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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本农协在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

日本农协在组织农产品流通中
,

为了使农产品销售

过程合理化
,

提高效率
,

减少中间商对会员的剥削
,

不仅

利用 自己的组织系统优势
,

也拥有保鲜
、

加工
、

包装
、

运

输
、

信息网络等现代化的优势
,

将农民生产出售的农产品

集中起来
,

进行统一销售
。

由于农协销售的农畜产品
,

具

有统一的规格和质量要求
,

市场计划性强
,

销售量大
,

价

格合理
,

手续简便
,

销售稳定等特点
。

因此
,

农民一般都乐

意委托农协代销其农产品
,

数天之内便 可结算付款
。

同

时
,

农协又经常根据市场情况
,

调整其营农指导事业
,

真

正做到了计划生产
、

计划销售
。

因此
,

农协提供的产销信

息
,

农民利用率较高
,

其中
:

大米
、

小麦高达 95 %
、

94 %
、

生乳 57 一 75 %
、

水果 82 %
、

畜产品 51 %
、

蔬菜 56 %
。

二旧 本农协在农产品流通中的地位

日本各都市和中小城市
,

都有农协直接参加或组织

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

且相当活跃
,

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加

工设施
。

这样
,

不仅能获取农畜产品的附加价值
,

又能促

进农协更好地组织农民生产优质
、

丰富的农畜产品为城

市服务
,

还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

使各地的农产品的品

质
、

加工保鲜包装等水平经受市场的考验
,

促进竞争
,

增

加农业内部活力
。

据介绍
,

日本农产品 的生产总量的

8 0一 90 %要进入批发市场
,

属于农协系统组织集货批发

的要占 60 % 以上
,

佐贺县小城郡农协 1 9 9 1 年农产品销

售数据表明
:

农协几乎独占了市场
,
其中大米的贩卖额占

全郡的 2 0 0%
、

小麦 1 0 0%
、

豆类 1 0 0%
、

畜产品 9 9%
、

蔬

菜 9 8 %
、

水果 9 0%
。

三
、

农协在组织农产品流通服务中的主要方式

一是无条件委托方式
:

组合员 (农民 )将卖价
、

卖出 日

期
、

发货地点
、

条件等全部委托给农协
,

不附加任何条件
。

二是实际发生手续费方式
:

农协按实际支出收取人

力
、

通讯
、

旅费等费用
。

三是共同计算方式
:

精确计算出同一品质的农产品

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平均价格
,

使农户能取得稳定的收入
。

四是全面利用方式
:

农户全面利用农协
,

进行大批农

产品的销售
。

四
、

农协在农产品流通中积累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

与对策
1

、

强化销售事业
。

强化销售事业
,

是农协工作的重要任务
。

因为销售事

一 3 8 一

业不象购买事业客户是相对固定的那样
,

而要通过出色

工作去开拓市场
,

在开拓市场时
,

并非是随着工作量的增

加
、

开支的加大而收入就一定能增加
,

在经济上有其相当

困难的一面
。

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
,

象日本这样小规模农业经营

为主体的农产品生产
,

也常常处于不利的市场竞争地位
。

这主要是农产品的消费一般较为固定
,

而供给却受天气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丰产后价格下降
,

农户往往只有以降

低生活水平
,

减少购买量来抵消这种损失
。

一旦有市场畅

销的农产品
,

农民又相互争种
,

就会造成这种作物或产品

的生产过剩
,

导致产地间的竞争
,

形成价格暴跌
。

因此
,

这

些矛盾是 日本农协面临的重要课题
。

2
、

强化共同销售体制
,

占领市场
。

农产品流通有其自身不利的属性
。

因此
,

农协的销售

事业采取的主要对策
:

一是大量集中货源
,

有计划地
、

均

衡地上市
,

强化农协在农产品市场中的发言权
、

主动权
,

争取有利的价格
,

实现合理的利润
。

二是指导组合员争取

农产品的品质的统一
,

形成量大且能计划上市的产地
,

与

营农事业结合
,

开展引进种子
、

种苗业务
,

建设共同利用

的分选
、

包装
、

加工设施 ;三是减少流通环节
,

直接送货上

门
,

与大城市的大型超级市场
,

生活协同组合的大型店

铺
、

食品公司等取得固定的买卖关系
。

这样
,

既能稳定价

格
,

又能发挥农协已建立的从产地集货
,

到加工
,

分级包

装
、

运输等设施的巨大作用
,

从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

提高收入
。

3
、

从日本农协开展农产品营销得到的体会
。

一是农协的销售事业要以农作物的连片种植计划为

基础
,

与营农指导紧密结合
,

建立生产
、

销售一条龙体制
。

二是为实现有计划地销售
,

要继续贯彻无条件委托

制和费用计算原则
,

尽快地同组合员进行货款结算
,

提高

农协的工作效率
。

三是必须强化农协系统的利用机制
,

强调加强共同

销售和系统利用的重要性
,

根据农产品的不同种类
,

以及

与市场的距离
,

或者将农产品集中到全农出售
,

或者集中

到县经济连
,

使购买者不通过农协系统则购不到农产品
,

这样才能强化农协大市场的地位
,

实现有利交易
。

四是进一步完善农协仓库
,

增设冷藏
、

保管设施
,

应

付季节的温差变化
,

实现农产品均衡上市
。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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