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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 mechanism of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for food safety is mainly the process control, responsibility tracing and benefit incentiv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ffect of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 whose core i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logistics companies, wholesale markets and supermarket chains, on food 
safety protecti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 based on food safety 
is proposed. This model emphasizes the mutual coordination and restraint between the main bo-
dies of supply chain, and fully guarantees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wever,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model requires the joint cooper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all nodes in 
the supply chai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
ulations and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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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供应链管理中，农产品供应链主体对食品安全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过程控制、责任追溯和利益激励。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加工企业、物流企业、批发市场和连锁超市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对食品安全的保

障效果，提出了基于食品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该模式强调供应链主体之间相互协调与制约，

全面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但是，该模式的有效运行需要供应链上各节点企业共同合作与监督，同时，

完善法律法规和加强政府监管也是重要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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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供应链管理指核心企业经过协调链上各参与企业的关系，整合和优化各企业间的物流、信息流和资

金流，然后得到竞争优势[1]。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具有双重目标，不仅要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以获得管理效

率，更重要的是通过协同合作机制来保障食品安全。当前，现有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有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供应链主体利益分配不均，建立合作关系基础比较薄弱，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上企业关系的稳定性；

二是供应链各环节衔接不连贯，组织间合作不稳定，供应链信息流容易断裂从而影响供应链的运作效率

和绩效，无法保障农产品的食品安全[2]。因此，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来构建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对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对食品安全的作用机理 

农产品供应链的组织结构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是相互影响而共生演化的，供应链中各环节的利益

主体契约关系越紧密，农产品质量安全程度就将越高[3]。对于农产品供应链来说，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

维系整个供应链生存的基础和前提，而核心企业是链条中最具有控制食品安全动机的供应链主体，除了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外，其供应链的可持续的发展也是其必须重视的因素。在供应链管理中，各供应链

主体对食品安全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过程控制、责任追溯和利益激励。 

2.1. 过程控制 

农产品供应链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的所有过程，因此，食品安全的风险

控制拥有较大的复杂性[4]。在农产品供应链中，核心企业必须与上游生产商签订契约合同，制定完善的

食品安全监控机制，对农产品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监控。在这个机制中，核心企业通常的做法是统一为农

户提供生产资料、制定技术操作规程、监督农产品生产过程等，在源头上将农药、兽药等不符合安全标

准导致的高毒或高残留问题控制，降低食品生产源头的风险；其次，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定期对农户进

行农业投入品方面的培训，指导农户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和饲料等，提升农户的食品安全保障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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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责任追溯 

在传统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可追溯系统，当食品安全问题发生时，往往难以及时

找到事发源头及其原因，无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惩罚。在基于食品安全的供应链中，供应链上的供应商、

运营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契约关系，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这有利于可追溯系统

的实施。可追溯体系要求农产品生产者以及流通主体分别将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中的所有操作信息详细记

录、公布，使消费者知晓各个过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当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能快速寻找到源头，减少事件发生的危害。所以，为了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一套完整的可追溯

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2.3. 利益激励 

农产品供应链作为一个协调食品生产流通的经济合作组织，各主体应当相互合作，确保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但供应链各参与商为了追逐其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出现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供应链契约”

是协调供应链主体之间合作的有效激励手段，通过契约关系来保障合作双方能够获得最大化的收益。虽

然“契约”可以对供应链参与主体的投机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但对于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而言，契约

会影响主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性。“声誉机制”作为一种隐性的激励手段，能够合理的弥补“供应链契约”

的缺陷，当核心企业与上、下游参与商建立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之后，参与商为获得长远利益，有动力

来建立并维持其长远声誉，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安全。 

3.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主要模式分析 

在农产品供应链中，供应链主体包括农产品供应商、加工企业、物流企业、销售商与消费者，其中

供应商主要有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销售商包含批发市场、连锁超市[5]。根据核心企业在供应

链中的不同环节，本文把供应链管理模式分为以加工企业、物流企业、批发市场以及连锁超市为核心的

四种基本模式(见图 1)。 

3.1. 加工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加工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加工企业与生产者对接，省略了批发商环节，减少了

交易费用。在确保食品安全上，加工企业通过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和安全生产模式，并依靠生产者丰富

的种植经验，可以有效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技术，使农产品在播种到收获、化肥使用到病虫害防治、农

药使用次数和安全间隔等过程中都严格依照农产品标准化进行生产，减少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因生产者

所带来的风险。但是，加工企业不能直接联系消费者，缺乏对市场需求信息的了解，可能会加大产品的

市场风险。 

3.2. 物流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在该模式当中，物流企业与各节点参与商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得整个供应链物流、信息流

和资金流能够共享，从而达到链上资源的优化配置[6]。物流企业通过减少农产品的流通环节和流通时间，

加强对物流设备和保鲜技术等核心业务能力的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农产品的新鲜度。但该模式在

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上具有局限性，尽管物流配送中心事先要对农产品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但因为相关

检测设备及专业技术员工的不足，食品安全度难以得到保证。此外，由于受到生产商的条件限制和市场

供求的不稳定性，物流企业对农产品供应的数量和种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往往导致供需失

衡，容易造成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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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basic mode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图 1. 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模式 

3.3. 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 

受地理环境和交通环境的影响，该模式一般建立在农产品生产相对集中的区域内。由于批发商和交

易主体间随机性较大，批发商能够提供的农产品种类较多，可提供的服务也可因顾客需求予以变化，能

够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方面，由于批发市场的专用性投资不够，导致农产品

检测设备不够先进，无法对农产品进行全面检测。且因为农产品保质时间短，容易腐烂，导致许多农产

品在存储和交易过程中遭受腐烂、变质，农产品新鲜度得不到保障。 

3.4. 连锁超市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该模式以连锁超市为核心企业，超市以契约形式与生产商和加工商合作，直接向农产品生产基地集

中采购农产品，然后经过运输部门将农产品运输到大型超市进行销售。大型连锁超市通过建立配送中心，

统一由运输对销售终端进行配送，此外，有的连锁超市具有专门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与专业的人员配备。

食品安全检测结束之后，贴上统一标签，以方便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储存。如果产品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

通过追溯系统也可迅速通过标签查找出问题农产品的供应商。 

3.5. 主要供应链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根据农产品生产管理的困难性、农产品运输的时间局限性和质量安全的重要性等因素要求，农产品

供应链的管理模式在运作效率与绩效方面都有一些局限性[7]。在加工企业为核心的模式中，虽然加工企

业能通过契约和标准化生产等形式对农产品生产进行严格的食品安全控制，但加工企业不能直接联系消

费者，缺乏对市场需求信息的了解，加大了产品的市场风险。在以物流企业为核心的模式中，虽然物流

企业能够以整合供应链关系来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但缺乏把握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市场信息，很难实

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在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模式中，虽然批发市场对提高区域性农产品的交易能

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交易种类和数量较多，很难有效监控农产品质量问题。连锁超市为核心的

模式中，连锁超市虽然依靠配送中心提高了农产品流通效率，但日交易量有限，而且缺乏对生产环节的

严格控制，无法全面监管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发生。 

4. 基于食品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的构建 

基于食品安全的供应链管理模式以食品安全管理理念为核心，把农产品从生产、加工、销售到消费

的各个环节都包含到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范围内[8]。该理念认为，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模式运行

的基础，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模式的核心，最终达到链上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共享。政府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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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中核心企业及其他成员企业的食品安全进行监管，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监控平台，有效控制企业逆向选

择和败德行为。 

4.1. 基于食品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内涵 

在农产品供应链中，供应链主体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公司、批发市场、零

售市场、消费者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其中农产品生产者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为代表，政

府监管部门包括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检疫机构和市场监管机构和投诉机构。这些供应链主体之间交

换着物流和信息流，涉及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都经会经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信息平台进行处理[9]。
在下列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中(如图 2 所示)，核心企业对其合作伙伴的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和信誉进行综

合评估，选择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强的企业进行合作，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信誉较差的企业进行剔除；

在发生食品质量安全事故之前，利用可分担的契约机制，供应链各利益主体间预先分配各自需要承担的

风险成本，以激励各合作公司把本公司的目标与供应链整体目标相协调；政府对农产品的流通过程进行

正面监督，接收消费者反馈的产品信息，通过农产品追溯系统惩罚相关责任人。 

4.2. 基于食品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的特点 

基于食品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通过供应链主体间的相互制约与协调，充分运用信息监控

平台，是全方位、预防式管理思想的运用，它具备如下特点： 
1) 以连锁超市为核心企业，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和物流公司因契约关系而相互联结。该模

式主导建立以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基础，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核心，实现链上物流、资金流和信

息流共享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核心企业应当参与管理整个供应链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节点，把食品质量

安全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结合起来，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同时，维系链上企业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连锁

超市作为到达消费者最后一环的销售商，直接联系着消费者与供应商，有利于超市加强消费者与供应商

的联系，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以连锁超市为核心的零售商，更能够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 
2) 供应链上各参与商因共同目的而相互协调，通过有效的利益分配体系获得利润最大化。农产品供

应链的协调机制通过减少企业交易费用，减低市场风险、利益分配不均等现象，达到维持供应链长远发

展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10]。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机制，首先应当确保各参与企业的基本利益，通过

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参与企业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激励企业合作的积极性。总之，有效协调各参

与商的关系，使市场信息迅速地传达到供应链上企业，实现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有序性和计划性，实现

企业生产利润的最大化。 
3) 信息平台监管供应链上的信息流通，使链上企业、政府和消费者能够共享农产品信息。这一模式

整合了各参与商的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通过该平台，供应链的各参与企业可实现农产品信息共享，

及时把握农产品信息，对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进行合理规划，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消费者通过信息网

络对农产品生产、加工及流通进行全方位了解，能够及时有效的保证自身的合法权益。 

5. 基于食品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运行的保障措施 

为确保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的顺利运行，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必不可少的。供应链

管理最为重要的是各节点成员一开始就达成合作是整体获益基础的共识，从而使供应链成为“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经济联合体。同时，必须发挥政府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功能，努力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建立农产品供应链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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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food safety 
图 2. 基于食品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 

5.1. 建立利益均沾的共享机制 

供应链上各企业进行合作的目的在于牟取某种经济或市场利益，对链上参与商进行公平的利润分配

是维系整个供应链有效运行的基本要求[11]。为激励链上企业的积极性，在分配过程中必须强调贡献与报

酬相平衡，让各参与企业觉得自己的付出与努力最后会公平地分享到应得的回报。供应链运行过程中的

利益分割，应当保证各参与商的基本利益，才能使参与企业进行长久合作。通过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可保障供应链中企业间进行长期的合作关系，使供应链管理体系得以长期有效的运行。 

5.2. 完善风险共担的约束机制 

供应链各参与成员违约的可能性与违约的成本呈反向关系，若增加违约的成本，那成员违约的几率

将降低。供应链上各成员的收益都来自最终市场上顾客的购买，供应链各成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

增强约束，通过合作实现整个供应链的高效运作，各成员企业才能增加收益。供应链企业与农产品生产

商在自愿与互利的前提下，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和资金扶持等合同，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各方职

责与权益，以及双方违约成本。单纯以合同的形式来约束链上成员是不够的，供应链各参与者的相互信

任与合作意愿是供应链高效运行的重点。 

5.3. 有效发挥政府保障机制 

1) 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政府在对食品安全的立法工作中应当注重完整和全面，要

求覆盖面要广，包括各个环节各个参与主体和全部食品，避免空白，详尽要求设立清晰的标准，避免含

糊不清；其次，食品安全的立法不仅要关注食品本身，还要关注食品监管者，明确界定各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的责任，实现执法人员的责任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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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一套完善而高效的监管系统，能够确保执法在阳光下运行。

与西方先进生产力国家相比，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拥有交叉和真空等缺陷，应当引进海外先进的管

理经验，建立食品安全管理部门，进而对安全管理部门进行统筹安排[12]。可按照食品的类别或食品流通

的各个环节，来明确划分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每个部门都有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权力，横向部门之间

可依法进行业务上的配合。当出现食品安全事件时，可以及时的协调安排对应的部门进行跟进调查。 
3) 有效引导公民消费观，发挥公民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绿色生态的消费观已成为当今时尚，

绿色有机农产品也得到愈多消费者的喜爱。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有责任引导公民树立绿色健

康的消费观，提高公民对绿色安全农产品的认知度，增强公民对我国农产品的信心。此外，政府有责任

引导一批绿色农产品品牌企业，使之成为行业模范，营造良好的食品质量安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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