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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产品供应链 (超市)在农业污染防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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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农业污染 日益呈现立体性、多向性和复杂性的趋势，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综合防治农业污染，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需要经济制度和政策措施的配套。利用现代化供应链 

生产、采购、销售、消费农产品，可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引导合理科学地使用化肥、农药等投人品，从而提高了农 

产品质量，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促使农业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建设现代农业与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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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Modern Agricultural Supplying Chain(Supermarket) 

on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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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 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As fundamental restriction for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agricultural pollution in certain 

regions of China has shown a very complicated tendency with stereoscopic and multi—directions nature．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pollution in agriculture needs support not only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but also system 

perfection．Utilization of modern supplying chain which links to the production，purchasing，marketing and consum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y reduce the usag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There— 

fore，it can als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and effectively adjus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ur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from extensive to the intensive model，SO as to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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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改善农业环境是保障我国农业持续、 

稳定、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我国有关部门先后组 

织开展数百项重大农业环境污染防治项目，在环 

境污染治理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和投入，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但一方面是面对千家万户的分散的小 

规模农户，另一方面农业环境污染又日益呈现立 

体性、多向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目前对水体、土壤 

和大气污染的单方面研究和防治已经远远不能有 

效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必须应用新的理论和治理 

方法。作者认为：能否从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角 

度出发，通过供应链下游的零售以至加工、储运企 

业对供应链上游，即农产品生产部门的有效管理 

来缓解我国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探索一 

条借助超市等企业运用“看得见的手”的制度因 

素，来治理农业环境问题的路子，避免“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防治模式，从根本上实现 

我国农业环境健康、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发展现代农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1 农业污染防治概述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农业污染问题 日趋严 

重，据统计，我国化肥使用量折纯 4 000多万 t，占 

世界总量的 1／3，而化肥的利用率仅为 3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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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氮肥施用量 占化肥的 80％左右，其中 2／3 

没有被农作物合理利用，多余的化肥沉积、流失和 

挥发造成土壤、水体和气体污染，造成农产品硝酸 

盐积累，影响农产品品质，每年因不合理施肥使得 

超过 1 000多万t的氮流失到农田之外，直接经济 

损失约 300亿元。不少高产地区每年施农药 10 

余次，农药现有利用率在 30％左右，成为食品的 

五大污染(农药、化肥、工厂三废、城市垃圾、人为 

因素)中之首，每年因农药浪费造成的损失高达 

150多亿元 以上。全国受不同程度污染耕地近 

2 000万 hm 。农业生产过程 中不合理的农药化 

肥施用、畜禽粪便排放、农田废弃物处置以及耕作 

措施等造成的面源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了环 

境容量和环境 自净能力，构成了从水体、土壤、生 

物到大气的污染，即农业立体污染 J̈。 

农业污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一个 

类别的污染经过循环，相互交叉、嵌套，形成大循 

环体的污染。比如，土壤中过量施用氮肥，大量流 

失的废氮会污染地下水，使湖泊、池塘、河流和浅 

海水域生态系统富营养化，导致水藻生长过盛、水 

体缺氧和水生生物死亡；同时，施用的氮肥中有很 

多挥发物质以N 0气体(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影 

响的温室气体之一)形式逸失到空气里。农业污 

染不仅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 

影响到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农业污染对农产品产地 

环境的影响通过土壤、水体和大气以及产地环境 

中的生物群落，从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诸环 

节，影响到食品安全和人民健康。尽管有关部门 

和科技界对此问题进行了多年治理，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但是各项环保投人及各类政策措施在治 

理农业污染方面由于同生产者的短期利益相冲 

突，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而显得仍然举步维艰，农 

业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严峻。 

关于防治农业污染，学者们提出：解决方案主 

要是从污染链源头采取防阻、资源化技术，在污染 

形成过程中采取阻断、转化、控制技术；在污染发 

生后采取减量、无害化、修复技术 J。使用现代 

农业的集约化生产，推广清洁生产的新模式 J。 

只有加强法制建设，特别要加强农药生产、销售和 

使用的管理，大力推广生物农药和病虫草害综合 

防治技术，尽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特别是要 

限制和淘汰高毒农药的使用，以保证农业生态环 

境和农产品的安全_4 J。在技术和生产方式之外， 

只有农业种养殖源头的效益提高，才能最终形成 

农业污染最低化和农业三效优化的良性循环_5 J。 

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经济制度方面寻找更深层 

次的原因，污染往往是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 

新的经济体系过渡，完善的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 

来的时候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J。农业小规模 

的生产模式在加剧农村环境污染的同时，又严重 

制约着污染的有效治理。一些环保人士提出：当 

前防治污染没有根据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设计治 

理模式，是导致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不高的原 

因。有学者进一步研究提出，从投人产出的角度 

来看，用循环经济链条阻断污染链是一条有效的 

防治农业立体污染的途径’ 。 

受经济利益最大化驱动的小规模农民，为了 

在短期通过较小投人获取较大产出，在生产过程 

中主要是通过大量投放化肥来提高产量，施撒农 

药来预防病虫害、优化农产品外观。一家一户的 

小规模土地经营是我国目前农村主要生产形式， 

这种细碎化的家庭生产模式导致农户的投资行 

为、产量决策和供给决策主要受价格影响；而批发 

市场无法反映“优质优价”，短期经济利益刺激农 

户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而过量使用化肥和高残 

留农药 。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需求导向决定着农 

产品的生产。农产品提供者采用对环境友善的方 

式生产安全农产品，就需要有更多的投人，只有对 

无公害的绿色农产品付出额外“溢价”，才能支持 

生产者采用更多技术治理污染。而传统的农贸市 

场链条由个体的流通业者和小商贩之手收集分散 

农户生产的产品，个体经济占绝对多数，所有参与 

者之间不存在长期性契约关系，交易之前没有承 

诺，交易之后也不存在约束。主要是以小规模、分 

散性参与者为主体的销售模式，使监管部门难以 

进行全面管理，更没有主体有能力对农户进行组 

织、教育，培训、监督和激励。在投机意识的驱动 

下，一部分生产者滥用化肥和农药进行生产进而 

导致环境污染难以避免。因此，应该采用技术、政 

策、制度等综合方式治理农业污染，特别要采取现 

代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来缓解资源、环境对农业发 

展的约束，同时也减少了农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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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市的发展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的 

作用 

所谓现代农业供应链，是以超市为龙头，由连 

锁超市、农产品供应商、供应商的直属农场和协作 

生产农户为主要参与者的农产品供应链 J。农 

产品超市化运动已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革 

命。伴随着超市发展和采购体系完善，作为超市 

经营的主打产品的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 

加。智利、韩国、菲律宾等国超市经营的农产品在 

1990年还不到农产 品零售总额的 10％，到 了 

2003年就增加到 50％以上。20世纪 90年代中 

期，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超市销售农产 

品仅占农产品零售总额的 5％，2003年提高到 

40％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超市已经从少 

数沿海城市起步，超市门店从 1991年的 1家增加 

到2003年的74 000家，食品销售总额达到 4 600 

亿元，其中，约有3 000亿元的加工食品和1 250 

亿元的包括水果、蔬菜、水产品和肉类在内的生鲜 

食品，发展速度 已经超过 了世界上任何一个 国 

家 。我国已出现超市不断扩大经营农产品范 

围的趋势 。20世纪 90年代末，我国超市销售 

的农产品仅占农产品零售总额的5％以下，2006 

年已经上升到 15％以上，预计到2012年，我国经 

由超市销售的农产品有可能实现50％，超市已经 

成为大中城市消费者购买日用品和农产品的不可 

缺少的交易场所u 。按照连锁经营协会的统计 

数据，2000年以来，每年我国超市的发展速度为 

30％以上，2001—2006年连锁百强企业中超市的 

销售额从 1 177亿元增加到8 552亿元；超市门店 

数从 6 520个增加到 53 829个，销售金额以及门 

店数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41％和45％  ̈。 

超市的发展正在改变我国的农业，正如 FAO 

的研究结论：“农产品全球贸易比农业 GDP的增 

长更为迅速，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 

易中的加工厂产品增长都很快，这主要是与发展 

中国家的超市的迅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超市 

逐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新型流通业态，将有 

可能成为整个贸易链的主力” 1 。从我国国情分 

析，超市同供应链其他主体相比，更有能力承担核 

心作用。建立在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生产、农产品 

经纪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组成的传统 

农产品供应链 ，不仅难以生产出优质、安全、附加 

价值高的农产品，也难以保护产地环境。首先是 

农资市场上很多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兽药在流 

通，一部分农民为经济利益驱使而购买和使用，也 

不知道生产安全优质农产品可以获得更高溢价。 

即使了解，由于在销售过程中不能实现优质优价， 

所以也不能实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优质农产品 

的生产；其次，在从“田头”到农贸市场的“摊头”， 

经过多次“转手”过程，已无法追溯到最初的生产 

者，更无法了解生产投入以及农药，兽药的使用情 

况；第三是农贸市场的个体摊贩的高流动性，难以 

用信誉担保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 

与此相反，作者的实地调研表明，超市企业为 

获得优质商品和降低中间费用，正逐渐由农产品 

供应链下游向上游进行组织延伸。20世纪 90年 

代超市主要通过批发市场采购生鲜农产品。进入 

21世纪，一部分上规模的超市供应商，为保证稳 

定货源，开始突破组织边界向上游延伸，或者拥有 

自己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或者与大批小规模农户 

通过合同关系进行联结，农户按照供应商提供的 

技术、品种和生产标准生产农产品；或者通过专业 

供应商，把自己农产品采购计划和种植标准直接 

落实到生产部门，从而形成与传统供应链不同的 

现代化农产品供应链。 

以超市为主体的现代农产品供应链在联结了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零售过程中，向上游 

延伸的一种方式是“内部化”，即超市企业经营自 

有的基地农场，直接把经营范围延伸到农产品的 

生产领域；另一种是“合同经营”，即同农产品供 

应商和农民合作组织直接签订供求合同，建立稳 

定的有品质标准要求的产品供求关系。超市作为 

供应链主导环节发挥作用，主要通过制定和监督 

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食品安全标准、化学药 

品的投放标准以及可追溯性的规则，对整个供应 

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这样，超市和农产品 

生产者之间以需求信息和品质标准为纽带，通过 

对生产资源、物流资源和零售资源的有机整合，降 

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在提高整个供应链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提高了生态效益，起到 

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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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农产品供应链有助于农业污染 

防治 

为证实“现代农产品供应链有助于农业污染 

防治”这个命题，作者于2005年对 126家种植苹 

果的农户进行了调查，其中44家是两家超市供应 

商的合同农户，由于农药使用是关系环境与食品 

安全的关键环节 ，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是否使用剧 

毒农药，以及施用农药次数和浓度多寡，直接影响 

产地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结果表明，在其他条 

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合同农户比非合同农户生 

产的农产品安全，进行产地环境保护的概率要高 

的多。其原因在于在合同生产模式之下，公司或 

其他产业化组织会以现款(或赊帐)的形式提供 

给合同农户种子、化肥、农药、果袋等生产资料，并 

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持，合同农户必须严格按照公 

司规定的标准进行生产。公司在用药品种、时问、 

用量多少都有严格的标准。农户依据投入原料规 

定和制定操作规范，非常重视农业环境污染，提高 

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而且作者的调查还表明， 

不少超市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降低流通成本来提 

高市场竞争力，正在通过同农产品供应链上游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户)加强合作，优化农产品 

采购体系，如某专业蘑菇供应商(供应28家大型 

超市)成立之初，自己只生产少量蘑菇，通过批发 

市场采购量占70％以上；到 2006年，虽然蘑菇经 

销量增加了7．9倍，但公司80％从京郊具有环境 

标准的蘑菇种植农户处采购。专为超市供应有机 

奶制品的某集团原料基地为保证有机奶的生产环 

境要求，每年产生约 10 000多t牛粪，全部还田到 

牧场周边的青贮地和苜蓿地代替化肥施用。这些 

案例表明，“超市 +农产品加工企业 +小农户”的 

农产品供应链模式尽管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其发 

展趋势对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防 

治产地环境污染大有助益。 

现代化农产品供应链能够促进农业污染防治 

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原因有： 

①超市拥有较完整的检测能力。同小规模种 

植和农贸市场个体交易相比，超市系统存在着声 

誉机制，只要有个别不符合标准的商品被曝光，就 

会损害整个公司的信誉。为长远和整体利益着 

想，大型连锁超市基于先进的物流、设备、人才、技 

术优势，重视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配置相应的农 

产品加工检测设施和检测人员，建立完善的检测 

技术规范、检测记录档案和检测过程质量控制制 

度，开展自律行为和进货把关检测。 

②超市拥有较可靠的标识系统，通过标签和 

摊位区隔把有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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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型连锁超 

市拥有电脑单品管理和跟踪系统 ，消费者能够通 

过查询获得安全农产品的整个生产和流通过程的 

全部信息。例如，一些超市专门在商场设置电脑 

追溯系统供消费者查询产地条件和生产者的姓 

名，就使整个供应链具有可追溯性，“优质优价” 

的价格机制传递了消费者的需求信号，促使农产 

品生产者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工艺和流程。 

③外部竞争环境促使超市经营质量安全的农 

产品。同农贸市场相 比，超市经营需要有相应的 

保鲜设施、销售场地、管理队伍、物流渠道和规模 

效应，在价格上并没有竞争优势，为获取差异化竞 

争优势，倾向于积极主动地引进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等利润空间高的农产品，实现 

“优质优 价”，进 而促进产地环境保护 和污染 

防治。 

④部分超市开始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利用实验室对产品进行安全抽样检测。如一些超 

市采用“绿色食品”标签，而专供超市的一家蔬菜 

基地则利用实验室检测绿叶蔬菜上的农药残留和 

细菌情况；再如一些超市建立制定了比公共标准 

更严格的农产品品质体系的内部标准，凡进入品 

质体系的农产品，都需要采用其制定的食品安全 

标准  ̈，这样就为生产者设置了环境和食品安全 

的门槛。 

⑤超市的出现提供了实行农产品组织内部交 

易模式的基础 ，同市场交易模式相比，组织内部交 

易模式更加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 ； 

虽然组织内部交易模式会使农户失去一定的“自 

由度”，超市企业增加了管理成本；但是农户和超 

市均可获得经济补偿，从而有经济动力去管理整 

个供应链，生产“优质安全”农产品。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治理农业生态环境，防治产地环境污染，规章 

制度、技术匹配、绿色意识固然重要 ，但构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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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供应链也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4．1 超市通过价格激励机制，可以促进农产品生 

产源的污染防治 

由于超市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取向，把源于消 

费者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要转化为利益动力， 

传递到整个供应链体系中，利用“优质优价”的机 

制，实现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者的激励；可以通 

过示范、引导、放大，引导优质安全农产品规模的 

扩大，形成比较稳定的供求关系，排除价格信号 

“失真变形”等问题，利用现代化供应链强化对农 

产品规格、质量、等级的要求，促进农产品生产源 

的污染防治，从而改善我国农业生态环境。 

4．2 超市通过制度创新，在防治农业立体污染方 

面起着重要的节点控制作用 

由于农产品供应链的链条长，由超市经营农 

产品，进而实现基地建设，不仅有助于节约交易成 

本，弥合信息不对称，而且在有关部门对农业环境 

污染立法不完善和执行难的制度空间下，超市运 

用“看得见的手”的手段，在应对竞争、满足顾客、 

实现创新的实践中，可以通过建立优质优价制度、 

市场准人规定、执行检测制度、可追溯供应体系、 

专业物流体系等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有助于改善 

农业污染现状。 

4．3 政策建议 

①应重视超市在提高食品安全和防治环境污 

染的积极作用，大力倡导超市零售业态的发展，特 

别是大型连锁超市的大力发展。而且要站在解决 

“三农问题”的高度，促进农产品进入超市系统销 

售，鼓励超市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购进 

和使用农产品质量检测设备等。 

②防治产地环境污染，需要制度创新，鼓励超 

市等供应链关键节点组织按照“一体化”经营模 

式进行联结，发展“超市农业”，建立比较稳定的 

有数量品质标准的产品供求关系；鼓励在农户与 

公司之间采用合同生产等契约模式，使农产品加 

工企业和超市供应商能够获得安全优质农产品， 

在帮助合同农户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同时，又保护 

了农业生态环境。 

③鼓励农户提高组织化程度，推广合作社、专 

业协会等组织模式，促进农户与现代农产品供应 

链的联结，逐渐改变农户小规模、细碎化、分散化 

的局面，提高农产品供应链效率，促进各种保证农 

产品质量和产地环境安全的现代技术在农业生产 

中的集成使用，缓解和防治农业立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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