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资行业解决方案 



 

 

一．综述 

1.1 行业发展概况 

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农膜、种子、饲料、农机具等几大类商品，是重

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对保障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都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013年，全国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将达到 1万亿元，年均增

长 8％﹔标准化农家店覆盖 85%的乡镇和 65%的行政村﹔ 

 

1.2 行业发展特点 

我国农资行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我国农资总量基本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农业所需要

的大部分农资品种主要依靠进口，经过近 20年的发展，目前我业生产资料年销售额接近 1.8

万亿元，市场空间巨大。据农业部门预测，2014年全国农作物种植面积将稳中略增，化肥

需求呈稳定增长趋势。随着测土配方施肥大面积推广，过量施肥现象得到一定遏制。根据土

壤养分含量、农业生产情况等综合因素分析，预计 2014年氮肥农业需求量为 3450 万吨，与

2013年基本持平；磷肥需求量约 1190万吨，比 2013 年略有增加；钾肥需求量 560万吨，

比 2013年略有增加。农业部门预测 2014年全国农药需求总量（商品量）为 101 万吨，折百



 

量为 33万吨，比上年略有减少，减少幅度为 1.38%。杀虫剂预计需求 12万吨，比上年减少

1.21%。杀菌剂需求与上年持平，预计需求 8.40万吨。杀螨剂预计需求 1.05万吨，比上年

减少 3.38%。除草剂预计需求 10.90万吨，比上年减少 3.91%。这是近年来除草剂首次需求

下降，说明除草剂从目前的峰值已开始下行进入平台期。植物生长调节剂需求上升，预计需

求 4456.86吨，同比增加 20.27%。综合考虑出口拉动，预计 2014年农药市场需求将会继续

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 

2）、农资流通渠道实现了多样化。除种子、农药外，大多数农资产品的经营已基本放开，

原有的由供销社独家经营农资的垄断局面已打破，基本形成了由供销社农资公司、农资生产

企业、农业“三站”、种子公司、个体工商户等多种市场主体、多种流通渠道共同参与农资

经营的格局。目前，供销社系统经营的化肥、农药、农膜约占全国总量的 60%，而种子、饲

料等基本上由种子公司、农业“三站”、农资生产企业经营。我国农资市场的竞争局面初步

形成。 

3）、现代流通方式在农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以农资连锁、配送为主要经营形式的新型业

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开展农资连锁经营的企业近千家，连

锁门店 3万多个。其中供销社系统开展连锁经营的企业 365家，连锁门店 1.5 万多个，年销

售额 249亿元。 

1.2 行业面临挑战 

农资行业直接服务三农，是连接上游生产企业和下游农户的桥梁，肩负着保障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的重大使命，历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资行业较长时间一

直实行批发分销的经营模式，即大型批发商从上游厂家批量采购后，分销给下一级中小批发

商，再由下一级中小型批发商逐级批发给终端零售网点销售。“批发分销”经营模式因为流

通环节多、流通成本高等弊端，已经明显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另外由于产销分离和销售

的季节性波动，农资行业长期存在运输物流瓶颈的问题，成为制约农资社会化高效流通的又

一障碍。农资流通企业面临的经营管理挑战如下图所示：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加快

发展现代农业，强农惠农的政策力度将不断加大，农村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农民收入持续较

快增长，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化肥农药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对国内市场起到较强

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农资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势必要求流通企业在产品采购、物流

配送、销售分销等各个方面必须具备较高的自动化、实时的数据反馈、快速的业务、资源调

配能力，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这要求农资流通企业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化操作平台，

快速传递和共享业务信息，实现集中化管理。 

二、 方案概述 

用友农资行业解决方案基于集中管理、协同商务的理念，以管控一体化、三流同步

畅通为特征。根据行业对信息管理系统的典型需求，通过先进的采购管理、销售管理、

质量管理、配送管理、库存管理和集团财务管理集成构建行业的最佳业务流程与实践。

通过信息流协同各经营单位和部门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提高企

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市场应变能力，改善企业对客户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提高客户对企

业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构建以客户服务为主体的价值链条，通过信息流，协同上下游企

业与核心企业的商务关系，实现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增值，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更好的服

务于三农。 

 

总体应用架构： 



 

 

统一的UAP技术平台，全面实现农资行业企业整体运营的管理规范和标准的统一，

实现农资行业企业采购管理、库存管理、内部交易、销售管理、价格管理、结算管理、

质量管理、渠道管理、运输管理、销售返利管理的业务管理集成，同时通过分销系统

与财务应收应付管理、库存管理的集成，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 

 

方案应用特点： 

1) 行业智慧和最佳实践的结合：1500 多家集团贸易企业的经验积累与国际先进业务模

型的融合； 

2) 应用先进的分销模式，如多组织价格管控模式、多维度定价模式等，支持全过程的

价格变动查询，全程的信用检查，集团化的客户管理； 

3) 灵活的渠道管理，支持根据不同的产品线灵活创建外部渠道架构，整合内部渠道管

理，实现三流分离管理，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和工作的效率； 

4) 协同、可视的供应链管理，全过程损耗监控； 

5) 全面的库存管理，提供库存进、销、存、转、盘的全面解决方案，丰富的库存预警

机制，可视化的全局库存查询分析； 

6) 整合开放的数字商务应用环境，物流系统、销售系统、采购系统、人力资源、知识

管理等通过外部数据交换平台与用友分销系统进行凭证、单据的交换。 

7) 通过 UAP 平台从系统所有子模块取数，形成财务分析数据库，供决策层分析、决

策使用。建立农资农品企业的绩效管理模型，将绩效管理贯穿于企业战略与日常执



 

 

行中。 

 

三、 关键应用 

 通过贸易业务政策、业务控制规则的配置，构建集团企业销售贸易业务经营管理平台，

并通过平台来规范、控制集团企业贸易渠道的经营运作 。 

 

 

 多组织价格、促销政策管控：价格促销政策可由上级组织决定。上级组织将价表下发到

下级组织中，并可控制下级组织是否可改价格，可以在什么范围内修改价格。具体包括： 



 

 

1) 多管控模式：总部集中管控、分支机构自行定价、总部定价+分支机构在授权范围

内适当调整； 

2) 多定价维度：物料、物料价格分类、客户、客户分类、计量单位； 

3) 多定价策略：价目表、折扣单、相依定价； 

4) 支持调价过程全程管控； 

 

 全面的客商授信管理 

对客户信用实行全程管理，在售前，通过对客户的资信调查，可以在系统里赋予客户相

应的信用额度和信用账期，在售中，销售订单保存时系统回自动做信用检查，在售后，对客

户信用进行回写，实时更新客户信用。 

 



 

 

 

 集团化的集中采购管理，集中采购是将有限的、分散的采购人力、采购资源集合起

来，形成一个合力，共同应对市场，充分利用“大市场”资源吸引更多的供应商参与采购物

资的竞价，通过询价、比价、谈判，取得优惠的待遇，降低采购成本。用友农资行业解决方

案支持多种形式的集中采购： 

 集中采购、集中收货、集中结算  

 集中采购、分散收货、集中结算，方案特点是各公司分别收货、集团统一结算，

集团控制商流、资金流，管控力度较强，适用于异地多家门店的组织架构。 

 集中采购、分散收货、分别结算，方案特点是集团统一采购、各公司分别作收

货、结算，集团统一采购有利于整合企业采购资源，加大同供应商谈判筹码，争取

到更多的优惠，同时又不失灵活性。 

 集团采购合同，各需求公司根据需要自行采购，但采购的供应商和价格要与采

购合同保持一致。 

 

 统一营销平台应用：通过统一订单中心，实现不同渠道来源、不同方式订单的统一入口

管理，支持线上与线下的统一应用，利用互联网电子商务技术，帮助企业模式创新，扩

大渠道覆盖，提升经营销售业绩。 

 

 

 渠道流向与库存状况监控：通过定期填报渠道商品流向单，掌握重要渠道节点的商品流



 

入、库存、流出信息，包括：数量、价格、流向等，不同产品线或者不同渠道级别，可

以采用不同的填报周期，渠道节点未及时上报商品流向单，系统可自动预警，可以预设

渠道库存的滞销判断标准，系统自动根据该标准进行渠道库存积压预警。可以按批号追

踪该批/该件商品在渠道中的流向信息，以及当前分布状况，作为召回操作的依据。 

 

    

 

 全面的签收及途损业务解决方案，有效解决贸易企业物流配送过程中的途损问题，对途

损事故明确责任划分并有效监控 



 

 

 

 

 

四、 应用价值 

决策层面 

 利用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网络化流程，较大程度上缩短审批时间，管理效力与效率得到提

高； 

 为决策层提供全面、系统、图表化的综合统计与分析数据，为企业快速决策及加强管控

提供有力支持； 

 网络化的集中管理真正实现信息集中、决策集中、核心资源集中，解决传统决策方式中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信息集中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各类业务数据的实时垂直采集； 

2) 管理信息穿透各中间管理环节的直接统计汇集； 

3) 各类管理指标的多角度和多元化。通过共享、合理地配置、有效监督解决资源（信



 

息、资金、人才等）的共享与约束、效用最大化问题。 

 

管理层面 

 协同企业资源，以各地获取的市场需求为起点，通过结合预测信息与国家宏观计划控制，

驱动农资农品企业的产供销计划，形成整体供应链协同； 

 基于集团统一的财务、采购、营销、物流、库存等优化的供应链运作方式，各业务之间

相互衔接，提高业务的连贯性与可追踪性，达到提高客户交货质量、缩短交货时间、有

效降低企业总成本的目标； 

 为企业各运作环节提供及时的管理数据支持，提供实时的库存、市场、财务等数据，是

指挥现场运作的重要依据，更好的服务三农； 

 集中化数据管理，网络化流程（流程优化），将管理人员从日常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将精力投入到企业管理的改善及前线的市场中，为企业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操作层面 

 提高业务流程的操作方便性和运作效率，降低手工工作量，消除重复劳动，避免人为差

错； 

 网络方式处理审批管理流程，集中化的数据支持，有效提高客户反应速度（敏捷性），

提高顾客服务水平。 

 



 

 

三、农资行业部分用户名单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用友软件园  

邮编：100094     总机：＋86 10 6243 6688  

网址：www.yonyou.com   客户专线：4006 600 588  

服务邮箱：contact@yo nyou.com 

        推动管理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