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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要聞

大家認為，近些年，有關方面圍繞解決農
產品銷售難問題做了大量工作，我國農

產品市場運行總體平穩，貨真、價實、質優
產品供不應求。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農
產品生產流通體系經受住了考驗，各類產品
供應充足、價格穩定，體現了制度優勢。受
長期以來供求結構不平衡、產銷信息不對
稱、相關基礎設施不健全等因素影響，農產
品區域性、季節性、結構性銷售難現象依然
存在，值得高度重視。

加強規劃引導和宏觀調控
委員們建議，解決農產品銷售難問
題，要抓住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
契機，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
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推動農產
品流通標準化、信息化、組織
化，破除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的
矛盾。要加強規劃引導和宏觀調
控，健全覆蓋農產品生產、流
通、消費全鏈條信息監測和發布
平台，大力發展訂單農業，減少
生產盲目性。要適應居民消費升
級需求，增品種、提品質、塑品
牌，打造一批區域公用品牌和
「小而美」的產品品牌。要加強
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更好發揮
供銷社「國家隊」作用，同時大
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強農村電商

人才培訓，打通農產品「出村進城」通
道。要加強流通基礎設施建設，落實用
地、用電、資金、稅收等支持政策，加快
補齊冷鏈物流等設施短板，降低損耗率、
提高溢價能力。要探索「訂單農業+保險+
期貨」試點，規避農產品價格波動風險。
要強化農產品質量監管能力建設，完善相
關法律法規和技術標準，落實地方政府監
管責任。

完善產業鏈打通供應鏈
「農民『賣難』問題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其

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產需失衡，供給與需求不
完全適應。」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
任陳曉華直指問題。他表示，隨着農業綜合生
產能力增強和農產品消費升級，過去只管生
產、不問需求，只重數量、忽視質量效益的思
維方式和工作模式已不符合形勢發展的要求。
陳曉華認為，農業生產要尊重自然和經濟規

律，以需求為導向、引導農民按需生產是打通
農業產業鏈、供應鏈，促進產業循環的重要任
務和緩解農民「賣難」的重要抓手。他建議，
注重發展規劃引導，科學劃定糧食功能區、重
要農產品保護區、特色優勢農產品示範區，進
一步明確各重點農業品種和產業的適宜範圍與
發展規劃，加快完善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
劃，形成科學的農業規劃體系，以此引導產業
結構調整。
全國政協委員溫雪瓊表示，目前我國農業產

業深加工不深，初級產品多，「大米只是大
米，香蕉還是香蕉」現象普遍。要有效破解農
產品銷售難題，必須推動深加工產業高質量發
展，注重延鏈融產，增強產業動能；注重農產
品深加工龍頭企業培育，形成多層級鄉村產業
「新雁陣」；加速產業集聚，提高競爭優勢；
優化政策保障，強化科技支撐，大力支持農產
品深加工共性技術、專用品種及配套技術研發
和成果轉化。
在全國政協委員歐陽澤華看來，我國「三

農」領域市場化發育相對滯後，部分地區存在
農產品銷售不暢等問題，金融支持農產品銷售
面臨諸多制約。他認為，要積極培育壯大新型
農業經營主體，推動涉農龍頭企業建立完善產
銷密切銜接、利益緊密聯結的農業供應鏈，並
引導金融機構通過開展應收賬款質押融資、應
收賬款保理融資、存貨質押融資、預付賬款融
資等模式，更好滿足農業生產以及銷售中的金

融需求。同時，加大對農產品市場供需形
勢研判、信息發布和政策指導，強化對農
產品流通領域相關產業政策的宣傳，提升
農業生產主體風險管理意識。

「品牌強農」杜絕假冒偽劣
「農業的數字化水平滯後，農產品質量不

穩定、難以標準化、產銷信息不對稱等是導致
農產品銷售難的主因。」作為以農產品起家的
新電商平台，拼多多CEO陳磊表示，希望有
關部門推動建立有公信力的分類分級農產品統
一標準，確保消費者購買到符合自己預期的農
產品，更好解決農產品銷售難問題。
陳磊還表示，農業數字化改造需要既懂農

業、也懂電商的數字農業「新農人」，建議
相關部門加大資源傾斜，各頭部電商平台專人
專崗，構建政府、高校和電商平台等通力合作
的新培養模式，破解「銷售難」的人才瓶頸。
在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劉平均

看來，好品牌的農副產品不愁賣，並且優質優
價，供不應求。而大量的農副產品沒有實現品
牌效應，「賣難」問題突出。他建議把「品牌
強農」列入「十四五」規劃，重點培育農副業
區域公用品牌。」相關部委建設「國家公用品
牌購銷平台」，延伸到鄉鎮一級，實施從種植
養殖、生產加工，到銷售的全過程追溯技術，
杜絕假冒偽劣商品進入平台，樹立品牌正能
量，引導市場消費。
「必須優化設計，細化分類，強化能力，全

面提升農產品銷售市場監管水平。」全國政協
委員陳星鶯建議，要優化法律法規體系、技術
標準體系和監管權責體系，保障農產品銷售市
場高水平監管；要細化農產品品類表述、農產
品市場業態分類和農產品監管處罰標準，引導
農產品銷售市場高水平監管；要強化市場開辦
者與經營者能力建設、職能部門監管能力建設
和地方政府綜合統籌能力建設，支撐農產品銷
售市場高水平監管。

近年來， 農產品滯銷事件頻頻發

生，尤其是今年受疫情影響，農產品

銷售遇到了物流受阻、消費需求下降

等「攔路虎」。 10月15日，全國政

協召開以「解決農產品銷售難問題」

為主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

會議。他強調，要深入領會習近平總

書記關於「三農」工作的重要論述，以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增加農民收

入、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為核

心，協同發揮政府和市場「兩隻手」

作用，更好解決農產品銷售難問題，

讓農民群眾得實惠。委員和特邀代表

圍繞農產品供給結構、品牌建設、流

通體系、市場監管等建言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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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國家扶持和「互聯網+」
政策的影響下，全國各地不少農戶農
場、農產品協會開始搭建起農產品電商平
台，開闢農產品的線上流通渠道。「電
商+農業」以其跨時空、高效、便捷的營銷

模式，受到越來越多農戶和消費者的認可和青
睞。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農產品電商銷
售額近2000億元，同比增長39.7%。
雖然農產品電商平台發展迅速，但在全國政協經
濟委員會副主任房愛卿看來，目前農村電商發展遇
到的最大問題是物流發展滯後，鮮活農產品上市儲
存時間短，有些規模小，地域分散，物流公司經營
困難。農產品銷售「最初一公里」的物流已成為農
村電商的堵點。
「要加快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推動建立解決

『賣難』的長效機制。」房愛卿認為，應充分發揮
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按照農村電商物流發展規
律，支持農村各類物流企業互聯互通，形成合理的
分工合作模式，優化流向布局，提高物流質量和效
率；支持開展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雙向物流，
降低空駛率；鼓勵在若干個偏僻區域交匯處建立小
型集聚區，由農民自行負責「最初一公里」物流，
將農產品運到集聚區。鼓勵具備條件流通企業向生
產環節延伸，農業經營主體向流通領域延伸。
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王俠則認為，

我國農產品電商普遍存在着品牌知名度低、同質化
嚴重、盈利能力弱等問題，需要加強規範、引導和
扶持。目前我國冷鏈資源碎片化嚴重，組織化水平
較低。她建議支持有實力的流通企業通過兼併重組
等方式，對分散的冷鏈資源進行整合，加快形成全

國冷鏈物流骨幹網。
「目前我國農產品冷鏈設施『最初一公里』方面

存在着產地冷鏈基礎設施薄弱，冷鏈設施設備季節
性閒置，運營主體面臨諸多困難等問題。」全國政
協委員、北京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工程師唐俊
傑表示，農產品產地冷鏈「最初一公里」滿足了農
產品跨地域、大流通、反季節的現實需要，成為產
地農產品流通的「蓄水池」和「新渠道」，有利於
減少農產品產後損失，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和溢價能
力，解決農產品「賣難」。
「加強冷鏈基礎設施建設，助力農產品進入城市

消費市場，已成為『賣難』癥結的破局關鍵。」她
建議，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優先在鮮活農產品主
產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和貧困地區統籌推進農產
品產地冷鏈設施建設。以產地為主體，健全完善產

後預冷、貯藏保鮮、分級包裝等環節，加快補齊農
產品冷鏈設施「最初一公里」短板。建立面向全國
的專家團隊，為冷鏈物流設施建設薄弱的農村地區
提供涵蓋產業規劃研究、技術研發、項目決策、建
設和運維支持，以及人才培訓等環節的全生命周期
智力支持，做好頂層設計。

加快流通體系建設 贏在「最初一公里」

■汪洋主持會議
並講話。 新華社

■上海市對口支援新疆，引導農戶標準化種
植，打通農產品進城物流。 新華社

協同政府市場「兩隻手」
解決農產品銷售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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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開平區引導農民採取
「公司+集體+農戶」的模式發
展無花果種植。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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