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2023, 13(10), 873-878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hja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3.1310122   

文章引用: 庄小云, 余丽婷. 智慧∙共享理念下安徽省农业物流生态圈构建[J]. 农业科学, 2023, 13(10): 873-878.  
DOI: 10.12677/hjas.2023.1310122 

 
 

智慧·共享理念下安徽省农业物流生态圈构建 

庄小云，余丽婷 

安徽新华学院商学院，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2023年9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4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9日 

 
 

 
摘  要 

农业物流生态圈是产业整合的一种表现，它将会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变革。在智慧·共享理念下，以安徽省

农业物流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农业物流生态圈构建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农业物流生态圈构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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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Logistics Ecospher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it will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cept of wisdom shar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logistics in Anhu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Logistics Ecosphere, and proposes some sug-
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Logistics Ec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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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智慧物流、数字供应链在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各环节中发挥着功不可

没的作用，企业对物流提出新的要求，企业生态圈化生产及发展将是一道必选题。在过去的几年里，以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得到了大力发展，这些技术逐步渗透

到各个行业中，促进了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优化和融合，世界也逐渐步入智慧经济时代，产业融合是当

前经济的一大特征。物流产业与其节点产业、金融产业等上下游产业正在加速融合，未来的物流产业将

是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一体化的闭环生态圈，而物流之争即是物流生态圈之争。不仅如此，

中央一号文件(2023 年)进一步明确要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

农业发展，并强调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会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挥关键作用。而产业融合的表现形式—

—农业物流生态圈将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 
尽管农业物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小而散、物流资源配置不合理、业务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设施

利用率不高、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使得安徽作为农业生产大省，农业资源相当丰富，资源优势却难

以发挥，成本也随之提高。补短板、治乱象、求发展等严重制约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老问题，如物流

成本高、效益低等问题，使得农业物流现有发展水平难以支撑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的农业经济快速

发展趋势。基于此，在智慧共享的理念下，以安徽省农业物流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打造农业物流生

态圈所面临的问题，为打造农业物流生态圈出谋划策。 

2. 文献回顾 

生态圈(Ecosphere or Biosphere)的概念起源于生物学，又称生物圈，是地表有机体由下而上的环境的

总称，通过交流或物质交换达到演进或共赢的目的[1]。Moore (1999) [2]在商业经济领域首次引入种群生

态学理论，构建了商业生态系统模式，之后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创新创业和平台型电商企业中被学者们引

入，得到了大力发展。当然，也有少部分学者的研究涉及到生态知识与物流的结合。 
吴群等(2022) [3]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借助商业生态和供应链协同相关理论，以壹米滴答为研究对

象，对平台型物流企业生态圈可持续协同发展进行评价。范钦满等(2019) [4]以 L-V 模型为基础，对区域

物流系统种群间的演化进行分析，发现种群会经历三个阶段：竞争、合作、竞争与合作。林晓伟(2020) [5]
分析县域物流生态圈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创新研究县域农业物流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协同发展模式

和实现路径，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实现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邢文茜(2020) [6]在分析我国物流生态圈

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智慧物流生态圈协同机制，构建智慧物流生态圈的路径。韩磊(2022) [7]结合江

西实证研究，梳理农业物流生态圈的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分析影响其协同发展的各种因素，并提出相

应建议。王东生(2022) [8]立足于传统的物流供应链，将其与供应链闭环的优势相结合，建立一种全新的

农业物流生态系统。舒辉等(2021) [9]从农产品流通主体、协同框架、协同阶段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将

其分为上行圈层、下行圈层、外部圈层三个层次。刘伟华等[10]以生态位理论视角，分析了智慧物流生态

链的形成动因，并利用供应链外包理论，对智慧物流生态链的形成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刘伯超[11]在分析

生态圈构建困境的基础上，以饲料产品供应链物流生态圈的构建为研究对象，提出其构成要素和实践战

略。涂淑丽等(2020) [12]基于群体生态学理论，对其农业物流生态圈的协作框架进行了构建，该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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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云计算的，且具有要素层、结构层、功能层、市场架构层等，最后，在对其功能协同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相应的建议，助力农业和物流业的融合发展。 

3. 安徽省农业物流生态圈构建面临的难题 

过去几年，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于物流业尤其是农业物流的发展起

到了关键作用。但由于农村自身条件限制，农业物流生态圈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 

3.1. 农村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信息化程度不高 

安徽省大部分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村民文化程度较低，物流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发展起

来也较为困难。虽然农村网民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但由普通网民向高素质、专业化、信息化人才的转化

率极低，增长速度较慢。由于农村缺少数据共享、资源优化配置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信息共享渠道不足，

导致物流圈内部“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大多快递件只能依靠农村货运站或自己去镇上去寄取，物流信

息相对封闭，为农业物流生态圈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3.2. 部分农产品的内在特点，如季节性、不可挤压性、易腐性等，使其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大量的农产品会因为季节性的原因而集中涌上市场，造成供给过剩，产品价格偏低，同时也会因为

产品的运输、储存、成本增加而产生问题，使其供应链风险扩大。 
大部分农产品，尤其是生鲜产品对温度要求也很严格，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温度监控，以确保农产品

的新鲜度等质量安全问题。由于安徽地处内陆，冷链物流设施不够完善，如全省人均冷库容量仅为 12 公

斤左右，加之省内淘汰的冷藏车等传统冷链车辆仍在使用，全省冷链物流中心或物流园区不足，分布不

均，造成全省冷链物流设施不全，冷链物流水平不高等问题，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埋下了相当大的风险隐

患[13]。此外，一些企业甚至常温运输和储存农产品，对农产品物流的冷链温度不会全程监控，以降低运

营成本。生鲜农产品的易腐性，会让其在运输、储存及销售过程中产生大量损耗，给整个供应链带来损

失。 

3.3. 专业的物流技术人才匮乏 

目前，农村外出务工潮比较严峻，大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导致人口大量流

失，剩下的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及一些妇女儿童，懂得物流知识的人并不多，物流专业技术人才

更是严重匮乏，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专业人才队伍是物流生态圈发展的人才支撑，现有的人才缺

失情况，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业物流生态圈的发展。 

3.4. 乡村空间分散布局，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产品的进出与货物包装、产品运输、货物装卸搬运以及二次流通加工等流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这些流程的完成与实施和技术密切相关，而农村道路使用年限较长，路况较差，甚至部分路段还处于

泥泞路阶段，对货运车辆的要求较高，对司机的要求也较高，导致成本增加。 

3.5. 供应链物流生态圈缺乏协同性 

农业物流生态圈是一个将线上线下和物流结合起来的智慧平台系统，主要为物流需求方和物流企业

提供服务。信息化的发展使得线上线下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但协同性对物流的要求更高。安徽目前物流

流通环节复杂、涉及面广、流通时间长，物流各环节协同性不够，导致信息数据不全、物流生态圈发展

不畅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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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徽农业物流生态圈构建的建议 

4.1. 省政府统筹规划，科学指导农业智慧物流生态圈的建设 

省政府及相关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需要高度明确，积极构建适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潮流和

多样化需求的农业物流生态圈，不仅可以为安徽省农业发展、产业链优化升级等多个领域发展提供强有

动力，还可以成为地方“筑巢引凤”、“产业孵化”，吸引投资的重要砝码。切实做好农业物流生态圈

建设的统筹规划和科学指导，帮助打造农产品特色品牌和核心品牌，有效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现代化、

数字化生产加工及管理，切实保障消费者购买、使用体验，加强对涉农产业和地方特色产业的引导和扶

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农业物流生态圈建设，提升农业物流相关产业建设的科学性、

合理性、时代性和发展性；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以构建和探索与智慧物流产业相关的创新企业，

避免资源浪费。 

4.2. 加强农产品物流包装标准化，优化其冷链物流系统 

由于大多数农产品都具有易腐性和不可挤压等特征，因此需要对其包装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减轻其

在运输、储存等环节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由于安徽冷链物流水平不高，农产品对温度要求也比较

严格，急需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系统。 
首先，安徽省要采取诸如甩挂式的冷链运输设备，加大对农产品冷链流通加工中心和集散中心的投

资建设，建立健全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基础设施设备，在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农产品集中产地建设冷链

物流仓库等方式，淘汰旧式冷链车辆以及优化冷链运输方式。 
其次，逐步提高冷链物流系统的衔接和可视化程度，将农产品电商企业、物流企业、综合物流中心

以及各个运输口岸等物流节点，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其连接起来，降低温度对农产品的损耗。 
最后，考虑到一些农产品涉及到跨境的问题，也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海外冷链仓库

的建设来完善整个农产品跨境冷链物流体系。 

4.3. 参考市场变化，有效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农业物流产业以消费者、农产品生产者为服务对象，及时为目标人群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是智慧

物流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实现机械化、精准化、信息化，特色农产品、农业人文旅

游产品也不断涌现，人们对农产品的购买、使用体验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和优化自身

功能的农业智慧物流产业，需要不断开发新功能；注重农业物流服务的智慧化、人文化、和谐化以及农

产品采购和售后服务的便捷化、易操作性。此外，随着社会经济产业不断发展，新的生产营销模式、理

念、产品会不断出现，这必然会对农业物流生态格局造成一定冲击，这就需要相关主体在农业物流产业

中不断创新、不断开拓。 

4.4.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于安徽省农业物流而言，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道路建设。只有乡村道路保持通畅，整个物流

经济的效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保证农产品运输的顺畅。因此，因地制宜、合理发展乡镇道路，成为了

农村物流体系构建的必要基础条件。 

4.5. 强化农业物流生态圈的协同效应 

涉及利益主体较多，各方之间跨度较大，紧密度小的农业物流生态圈，必然存在利益冲突，需要政

府出面予以支持协调，争取利益最大化。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市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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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发展等。相关利益主体在构建农业物流生态圈过程中，一旦发生矛盾，政府也需

要进行市场监督，才能化解矛盾。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农业物流生态圈发展的基础保障，而配套设施的建

设则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规划，并加以推进。农业物流生态圈打破了产业边界，农业、物流、环境、政府

等各个子系统都参与其中，要想真正实现生态圈的价值，需要参与各方纵横协同，以开放共享的姿态相

互协同联动，依靠技术手段实现有效协作，这样才能保证物流生态圈的顺畅运行，其协同机制如图 1 所

示。 
 

 
Figure 1. Synergy mechanism of logistics ecosphere biosphere 
图 1. 物流生态圈协同机制 

5. 结论 

在智慧·共享理念下，通过农业物流生态圈的构建，便于解决安徽省现有的农业物流短板问题，有

利于农业和物流业的产业融合，实现不同产业间的资源整合。政府应该通过相关政策引导互联网技术、

资金、优质资源等快速融入农业物流生态圈，为其物流生态圈的顺利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政府

应该进一步与行业协会等外部组织协同打造农业物流生态圈，为农业物流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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