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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安全与“农产品供应链
 

一体化经营”的内在联系
 

胡定寰

 

目前，中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市场和出口需求同分散的、无

组织的小规模家庭生产的矛盾。采用“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组

织模式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一矛盾。该模式通过对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一体化管理来确保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这将对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具有重大的理论现实意

义。
 

一、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

 

“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是一种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即以现代化零售业为龙

头，农产品供应链各部门之间建立以需求信息和食物标准为纽带，通过对生产资源、物

流资源、零售资源的有机整合，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经营的效率和效益

以及农产品安全度和可追溯性，提高参与的农民收入。建立以超市为龙头的“超

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合同农户”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将有利于充分

利用零售市场的信息资源，使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以市场为导向，来提

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市场风险、节约交易成本，从而达到提高农

民收入，增强农产品安全性的目的。
 

 



二、我国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

近20年，我国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产品的增长方式已从过去追求

数量增长转变为追求质量效益增长，从强调数量转向强调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问题不仅

关系着城乡居民的健康而且关系着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生态环境。然而由于

我国农产品在生产资料供给、生产环境、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安全管理都存在严

重的不足。目前，农产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我国农

产品在安全方面突出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化肥、农药残留和污染问题严重。

 

农产品生产部门以家庭生产为基本单位。许多农户缺乏先进的种植和养殖技术，缺

乏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常识，甚至部分农户为了提高产品的产量和外观，在瓜果蔬菜上使

用国家明文禁止使用的农药。   
 

（二）农产品加工领域问题多。

 

突出表现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多、小、散和乱。我国有100多万家农产品加工单位，

其中有70%是10人以下的家庭小作坊，大多不具备生产合格产品的必备条件。一些个体屠

宰加工者专门到农村低价收购病死畜禽，加工之后，通过各种形式混入市场。
 

（三）农产品流通秩序混乱。

 

全国农产品流通企业达300万家，其中大部分为个体工商户，缺乏必要的设备，经

营方式和质量意识不高，为不安全的农产品流入市场创造了客观条件。
 

（四）一些农产品批发市场缺乏有效的安全检测手段和管理办法。

 

即使商贩的农产品被查出农药残留超标，批发市场也很难将其销毁，仅能做到不允

许产品在被查市场销售。商贩可以将不安全农产品转运到其他市场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出

售。检测手段和管理办法的缺失很难保证农产品在流通环节的安全。
 

农产品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不从“田头到餐桌”的整个农产品供应



链的各个环节上严加控制，就很难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面对2亿多小规模生产农户

及成千上万家小规模个体加工者和流通业者，即使拥有非常庞大的农产品安全检测队

伍，最多也只能监控部分地区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个别环节。建立政府的检测系统对于农

产品安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让农产品供应链上所有的参与者共同地、主动地参与

安全管理和自我约束，我国就很难彻底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
 

二、生产阶段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模式

 

“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模式”可以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上不同阶段参与者之间的

协作，从而有效地对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安全进行管理。在农产品生产阶段，“农产品

供应链一体化经营模式”能够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1）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为合同农户制定安全生产和操作标准。规范农药和化

肥的使用，杜绝产生不安全农产品的根源；
 

（2）对合同农户进行技术指导。为了确保农产品安全，保证收购的农产品符合

标准，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派遣技术人员对合同农户进行技术指导，技术培训，提高农

户的技术水平。   
 

（3）对农产品生产投入物进行控制。农产品加工企业可以针对易受污染的农产

品，直接向农户提供农（兽）药。也可以把农药、化肥和种子赊贷给合同农户，在缴售

产品时，企业再从总收购款中扣除赊贷农资款。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控制农药的滥用，

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户的负担。
 

目前，我国在生产阶段比较成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模式有两种，“直属农场模

式”和“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农民协会）＋合同农户”生产模式。
 

（一）直属农场模式。

 

农产品加工企业租赁农民的耕地，雇佣原耕地上的农民，使原来小规模农户在保留

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又成为领取工资的农业工人。农产品加工企业通过直接管理农场的

整个生产过程、农药和兽药的使用等以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达到标准。
 

 



（二）“农产品加工企业＋合同农户”模式。

    更为广泛采用的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合同农户”的安全农产品生产模式。农产品

加工企业在适合于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地区、村或乡，同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签订合同，由

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农药、化肥和种子，在生产过程中，派遣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并以

保护农户利益的价格收购产品。
 

上述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能够弥补我国农产品生产部门由于过于分散、规模太小而难

以采用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以及社会管理成本过高等方面的缺陷。
 

三、“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的新模式

 

“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是对农业产业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农业

产业化的“公司＋农户”的模式在带动小农户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

种模式没有能够同农产品的零售市场有机结合，因此，很难充分发挥引导农户进入

市场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超市迅速发展，目前已经逐步成为城市消费者购物的

主要场所。2004年连锁超市的门店共有89000多家，销售总额为7000多亿元。连锁超市销

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率也在迅速上升，例如2004年，上海占37%，北京占

29%，青岛占29%，沈阳占26%，天津占23%。
 

超市具备多种经营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客观条件。（1）连锁超市是建立在现代化

经营理念之上，拥有先进的物流，销售设备和技术的大型零售企业。因为超市有很大的

投资和很高的品牌价值，所以超市更加重视经营的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2）超市拥有

可靠的标识系统。超市标识系统的作用是，通过标签和设置不同的摊位把有机、绿色、

无公害农产品同普通农产品区分开来，便于消费者选购。（3）外部竞争环境促使超市经

营安全农产品。同农贸市场相比，超市经营普通农产品在价格上没有竞争优势。质量安

全农产品的利润空间高于普通农产品,在经营安全农产品拥有竞争优势的超市,会扬长避

短而积极主动地引进有机、绿色和无公害等质量安全农产品。
 

在超市想获得价廉质优的安全农产品的同时，有能力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也正在寻找零售市场，而农民也需要能够接受优质和安全农产品的稳定市场，因为

生产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可以为农户带来更多的附加价值。因此，在三者之间建立

紧密的联结，把愿意生产安全农产品的农户和有能力经营安全农产品的加工企业和

零售部门的超市连接起来，加上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媒体的配合，高质量的安全农产

品的“卖”和“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事实上，超市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很多方面可以互补：（1）超市为了确保货架

有稳定的品种和数量供应，需要长期和稳定的供应源；同农户签订了采购合同的农产品

加工企业，也离不开长期和稳定的需求市场。（2）超市需要通过大批量采购来降低采购

成本；农产品加工企业也需要通过大批量的销售来降低销售成本。（3）超市为了确保质

量安全农产品有可靠的来源，需要供货方能够按照合同标准进行农产品生产，并可以对

产品来源和生产投入物进行溯源；农产品供应商可以通过对合同农户的有效管理，提高

关键的生产资料来生产安全农产品，并可以提供相关的产品安全信息。（4）超市需要减

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农产品供应商也需要将产品直接送入零售领域，减少

流通和交易成本。
 

超市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互补条件，为超市同农产品加工企业之间的稳定结合，为

建立新型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但是，在分散的小农户与超市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小农户的交涉力量是

微弱的,需要让农户联合起来,通过建立农民合作组织来增强他们的谈判能力和交涉力量,

因此,各种形式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组织是“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模式”有

效运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型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的作用是，可以对农产品的整个供应链进行以超市为龙

头的一体化管理，从而以市场为导向提高生产和管理的效率，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提

高农民收入。而且，新型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为供应安全农产品创造了客观条件。
 

四、政策建议

 

为了尽快完善我国质量安全农产品供应体系，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政府、媒体和相关企业共同参与加大对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宣传力度，提高消费

者的农产品安全意识，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质量安全农产品的供应。
 

（2）鼓励农户生产无公害、绿色和有机的农产品，使农户通过生产安全农产品来增

加收入。
 

（3）提倡建立安全农产品供应链，对农产品进行从田头到餐桌的一元化安全管理。

 

（4）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通过农

产品加工企业及各种形式的农民协会来组织分散的小农户生产安全的农产品。
 

（5）把超市纳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范围，鼓励发展“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

经营”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超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农民合作组织把千

家万户小规模农户的生产同市场的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
 

（6）打破部门之间的行政分割，建立跨越商业部和农业部的农业产业化管理机构，

以便于支持和管理新型的“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经营”这一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

式。   
 

   （7）健全法律和制度，保护产品进入超市的农产品供应商的合法权利，同时，追究

其伪造假劣安全农产品的法律责任，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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