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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狂吃十万亿，你做好准备了吗？
    中国经济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带来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
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600美元。
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后，公众对食品营养、健康的追
求会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巨大的市场需求，新的消费市场的形成，是中国农业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根本动力。
首届中国现代农业产业投融资峰会上，业内人士提出，现代农业将成为继蒸汽机、电力、生物、计算
机及互联网之后“财富第五波”的重要动力，未来市场规模将超过1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十万亿元
以上。
    中国农业吸引了高盛、摩根士丹利、科尔伯格一克拉维斯（1KKR集团）等国外资本，中国食品产业
井喷式的发展，为国外投资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
    同时，国内资本也加大了对本国农业的投入，如软银赛富种有机大米、红杉资本培植有机蔬菜、联
想集团成立农业事业部开始投资农业⋯⋯    近几年，中国营销界无数奇迹很多都发生在农业板块：希
望饲料、双汇冷鲜肉、思念食品、汇源果汁、鲁花花生油⋯⋯以上企业近几年的飞速发展，也印证了
中国农业品牌巨大的成长空间！
    十万亿农产品商机，正在被“狂吃”！
    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变了社会公众的生活形态和消费习惯，消费升级产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市场新的需求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产品付出高价格；二
是消费者对优质农产品的认可就是表现在品牌化上。
    农业品牌化，是消费市场对农业提出的新要求，从国外进口的农产品品牌如泰国香米、美国新奇士
脐橙等深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农业品牌化的迫切性。
    农业品牌化，是中国农业产业化升级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进农
民增收、实现农业增长的现实路径。
    在这个中国农业产业化升级的伟大过程中，龙头企业的作用尤为关键。
    以龙头企业为主体，通过纵向一体化来建设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条，可以责任明确、利益清楚、降低
交易成本。
农业产业市场主体众多，但存在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高等问题，这也是中国食品市场乱象横生的根
本原因所在。
    而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链条中实力最强的主体。
相对而言，拥有更加超前的经营理念、现代化的技术水平、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同时处于整个链条的中间，业务交叉更多。
因此，农业龙头企业组建产业链最为合适。
    只有龙头企业打造出终端型品牌，农业产业化、品牌化才算初步整合优化了产业链，带来品牌溢价
、附加值。
凡是龙头企业终端品牌打造成功的行业，都是我国农业竞争力相对较强的。
因为张裕的存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与世界同步发展；因为鲁花的存在，花生油企业就成为花生为农民
增收的一个稳定保证。
相反在大豆油行业，因为终端品牌话语权的丧失，中国食用诎安全岌岌可危。
中国大豆油产业几乎被打垮，迫使四千万豆农转行，同时给东北地方政府带来长期的社会压力。
    目前中国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少，辐射带动能力差。
跟国外相比，我国龙头企业不论是在销售收入还是在资产规模、盈利水平上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国外
农业品牌具有资金优势、品牌优势、市场操作优势。
    同时，国内龙头企业存在重视工厂生产，忽视市场建设；重视争取优惠政策、资金，轻视产品包装
、品牌打造、产品增值等各类问题。
而恰恰是后者，是打造农业产品品牌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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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认为，威胁虽然存在，中国农业龙头企业仍大有可为。
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抢占中国消费者心智资源，这是打造基于中国市场的农产品品牌的核心所在。
王老吉凉茶的成功打造，是建立在中国消费者对中药败火的理念认知之上。
而国外的品牌，短时间内是无法与中国消费者的思维习惯、认知特点进行直接嫁接的。
这就必然要出现一大批基于中国消费者认知的农业品牌。
巨大的市场容量，一定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食品企业和农业品牌。
    政府也从资金、政策、信息等各方面制定了具体优惠政策，落实对龙头企业的各项扶持，为中国农
业龙头企业的快速扩张和发展，创造优良的运营环境。
    在这场史诗般的农业演变过程中，蕴藏着十万亿的巨大财富，你做好准备了吗？
    本书是由韩志辉博士所带领的中国品牌农业战略推进中心多年研究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品牌打造的
心得体会和近几年的实际案例，希望能够给农业龙头企业打造农业品牌、实现营销升级有所启示，为
中国农业品牌化之路尽绵薄之力。
欢迎有志于中国农业品牌化的有识之士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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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狂吃十万亿——中国农产品食品高附加值成长模式》由韩志辉编著。

在品牌化程度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农业面临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孕育了十万亿元左右的市场容量
。
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有条件也有需求，会有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狂吃十万亿——中国农产品食品高附加值成长模式》对农产品及食品企业如何“狂吃十万亿”的解
题，从行业趋势研究、消费行为转变、行业制胜战略要素、品牌战略、产品策划、渠道开拓和宣传推
广多个角度入手，每一部分都配合成功案例，系统、深入、生动地提出了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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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辉，策略制胜的营销专家、中国十大策划专家、博士、中国杰出营销人“金鼎奖”获得者、北京
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大学EMBA总裁班、高级研修班客座教授。
 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创造附加值领域的研究，善于以独特而锐利的视角审视中国农业市场和企业。
他针对中国农产品／食品企业附加值低的现状。
率先提出了“中国农产品／食品创造附加值”的系统理论及工具，既是对传统思维模式的改变，又是
一套科学系统的操作工具。
 多年来，韩志辉博士在农产品／食品领域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操作思路，为中国农业创造了无数品牌奇
迹，并有多项案例获得业内大奖，为客户品牌创造了高额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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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 我国农产品市场化的阶段性悲哀（一）我国农产品营销怪现状1.食品安全问题频
发，信任危机不可小觑三聚氰胺、皮革奶、瘦肉精、毒豆芽、毒生姜、毒牛肉⋯⋯中国食品安全已经
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断冒出的新词，一次又一次刺激着消费者的神经。
如果不加以控制，涉及食品安全问题的新词名单还会一天天地加长。
企业对发展速度，对市场规模，对利润的追求本无可厚非，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维护消费者利益、
为消费者提供价值的基础之上。
否则企业价值观里只有规模、利润，而没有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维护，最终将被市场抛弃，企业走的
将是一条不归之路。
在复杂的行业生态环境以及日益发展的消费心理需求和价值需求之下，全民都在关注社会道德的底线
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危机并不可怕，危机终将过去，但是如果企业错而不省，甚至全然没有一丝真诚的悔过和歉意，叫国
人怎么能放心呢！
食品安全危机的本质是企业失去了正常的价值观。
而失去了正常的价值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恐怕永远也得不到彻底地解决。
当然市场也有它的两面性。
层出不穷的食品卫生危机，恰恰预示着未来真正绿色、安全、健康的农产品所拥有的巨大市场和商机
。
2.李逵打不过李鬼，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放眼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大国，我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
地大物博。
然而，我国在农产品特产的营销和保护上却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地，很多当地知名特产遭遇假冒伪劣产
品的冲击。
例如阳澄湖大闸蟹就是一个每年大家必谈的话题。
一只螃蟹上百元，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每年金秋这招牌最响、名气最大、膏肥肉嫩的阳澄湖大闸蟹总会成为全国中高档酒店不可多得的佳肴
美味。
而且，阳澄湖大闸蟹的品牌化管理和运营堪称我国农产品营销的典型代表。
然而，越是重点多渠道保护，却越是真假难辨。
政府有政策，商贩有对策，成了中国农产品总也走不出的尴尬困局。
3.从“蒜你狠”到“蒜你贱”，农产品市场“豆你玩”近几年，以大蒜、绿豆、生姜为代表的多种农
副产品在短时间内轮番成倍涨价，出现了大蒜比猪肉贵的经济异象。
此种经济异象被媒体戏称为“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
民生无小事，政府着急了，发改委下了很大力气终于逮住了某些企业“豆你玩”——串通涨价的“把
柄”，并分别给予了‘百万元的重罚。
但是随后，曾经的“蒜你狠”变成了现在的“蒜你贱”，价格是跌了又跌。
现在菜市场大蒜的价格跟去年比起来，便宜了一半还多。
从曾经的“蒜你狠”再到现在的“蒜你贱”，在大蒜价格暴涨暴跌之中，有人欢喜有人忧。
“豆你玩”、“蒜你狠”给我们的启示：（1）炒家已经由炒作房地产转向炒作农产品，很多农产品
都有可能像大蒜和绿豆一样暴涨，如生姜、花椒、五香桂皮、中药材、百合、莲子、特种野生菌类、
原产地特色农产品⋯⋯甚至猪牛羊肉、鹿肉驴肉、野鸭野鸡、奶制品等。
一时间“炒货”行业炙手可热。
（2）炒家之所以在炒作农产品价格上轻易得手，政府调控无能为力，是因为农产品流通体制不合理
，市场供给和需求双方权利不平等，市场机制不健全。
打击炒作不是重点，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压缩中间商定价权，扩大生产者和消费者定价权，增强市
场调节和政府调控能力）、健全农产品市场机制才是重点，是治本之策。
（3）确保主要农产品总量基本自给。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狂吃十万亿>>

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自给主要靠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时大力加强粮棉
油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4）增强农民市场主体性。
增强农民市场主体性关键要变分散小农为有组织小农，政府要大力协作农户由分散生产走向合作社生
产，并扶持农民生产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粮食银行”制度和农产品仓储体系。
（5）要打破中间商独占定价权的格局，政府不仅要扶持农村生产合作社建设，还要扶持城市社区消
费合作社建设，要重点扶持一大批农民生产合作社和城市社区消费合作社形成产销联盟。
（6）各级政府要控制农产品物流的核心环节，如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农产品仓储库等。
农产品收购和仓储不要对外资开放，要优先对农民合作社和政策性骨干企业开放。
4.国民收入增长快，农民收入增加少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种粮经常处于亏损边缘。
近几年我国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对此，各界众说纷纭，如“供需关系变化论”、“中间环节加价论”、“人为炒作论”等。
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我国农业正在步人“高成本时代”，我国农村务农成本呈
刚性增长。
然而，农民收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1）30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工资增加了10倍以上，部分地区已达30多倍，而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不
到5倍。
（2）最近25年，农资的价格涨了20倍以上，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只有6倍左右。
（3）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价格，相比日本、韩国、欧美要低10倍以上，我国农民家庭农业收人不
及日本、韩国、欧美农民家庭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一。
所以，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经成为价格洼地，很多农产品价格都有补涨的客观要求，农产品涨价是大趋
势，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政府应该准许农产品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稳步补涨，这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是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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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狂吃十万亿:中国农产品食品高附加值成长模式》从行业趋势研究、消费行为转变、行业制胜战略要
素、品牌战略、产品策划、渠道开拓和宣传推广等多个角度入手，每一部分都配合成功案例，系统、
深入、生动地提出了解决之道。
《狂吃十万亿:中国农产品食品高附加值成长模式》深入洞悉了中国农业品牌化的症结，并对问题的解
决进行了系统的思考。
作者韩志辉提出的品牌、产品、渠道、传播系统提升的中国农业升级思路，从思想到策略再到实战，
对中国农产品／食品企业进行了全面武装。
在农产品／食品企业附加值提升的道路上，《狂吃十万亿:中国农产品食品高附加值成长模式》必将大
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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