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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局、委）： 连锁

经营作为当今世界商品流通和服务业中最具活力的经营方式

，目前在我国已经得到积极推广，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营在一些地区已经起步

，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总的看，发展水平还很低，突出表

现在连锁经营企业少、规模小、规范化程度低。为了适应我

国加入WTO后日趋激烈的农产品和农资市场竞争，提高流通

的现代化水平和效率，必须积极引导、大力发展农产品和农

资连锁经营。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农产

品和农资连锁经营的重要意义 连锁经营是通过对若干零售企

业实行集中采购、分散销售、规范化经营，从而实现规模经

济效益的一种现代商品流通方式，主要有直营连锁、特许连

锁、自由连锁等类型。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识

、统一经营方针、统一服务规范和统一销售价格等是连锁经

营的基本规范和内在要求。发展连锁经营不仅是流通业态的

变革，而且对我国农产品和农资生产逐步走向规范化、现代

化也具有积极的影响。 当前，我国农产品和农资流通面临着

新的形势。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买方市场形成，竞

争加剧；人民生活步入小康，农产品消费从数量型向质量型

转变；农资零售网点以个体经营为主，数量众多，不利于控

制农资进销渠道，质量难以保证；农资市场主体规模小、经

营分散，相互缺乏合作与联合，市场竞争力弱；加入WTO后



进一步扩大开放，农产品和农资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等。这

些都对农产品和农资流通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实践看，发展

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营，有利于实现生产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减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效率；有利于促进规模经营，壮

大市场主体，提高竞争力；有利于规范流通秩序，保证农产

品和农资的质量。各地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农产品和农

资连锁经营的重要意义，把引导、扶持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

营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抓紧抓好。 二、

从实际出发，积极引导和推动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营 农产品

实行连锁经营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2002年全

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1000美元，其中大中城市和东部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一些。这些地区的居民生活

水平较高，工作和生活节奏快，对方便、快捷的超市食品需

求不断扩大，客观上具备了实行农产品较大规模连锁经营的

条件，应该大力发展。其他地区可以有选择地进行连锁经营

的试点，以积累经验，培养人才，逐步推进。 各类农业生产

资料，每年、每个生产季节都有大量而且相对稳定的需求，

实行连锁经营一般不受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可以大

力发展。 发展连锁经营是企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而选择的一种营销组织形式，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坚持

以市场为取向，由企业自主决策和运作。在推进企业发展连

锁经营中，要注意把握好几个条件：一是企业要有相当的经

济实力。连锁经营依靠规模效益盈利，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开设的连锁门店数量达不到一定规模，经营总额和效益很

难上去。二是要有先进的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和过硬的管理

队伍。连锁经营实行集中配送、分散销售，在人、财、物、



信息管理等方面对企业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要有全新

的管理模式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特别是要有一支懂经营、

会管理的中高级管理人才队伍。三是要有一定知名度、信誉

度的企业品牌。连锁经营在相当程度上是品牌经营，既靠品

牌吸引消费者，打开市场，也靠品牌吸引供货商提供质优、

价廉的商品，没有品牌，难以做大做强连锁经营。四是每一

个连锁店的开设，在方位、地址的选择，目标市场和消费者

群体的锁定方面，要慎重决策，充分考虑到原有商业网点布

局及其经营特点、消费水平和购买习惯等因素，权衡利弊，

充分论证，避免盲目投资。 农产品连锁经营要根据各种农产

品生产与消费的特点，循序渐进，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一般

说，经过工业加工的农产品最适宜连锁经营，如各种蔬果饮

料、罐头食品、腌制食品、粮食制品、糖果制品等；经过分

级、包装、保鲜处理的生鲜农产品，如水果、冷冻鱼肉、茄

果类和根茎类蔬菜等也比较适宜连锁经营；叶菜、活家禽、

活鱼等产品搞连锁经营的难度相对大一些，必须结合实际，

合理规划和布局。 农资连锁经营要将农资销售与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有效的技术服务带动农资销售

。农资连锁店经营人员应具备一定的农业技术知识，具有指

导农户正确使用农资并传播先进适用技术的能力。在经营品

种上要突出科技含量较高的名、特、优、新农资产品。 三、

分类指导，促进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营健康发展 农产品和农

资连锁经营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农业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争取为发展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营营造良好的政策

氛围。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引导和推动以下各类企业发展

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营。 农业技术服务部门所办企业。多年



来，从上到下农业技术服务部门建设了一批从事农产品和农

业生产资料商贸活动的企业，设立了不少经营网点。各地农

业部门要引导和鼓励这些企业积极创新，转变营销方式，本

着先易后难、从小到大、逐步推进的原则，积极探索和发展

连锁经营。尤其是为广大农民服务的种子、农机具、农药、

农膜、化肥、饲料等农资供应销售，要依靠基层农业技术服

务体系，积极发展连锁经营，改变目前单店经营为主、商品

质量无保障、售后服务不规范、市场开拓能力不强的状况，

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营销模式。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一般经营规模较大，有一定经济实力，并且与生

产基地和农民联系紧密，市场开拓能力强。实践证明，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连锁经营具备较好的条件。要鼓励各类龙头

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推行连锁经营。支持流通型龙头企业直接

领办连锁超市或连锁商店，支持加工型企业配合连锁经营，

搞好农产品和农资的集中配送。 乡镇企业。与农产品和农资

流通、加工有关的乡镇企业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

积极参与农产品和农资连锁经营，既可以成为加盟店，也可

以成为供货商或配送中心，条件好的企业还可以领办连锁企

业。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当前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各级

农业部门要引导农民积极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组织，使生产同

类产品的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连锁经营的需要，发展规模化

、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形成批量，统一向

连锁经营企业直供直销农产品。 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市场

货源集中，品种齐全，具有持续供货能力，集中采购的成本

低，发展连锁经营有优势。要积极引导各地的农业部定点批

发市场拓展业务范围，参与农产品连锁经营。近期可大力发



展农产品配送中心，为其他连锁经营企业搞好配送服务，或

依托批发市场引进配送企业，培育农产品配送产业；有条件

的批发市场可以直接投资建立连锁经营企业，依托批发市场

从事农产品连锁经营。 各地农业部门还可以通过组织举办一

些农产品产销洽谈活动，邀请连锁经营企业、配送中心和农

产品生产基地的专业合作组织参加，协助他们加强业务沟通

，密切产销联系，为农产品连锁经营的发展提供服务。 农产

品和农资连锁经营在我国是一件新生事物。各地农业部门要

注意调查研究，发现和总结典型经验，加强指导。 农业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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