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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商品学是为培养和检验自学应考者的农产品商品知识

和营销知识的基本理论及应用能力而摄制的一门专业课程。 

主要研究农产品营销活动及其规律，即对农产品营销特点及

其规律的研究、对农产品在营销活动中各职能环节的特点和

共性研究、农产品营销决策方式和方法研究、农产品营销环

境研究、农产品营销应用与创新研究。本课程有别于经济管

理类的其他课程，在自学考试命题中应体现本课程的性质和

特点。 本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使自学应考者比较全面系统地

掌握农产品商品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加强对农产品营销

管理的重要性，了解农产品营销环境、研究市场购买行为、

制定农产品营销组合策略、组织和控制农产品营销的基本程

序和方法，了解各专业市场的营销规律，培养和提高正确分

析和解决市场营销管理的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更好的适应农

产品营销管理工作的需要。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本课

程是一门与农业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相互联系的交叉学科，

是农学类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课程，在学习本课程学要

对农业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农

产品营销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学习。 Ⅱ课程内容和考试目标 第

一章农产品营销导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

解农产品营销的性质、研究对象及其与农业经济学和市场营

销学的关系，了解农产品营销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学



界的主要先驱和学派，掌握农产品营销的功能与职能、了解

农产品营销的研究方法。 二、考试内容、知识点 1、农产品

营销的含义 即农产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个人与组织，在农产品

从农户到消费者流程中，实现个人和社会需求目标的各种农

产品创造和农产品交换的一系列活动。 2、农产品营销的特

点 营销产品的生物性、自然性；农产品供给的细节性强、短

期总供给缺乏弹性；农产品需求的大量性、连续性、多样性

和弹性较小；大宗主要农产品品种营销的相对稳定性；政府

宏观政策调控的特殊性。 3、农产品营销的功能与职能 功能

：交易、形态改变、空间转移、价值增值、满足消费者需求

、组织和风险回避。 职能：集货、分级、储藏、加工、包装

、运输、分销、消费者服务。 4、农产品营销学的研究对象 

农产品营销学是一门研究农产品整体营销活动及其发展规律

的学科。 三、重点掌握 1.农产品营销的含义 2.农产品营销的

特点 3.农产品营销的功能与职能 第二章市场竞争与农产品营

销环境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市场概念、组织类型及农产

品面临的市场形态，分析农产品营销宏观环境，了解政府与

农产品营销的关系、理解绿色营销的内容和意义。 二、考试

内容、知识点 1、市场概念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

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从广义上讲是指各种交换关系的总和。

从营销角度讲，市场是指由那些愿意并能够同交换来满足特

定需要和欲望的全部现实和潜在顾客所构成的消费者群体。

2、市场作用 信息传导、资源配置、社会服务、利益分配、

经济联系、技术进步。 3、农产品市场类型 农产品市场由三

个基本因素构成：交易设施、交易物品供给与需求、交易人

。 4、农产品市场的组织类型（领会，具体看本章内容） 5、



农产品营销宏观环境 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经济全球化

、国内购买力状况、消费模式）、人口环境（人口总量、人

口结构、人口流动）、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科学技术

环境。 6、绿色营销的概念 是指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为实现经济利益、消费者需求和环境利益的统一，市场主体

通过制造和发现市场机遇，采取相应的市场营销方式以满足

市场需求的一种管理过程。 7、农产品绿色营销的内容 树立

绿色营销观念、搜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资

源、生产绿色产品、应用绿色技术、产品包装绿色化、采用

绿色标志、制定绿色价格、开发绿色促销、开辟绿色渠道、

弘扬绿色文化、引导绿色消费。 三、重点掌握 1.市场概念 2.

农产品市场类型 3.绿色营销的概念 第三章农产品营销的产品

策略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农业综合企业的含义和类型、

掌握营销学意义上的农产品整体概念、学会在不同阶段周期

的产品适用不同的营销策略、领会产品组合的涵义及策略、

掌握农产品市场定位的方法和策略、了解新产品开发程序以

及新产品的采用和扩散过程。 二、考试内容、知识点 1、农

业综合企业的含义 是指综合从事农业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加

工、流通或服务等经营活动、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盈

利性经济组织。 2、完整的产品概念 指的是提供给市场、用

于满足人们某种欲望和需要的包括与农产品有关的生产、加

工、运输、销售实物、服务、场所、组织、思想、主意等一

切有用物。包含核心产品、农产品的形式产品和附加产品三

个层次。 3、产品组合的含义 指企业生产经营的全部产品结

构，它由产品线和产品项目组成。企业的产品组合有一定的

宽度、长度、深度和关联性。所谓宽度是指一个企业生产经



营的产品线的数目。长度是指一个企业的产品组合中包含的

产品项目的综述。深度是指每一条产品线中所包含产品项目

的多少。关联性是指一个企业的各个产品线之间在最终用途

、生产条件、分销渠道或其他方面存在的相关程度。 4、产

品组合定量评价方法 四象限法（也称波士顿矩阵法），是根

据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增长率评价产品的一种方法。可

分为：金牛产品、明星产品、问题产品、瘦狗产品等。 产品

获利能力分析法，是根据产品资金利润率大小评价和分析产

品组合的方法。 5、产品组合策略 扩大产品组合、缩减产品

组合、产品延伸策略。 6、农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及其策略 7

、农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是指农产品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

所经历的市场生命循环过程。一般根据农产品销售变化的情

况，把整个农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投入期、成长期

、成熟期、衰退期。 投入期策略：快速掠取策略、缓慢掠取

策略、快速渗透策略、缓慢渗透策略。 成长期策略：改善农

产品品质、寻求新的细分市场、改变广告宣传的重点、在适

当的时候降价。 成熟期策略：市场改良、产品改良、市场营

销组合改良。 衰退期策略：持续营销策略、集中营销策略、

缩减营销策略、放弃营销策略。 8、新产品采用及扩散过程 

新产品包括：全新产品、换代新产品、改进新产品、仿制新

产品 新产品采用过程：采用过程也成为创新决策过程。罗杰

斯认为创新决策过程包括五个阶段：认识阶段、说服阶段、

决策阶段、实施阶段、证实阶段 新产品扩散过程：新产品扩

散是指新产品上市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被越来越多多的消

费者采用的过程。罗杰斯根据消费者接受新产品快慢程度，

把采用者分为：创新采用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



大众和落后采用者。 三、重点掌握 1.完整的产品概念 2.产品

组合的含义 3.产品组合定量评价方法 四象限法（也称波士顿

矩阵法）， 4.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及其策略 第四章农产品营

销价格策略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要求学习者要了解农产

品的定价目标和定价程序，理解农产品价格的制定依据和方

法，掌握农产品定价策略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 二、考试

内容、知识点 1、农产品价格制定分类：一是政府定价，而

是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定价。 2、农产品定价目标：国家需要

、政府对农业生产者利益的保护、维持或提高市场占有率、

目标投资收益率、求生存应付竞争、树立产品形象。 3、农

产品定价程序：测定市场需求、测算成本、分析竞争者的产

品和价格、选择定价方法确定最终价格。 4、政府对价格的

管制主要由三种：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价格。 5、

蛛网理论：它是一种动态均衡分析，运用需求弹性与供给弹

性的概念来分析价格波动对产量的影响，已解释农产品周期

性波动的原因。有三种波动模型：收敛型、发散型、封闭型

。 6、农产品定价方法：成本导向定价（目标利润定价法、

成本加成定价法、经验曲线定价法）、需求导向定价（市场

撇脂定价法、市场渗透定价法、地位标志定价法）、竞争导

向定价法（随行就市定价法、差别定价法）。 7、农产品定

价策略：价格折扣定价策略（现金折扣、数量折扣、功能折

扣、季节折扣、折让）、差别定价策略（顾客细分定价、产

品种类定价、形象定价、部位定价、时间定价）、促销定价

策略（牺牲品定价、特别事件定价、心理定价）地理定价策

略（FOB定价、统一运送定价、区域定价、基点定价、消化

运费定价） 三、重点掌握 1.蛛网理论 2.农产品定价方法 3.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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