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供应链的经济目标体系研究

朱自平1 ,2 , 王道平3 , 李云竹3
 

( 1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 天津 300072 ; 2 . 河北省廊坊农林科学院 ,河北廊坊 065000 ;3 .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北京 100083)

摘要  针对粮食供应链的经济目标体系进行了研究 ,从物流成本、资源利用率、损耗率、粮食加工、超市连锁经营销售比重等方面提出了
一套粮食供应链的经济目标体系 , 并对各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该体系可结合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 用于对粮食供应链进
行评价, 从而促进粮食供应链整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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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 粮食大生产、大流通格局逐步

形成,粮食产业供应链就成为粮食行业, 乃至中国农业发展的

大问题。但粮食供应链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要发展粮食供应

链, 使之与现代粮食产业的发展相适应, 首先要确立一套经济

目标体系, 结合该体系对粮食供应链进行规划或改进。

1  粮食供应链理论

1 .1 粮食供应链的构成 粮食供应链是指粮食从供应商地

到接收地的流动过程中, 根据市场需要将粮食收购、集并、储

存、运输、流通加工、配送等功能有机结合, 通过计划、执行、

控制、系统化管理, 实现用户要求的全过程, 其生产、加工、运

输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均由于劳动而产生价值增值。粮食供

应链的构成如图1 所示[ 1] 。

图1 粮食供应链的构成

1 .2 粮食供应链的特点

( 1) 粮食供应链属于有效性供应链。有效性供应链是以

最低的成本将原材料转化成零部件、半成品、产品, 以及在供

应链中的运输等。因此 , 粮食供应链的经济目标应该是关注

的重点。

( 2) 粮食加工企业生产是连续性的, 收购却是季节性的 ;

粮食生产是地域性的, 消费却是全域性的; 粮食生产具有相

对的不稳定性, 消费却是相对稳定的, 等等。这就要求粮食

商品产出以后, 必须在保质期内及时流通, 确保粮食产品社

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实现。

(3) 粮食产业的特点决定了粮食供应链具有复杂性、动

态性、快速性、交叉性, 众多的企业只有形成更为密切的战略

伙伴关系, 才能实现无缝链接[ 2] 。

2  粮食物流经济目标体系的建立

笔者建立的粮食供应链经济目标体系主要由物流成本、

资源利用率、损耗率、粮食加工、超市连锁经营销售比重等方

面构成。

2 .1 物流成本的构成  

( 1) 收购环节成本。主要包括收购价格成本, 洽谈费, 以

及资金占用成本等隐性成本。此部分成本主要受粮食供求、

管理水平影响。

( 2) 运输环节成本。指粮食从生产区运到销售区的费

用, 运输环节成本在物流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大。

( 3) 储存环节成本。由仓库建设成本和保管费用构成。

( 4) 仓库建设成本。不同类型仓库的建设成本不同 , 以

平方仓和砖圆仓建设成本最低, 立筒仓建设成本最高。

( 5) 保管费用。粮食保管费用同样受仓库类型的影响 ,

高大平方仓的平均粮食储备成本最低; 另外, 实现粮食保管

短路化 , 都可以有效降低粮食保管费用。

( 6) 管理环节成本。主要包括工资费, 传真电话费, 退货

成本等。管理环节成本受粮食供应链各环节影响。

( 7) 信息成本。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建设成本和信息处理

成本, 可以由单位产品物流信息流通费来度量 , 其值等于物

流信息流通费除以总产量。

2 .2  资源利用率 要实现粮食供应链经济目标最优化, 无

论粮食加工企业、储存企业、运输企业 , 都应设法实现自身资

源的充分利用[ 3] 。

( 1) 粮食加工企业。粮食加工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可由开

工率表示。目前我国粮食加工企业产能大量过剩 , 如大米年

产能力12 447 万t , 实际产量2 914 万t , 开工率不足30 % ; 面

粉年产能力8 090 万t , 实际生产3 480 万t , 开工率仅42 % 。

( 2) 仓库。仓库利用情况用仓库利用率来表示。仓库利

用率为存货面积/ 仓库总面积。使仓库利用率保持在一个合

理的范围, 既可以满足最优的粮食储存量, 又避免由于仓库

利用较低导致的存储环节的成本增加。

( 3) 运输企业。运输工具利用状况主要用装载率和开动

率2 个指标来表示。装载率为实际载重量/ 标准载重量 , 开

动率为月总开动次数/ 拥有台数。

( 4) 供应链。供应链整体的资源利用情况可用生产率、

固定资产效用比率2 个指标来反映。生产率可用员工平均创

利能力和单位成本报酬率2 个指标来衡量。固定资产效用

比率可用一定时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净额与固定资产平均

占用额的比值来衡量。

2 .3 粮食损耗率 损耗率是指粮食生产企业在生产产品的

过程中 , 根据正常的残次和损耗情况在核定单位产品的消耗

和总耗料量后所确定损耗的比率。通过改善搬运方式、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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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 s 。从700、850 hPa 水汽通量图上可看出, 这支西南急流

将大量水汽带到北疆上空。从4 月17 日14 :00 850 hPa 水汽

通量散度及风场可看出,850 hPa 上高纬强冷空气东南下和

中低纬强西南气流交汇在北疆沿天山一带, 形成了一条东北

- 西南向的辐合区, 并与水汽通量辐合区重叠,850 hPa 中心

值达- 5 .0×10 - 5g/ ( kg·s) ( 图3) 。因而 , 低层水汽和动力的

辐合是造成大到暴量雨夹雪天气的重要条件。

图2 2008 年4 月17 日20:00700hPa 风速

图3 2008 年4 月17 日14:00850hPa 风和水汽通量散度

2 .3 不稳定能量 θse 场表明, 巴尔喀什湖南部至北疆有一

条很强的带状锋区 , 锋区南部地面至500 hPa 均为高能区, 有

较深厚的暖湿气流存在, 并蕴藏着潜在的不稳定能量。由于

θse 锋区的强迫抬升作用, 当850 hPa 冷切变和地面冷锋移近

北疆时, 触发了不稳定能量的释放, 使北疆高能量的暖湿水

汽沿锋面上升凝结后在锋区梯度最大区降落, 形成大到暴量

雨夹雪天气。

3  强寒潮天气引起强降温

850 hPa 温度平流图上,4 月15 日与横槽相对应在泰米

尔半岛到乌拉尔山南部出现东- 西向的带状冷平流区 , 中心

值为- 30 ℃/ s 。4 月16 日随着横槽转向, 冷温度平流区变为

东北 - 西南向, 冷平流中心移至中亚地区, 中心值为 - 50

℃/ s 。4 月17 日冷平流区中心到达北疆沿天山, 中心值增强

为- 80 ℃/ s 。温度平流的演变表明, 强寒潮天气的降温由冷

平流造成。

4  结论

( 1) 500 hPa 里黑海脊发展东移与东欧脊同位相叠加, 脊

前强北风带诱导冷空气南调, 使横槽转向南压 , 强冷空气向

南暴发 , 造成北疆寒潮天气过程。

(2) 对流层低层的辐合线、切变线和西南急流是造成大

到暴量雨夹雪的影响天气系统。西南急流与冷空气的交汇

形成了较强动力辐合和水汽辐合 , 对大到暴量雨夹雪的形成

起了重要作用。大到暴量雨夹雪区上空暖湿空气上升运动

区两侧的干冷下沉气流, 对不稳定能量释放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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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保管方式, 改进粮食加工技术, 都可有效降低粮食损

耗率 , 从而提高整个粮食供应链的经济水平。

2 .4  粮食加工 粮食加工比重包括: 出品率、深加工/ 精加

工比率、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率等。粮食产品加工增值可由

加工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价值增值等指标来表现, 主要受

粮食加工设备技术和管理水平影响。

2 .5  超市连锁经营销售比重  超市已成为人们选择农产

品的场所之一。我国在粮食产品超市连锁经营的销售比重

和毛利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3  结语

发展粮食供应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它需要融合

粮食生产、加工、储藏、运输、交易等粮食流通的各个环节,

通过实现粮食供应链技术装备的现代化、粮食物流通道结

点网络化, 才能真正构筑起我国现代化粮食供应链体系。

通过对供应链理论的学习研究 , 并结合粮食产业特点以及

我国粮食产业的现状 , 笔者建立了一套粮食供应链经济目

标体系。该体系可结合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 , 用于对粮

食供应链进行评价 , 促进粮食供应链整体优化 , 也可针对其

中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找出改善途径, 从局部对粮食供

应链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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