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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C2M (Customer to Manufacturer)模式在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对C2M模式进

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其在其他行业中的成功应用以及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潜在优势。对C2M模式在果蔬

类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探讨，包括对最优定价策略、渠道选择策略等方面的分析和建

议。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数字化技术的整合、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供应链、供应链风

险管理、新兴市场和国际贸易，以及消费者参与和定制化需求等方面的建议。研究方向将有助于推动C2M
模式在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应用和发展，促进供应链的优化和创新，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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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2M (Customer to Manufacturer) model in the supply chain 
of fruit and veget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C2M model is analyzed in depth to explore its suc-
cessful applic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 and its potential advantages in the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
al product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2M model in the supply chain of fruit and vege-
t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optimal pricing 
strategy and channel selection strateg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are 
looked forward,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in the areas of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sustainable and green supply chains,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emerging markets and interna-
tional trade, and consumer engagement and customized dem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 will help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2M model in the supply chain of fruit and vegeta-
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to meet 
the ever-changing market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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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阶段，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面临众多挑战，其中包括信息不对称、价格波动和渠道选择等

问题。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在，它可能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等，进一步影响市

场的透明度和效率[1]。为解决这个问题，利用信息技术和透明的交易平台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并提高市场

的有效运行是必要的。而果蔬类农产品价格由于受季节、气候和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

的波动性。C2M 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供应链模式，以消费者需求驱动生产，实现定制化生产和精细化管

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成本，并提升市场竞争力。对于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

深入研究 C2M 模式的应用可以为农产品行业提供新的管理思路和策略。通过研究最优定价和渠道选择策

略，可以优化供应链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而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C2M 模式在果

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2]。它以消费者需求为驱动，实现定制化生产和精细化管理，

这种需求直接传递至生产环节的方式，实现了按需生产，降低了库存和浪费，提高了供应链的效率和灵

活性。此外，C2M 模式能够精准定价，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优化销售渠道选择，提高销售效果和

市场占有率。 

2. 文献综述 

2.1.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和定价策略的研究现状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和定价策略的研究一直是供应链管理领域的核心焦点，近年来的研究现状主要在

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应用供应链管理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等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研究者们正在探讨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来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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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提高运作效率和降低成本。 
关注可持续发展与环保，随着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的关注度增强，研究者们开始聚焦于在农产

品供应链中实现环境友好型管理和绿色供应链，以期通过供应链管理减少资源浪费，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研究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定价策略，伴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如何运用定价策略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例如个性化定价、动态定价等策略[3]。关于渠道选择与市场营销的研究，研究者

们正在讨论农产品供应链中的渠道选择和市场营销策略，特别是对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新兴渠道的应

用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和定价策略的研究现状呈现出多样化、技术化和市场化的

特点，研究者们致力于寻求更加高效、环保和市场化的供应链管理和定价策略。可以提及过去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传统的供应链管理和定价策略上，强调了信息不对称、库存管理、渠道选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探讨了传统模式下的优化方法和策略[4]。 
近年来，随着 C2M 模式的兴起，一些研究开始关注 C2M 模式在其他行业的应用，并探讨了 C2M 模

式对供应链管理和定价策略的影响。这些研究强调了 C2M 模式能够通过消费者需求驱动生产，实现定制

化生产和精细化管理，从而提高供应链效率和降低成本的优势。 
一些相关研究也探讨了 C2M 模式在农产品领域的应用，但对于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具体研究还相

对较少，因此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深入探讨 C2M 模式在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应用，特别是

在供应链管理和定价策略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2.2. C2M 模式成功案例 

1) 淘特 
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特价版，正在帮助 50 万工厂和 120 万商家加速数字化转型，把握“后疫情”机

会，以薄利多销的经营战略率先抢占市场，为工厂打造专属的营销活动，通过工厂直供的方式为消费者

提供极致性价比的便宜好货，工厂直购节期间，确保消费者能够批发买到尽兴。淘特依靠淘宝这个主平

台，2020 年淘特在正式上线之前就有了海量的订单，而在上线 9 个月后月度活跃用户就已破亿[5]。 
2021 年 9 月，淘宝特价版与 1688 全面打通，成为全国最大的产业带工厂零售平台。据阿里巴巴数

据显示，全面打通 1688 后，淘宝特价版新增“批零兼售”工厂商家超 7 万家，平均每天有超过 500 家产

业带工厂借助阿里 C2M 转型零售工厂直供，这些工厂在淘宝特价版上接到的 C2M 订单量日均过千万[3]。 
淘特平台作为成功运用 C2M 模式的典型例证，其独特的运营模式在供应链管理上具有显著的创新

性。淘特通过直接连接消费者和制造者，减少了传统供应链中的中间环节，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和运营

成本。同时，通过对消费者的需求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淘特可以精确理解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

推动制造者进行定制化生产。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淘特的成功

实践证明，C2M 模式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为供应链管

理的创新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 
2) 红领集团 
酷特智能去年全年实现营收近 6 亿，净利增长 28.91%，在国内服装行业寒潮的冰冷情况下，公司连

续多年实现业绩高速增长，很大原因得益于实行 C2M 模式[6]。 
红领集团早年是一家服装代工生产企业，从 2003 年开始进行工业互联网转型，历时 12 年时间，投

入数亿资金，进行数字换转型，依靠数据驱动生产，充分发挥智能制造威力，实现了 C2M 大规模定制，

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7]。对智能化转型升级探索，它们至少花了 10 年，要实现 C2M 模式，传统的

企业价值链被重塑为这个价值环。 
在传统的业务模式下，红领集团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和预测客户的需求，然后进行批量生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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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式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预测错误，就会导致大量的库存积压，造成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红领集团开始尝试 C2M 模式。他们在网站上提供了一种可以由客户自定义制服的工具。客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颜色、材料、样式等，然后提交订单。这些订单信息会被直接传递给工厂，

并马上开始生产。这种模式使得红领集团可以实时了解客户的需求，大大减少了预测的风险和库存积压

的问题。同时，让客户参与到产品的设计过程中，也大大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 
红领集团在 C2M 模式的成功实践，为其他传统制造业展示了如何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转型的可能

性，实现效率提升和客户体验提升。 
3) 亚马逊 
在亚马逊的“Amazon Custom”个性化定制服务中，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进行个性化

定制。这个服务覆盖了大量的商品类别，比如家居用品、钻石首饰、服装等[8]。这个模式让消费者和制

造商直接交流，消费者可以明确告诉制造商他们需要什么，而制造商则可以根据这些具体的需求生产商

品。这种方式不仅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也避免了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积压现象，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亚马逊 Kindle Direct Publishing 是一个让作者直接在 Kindle 商店发布电子书的服务，它把作者和读

者直接连接起来。作者可以直接获取读者的反馈，根据读者的需求和反馈调整内容，这实现了 C2M 模式

的内容生产。通过这种方式，亚马逊让消费者的需求和反馈直接影响到产品(这里的产品是书籍)的生产。 
通过收集和分析消费者的购物数据和反馈，亚马逊创建了自己的品牌，比如 Amazon Basics 和 Amazon 

Elements。这些品牌的产品设计和生产都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来的。这是 C2M 模式的又一成功应

用，通过这种方式，亚马逊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 

3. C2M 模式在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应用 

3.1. C2M 模式对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 

C2M 模式对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定制化生产与精细化管理、精准

定价与市场竞争力、渠道优化与销售效果，以及信息透明与合作关系[9]。C2M 模式通过消费者需求驱动

生产，实现定制化生产和精细化管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更为精准，减少库存和浪费，提升供应链的效

率和灵活性[5]。C2M 模式还助力农产品实现精准定价，直接与消费者互动和沟通，了解其对产品的需求

和价值认知，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符合消费者期望的定价，也提升了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销售

额。C2M 模式还能更精准地选择销售渠道，了解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和渠道偏好，提高销售效果和市场占

有率，减少渠道成本和资源浪费。C2M 模式的应用促进了供应链各环节的信息透明和合作关系，农产品

供应链中的各环节可以更好地协同合作，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协调成本，提高整体供应链的效率和反应速

度。这些影响将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推动整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2. C2M 模式下的最优定价策略 

在 C2M 模式下，最优定价策略应基于深入的市场调研和消费者需求分析，结合产品特性和竞争情况，

以实现最大化的消费者满意度和企业利润。通过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需要了解消费者对产品价格的敏

感度以找出其对价格的心理预期和接受范围。根据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产品特性和市场需求，可以采取

差异化定价策略，例如针对高端消费者的高价定价和针对大众消费者的中低价定价。动态定价策略也可

以应用于市场营销和促销活动，根据季节、节假日或者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灵活调整以提高销售量和市场

占有率。结合定价策略和产品组合策略，例如产品包装、捆绑销售等方式，能够实现产品差异化和附加

值，从而提高产品的整体价格水平[10]。由于 C2M 模式强调与消费者直接互动和沟通，在定价策略中应

保持透明，向消费者解释产品价值和定价依据以建立信任和品牌形象。根据市场竞争情况，需要制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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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竞争定价策略，例如领先定价、跟随定价或者市场掠夺定价，以维护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 

4. 渠道选择策略 

4.1. 研究 C2M 模式下最适合的渠道选择策略 

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提高销售效果，需要结合产品特性、目标消费者群体、市场需求

和竞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根据 C2M 模式的特点，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和沟通，选择合适的渠道策略。

这些策略包括考虑在知名的电商平台上开设自有品牌店铺或者合作店铺，利用电商平台的流量和资源，

快速触达潜在消费者；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通过内容营销和社交互动，直接与

消费者建立联系，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或者购物中心开设线下体验店，提供产品

展示、试用和购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直观的购物体验；与其他零售商或者批发商建立合作关系，将

产品引入其他销售渠道，扩大产品的覆盖范围；建立自有的销售渠道，如官方网站、App 等，通过自有

渠道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提高销售的直接性和利润率；还可以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和需求，设

计定制化的销售渠道和服务，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11]。 

4.2. 分析不同渠道对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 

选择不同的销售渠道会对市场覆盖范围、渠道成本、产品定价、利润空间、库存管理、供应链效率、

品牌形象、消费者体验、市场反馈和需求预测产生影响[12]。线下零售渠道可能覆盖面广但成本较高，而

电商渠道覆盖面也广但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渠道的选择会影响产品的市场接触度和销售成本。不同渠道

对产品定价和利润空间的影响也不同，一些渠道可能对定价有一定的控制权，而另一些渠道则更加灵活。

不同渠道对库存管理和供应链效率也有影响，一些渠道可能需要更加精细的库存管理，而另一些渠道则

可能需要更灵活的供应链安排。不同渠道会对产品的品牌形象和消费者体验产生影响，线下零售渠道可

能更有利于产品的展示和品牌形象的建立，而电商渠道可能更有利于消费者的便利购物体验。不同渠道

对市场反馈和需求预测也有影响，通过不同渠道销售的产品可能会收集到不同的市场反馈信息，有助于

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进行需求预测和产品优化[13]。 
选择不同的渠道对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企业需要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市场需

求和自身资源情况，进行合理的渠道选择和管理，以实现最佳的供应链运作效果[14]。 

5. 结论与展望 

5.1. 总结研究成果 

本文对 C2M 模式在其他行业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文献综述，突出了其在供应链管理和定价策略方面

的优势和潜力。C2M 模式在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中受到定制化生产、精准定价、渠道选择等方面因素的

影响[15]。针对 C2M 模式下的最优定价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消费者定价敏感度分析、差异化定价、

动态定价等方面的策略建议。对 C2M 模式下最适合的渠道选择策略进行了探讨，包括在线销售平台、社

交媒体渠道、线下体验店等方面的渠道选择建议。 

5.2. 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 

未来对于 C2M 模式在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中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可能会聚焦在数字化技术的整

合、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供应链、供应链风险管理、新兴市场和国际贸易，以及消费者参与和定制化需求

等几个关键领域。其中，数字化技术的整合可以通过更好地融合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优化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管理和运作效率[16]。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供应链的研究将关注如何构建环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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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以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环境影响，推动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供应链风险管理方

面的研究会针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全球性卫生事件等因素对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探索有效

的风险缓解策略。在新兴市场和国际贸易方面，研究将关注全球市场的持续扩大对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

的影响，以及跨境贸易、贸易政策变化等因素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而对于消费者参与和定制化需求的研

究，将深入探究消费者参与供应链的程度以及对定制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以更好地理解消费者行为对供

应链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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