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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协架起农产品产销桥梁 
 

  日本农协的宗旨是做联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放心桥梁。日本农协的经营理念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支援农业生产和生活，创造充满活力的生产基地；二是向消费者提供安全、新鲜的国产农副

产品；三是积极参与地球环保工作。 
  打开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日本农协)的网页，在彩色照片的衬托下，一行醒目大字映
入眼帘：联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放心桥梁，这就是日本农协的口号和宗旨。通过网站介绍农产品

生产技术和市场行情等是日本农协为农民服务的方式之一。该网站全面而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各地

农产品的优良品种、栽培技术、农业机械设备、市场行情信息、日本农协设在各地的事务所及服

务项目等。通过网站提供的信息，生产方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经验，借鉴先进方法，采用适宜技术

以提高自身农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消费方可以从中挑选满意的产品一饱口福。方法很简单，

打个电话，日本农协的相关人员就可以送货上门，服务到家。如果你想了解前一段在北京和上海

等地出售的每公斤近 200元人民币的日本“越光”牌大米的情况，该网站就有详细的介绍，甚至
连种植期、出穗期、穗肥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有详细说明。 
  日本农协成立于 1972 年 3 月，是一个“自愿结合”的全国性组织。除中央本部外，在日本
全国绝大多数县设有县本部和事务所，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农协组织网络。日本农协的经营理念可

概括为三点：一是支援农业生产和生活，创造充满活力的生产基地；二是向消费者提供安全、新

鲜的国产农副产品；三是积极参与地球环保工作。其目的是“提高会员的劳动生产率，改善会员

的经济状况，提升会员的社会地位”。为此，日本农协章程中明确规定了日本农协的 8 大任务：
提供生产资料、生活用品，建设共同使用的设施；农畜产品的运输、加工、贮藏和销售；旨在提

高农业技术水平和经营水平的教育培训；联合农业仓库的经营管理；组建家畜市场；运输业；建

筑设计及工程监理；与海外农协组织合作进行农业开发等。几十年来，日本农协遵循其宗旨和理

念，在发展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组织物流、商

流、信息流及结账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面对激烈的市场经济的挑战，为维护农协会员自身的权益，日本农协积极推动日本政府建设

高质量、高标准的各级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并在其中设立农协的分支机构。目前，日本农协已

在全国大中城市的 74 个中央批发市场中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另一方面，直接参与日本各大
中小城市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组建，组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集散中心。日本农协基层组织一般都

建有自己的农产品集贸所，向本地区农协成员出售良种、化肥、农药和生产资料，并负责对其产

品进行挑选、包装、贮藏、运送等。据相关统计，目前，日本农协系统共建有近 3000 个农产品
集贸所。此外，为提高农协系统农副产品的附加值，日本农协系统还建立了自己的加工厂、冷藏

库、运输中心，从而保证了农协会员的农副产品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保鲜度和最佳时机运送上

市，赢得了消费者的高度信任。 
  为农协会员代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日本农协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农协会员可先在本地区

的农协订货，报纸经全国农协汇总后统一购买并送货到户。像这种由农协统一组织的联合购买，

可使农民得到更优惠的成交价格。日本农协还充分发挥其调节供求职能，在接受农协会员委托销

售农产品的同时，对会员提供生产技术指导，指导会员在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根据消

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与销售。同时，日本农协还适时地对一些农副产品的生产流通前景进行市场

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或刊登在日本农协的网站或刊物上，对会员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指导。此

外，日本农协还拥有自己的信用机构，可吸收大量的流动资金，为会员提供各类金融业务服务。

农协会员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如遇到资金短缺，农协的信用机构就是他们获得帮助的主要资金来



 

源。截止到 21306年 3月底，日本农协信用业务的个人存款总额达到 76.6万亿日元，占整个日本
金融机构个人存款总额的 10.5%。 
  良好的信誉和可观的市场份额是对日本农协工作的最好回报。日本农协经营的主要农产品目

前占全国农产品的比重分别是：大米近 50%，大豆 96%，肥料 54%，农药 37%，瓜果 31%，复合
饲料 30%，牛奶 19%。 
  针对全球变暖，环境状况日趋严峻的形势，日本农协提出了四项“环保方针”：一、从事有

利于环保和减轻环境负荷的活动；二、利用环境管理系统，继续完善业务程序标准化：三、遵守

相关环境法令和规定；四、推进节省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及减少废弃物项目，预防污染。环保已

成为日本农协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