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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优质农产品需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方式难以在

消费者心中建立起安全信誉，也难以确证生态农业基地生产的优质农产品的价值，从而把很

多特色农产品局限在产地，无法进入大市场、大流通，致使生产与销售脱节，消费引导生产

的功能不能实现，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困难重重。

   

超市竞争不断创造价格新低，变收购为采购，压缩成本。超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要有

特色的、差异化的产品。只有采购的差异化，才会形成经销的差异化。超市的竞争集中体现

在价格竞争上面，因此，控制成本对超市尤为重要，超市&ldquo;直购&rdquo;将为其赢得核心

竞争力。农民卖菜难，亟待与需方直接见面。希望能以合适的价格，迅速销售出他们的产品

。市场指导生产，需超市与农产品短距离对接。  

2008年12月11日，为推进鲜活农产品&ldquo;超市+基地&rdquo;的流通模式，引导大型连锁超

市直接与鲜活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产销对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农业部联合

下发了《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对&ldquo;农超对接&rdquo;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  

与传统的流通方式相比，农超对接回避了从货物流转中赚取差价的各级批发商，同时，减少

中间环节，也减轻了货物在流通过程当中的损耗。因此，能降低流通成本。采用农超对接的

方式，是直接去农村合作社、基地进行采购，了解采购源头，因此，在食品安全上更有保障

。另外在农超对接的过程中，产生了规模化种植和经营的农业企业，在生鲜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运输、销售环节中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标准，因此，产品品质更高。  

农超对接模式能够有效的使得市场、连锁超市和农户三方受益，是未来农产品营销新模式，

并且受到国家农业部和商务部高度重视，重点扶植，发展前景可观。截止目前，通过农超对

接进行流通的生鲜产品占市场生鲜产品流通总量的比重不足15%。超过85%的行业成长空间中

，将裂变出大量的投资机会。  

本报告首先沿着农超对接模式提出的背景及内涵、农超对接模式构建主体、农超对接运行模

式和农超对接模式构建细节对建设农超对接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其次从国内外农超对接发展

状况，中国农超对接发展的现状、领先城市建设情况及模式构建领先企业的经营分析等方面

综合分析了农超对接建设实践的发展。意在为建设农超对接的政府、企业、投资者提供全面

、及时的参考资料。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农超对接模式行业发展趋势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报告

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



，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

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

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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