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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农批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趋势调研报告（2022-2029年）》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8/606138.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8200元    纸介版：8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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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行业基本概述
1、相关定义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以粮油、畜禽肉、禽蛋、水产、蔬菜、水果、茶叶、香辛料、花卉、棉花
、天然橡胶等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为交易对象，为买卖双方提供长期、固定、公开的批发交易
设施设备，并具备商品集散、信息公示、结算、价格形成等服务功能的交易场所。
（1）按交易商品的种类范围分类
农产品批发市场可分为综合型批发市场和专业型批发市场两种。综合型批发市场，日常交易
的农产品在三大类以上，如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日常交易的品种有蔬菜、水果、肉
类、水产品、调味品等。专业型批发市场，日常交易的农产品在两类以下（含两类），如粮
油批发市场、果菜批发市场、副食品批发市场等，还有只交易一个品类的如蔬菜批发市场、
水产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花卉批发市场、调味品批发市场、食用菌批发市场、山草药
材批发市场、活禽批发市场、活畜批发市场、观赏鱼批发市场、禽蛋批发市场、种子批发市
场等。
（2）按农产品市场的城乡区位分布分类
农产品批发市场可分为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集散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三种类型。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建在靠近农产品产地的、以一种或多种农产品为交易对象
的批发市场。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建在城市近郊甚至市区、以多种农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批
发市场。集散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建在农产品产地和销地之间的便于农产品集散的地方、以
一种或多种农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批发市场。
（3）按农产品批发环节关系分类
农产品批发市场可分为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和三级批发市场。一级批发市场，是直
接从产地收购农产品、向中间批发商或代理商销售的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其批发商从
一级批发市场采购农产品，再销给中间商或零售商。三级批发市场，其批发商从二级批发市
场采购农产品，再销给零售商，这类批发市场多从事进口农产品批发。
2、市场功能意义
（1）完善农产品集散和交易的基本功能
农产品批发市场功能优化需要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完善农产品集散和交易的基本功能，主
要体现为优化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区域布局以及为农产品批发交易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在农
产品的交易过程中，由于农产品大多具有鲜活易腐烂的特点，保存时间较短，农产品在批发
交易过程中损耗率较高，农产品批发市场需要加强农产品仓储、物流、冷链、保鲜等基础设
施建设，降低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损耗。此外，农产品批发市场应该具备完善的农产品分
类、分级、加工、包装、储运、装卸以及金融结算服务功能，以提高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和交
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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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价格形成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核心功能
由于农产品生产具有一定周期性，而传统的农产品即期现货交易形成的价格存在滞后性，只
能反映当前农产品供求形势，无法体现未来农产品供给状况及价格走势，在引导农产品生产
方面的作用有限。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能够发挥套期保值、规避风险和价格发现的功能，能
够有效对冲现货市场价格的波动，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明确的价格信号。此外，出台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秩序，减少农产品批发市场中的恶性竞争、垄断经营以及
各种乱收费现象也是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
（3）明确信息服务和公益性的衍生功能
农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农产品供求及价格稳定关系到农民收益和消费者福利，
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农产品批发市场具有显著的公益性特征，我们应当保障农产品市场供应
、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公益功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可以重点从农
产品批发交易的税收减免和保障农产品食品安全两方面强化其公益性特征。
3、市场国家经济地位
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上述重要功能外，我国亿元以上交易额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额占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占比一直保持在20%以上。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二、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作为改革开放和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从农贸市场与集贸
市场起步，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4年的自发形成阶段、1985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
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超高速增长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
整改规范发展阶段和进入21世纪以来的由数量扩张转为以质量提升为主的阶段，经历了数量
上从无到有、规模上从小到大、市场功能上逐步提升的持续快速发展历程。
（一）1978-1984年：萌芽发展
1978年以前，国家主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以国营商业公司为零售市场主体。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放了农产品贸易，“菜篮子”产品的产销体制改革率先取得突破。1979
年，沈阳建立了“北行农批市场”，占地5400平方米，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政府批准设立的农批
市场。1980年，国家工商局在沈阳市召开大中城市开放农批市场经验交流会，将沈阳的成
功经验推向全国。此后，各地开始建立农批市场。此阶段的农批市场主要以露天市场为主。
此阶段由于农产品供应紧缺，国营商业公司依然为农产品市场主体。1984年山东寿光蔬菜
批发市场建立，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行业开始正式迈入发展阶段。
（二）1985-1991年：蓬勃发展
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结束，农批市场逐渐取代国营商业公司。1985年，统销统购的计划经
济式农产品流通体制被取消，市场经济赋予了农批市场更大的发展空间，各个城市迅速发展
农批市场。国营商业公司数量开始下降，农批市场数量不断增加，农批市场受到越来越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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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青睐。此阶段虽然农产品供需仍然偏紧，但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露天市场已不能满
足消费需求及经营者日常经营所需，农批市场开始“退路进厅”。
（三）1992-1999年：成主渠道
农产品购销走出“双轨制”，进入全面市场化，原国营商业公司开始改制。农批市场凭借经营
灵活、品种丰富、价格低廉等优势正式取代了国营商业公司，成为农产品销售的主渠道。19
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将市
场调节机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1994年，“菜篮子”工程实现了从以生产基地建设为主，转向生产基地建设与市场体系建设并
举的新阶段。该阶段民营经济的市场合法性逐步确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信心得到
进一步增强。市场化的农产品交易使农产品供给得到极大增加，农产品短缺局面得到有效缓
解农产品供需形势从之前的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频次增加，
对农产品的多品种、购买的便利性等需求提升。
（四）2000-2014年：规范提质
消费需求开始由重视数量向数量与质量并重方向发展。20世纪初，生鲜超市凭借干净、整洁
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农批市场份额开始被超市分流。为了改善农批市场
“脏乱差”的环境以及管理上的粗放，政府开始推动“农改超”。2000年以福州模式为典型代表
的“农改超”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推广。2004年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试点
方案》（商改发〔2004〕654号），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农批市场改为超市。2006年商务部启
动“双百市场工程”，重点推动农产品市场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发布了国家标准《农贸市场
管理技术规范》（GB/T21720-2008），规范了农批市场的经营环境要求、经营设施设备要
求和经营管理要求。各地也纷纷进行农批市场标准化建设，如2005年北京市发布《社区菜
市场（农贸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DB11/T309-2005）。
（五）2015-至今：智慧化转型
新零售业态快速发展，形成了零售市场多元化的格局，农批市场份额随之下降，但仍是我国
生鲜农产品零售的主渠道。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号），开始全面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推动了农批市
场的智慧化转型。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国办
发〔2016〕78 号），明确了推动我国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多元化格
局下农产品销售市场的竞争加强，进一步推动了农批市场的信息化建设及智慧化转型。另外
，各地蓬勃发展的智慧城市建设，带动了农批市场智慧化转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发生，加速了农批市场智慧化转型的步伐。
目前我国农批市场主要特征如下：
1、兴办方式多样化，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创办者各不相同，主要包括国营商业部门创办、国家工商管理部门（
后转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创办、乡镇村集体创办、私人投资创办等形式。但根据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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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批发市场管理办法》，农产品批发市场入门槛很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申请建设
农产品批发市场，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和其他的批发市场经营者形式多样化不同,农产品
批发市场的经营者以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为主，以蔬菜和食品等流通部门改制企业为主。
2、农批市场是我国农产品变现的重要场所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成为农产品变现的
唯一场所。目前，我国超过４０００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它们覆盖了所有的大中小城市和农
产品集中产区，承担着近７０％的农产品流通任务，初步形成了以综合性批发市场为主导，
以粮油、蔬菜、干鲜果、水产品、肉禽蛋、土畜产品等多种专业市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产
品批发市场体系。批发市场已经成为农产品流通的主体业态和鲜活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是
农产品变现的重要场所。
3、市场投资和运作方式不断创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批发市场在市场建设和发展中,借鉴现代企业运作方式，改革产权制度，
采用多渠道筹集资金方式，解决了自身发展的问题。如行业的龙头——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股份改造和上市，建立了产权明晰、管理规范的经营机制，在上海、山东、南
昌、长沙等取得了异地建设、兼并批发市场的成功经验。
三、行业市场交易情况
近年来，我国农批市场的总交易量在排除2020年疫情影响之外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具体表
现如下：

资料来源：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未来，我国农批市场交易需要进一步引入互联网交易技术，创新批发市场交易模式：
互联网电商平台与批发市场和批发商经营存在互补之处，农产品批发市场要注重电子商务和
电子结算与批发市场的融合推进。政府要加大对批发市场电子化、信息化改造的政策与资金
支持，通过试点改革、以点带面的形式积极推进全国批发市场的“互联网+”改造。
政府、行业协会等主体应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交易信息发布平台建设，将农产品价格、交易量
、贸易额信息分地区、分市场、分品种及时展示。政府要助力批发市场打造农产品网上交易
平台，克服批发市场线下交易的时空限制。市场内部应建立统一的电子结算平台，聘用专人
进行培训与管理，既可以提高交易便利性，也可以逐步解决批发市场交易信息不完整、不准
确的难题。
四、主要细分市场情况
1、粮食农批市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自由”，并提出了“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总目标。但由于长期战乱造成的农业生产资料
匮乏、生产力凋敝以及物流运输不畅，政府和公有经济掌握的农产品及生产资料有限，投机
行为猖獗，部分地区粮食价格涨跌剧烈，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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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服务优先发展工业国家战略，1953年国家颁布《关于实行粮
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该政策对于农业增产、
物价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为支持工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充
裕的资本。但随着经济发展，后期粮食生产力徘徊不前，已严重影响农产品产量和效益。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综合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粮食流通领
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一）粮食商品流通不再受中家指令性计划的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市场进行相对的自由调节
。
（二）粮食价格经历了国家统一定价，价格双轨制，到订购价与保护价并存，以及随后实行
粮食收购保护价和顺价销售的政策，直至今天部分粮食退出国家粮食收购保护价范围推向市
场定价的变化过程。
（三）不同所有制的粮食企业在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后进入粮食流通领域，实行垂直的粮食
收购，生产加工和产品销售。一批非公司成分的不形式的多渠道，少环节的市场化、专业化
、企业化的大规模。
（四）由于资产纽带的制约和经营利益倾向的分离，传统的粮食流通渠道发生变化，特别是
原有和国营粮食商业网络已失去昔日控制市场的能力多种经营成份的粮食销售商逐步成为城
镇销售市场的主力。
（五）伴随着进入高速信息化的时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市场信息成为一对忠诚的挚友，并与
现代化书融合在一体，粮食商品流通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阶段和时期。
2、果蔬农批市场
中国果蔬批发市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民以食为天”的观念，以及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各地
各异的饮食习惯，促使果蔬批发市场产生“中国特色”。中国饮食丰富，品类多样，例如按地
域区分的鲁菜、湘菜、粤菜等等，即使是家庭餐桌上也会有“三菜一汤”。品类丰富的餐饮对
菜品、配料丰富度的要求更高。目前果蔬批发市场是唯一一个平台，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
需求和如此多变饮食的需要，果蔬批发市场是中国后厨和家庭餐桌的支柱。
再者，和超市各司其职的售货员或者收银员相比，果蔬批发市场卖菜的大爷大妈似乎让人感
觉跟亲近，嘈杂的果蔬批发市场环境虽不是一个好标签，但热热闹闹的集市总是令人感到一
种随意和暖意，超市冷冰冰高度同质化的服务反而没有了吸引力。周末果蔬批发市场人流量
一般多于工作日客流量一倍以上，周末和家人逛逛果蔬批发市场也成为上班族的家庭活动。
除去外部因素，果蔬批发市场本身也在不断迭代更替，果蔬批发市场的发展路径依旧遵循市
场优胜劣汰的法则。从上世纪到现在，果蔬批发市场在逐步向运营规范化、管理专业化、布
局合理化方向发展，“脏乱差”的果蔬批发市场不符合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的现代消费者需求
，目前存活下来的果蔬批发市场都是“改头换面”后的果蔬批发市场，跟进市场脚步才不会被
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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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果蔬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和标准化建设将持续进行，政府管控进一步加强。新建改建示范
性标准化果蔬批发市场是各地政府实事项目。市级财政安排示范性标准化果蔬批发市场建设
项目经费，促进果蔬批发市场的转型升级。标准化果蔬批发市场对场地环境、设施设备、商
品管理、卫生状况、经营规范都有详细的指导和规定。此外，城市果蔬批发市场的数量、用
地、布局、服务人口、服务半径也会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蔬
菜零售网点规划和建设的组织推动、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城市新区建设将配套社区果蔬批
发市场或菜店，明确配建的社区果蔬批发市场或菜店的位置、建筑规模等内容。
2017-2021年我国蔬菜播种面积
年份
播种面积（千公顷）
2017年
19981.07
2018年
20438.94
2019年
20862.74
2020年
21485.48
2021年E
22306.7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017-2021年我国果园播种面积
年份
播种面积（千公顷）
2017年
11148.62
2018年
11874.85
2019年
12276.68
2020年
12646.28
2021年E
13015.8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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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禽蛋肉类农批市场
生产情况
（一）中国猪肉产量分析
2021年全国生猪出栏超6.7亿头，比上一年增长27.4%；猪肉产量5296万吨，增长28.8%；2
021年末，生猪存栏、能繁殖母猪存栏比上年末分别增长10.5%、4.0%！
2021年全国生猪出栏67128万头，相较于2020年的不足5.3亿头，大幅增长27.4%。新牧网
统计2011-2021年全国生猪出栏量发现，全国生猪出栏量已接近2018年数据。
2021年全年我国猪牛羊禽肉产量8887万吨，比上年增长16.3%；其中，猪肉产量5296万吨
，增长28.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1年全国猪肉产量已恢复至2018年非洲猪瘟暴发前的水平。
2021年末，全国生猪存栏44922万头，比2020年末增长10.5%；据新牧网推算，2021年末
能繁殖母猪存栏约为4327万头，比2020年末增长4.0%。
近期多地新冠疫情散发，管控加强下调运及消费均出现波动，供应端出栏增加猪价下调为主
。
（二）中国牛肉产量分析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和消费逐步恢复，牛羊出栏逐步加快，我国牛肉产量逐年增加。
2020年，我国牛肉产量672万吨，较上年增加5.0万吨，同比增长0.75%；2021年，我国牛
肉产量698万吨，较上年增加26万吨，同比增长3.8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中国羊肉产量分析
随着我国肉羊养殖由零星散养逐步发展为规模养殖，近年来我国羊肉产量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2020年，我国羊肉产量492万吨，较上年增加4.0万吨，同比增长0.82%；2021年，我国
羊肉产量514万吨，较上年增加22万吨，同比增长4.4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中国禽蛋产量分析
我国作为世界家禽产业大国，不但家禽养殖历史源远流长，并且产业量高，大大满足了我国
民众对肉蛋家禽类产品的需求。2020年，我国禽肉产量2361万吨，较上年增加122万吨，同
比增长5.45%；2021年，我国禽肉产量2380万吨，较上年增加19万吨，同比增长0.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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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蛋类消费量为12.8千克，较上年增加2.1千克；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量为13.5千克，较上年增加2千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为11.8千克，较上年增加2.2千克。
预计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蛋类消费量为12.8千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人均食品消费量上，鸡肉复合增速明显高于猪肉。我国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量，在各
项肉类上均高于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量。种类方面，猪肉的人均消费量最大，均稳定在20
千克以上，鸡肉的人均消费量次于猪肉，但远高于牛肉和羊肉，且逐年上升的比例较为明显
。2016年至2020年我国居民肉类人均消费量达到26千克左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水产品农批市场
生产情况
中国水产品年产量稳定，基本处于6500万吨上下。2021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为6463.67万吨
，较2020年减少85.4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中2017年-2021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高于淡水产品产量，差值逐年减少;2021年，中国
海水产品产量为3160.05万吨，较2020年减少145.67万吨。淡水产品产高出海水产品产量14
3.57万吨，达3303.62万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情况
2021年中国水产品消费持续恢复，消费量6888万吨，比上年增长2.3%，其中，食用消费29
65万吨，比上年增长1.7%；加工消费增长较快，达到2783万吨，比上年增长4.2%。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餐饮消费受到一定影响，线上渠道成为消费者重要选择，众多水产加工企
业加强了对罗非鱼、小龙虾、对虾等水产品加工菜品的开发与推广，相关方便速食预制菜需
求旺盛，带动了水产品加工消费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WTQ）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农批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趋势调研报告（2022-2029年）》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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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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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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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农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2-2029年中国农批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布预测

第十一章 农批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二节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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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农批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农批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农批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农批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农批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农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农批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农批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农批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农批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农批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农批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农批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农批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农批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农批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农批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农批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农批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农批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农批行业风险分析
一、农批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农批行业技术风险
三、农批行业竞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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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批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农批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农批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农批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农批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农批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农批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农批行业产品策略
二、农批行业定价策略
三、农批行业渠道策略
四、农批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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