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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甘肃农特产品具有鲜明的地域优势，但种植分散、品牌意识不强、缺乏有效的供需传导机制，需借技术

和理念创新给产业注入新活力。本文旨在通过建设产供销一体化供应链平台，主要从框架构建、流程运

作、及模式运营等方面进行设计，助农特产品走产业化发展路线，以期实现产业助农、产业兴农，有力

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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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nsu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distinct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but the planting is scattered,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m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3037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3037
http://www.hanspub.org


田润娴 
 

 

DOI: 10.12677/mm.2022.123037 288 现代管理 
 

the brand awareness is not strong, and the effective supply and dem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s lacking. It is necessary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industry through technological and con-
ceptual inno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help agricultural products take the industriali-
zation development rout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platform for pro-
duction, supply and marketing, 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framework construction, process oper-
ation, and model oper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industrial assistance to agriculture, industrial re-
vitaliz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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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期技术革新和销售模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传统的农业发展已显疲态，乡村振兴需要借助产业

创新。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利用好新技术、接入新思路，促进农村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形

成产供销一体化发展的新态势，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甘肃地域辽阔，温度、干湿度差异大，河西走廊、河东地区、陇南、甘南、兰州等地农特产品各具

特色，但受传统农业模式的制约，农特产品不能及时流入市场，其产品价值大打折扣，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受限，不利于推动乡村振兴。目前关于助推乡村振兴的研究范围广，数量多，主要切入点有金融、教

育、人力资源、产业融合、特色农业、电商、特色产业等方面，这些研究很有价值，但是将产业和供应

链平台结合起来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提出的产供销一体化供应链平台，有效保障“从田间到

餐桌”的食品安全，不断实现育种、种植、配送、销售规模化和标准化[1]，实现农特产品全流程可追溯、

全流程数据可视，推动农特产业向纵深发展，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2. 研究的必要性 

2.1. 加快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助推乡村振兴 

甘肃具有旱地多、草场面积大、水资源缺乏、温差大等特点，农特产品的品种和品质，有很强的地

域特色，其中特色农产品的产量逐年增加，2020 年产量及其增长速度见表 1： 
 

Table 1. Gansu agriculture special product output and growth in 2020 
表 1. 2020 年甘肃农特产品产量及增长 

产品名称 蔬菜 中药材 园林水果 猪牛羊禽肉 牛奶 

产量 108.9 万吨 123.22 万吨 481.07 万吨 108.9 万吨 57.5 万吨 

增长率 6.5% 8.9% 9.7% 8.3% 30.4% 

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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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色农产品种植普遍还处在低水平、粗放型的阶段，造成种植成本高，竞争力降低，种植面积和

产量的增加并没有给农户带来实在的收益。主要原因在于产品错过销售旺季，反而会给种植户造成一定

的压力；另外不科学的储存方法还造成产品价值降低，影响后续销售，反而给种植户造成一定的负担。

要助力乡村振兴，需要重点加快发展脱贫地区特色产业，为广大种植户搭建平台，打通产品的销路。 

2.2. 构建特色农产品供应链平台，为产业链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 

甘肃农产品在产品种植、包装设计、加工、销售等方面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链，没有给乡村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拓宽道路，以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是当务之急。2022 是乡村振兴全面展开关键之年，

我省将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以产业就业为抓手推进乡村发展[2]。搭建特色农产品供应链

平台，有助于产供销结合、上下游联动，有助于打通渠道、降低库存，形成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有助

于切实有效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为乡村振兴注活力。 

2.3. 探索农产品产供销与科技公司合作，推动农业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达到 4000 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具体产业的研究、教育与

产业结合的研究、产业赋能等方面。但以产供销一体化平台助推乡村振兴为方向的研究相对较少。建设

产供销一体化平台，需要借力科技公司，加之与物流园区密切协作，不断引进新技术和应用大数据，有

力促进乡村数字化发展，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依托科技实现乡村振兴。其启动资金，可探索由政府

商务部门提供一定的比例，为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初期推动力，积极构建“生态科技农业协同式”的产

业创新，平台成熟后按照一定比例收取交易费维持平台的运转，实现农产品与物流园互赢互利。 

3. 基于互联网的一体化在线平台建设思路 

建设一体化平台，包含生产管理、产品溯源、库存管理、设备管理、采购管理、物流管理、品牌宣

传、销售管理等元素[3]，既可通过数据指导农产品的规模生产，也可以通过产品溯源和直播售货等形式

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通过平台一体化的运作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提高农户和各种经营企业种植

的合理性，夯实乡村建设基础，为乡村振兴的长远有序发展提供智慧交易平台。 

3.1. 平台的设计理念 

通过建立产销对接机制，把利益链条拉长，将生产管理、库存管理、产品溯源、设备管理、采购管

理、物流管理、品牌宣传、销售管理通过在线平台有效链接，实现信息互通，利益共享的机制。通过建

设产供销一体化供应链平台，达到减少中间环节、拓宽销路，农民和供销社收益不断增加，同时带动物

流和相关产业发展，帮助富余劳动力就业，吸引出外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返乡，为乡村振兴储备劳动力，

成为乡村振兴不竭的动力。 
产品生产环节，借助在线平台的销售数据，可以根据上年的销售和订货数据预测下年度的需求量，

指导种植企业按需求生产，减少由于盲目种植造成的损失，通过在线平台也可以对季节性很强，不易储

存的需要多次运输的农产品通过团购优惠和秒杀等促销手段降低产品积压和滞销，降低种植户的风险。 
产品流通环节，将农产品的初加工和流通委托给专业的物流企业，严格按照产品的需要进行储存、

配送和加工，将最好的品相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推动“标准化”农产品，提倡商户向“净菜”“净果”

交易模式转变，同时尝试将半成品和净菜直供食堂、机关、企业、学校等地，减少一些加工环节，综合

成本也会下降[4]。 
产品销售环节，以在线平台的产品溯源和品牌宣传，将产品以喜闻乐见和接地气的图片和视频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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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消费者，通过小程序商城满足个人、团体等的订货。当前消费者越来关注食品安全，品牌宣传和

产品溯源对于农产品的推广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平台上的视频展示产品的种植、加工、流通，让

消费者放心购买和使用。 

3.2. 平台框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借助平台不如自建平台。转变传统的单一的网站售货形式，从整条利益链

出发，形成集私域电商、云 ERP 和物流配送为一体的平台，实现生产、销售、采购、设备、库存、快递

物流、品牌宣传和产品溯源等综合管理，在线推广平台见图 1。对于农户而言，可以减少由于盲目种植

造成的产品积压，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合理的消费，既可以实现产品的销售，又可以促

进农特产品向规模化和品牌化发展，同时架起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增进互联互动。推进特色农产

品产供销智慧化和生态化发展，脱贫后的农村产业紧跟时代潮流，乡村振兴才会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持

续前进。 
 

 
Figure 1. Online promotion platform for special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图 1. 特色农产品在线推广平台 

3.3. 业务流程 

从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下单开始，至回款确认结束流程。配送站\自提点、物流配送部、厂家客服辅

助完成商品顺利送达，整个过程前后贯通，形成闭环。整个业务过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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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business process 
图 2. 业务流程示意图 

3.4. 运营模式 

培育土生土长的当地企业也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当地企业的快速发展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多元化

发展。该模式以手机界面小程序为载体，成本低、操作便捷，可吸引农村更多厂商、商户入驻平台，提

供多元化高品质的货源保证，拓展线上交易，促使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B2C 形式：终端用户从 APP 登陆下单，距离近的用户平台负责配送，距离比较远的以加盟快递的方

式送达用户手中，委托社区代理推广商品链接，扩大商品的品牌影响力。 
B2B 形式：主要为生鲜店、酒店、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和学校食堂签订合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社区代理提供供应链服务，以集中采购的形式，降低需求方企业运营成本，也为供方企业建立长期合作

伙伴，减少由于产品滞销带来的损失。 
社区商户入驻形式：自营商品以签约的形式上平台，商家授权可参加平台的打折促销活动；平台提

供直播间供商户展示新产品，按照区域划分设立自提点，减少末端配送压力，同时也支持及时达服务，

实时打印配送小票，降低配送误差。对于有大量产出的蔬菜和水果，以团购和限时秒杀的形式降低价格

为消费者提供应季的新鲜的基地直供的味美价廉商品，此方式也可减轻商品储存的压力，商家将储存成

本让利给消费者，实现供应链利益共享。 

3.5. 平台功能 

内部管理的模块有：协同办公、电商管理、快递物流管理和进销存管理等。“协同办公”可实现的

功能有内部通知、企业文档、云培训、报销付款申请、我的审批、我的申请及采购付款审批。“快递物

流管理”可实现的功能有建立快递单、快递查询、我的账单和我要推广。“电商管理”可实现的功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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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明细、抢单配送、订单汇总、订单明细、订单商品汇总、订单退款管理、余额管理、审核管理、商

品上架管理、已结束团购、电商订单、出库确认和司机送货。“进销存管理”可实现的功能有库存查询、

零星销售、销售出库、零星采购、采购入库、其他入库、其他出库、生产出库和商城采购确认。还可生

成电商订单当日、当月和当年销售曲线图，作为控制库存量和销售进货量的参考。 
看板管理的模块有：项目管理、项目报价管理、报价转销售单、销售管理、采购管理、生产管理、

库存管理、办公快递管理、发货信息管理、财务管理、内部通知、提醒事项、供货商管理、基础数据和

系统设置等。可在线生成年度实时销售量、各商品类别按月对比、各月回款额对比、各商品类别按月对

比、各月订单额、发货订单额、未发货订单额对比、各月按商品类别对比、各区域月销售额对比、商品

大类的销售图以及按照月或者按年的客户分布统计等变化曲线图，便于在线分析商品的供销变化情况，

为供需双方提供可参考的数据支持。可通过截单时间、实际库存和在途订单状况自动计算采购需求，实

现在线商品需求管理。 
平台的运行可逐步实现订单农业，按照预定订单，真正实现按需生产，大大降低产品的滞销和降低

库存，农产品的变现能力增强，对于管理部门依据平台的数据可以制订行之有效的产业指导政策，帮扶

产业补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强化龙头带动作用，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4. 平台运作的软硬件环境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大力发展单环

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开展订单农业、加工物流、产品营销等，提高综合效益[5]。甘肃农特

产品中蔬菜水果、肉禽蛋类、厨房速食、海鲜水产、乳制品、花卉产品等都需要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

件下包装、储存和运输，要保证产品质量就需完善冷链供应体系。大部分农特产品采收后需要分级预冷

和加工包装，达到冷冻储存条件放置在冷库或者冷藏车，根据订单及时有效完成配送。目前甘肃冷链的

硬件条件和相关配套设施不能很好支撑平台的发展，需借助国家大力关于发展冷链物流的契机，相关部

门给予资金的支持和技术援助，按照地区农产品的特点近距离建设冷库和配送中心，提供集分级加工、

包装贴标、物流运输、检测检验、冷链仓储、线上产品交易和信息共享等综合性服务，形成涵盖省内 14
个市州乡镇，辐射全国的大、中、小型冷链物流产业园区。 

有了配套硬件设施，还需要加大对当地劳动力的培养，平台的产品要符合物流公司的相关标准，要

推行平台运作需大量会操作相关技术活动的劳动力，完全依靠社会招聘，会增加物流环节的成本，最好

的办法就是依托当地的劳动力完成物流的包装、加工、储存、配送等业务，既能降低成本也能够提升当

地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增收渠道，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形成良性互动后，吸引一批中高级技术人员扎根

当地，提供技术指导和发挥管理职能。农产品流通企业、电商企业、批发市场与区域特色产业精准无缝

对接，特色农产品“搭乘”冷链物流快车，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将国内外的冷链产品及时输入，实现供

需有效循环。不断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和智能化，给乡村振兴注入强心剂。 

5. 一体化平台对乡村振兴的作用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优势产业主要是农副产品。带动当地农副产品走品牌化、

专业化、技术化道路，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影响力，增加农户的收益，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真正

实现乡村振兴。 

5.1. 有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平台的运行旨在通过对各个环节进行统一的管理控制，将土地、人力以及资金等资源整合起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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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传统的单一作业模式，按照平台框架的八个方面分工协作完成整个流程，实现了从种植到销售的专

业化运作，产品的加工、仓储、配送依托专业的物流企业完成，既提升工作效率又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

需求。生产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集合各种优势力量。 

5.2. 不断推动农产品品牌价值的提升 

传统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下，农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主要通过线下集市销售[7]，属地化消费，收益

率不高，脱离了地域特色，没有发挥品牌效应。发展平台经济，可实现农副产品在种植、包装以及销售

出口的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以平台直播、我要推广和秒杀等形式让利于消费者，吸引消费者多次体验，

通过多形式的宣传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5.3. 逐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的数字化农业 

发展平台经济，职能部门可通过平台数据能够及时有效获悉当地农特产品的产值、主要销路、库存

量、收益状况等。种植户不再完全盲目的凭感觉选择种植品种，管理部门也有了制订政策的科学依据。

平台设置的农产品溯源，有助于种植基地不断推进农特产品的绿色化和标准化，专注于提高产品质量。

引进通信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实现对农产品的质量的监控和相关信息的获取，打通供应链，不断实现农

特产品生产过程的可控制性和可预测性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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