相关促销活动对于促进农产品销售方面的良好效果。
因此，如何搞活农产品流通，如何运用广告等现代营销手段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已成
为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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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存阶段（1985-1991年）　　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市场取向的
推进阶段，对计划经济的流通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
在家庭承包制与先行放开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集市贸易相配合下，农村经济超常规发展，一举改变了
长期存在的农产品供应匮乏状况。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核心内容是改革
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用于调节供求
和市场价格的粮食专项储备制度，这标志着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进入了市场取向的大跨步推进阶段，
对于促进农村产业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和发育农村市场机制都起到了显著作用。
　　4．农产品流通市场阶段（1992-1993年）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目标，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大大加快。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经过10多年
来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已经结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购销体制正式形成。
　　5．回归双轨制时期（1994-1997年）　　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并未顺利付诸实
施，并由此导致1994年粮食供需缺口的扩大，引发粮价大幅度上涨。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其他重大改革措施的顺利出台，国家再度强化了对市场的介入，实际上又恢复了
粮价的双轨运行。
1998年6月，国务院又出台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储
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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