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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1世纪以来，中外管理科学研究者一直关注着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这一研究热点话题。使用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2001~2022年间中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时间分布、热点和知识基础进行了比较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且这些研究在知识基础

方面具有相似性。未来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应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三个方面进行转

变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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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researcher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anagement science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ot topic of research on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CiteSpace visua-
lization software was employed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hotspots, and knowledge base of research on the supply chai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and abroad from 2001 to 2022.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at home and abroad generally shows a trend of rapid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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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se studies are similar in terms of knowledge foundation. In the future, domestic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research should change and breakthrough in three aspects: re-
search methods,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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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消费者的需求逐渐升级，不再仅仅关注农产品价格，更加注重品质。这增加了生鲜农产品

供应链运营的复杂性和成本。由于农产品易腐烂、需求和价格波动大、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1]以
及农产品对气候条件的依赖[2]。与其他供应链相比，农产品生鲜供应链非常复杂。 

自 21 世纪以来，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领域涌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例如，Shukla 等[3]通过系统

收集 20 年(1989~2009 年)的文献，并根据地理区域和出版年份进行分类，此外还根据问题情境、方法和

所考虑的产品等结构属性进行分类，发现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消费者满意度和收入最大

化，而减少采后废物是次要目标。王聪等[4]聚焦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三大关键环节，综述了近五年来

国内外在这些领域应用机器学习，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的研究现状和方法，提出未来研究可以从构建标

准数据集、基于先验知识建模，以及促进数据集成与共享等方面展开。朱雪丽[5]在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结合智慧物流的关键技术、主要功能以及成功应用案例，提出了在智慧物流背景下推动我国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升级的发展策略。张玉春[6]探讨并分析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供应链信息共享以及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这三个方面的文献，并指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多边信息共享、多源信息共享，以

及生鲜农产品双渠道供应链信息共享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这些研究确实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限制。就内容而言，很少有

学者关注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差异，缺乏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方法方面，缺乏对科学计量工

具的利用。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分析可以更客观地反映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本文采用 CiteSpace
对(2001~2022 年)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成果进行了可视化比较分析，旨在客观呈现中外生鲜农产

品供应链研究领域的异同。希望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为国内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从而为我国农业

品牌发展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可行性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英文文献来自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WOSCC)的在线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

库(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扩展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以“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的英文表达形式“Fresh produce supply chain”作为主题检索词，国内文献选择 CSSCI 数
据库和北大核心数据库，以“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为主题词，检索出 2001~2022 年间收录的生鲜农产品

供应链相关学术文献，共获得 466 篇英文文献和 238 篇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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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对中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热点和知识基础的比

较分析，旨在揭示中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差异，同时为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未来发展方

向提供指导。 

3. 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比较研究 

3.1. 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和变化趋势 

在进行可视化分析之前，先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方向的相关论文年度发文量进行分析，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2001~2022) 
图 1. 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文献的年度发文量(2001~2022 年) 
 

根据图 1 的数据，可以看出在 2001 年到 2021 年期间，国外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动态整体呈现

增长趋势。然而，在 2022 年，发表的文献数量有所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突发，导致供应链研究

的重点在短期内转向了应急物流领域。相比之下，中国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起步较晚，但从 2013 年

开始，国内相关研究发文量急剧增加，迅速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这一增长趋势与中国生鲜电商的崛起

和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高供应链水平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和提升品牌竞争力的重

要途径[7]，因此，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 

3.2. 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关键词热度分析 

关键词可用于概括研究主题。在某一研究领域中，相关文献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通常代表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通过 CiteSpace 软件分析，得到高频关键词和中介中心性高的关键词，可用于预测领域的研究

热点[8]。 
(1) 国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关键词热度分析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英文文献进行分析得出包括 454 个关键词节点和 1418 条连线的关键词共现图

谱，如图 2 所示。图中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节点越大，表示该关键词的出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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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反之亦然。其中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模型等关键词对应的节点最大，且与其他节点连线较

多，这表明这些关键词经常在同一篇文献中一起出现，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knowledge graph of foreign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research 
图 2. 国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将频次 ≥ 20 次以上的关键词进行列举，如表 1 所示，可知“fresh produce (生鲜农产品)”出现的频

次最高，为 85 次，其中介中心性也最高；“quality (质量)”“management (管理)”的频次分别为：78 次

和 63 次；“model (模型)”“fruit (水果)”“system (系统)”“life cycle assessment (生命周期评估)”“vegetable 
(蔬菜)”“strategy (策略)”“food safety (食品安全)”等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也较高。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并追溯其相关文献，得出国外研究热点分别为：① 供应链管理。“strategy (策略)”
“performance (绩效)”都是代表性高频关键词。尽管运输速率是高水平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必要条件，

但也存在运输速率高、其供应链管理策略相对单一或供应链成本绩效指标相对较高的现象，这就涉及供

应链优化问题。目前国外研究已将关注点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构建转移到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上，

即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策略研究等。② 生命周期评估。“carbon footprint (碳足迹)”“coordination (协
调)”“inventory (库存)”代表性高频关键词。相关研究围绕生命周期法展开，国外研究包括基于生命周

期法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碳足迹分析和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库存管理，以及在生命周期约束下的生鲜农产

品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2) 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关键词热度分析 
对 235 篇中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出如图 3 和表 2 所示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列举出高频关

键词，其中关键词“供应链”出现的频次最高，为 63 次，其中介中心性也最高。“农超对接”“价值损

耗”“新零售”“定价策略”“新鲜度”出现频次均在 5 次以上，且“农超对接”与“定价策略”的中

介中心性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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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in foreign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research (frequency ≥ 20) 
表 1. 国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高频关键词(频次 ≥ 20)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中介中心性 

1 fresh produce 85 0.25 

2 supply chain 78 0.07 

3 quality 78 0.23 

4 management 63 0.04 

5 model 58 0.07 

6 system 34 0.06 

7 life cycle assessment 27 0.1 

8 impact 25 0.06 

9 strategy 24 0.04 

10 performance 23 0.1 

11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3 0.16 

12 food safety 21 0.08 

13 shelf life 21 0.06 

14 consumption 20 0.08 

 

 
Figure 3. Keyword co-occurrence graph of domestic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research 
图 3. 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我国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 生鲜电商这一新的商业模式的产生与研

究。学界对生鲜电商主要从生产、供应、网络销售及组织模式优化管理等流程进行研究。如但斌等[9]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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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马鲜生为案例，针对生鲜电商在建设和发展中面临的物流成本与时效性体验之间的权衡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通过分析盒马鲜生的关键物流建设和发展实践，揭示了生鲜电商物流困局的形成动因、破局

过程和结果，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模型，同时提供了阶段性的“N 字形”破局路径。基于这一模

型，还探讨了生鲜电商物流内生性发展的实现机理，并提出了实现生鲜电商物流目标的长链式管理原则。

②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研究。国内研究主要关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路径及策略。郑琪等[10]在解

决生鲜农产品的“农超对接”信息不对称问题中，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建立数学模型，考虑了产品新鲜度

和风险偏好对供应链利润的影响，还研究了投入质量安全科技因素后，供应链利润的变化趋势。研究结

果表明：随着产品新鲜度降低，各主体的利润减少，并且随着风险偏好程度的增加，利润呈现先减少后

增加的趋势。考虑了质量安全科技投入的激励契约后，超市、生鲜农产品生产商以及整个供应链的总利

润都有所提高。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这些结论。这项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中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提高供应链各方的利润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模型和实践参考。③ 新鲜度。国内这方面

的研究主要以保鲜消费为导向进行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研究。方新[11]基于一个假设，即市场需求与保

鲜投入水平和货架服务水平相关，研究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全局最优决策和系统协调问题。这项研究

强调了协调性契约的潜力，以鼓励企业更好地追求全局最优决策，从而实现共同受益。 
 

Table 2.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for domestic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research (frequency ≥ 5) 
表 2. 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高频关键词(频次 ≥ 5)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中介中心性 

1 供应链 63 0.6 

2 农超对接 11 0.17 

3 价值损耗 9 0.04 

4 超市 8 0.12 

5 保鲜努力 8 0.03 

6 农产品 8 0.28 

7 新鲜度 6 0.04 

8 电子商务 6 0.11 

9 定价策略 6 0.27 

10 协调机制 6 0.05 

11 期权合同 6 0.03 

12 公平关切 6 0.07 

13 协调 5 0.09 

14 新零售 5 0.12 

3.3. 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知识基础差异 

知识基础反映了某一领域研究的前沿进展，高被引用的文献通常能够最好地代表该领域的核心知识。

因此，本文利用 CiteSpace 的共被引聚类功能，整理了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领域的共被引用文献以及

关键节点文献。 
(1) 国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知识基础 
通过 CiteSpace 的共被引聚类功能对每年的前 10%的文献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国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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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共被引文献知识图谱，如图 4 所示。图中共有 686 个节点、1944 条连线。近 20 年来，Soto-Silva、
Wang 和 Yang 等学者的研究在共被引频次和中心性方面表现出众，充当了连接其他共被引文献的强大桥

梁，对研究文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广泛影响的文献多数集中在 2008~2013 年间，尤其在 2013 年。

知识基础反映了领域前沿，高被引文献是最佳的代表。因此，本文使用 CiteSpace 的共被引聚类功能来总

结国内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领域的核心文献和关键节点，以揭示其知识基础。 
 

 
Figure 4. Knowledge graph of cited literature on the supply chai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broad 
图 4. 国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共被引文献知识图谱 

 
将高被引文献阈值设置为 5 (≥5)，如表 3 所示。Soto-Silva 等[12]于 2016 年发表的 Operational research 

models applied to the fresh fruit supply chain 一文的中介中心性最高。该篇文章指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特

点是供应准备时间长与显著的需求不确定性以及相对薄利润相结合。探讨了一系列应用于解决生鲜农产

品供应链问题的运营研究模型，并总结了该行业面临的一些重要的新问题，如缺乏综合方法来设计和管

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最后，提出了一些未来的研究方向。Wang 等[13]研究了一个报童框架下的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该供应链由供应商和零售商组成。最后，研究表明，供应商的最优期权定价策略与需求风

险和批发价格无关，而生鲜农产品的损耗增加了供应链的管理风险。Yang 等[14]研究探讨了供应商-零售

商新鲜产品供应链在三种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情况，包括零售模式、双渠道模式和 O2O (在线到线下)模式。

对于每一种模式，研究考察了最优的价格定价策略和保鲜决策。研究结果揭示，当系统处于分散状态时，

双渠道模式对供应商来说或许比 O2O 模式更具吸引力，然而，零售商更倾向于采用 O2O 模式，而不是

零售模式或双渠道模式。在协调下，O2O 模式表现出最大的供应链利润；在消费者剩余方面，双渠道模

式未必总是优于零售模式，但始终不如 O2O 模式。 
(2) 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知识基础 
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高被引文献如表 4 所示。通过对重要节点的深入分析，发现：① 在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协调研究方面，但斌等[15]“基于价值损耗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一文在国内以保鲜消费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76


奚文德 
 

 

DOI: 10.12677/orf.2023.136676 6890 运筹与模糊学 
 

为导向进行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研究领域的引文网络中处于基石地位。此外王磊等[16]提出了两种促进

供应商提高保鲜努力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分散式决策下双重边际效应的存在，供应商强势时采

取“基于生鲜农产品新鲜度的采购价”契约，既能够提高供应商的保鲜努力水平、实现供应链协调，还

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② 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管理研究领域。刘召云等[17]采用文献综述的方

法对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研究进展及趋势进行了研究，展望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未来，涵盖道德风

险、利益分配、信息流通和物流配送等方面的发展前景。③ 在农超对接研究领域，黄祖辉等[18]于 2005
年的研究指出，超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需要综合考虑产品特性、技术支持、营销与竞争、组织成熟

度和公共政策等因素，不能仅仅依赖一般的现代物流管理思想与实践。周树华等[19]研究探讨连锁超市主

导生鲜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机会和难题，得出结论：构建连锁超市生鲜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的信息管理体

系是推动连锁超市实现流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Table 3. High Co cited Literature on the Supply Chai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broad (Frequency ≥ 5) 
表 3. 国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高共被引文献(频次 ≥ 5) 

序号 作者 频次(次) 中介中心性 发文年 高共被引文献 

1 Soto-Silva 10 0.15 2016 Operational research models applied to the fresh fruit supply chain 

2 Wang C 10 0.07 2017 Option pricing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fresh produce supply chain 
with portfolio contracts 

3 Yang L 10 0.02 2019 Comparisons of sales modes for a fresh product supply chain with 
freshness-keeping effort 

4 Shukla M 8 0.07 2013 Agri‐fresh produc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 state‐of‐the‐art 
literature review 

5 He B 7 0.03 2019 Entry of online presale of fresh produce: a competitive analysis 

6 Lynch MF 7 0.06 2009 The growing burden of foodborne outbreaks due to contaminated 
fresh produc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7 Ahumada 6 0.04 2011 A tactical model for planning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resh produce 

8 Clune S 5 0.05 2017 Systematic review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or different fresh 
food categories 

9 Mercier S 5 0.05 2017 Time–temperature management along the food cold chain: A 
review of recent developments 

10 Zheng Q 5 0.05 2017 Supply chain contracting coordination for fresh products 

 
Table 4. High co cited literature on domestic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research (frequency ≥ 200) 
表 4. 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高共被引文献(频次 ≥ 200) 

序号 作者 频次(次) 发文年 高共被引文献 

1 但斌 323 2008 基于价值损耗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 

2 陈军 254 2009 基于实体损耗控制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 

3 黄祖辉 233 2005 中国超市经营生鲜农产品和供应链管理的思考 

4 杨亚 229 2016 新鲜度信息不对称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 

5 王磊 220 2015 虑消费者效用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保鲜激励机制研究 s 

6 赵霞 219 2009 随机产出与需求下农产品供应链协调收益共享合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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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1) 就年度发文量和变化趋势而言，国内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相对滞后于国

外，尽管受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影响，我国的研究迅速发展，但与国外相比，仍存在一定研究方法和研究

水平的差距，需要深入探讨许多问题。(2) 在研究热点方面，中外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存在较多相似

性和部分重叠，如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管理和协调研究领域。国内的研究方向与国际接近，但也存

在显著差异，例如国内更注重生鲜电商等领域。(3) 在高被引文献方面，国外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以

Soto-Silva、Wang 和 Yang 等为代表，而国内的代表是但斌。 

4.2. 未来研究展望 

(1) 研究方法：从单一研究方法转向多种研究方法结合 
目前，国内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主要采用博弈论和问卷调查等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未来的研究

应该多样化研究方法，将不同方法相结合。国内较少运用案例法和实验法进行研究。案例法有助于深入

了解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历史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揭示其产生和提升的深层机制和动态过程[20]。实验

法，例如仿真实验，在研究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变量之间关系时具有严谨性和高内部效度。未来的研究可

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以增强方法的互补性，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从而更全面地揭示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的形成机理和提升机制。 
(2) 研究视角：从单因素向多因素转变 
目前国内学者较多探讨影响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单一变量，如供应链绩效水平上的扰动变量(需求水

平及损耗速率等)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之间的关系，对多变量及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缺乏深入考察，这削弱

了理论的解释力和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系统包含着多阶段子系统，而且这些子系统

彼此镶嵌，一个环节会受到其他环节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视角应转向多因素研究。 
(3) 研究对象：从单一产品供应链向多产品供应链转变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农产品供应链，例如农产品供应链研究单一农产品或者某类产品，对

多产品供应链缺乏系统研究，例如同时包含水产品、禽蛋肉奶类产品和果蔬类产品的供应链系统，这削

弱了理论的普适性并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应用广度。因此，未来研究应重视多产品供应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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