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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是淡水鱼生产、流通、贸易和消费大国，1999年以来淡水鱼养殖产量、流通贸易数
量和消费比重始终居世界首位。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农业中的传统产业、特色产业
和竞争产业，淡水鱼生产流通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未来，如何促进道路转型
、方式转变、水平提升，使其走上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成为当今淡水鱼生产流通领域
关注的焦点。 卢凤君、吴慧曼、李晓红、陈黎明所著的《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战略分析
》正是这样一部应时而生的著作，更是一部潜心研究且令人鼓舞的著作。著作瞄准了淡
水鱼生产流通的未来发展趋势，重在指明淡水鱼生产流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及破解在此
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并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部淡水鱼养殖与营销不可多得
的著作。
 

内容简介

卢凤君、吴慧曼、李晓红、陈黎明所著的《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战略分析》充分吸收了
涉农产业链战略分析的思想方法和智慧结晶，重点针对当前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研究
论述了淡水活鱼生产流通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从传统的作业型生产流通到向信息化引
领、组织化主导、标准化支撑的服务型生产流通转型一升级一优化的道路。本书以淡水
鱼生产流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为主线，以淡水鱼现代流通模式优化为核心，以节本降耗
、保质增效、节能减排为目标，以突破流体工艺匹配、装备设施集成配置、主体组织协
同三个关键问题为抓手，有机融合创新理论、价值理论、决策理论、演化理论、优化理
论等理论，综合运用调查研究、系统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从
中观视角出发，兼顾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建立形成了完整的淡水活鱼现代流通战略分
析思想框架体系、理论方法体系和实践应用体系。 卢凤君、吴慧曼、李晓红、陈黎明所
著的《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战略分析》充分吸收了涉农产业链战略分析的思想方法和智
慧结晶，重点针对当前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研究论述了淡水活鱼生产流通的现代化发
展之路——从传统的作业型生产流通到向信息化引领、组织化主导、标准化支撑的服务
型生产流通转型一升级一优化的道路。本书以淡水鱼生产流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为主线
，以淡水鱼现代流通模式优化为核心，以节本降耗、保质增效、节能减排为目标，以突
破流体工艺匹配、装备设施集成配置、主体组织协同三个关键问题为抓手，有机融合创
新理论、价值理论、决策理论、演化理论、优化理论等理论，综合运用调查研究、系统
分析、决策分析、优化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从中观视角出发，兼顾宏观视角和微观
视角，建立形成了完整的淡水活鱼现代流通战略分析思想框架体系、理论方法体系和实
践应用体系。 本书设计了“统一分一统”的结构形式，将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系统认识
、目标机制、价值载体、模式优化四个部分有机结合。系统认识部分是“统”，重在形
成对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总体认识和顶层设计；该部分在梳理总结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特
征规律、现状问题和需求趋向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战略体系框架
，刻画了实现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现代化战略、健康运营战略和集成优化战略，指明了



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创新路径模式。目标机制、价值载体两个部分是“分”，重在揭示
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内在机制和演变规律；该部分在清晰阐述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节本
降耗、质量信息、节能减排、流体工艺、装备设施、主体组织等内涵分类、差异特征和
形成过程的基础上，聚焦于淡水活鱼流通主体的目标行为与决策过程，深入研究了六个
要项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和潜在矛盾冲突，系统提出了问题化解的创新思路。模式优化
部分又是“统”，重在提出淡水活鱼现代流通的模式优化策略和政策建议，该部分主要
结合典型的淡水活鱼现代流通模式案例，从淡水活鱼流通现代化的生命过程出发，分别
提出中低端淡水活鱼和高端淡水活鱼现代流通模式的集成优化策略和与之配套的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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