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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动农产品流通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以“盒马鲜生”为例，从商业逻

辑和物流模式两视角探究数字技术驱动农产品流通变革。研究发现：商业逻辑重构主要依赖于模式、主

体和场景三个层次的构建，其中模式是依托线上线下的跨界融合，主体体现在消费者、企业、决策者三

者的搭建，场景则是在于对设备和服务的升级，最终实现消费者无差别的购物体验。而物流模式创新是

生产环节升级、销售方式整合、运输效率提升、数据资源共享的一体化。本文不仅为中国推动城乡一体

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提供理论支撑，还为建设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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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in China. Taking “Hema Xianshe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of digital technology driving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
tural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usiness logic and logistics mode. Research found that 
business logic reconstruction mainly depends on the mode, the main body and scene three levels 
of construction; the model is relying on online cross-border fusion, main body embodied in the 
consumers, enterprises, decision makers; scene is the upgrade of equipment and services; finally 
it can achieve consumer shopping experience. The innovation of logistics mode is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link upgrading, integration of sales mode,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nd data resource sharing.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modern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system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but also pro-
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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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产品流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我国提振农村消费，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基础。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农产品流通正经历着颠覆性变革。将数字技术有机融入到农产品流通过程

中，能够有效减少农产品的价格波动[1]、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2]。2022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加

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的通知》，强调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加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更好保障市场供应。 
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存在中间环节过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而农产品易腐烂、易变坏，难以储存，

都是加剧农产品流通运营体系压力的重要因素。为优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和重塑流通过程，农产品流通应

促进物流时效、提升冷链技术和重构商业运营逻辑，以实现效益最大化、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如

何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农产品流通变革，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提高农产品物流运输效率？如何以数字技术构

建与之相匹配的商业逻辑？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以物流和商业逻辑创新为核心，构建农产品流通业

变革的理论框架，探讨了数字技术对农产品物流模式和商业逻辑的影响和作用，并提出农产品流通变革

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技术驱动农产品物流模式转型升级 

农产品的物流模式，比如“盒马鲜生”对物流速度、物流技术、订单分配、运力调度以及供应链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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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3]。目前相关研究大多以国内为主，国外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关于农产品物流模

式的创新有：第一，“冷链物流”，多数学者从冷链物流角度出发以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4] [5]。第

二，“即时物流”，实现物流速度从“天”到“分钟”的升级迭代[3] [6]。第三，“绿色物流”，强调农

产品绿色物流技术创新的重要性[7]。第四，从“协同”视角探讨农业物流生态圈协同理论体系[8]。但物

流模式的创新还存在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缺失、规模经济效应低、信息技术运用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

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9]。国外主要研究零售业物流发展的技术问题：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等方面[10] 
[11]。 

2.2. 数字技术赋能农产品商业逻辑迭代创新 

与传统商业逻辑相比，现如今更加强调互联网、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一代技术对产业价值链的重构。

国外学者把商业逻辑创新分为四种类型：实现模型、创新模型、扩展模型和旅程模型[12]和九要素[13]，
Jocevski 学者认为创新的关键在于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界融合，核心是数字技术对业务体系的协同和强化

[14]。我国学者把商业逻辑创新分为四个要素：资源能力、价值空间、业务控制和剩余分配[15]。研究商

业逻辑创新的重要性在于流通业的变革[16]、服务消费终端[17]和服务场景化[18]。且商业逻辑创新路径

主要围绕零售主业展开的多维要素创新以及各关联要素形成的有机协同创新体系[19]。不管以何方式，从

什么角度，研究以数据驱动的商业逻辑都具有价值和意义，他们之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20]。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农产品物流模式创新与商业逻辑重构已成为近年来学术

界关注的焦点。但既有文献提出两者的创新大多集中在物流的冷链技术、商业的场景和流通，并没有把

多要素整合起来研究。因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 以四个流程探讨物流模式的创新：以一体化战略为

主，使数字技术贯穿于生产、销售、运输、数据四个环节当中，形成闭环一体化发展。2) 从三个维度研

究商业逻辑重构：模式、主体、场景三位一体研究如何重构商业逻辑。 

3. 数字技术创新农产品物流模式 

3.1. 生产环节升级：流程一体化 

3.1.1. 基础设施高级化 
数字化基础设施已经由最初的通信基础设施，逐渐演变成为如今融合了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多项数字技术的综合体系。这一体系全面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播种到收获，从管理到销售，

都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盒马”作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积极利用智能农业无人机和农业机

器人等先进技术工具，进行人工智能化的精准管理。这些智能化的应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

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且为实现更高水准的智慧农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1.2. 部门分工效率化 
“盒马”以仓储环节为核心，通过优化仓储管理，实现了生产环节中采购、研发、制造等各环节的

互联互通与高效配合，从而构建了一个协同制造体系。这一体系确保了生产全过程各环节的顺畅运行和

经营协同，提升了整体运营效率。同时，“盒马”积极打造新零售协同组织体系，利用数字技术强化组

织内部的沟通与协作，提高了组织协作效率。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公司能够实时掌握供应链上游的生

产情况，确保各环节之间的整体配套和协同发展，进而全面提升了产业的现代化水平。 

3.1.3. 创新互联互动化 
“盒马”通过精心设计的顶层战略，成功整合了各类创新资源，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

联网等高新技术，打造了一个在线协作平台化的网络创新体系。这一体系深入渗透于“盒马”的生产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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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环节，形成了强大的协同效应，共同推动农业实现持续且高质量的发展。通过这一体系的实施，不

仅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3.2. 销售方式整合：经营一体化 

3.2.1. 组织内部 + 外部协调经营一体化 
“盒马”坚持以消费者为核心，致力于实现全产业链的经营一体化，通过这一战略有效防范和化解

供应链风险，推动产供销各环节全面协调发展。为确保内外部的无缝衔接，企业积极调整组织架构，由

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的分布式发展模式。这一变革使得内部协同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和流畅，推动了组织向扁平化、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化不仅提升了内部

运营效率，也为外部协调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增强“盒马”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3.2.2. 数据传递 + 信息获取经营一体化 
“盒马”通过构建数据平台，实现了信息的集中储存和高效管理。借助“盒马”捕手的专业能力，

对这些数据进行整合和深度挖掘，为企业提供可量化的数据决策支持，从而帮助企业做出更为精准和科

学的决策。此外，“盒马”还注重市场、资金、货物等要素和资源的整合，通过强化功能配置与资源整

合能力，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好的

购物体验。 

3.2.3. 物流配送 + 实体门店经营一体化 
“盒马”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依托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结合实体门店的辐射网络，构建了一个

现代化的流通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流通效率，更在产供销各环节之间建立了紧

密的联系，实现了农业生态体系的无缝对接。通过这一体系的运作，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与销售之间的

协同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3.3. 运输效率提升：物流一体化 

3.3.1. 多元化与多层次配送 
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盒马”的处理中心能够精准地根据商品库存和实时需求信息，智能地将订

单分配给不同区域的门店。通过构建基于时序、线路、需求、温层以及地域等多维度的智能体系，这些

订单得以高效串联，形成了灵活多元的配送方式和多层次的配送体系。这一创新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终

端配送的复杂问题，更显著提升了整体服务效率，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优质、更便捷的购物体验。 

3.3.2. 最优化配送与适宜化配送 
“盒马”数据平台深入剖析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并结合天气变化和节假日等特殊需求，提前向仓储

部门反馈完整信息，以确保货量充足且商品新鲜，这一举措显著提升物流的互联互通效率，还实现了决

策的快速转换。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下，数字技术为物流网络注入了新的活力，

有效解决了传统物流模式中速度慢、保鲜和储藏困难等问题。通过数字化转型，物流网络得以优化升级，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体验。 

3.4. 数据资源共享：信息一体化 

3.4.1. 信息孤岛 
数据信息的不及时、不充分或不对称性可能引发信息孤岛问题，从而阻碍供应链的有效运作。“盒

马”仓储体系在推进数字化进程中，始终坚持协同、共生、链接的理念，致力于打破信息壁垒。通过循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2221


赵颖 
 

 

DOI: 10.12677/ecl.2024.132221 1833 电子商务评论 
 

环圈反馈的信息，仓储系统对供应端资源进行优化分配，确保货物的保存和储藏条件始终达到最佳状态。

为提升供应链效率，“盒马”积极运用智能化技术手段，如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对仓储货物进行实时

监管。同时，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建立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信息的集成、共享和

统一维护管理。 

3.4.2. 冗余消除 
减少数据冗余，保证数据一致性、独立性、一致性。将物联网与互联网进行有机整合，确保“盒马”

实现实时、精准传输数据信息，实现信息交换与共享。建立数据共享安全平台，对数据进行有效保护、

和共享，以保证数据信息资源的安全性、可靠性。 
通过数字技术的驱动，“盒马”把分散、孤立的各个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体化发展的物流模式，有

助于促进物流模式的转型升级。数字技术助力农产品产销联系更加密切，以数字技术来驱动乡村振兴，

农村也将成长为数字乡村[20]。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Logistics mode and mechanism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in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图 1. 农产品流通过程中一体化战略的物流模式机理图 

4. 数字技驱动农产品商业逻辑重构 

4.1. 数字技术驱动：以模式为基础的重构 

4.1.1. 线上为主的智能一体化 
“盒马”成功打通了横向、纵向和端到端的数据流，实现了供产销数据的全面互联互通。通过仓店

一体的创新模式，盒马不仅拥有实体门店，还设立了线上配送的前置仓，从而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无缝对

接。在运营过程中，“盒马”的 APP 与物流配送系统紧密配合，确保从用户下单到拣货配送的每一个环

节都由统一的系统和专业员工高效完成。这种模式的运用，极大地满足了周边中高端消费群体对生鲜食

品、餐饮及生活休闲的多元化需求，为社区提供了智能化服务。 

4.1.2. 线下为辅的商业一体化 
“盒马”凭借“超市 + 餐饮 + 社交 + 亲子 + 物流”的全渠道新零售模式，为消费者缔造了一站

式购物新体验。线下门店集商品购买、品牌展示、食品加工、堂食及物流配送于一体，满足多元化需求。

线上 APP 则依托实体门店，实现仓储分拣与配送的无缝衔接。在产品策略上，主打进口海鲜商品，精准

锁定中高端年轻客群，并融入美妆、保健、母婴等跨境商品，丰富商品线。业务协同方面，“盒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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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与超市融合以降低损耗，场所与社交结合提升消费频次，购买与配送同步确保高效便捷。 

4.1.3. 线上与线下的无界融合 
“盒马”深度融合线上线下，打破传统零售与互联网的藩篱，形成互补共生的融合态势。其智能化

运营体系实现全渠道整合，线上与线下无缝对接，提供线上突破时空限制和线下注重实体体验的一体化

服务，两者互补增强客户黏性。线下门店作为流量入口，引导消费者线上互动，形成线上线下双向流量

循环。通过高效衔接各环节，结合多种零售业态有机结合，满足不同消费者之间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从而实现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消费模式。 

4.2. 数字技术驱动：以主体为核心的重构 

4.2.1. 需求与满足的高度契合 
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借助数字技术重构商业模式，强化体验、物流与数据三大关键环节。首先，

在消费者需求方面，提供即烹、即食、即热优质服务及优化卖场设计来激励消费增长，实现坪效新突破；

其次通过流通技术革新，提高物流配送时效，打造消费者的三公里理想生活圈；最后建立“盒马”专属

数字平台，以数据穿透分析挖掘潜在消费需求，了解顾客消费与偏好，提供更人性化、个性化的建议以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4.2.2. 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发展 
整条产业链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从同质化竞争向合作共赢转变，优化产业链各环节，开发高市场价

值。“盒马”企业之间通过缔结横向联盟和纵向联盟，发挥经营协同效应，促进产业链形成健康的合作

与竞争的双重伙伴关系，降低在竞争过程中的经营、管理、流通与谈判成本，推动产业链从封闭走向跨

界融合；同时，“盒马”供应商与消费者通过协同网络改变原有的生产与销售关系，转为以数据平台进

行分类、传送、共享的合作关系。供应商与消费者相互交流合作和共同创新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和信息不

对称，有助于减少无效投资、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引发的资源配置不当[15]。 

4.2.3. 被动与主动的稳定过渡 
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预测分析，使管理决策由被动变主动。首先，通过数据平台将生产动态

转化为信息资源，并实时反馈到管理层，确保生产决策高效、准确；其次，通过数字技术实时监测，及

时发现、解决各个冗余与错误环节，主动优化决策；最后，将消费者消费偏好、浏览数据、售后评价等

信息转化为信息要素进行模型分析，以提升消费者需求与农产品生产的匹配度。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信

息在全链路及各主体间的数字化衔接，提高了管理层的商业洞察力，助力其及时捕捉运营价值。 

4.3. 数字技术驱动：以场景为关键的重构 

4.3.1. 设施完备：购物体验智能化 
“盒马”通过线上电商平台举行多种优惠活动，以更简单、直接、即时的回馈，满足消费者最真切

的美好生活需求。购物体验的智能化更多体现在直播功能的广泛使用，物流革新与优质服务提升了用户

的购买率，满足用户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线上“盒马”APP 支付渠道，通过数据平台的收

集与捕捉能够分析消费者的购买偏好及消费特征，助力精准营销，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多元购物的

创新是促进商业逻辑重构的不竭动力，实现精细化、多元化、个性化生产，全面满足消费者的智能体验。 

4.3.2. 服务升级：经营方式灵活化   
线上线下的无缝链接与线上线下全天便利消费，经营方式的灵活性得到改变。盒马以店仓一体模式

为核心，整合商品、顾客、物流与售后，打造综合性、灵活性与广泛性的购物体验。“盒马”打造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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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终端为核心的全渠道服务，在生产端包装标准化、精细化的商品，有利于打造线上线下商品同质同价

的产业链，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在销售端，打造高等服务与完美体验吸引线下消费者，以增加线上

用户的黏性，提高线上转化率。在配送端，数据技术能够衔接到下沉市场，推进产业链服务功能的延伸，

更进一步扩大消费者群体，为消费者提供更具便捷的服务。 

4.3.3. 用户壮大：群体范围全面化 
盒马未来可持续发展亟需拓宽社区服务，打通下沉市场，不再局限于中高端用户群体。为适应市场

竞争和多业态创新运营，强化盒马底层能力尤为重要。借助数字技术，转化为一体化社区商贸服务集成

供应商，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挥标准化和集成化优势，转型升级 24 小时药店和便利店，打造一刻钟便

民生活服务圈，以便民服务功能和生活便利程度来吸引消费群体。通过把握消费服务升级的趋势和供应

链升级的能力，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商品和完善的服务体系。 
通过数字技术研发推动商业逻辑的运行模式、主体结构、场景要素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优化重构

商业逻辑，一方面减少中间多级流通环节，有利于把控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还原给消费者真实的商品价

值。另一方面以便提供更具便捷化的个性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提升运营效率、提高新零售生存能力

和盈利能力。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Mechanism diagram of commercial log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图 2. 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商业逻辑重构机理图 

5. 结语 

采用数字技术驱动农产品流通变革，有利于我国加快数字农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本文从物

流模式创新和商业逻辑重构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数字技术对农产品流通的驱动机理，然而，实践发展还

处于不断变化中，学术界的认识也尚未定型，所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且物流模式与商业逻辑的创新都

离不开我国政府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和政策激励等多方面持续改革和改进[18]。本文以“盒马鲜生”为

例，对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不足，结合发展现实，探讨影响农产品物流模式创新的因素、商业逻辑与商业

要素的精准匹配等还亟需拓展和深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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