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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供应链系统协调绩效的内涵及系统协调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系统协调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建立系统协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指标含义与计算方法，以及评价指标

体系的应用策略。旨在为科学评价和全面掌握系统发展状态，以及系统战略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农产品加工企业；供应链系统；协调层次；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0)17–0139–05

0 引言 

农产品加工企业供应链系统的协调问题是关系到农业

生产效率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食物安全与人民健康、生态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的重大问题。只有系统保持持续、稳定

地协调运行，才能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

发展农村经济，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保持我国农业健康、

稳定、快速的发展，以在世界经济环境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

位。因此，及时准确地掌握系统协调绩效水平及其相关要素

的发展状态，对于保持系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这样才能有

效制定战略管理决策，有针对性地制定各种解决系统协调问

题的策略，从而提高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1 农产品加工企业供应链系统协调绩效的

内涵 

农产品加工企业供应链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协调的

内涵是指，为使系统中的各种流(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

能顺畅地传递，从而减少供应、生产、销售和物流等环节

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提升系统的整体绩效而采取的各种

方法和手段。系统协调绩效的内涵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这

些方法和手段在战略、运营、效益和知识管理方面表现出

的有效性和效率。为了科学合理地制定系统发展战略，指

导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系统协调绩

效水平及其相关要素的发展状态，这就需要建立系统协调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系统实施战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2 系统协调绩效评价的目的和意义 

2.1 确保系统不偏离整体协调发展的轨道  

系统协调绩效评价可以促使和引导系统管理者在选择

发展战略、制定政策、采取各种协调方法和手段时，最大

程度地以系统整体协调发展为目标，帮助管理者掌握系统

协调发展的主要方面和总体状况，对系统状态进行辨析，

以确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并预测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

确保系统不偏离整体协调发展的轨道。根据系统协调状态

和水平，系统可以调整或制定发展战略和策略，这将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系统竞争力，促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有助于评估协调方法、手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及时发现

并减少不确定因素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进系统的服务

水平［1］。因此，及时采取必要的协调方法和手段以减少系

统面临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通过系统协调绩效评价能够

使管理者及时地评估协调方法、手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以便对不适合的协调方法和手段作出及时调整。 

2.3 有助于加强内部成员对系统协调程度的了解  

系统协调绩效评价还能够加强内部成员对系统协调程

度的了解，有助于实现内部成员对所实施的协调方法和手

段的认同，从而推进系统协调发展。 

3 系统协调的层次 

根据系统分析与设计思想，要准确度量系统协调绩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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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首先要明确系统协调的层次，以及各层次之间是如何相

互关联和影响系统协调的。本文将从战略协调、运营协调、

效益协调和知识管理协调 4 个层次对系统协调程度进行分

析。系统各协调层次构成及相互关系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各协调层次构成及相互关系 

在系统协调过程中，4 个协调层次之间是相互作用、互

为影响的。战略协调为实现系统协调提供整体性、长期性

和全局性的规划和方针，为实现运营协调和知识管理协调

指明方向。同时，战略协调会对效益协调产生正面影响，

如促进经济发展，带动人民就业；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如

废弃物排放给环境带来污染。另外，系统可根据效益协调

的情况对未来发展战略进行调整，运营协调是实现战略协

调的保障。知识管理协调为实现战略协调和效益协调提供

智力支持，可以使系统对于外界市场产品需求反应的灵敏

度和有效程度得到持续提高。运营协调是实现效益协调的

途径，效益协调是运营协调的表现，通过运营协调水平的

提高，可以促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随之提高。 

3.1 战略协调层次 

战略协调为实现系统协调提供整体性、长期性和全局

性的规划和方针，各种战略之间相互促进，使系统能够适

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主要包括竞争战略、发展战略、技术

开发战略和信息化战略等。 

3.1.1 竞争战略  

竞争战略指系统在对市场及竞争关系等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对竞争内容、竞争策略、竞争对手、竞争方法等方

面进行的谋划。其相关因素有：产品市场占有率、市场竞

争环境优劣程度、市场营销手段的有效程度等。 

3.1.2 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指系统为了应对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重大

变化，经过战略调查、战略提出、战略咨询、战略决策等

环节，对系统未来的中长期工作内容、凭借资源和实现途

径三大方面作出的谋划。主要包括系统增长能力和产业化

水平等。 

3.1.3 技术开发战略  

技术开发战略是对系统技术开发工作所进行的谋划，

是对系统技术开发的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谋划。

主要包括 R&D 投入水平和产学研合作水平等。 

3.1.4 信息化战略  

信息化战略是指系统为适应激烈的内外环境变化，通

过开发应用新兴信息资源，集成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增强

系统竞争优势的长效运作机制。主要包括：信息化建设投

入等。 

3.2 运营协调层次 

运营协调指系统有效利用内外部资源对各个具体的生

产运作过程进行相互协调，使系统内部各个环节衔接紧密，

以达到最大的系统运营效率。主要体现在业务流程协调、

节点关系协调、农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 

3.2.1 业务流程协调  

业务流程的协调性反映各节点之间紧密衔接程度，顺

利并有序进行日常生产运作活动，是系统实现效益协调和

战略协调的必要保障。主要体现在产销率、产需率、总营

业成本、主要产品单位成本等方面。 

3.2.2 节点关系协调  

节点关系协调反映系统节点的和谐程度，以及对上游

节点所提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的满意程度。主要体现在准

时交货率、成本利润率、产品质量合格率等方面。 

3.2.3 农产品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对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的农产

品特色和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其相关因素包括：

农产品质量跟踪效果、提供技术服务效果等方面。 

3.3 效益协调层次  

效益协调是战略协调和运营协调的综合体现。系统存

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并伴随着实现

一定的社会效益，对社会发展起到良性作用。同时，还要

保护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效益，实现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度协调。 

3.3.1 经济效益  

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提高投资收益和资源利用效率，

增加资金积累，缓解资金短缺的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速

度。主要指标为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

率、资产负债率和销售增长率等。 

3.3.2 社会效益  

对社会效益进行评估可以减轻系统对社会的不利影

响，防止社会风险，促使系统与社会相互适应和协调发展。

主要体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率、农民就业人数增长率等方面。 

3.3.3 生态效益  

对系统进行生态效益的评价，是生产持续发展的客观

需要，也是我国发展节约型社会和循环经济，贯彻执行保

护生态环境等政策的必然选择。主要体现在危险废弃物处

理处置率、资源循环利用率和系统环境声誉等方面。 

3.4 知识管理协调层次 

知识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起到日趋重要的作用，有效地

测量、管理和利用知识财富已成为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问

题。对系统知识管理协调程度进行评价，有助于系统采取

有效措施提高成员的综合知识水平，有助于系统明确自身

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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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知识共享能力  

知识共享能力描述了系统成员在分享先进生产、管理

技术方法时理解能力的强弱，以及组织内部所提供的进行

知识共享的平台的完善程度。主要体现在组织科技知识培

训次数和成员文化相容性等方面。 

3.4.2 知识拥有水平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系统所拥有的知识水平的

高低决定了综合竞争力的强弱。知识拥有水平高，才能使

系统能够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知识拥有水平主要体现在

技术成果拥有量和知识员工比率等方面。 

3.4.3 知识运用能力  

系统成员运用所掌握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系统提高运行效率，提高系统的

综合效益，从而增强系统的综合竞争力。知识运用能力主

要体现在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等方面。 

4 系统协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设计原则 

绩效评价体系的客观性并不是将所有因素都进行量化

才是客观的，而是要避免评价时所发生的测量偏差、主观

臆断与猜疑［3］。因此，设计系统协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

应遵循以下原则： 

4.1.1 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应能够准确地反映系统的特点，精炼简明，

重点突出，有代表性。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要小，应能科学、

准确地描述系统运行状态和未来发展动态。评价指标还应

为系统各成员企业进行自我诊断、自我完善提供客观依据。 

4.1.2 系统性原则  

由于系统协调绩效评价的对象是复杂系统，因此在评

价的过程中，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站在整体的高度上来分

析问题。评价指标体系应从多角度、全面地反映系统协调

的绩效情况。系统协调绩效的评价指标应充分考虑到系统

协调的现实绩效、潜在绩效以及系统外部的经济环境。评

价指标体系不但应包括反映系统协调情况的“直接”指标，

而且还应包括反映系统协调情况的 “间接”指标。 

4.1.3 适用性和发展性原则  

设计的指标能反映不同类型的系统协调的共性和特

性，指标资料和数据便于采集，来源可靠，易于量化处理，

适用性强，便于推广应用。此外，设计的指标体系还应具

有发展性，即可根据系统所处的时期、环境的变化作出相

应的调整，以便灵活应用。 

4.1.4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  

由于评价对象复杂，影响系统协调的因素很多，其中

既有可以量化的因素，又有难以量化的因素。因此，在评

价系统协调绩效时应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结合起来综合

考虑。遵循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尽可能以定量分析

为主。所设计的定量指标应计算方法明确，定性指标应说

明其含义，并按照相应规则进行赋值［4］。 

4.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下面，我们从战略协调、运营协调、效益协调和知识

管理协调 4 个层次对系统协调绩效进行评价。  

4.2.1 评价指标体系  

在对系统协调层次分析的基础上，遵循建立评价指标

体系的基本原则，设计系统协调绩效评价指标如表 1 所示，

全部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表 1 系统协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农 

产 

品 

加 

工 

企 

业 

供 

应 

链 

系 

统 

协 

调 

绩 

效 
A 

战略 

协调B1 

竞争战略C1 产品市场占有率D1 

发展战略C2 增长能力D2 

产业化水平D3 

技术开发战略C3 R&D投入水平D4 

产学研合作水平D5 

信息化战略C4 信息化建设投入D6 

运营 

协调B2 

业务流程协调C5 产销率D7 

产需率D8 

总营业成本D9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D10 

节点关系协调C6 准时交货率D11 

成本利润率D12 

产品质量合格率D13 

农产品售后服务C7 产品质量跟踪效果D14 

提供技术服务效果D15 

效益 

协调B3 

经济效益C8 净资产收益率D16 

总资产周转率D17 

资产负债率D18 

销售增长率D19 

销售净利率D20 

社会效益C9 农户收入增长率D21 

农民就业人数增长率D22 

生态效益C10 危险废弃物处理处置率D23 

系统环境声誉D24 

知识管理

协调B4 

知识共享能力C11 组织科技知识培训次数D25 

成员文化相容性D26 

知识拥有水平C12 技术成果拥有比例D27 

知识员工比率D28 

知识运用能力C13 新产品开发能力D29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D30 

4.2.2 定量指标含义和计算方法  

25 个定量指标含义和计算方法如下： 

(1)产品市场占有率(%)。它是指企业产品的销售量与市

场上同类产品的销售量之比，直接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企

业产品竞争力。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越高，说明企业产

品的市场吸引力越强，企业的发展状况越好。计算公式：(企

业产品销售量/市场上同类产品销售量)×100%，或(产品销

量/产品市场总量)×100%。 

(2)系统增长能力。它是指系统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发展

速度，包括系统规模的扩大，利润以及市场占有率的增加，

反映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系统增长能力可以用生产指

数来衡量，计算公式：(报告期总产出/基期总产出)×100%。 

(3)系统产业化水平。它是指系统实施产业化发展而反

映出的生产的专业化水平、经营一体化水平、社会化服务

水平以及企业化管理水平，系统产业化水平可以用农产品

商 品 率 来 衡 量 。 计 算 公 式 为 ( 出 售 农 产 品 数 量 / 总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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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00%。 

(4)R&D 投入水平。它是指企业 R&D 投入经费占销售

收入的比例，反映企业进行科技研究开发的投入水平和潜

在的创新能力。计算公式：(R&D 经费/销售收入)×100%。 

(5)产学研合作水平。它是指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

作进行科技研发活动的密切程度，反映企业利用外部创新

资源的能力和水平。产学研合作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知识

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共享，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和创

新效率。计算公式：(企业产学研合作所支出的经费/企业为

全部科研支出的经费)×100%。 

(6)信息化建设投入。它是指用于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投

入费用。包括系统进行电子商务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以

及购买通讯设备、计算机等资金投入，还包括实施 CRM 和

ERP 的资金投入等。 

(7)产销率。它是指一定时间内，系统已经销售的产品

总量与可供销售的产品总量之比。反映系统生产的产品实

现销售的程度，即生产与销售的衔接程度，产销率越高，

说明产品越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计算公式：(产品销售额/

总产值)×100%。 

(8)产需率。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系统已生产的产品

数量与市场上对该产品的需求量之比，反映了系统的整体

运营状况，产需率越接近 1，说明节点企业之间的供需关系

越协调。计算公式：(生产的产品数量/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

量)×100%。 
(9)总营业成本。它是指维持系统所销售商品或者提供

劳务而支出的总成本，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其它业务成本。 

(10)主要产品单位成本。它是指系统生产的主要产品从

原材料加工到成品需要的所有成本费用，主要包括直接材

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制造费用。 

(11)准时交货率。它是指一定时间内系统节点间准时交

货的次数占总交货次数的比率，反映了节点间协作生产能力

的高低。准时交货率越高，说明系统生产能力越强，对生产

过程的组织管理可以与系统运行的要求相匹配，生产管理水

平越高。计算公式：(准时交货次数/交货总次数)×100%。 
(12)成本利润率。它是指系统利润总额与销售和制造成

本总额之比，反映系统投入产出水平的高低，是制定产品

价格的重要依据，还是反映系统生产和经营管理效果的重

要指标。计算公式：(利润总额/成本总额)×100%。 
(13)产品质量合格率。它是指系统所生产的产品中，合

格产品数量与产品总数量之比，反映系统对产品质量管理

工 作 的 综 合 水 平 。 计 算 公 式 ： ( 合 格 产 品 数 / 产 品 总

数)×100%。 

(14)净资产收益率。它是指系统得到的税后利润总额与

净资产总额之比，反映系统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和股东权

益的收益水平。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

越大。计算公式：(税后利润总额/净资产总额)×100%。 

(15)总资产周转率。它是指销售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反

映系统所有资产的使用效率。计算公式：(销售收入总额/

资产平均总额)×100%。 

(16)资产负债率。它是指系统拥有的负债总额与资产总

额之比，反映资产总额中债权人的投资额大小以及系统财

务状况。计算公式：(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17)销售增长率。它是指系统本年销售增长额与上年销

售额之比，反映产品销售额的增减变动情况、系统成长状

况以及未来发展能力。计算公式为［(本年销售额－上年销

售额)/上年销售额］×100%。 

(18)销售净利率。它是指净利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反映销售收入的收益水平。分析销售净利率，有利于系统

在扩大产品销售的同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计算公式：(净

利润/销售收入)×100%。 

(19)农民收入增长率。它是指将农民收入进行基期处理

后，用计算期的农民收入减去基期农民收入后与基期农民

收入之比，反映系统发展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所作出的贡

献。计算公式为［(计算期农民收入－基期农民收入)/基期

农民收入］×100%。 

(20)农民就业人数增长率。它是指将农民就业人数进行

基期处理后，用计算期的农民就业人数减去基期农民就业

人数后与基期农民就业人数之比，反映系统发展对改善农

民就业状况，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所作出的贡献。

计算公式：［(计算期农民就业人数－基期农民就业人数)/

基期农民就业人数］×100%。 

(21)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率。它是指系统以国家环境保护

的相关法律、法规、废弃物排放标准为依据，处理和处置

国家认定的危险废物的情况，反映系统对于农业生态环境

的保护程度以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水平。计算公

式：(危险废物处理处置量/危险废物产生量)×100%。 

(22)组织科技知识培训次数。它是指系统为扩展和加强

员工对科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每年进行的

知识培训次数。 

(23)技术成果拥有比例。它是指系统所拥有的专利技术

数量与全行业专利技术数量之比，反映系统所生产产品的

差异化程度以及系统在行业中的竞争力。计算公式：(专利

技术拥有量/全行业专利技术拥有量)×100%。 

(24)知识员工比率。它是指系统所拥有的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员工数与员工总数之比，反映系统所拥有的人力资源

的文化水平。计算公式：(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员工数/员工总

数)×100%。 

(25)生产率的提高率。它是指在技术改造、新设备投入

等因素作用下的现在劳动生产率与原来劳动生产率之差再

与原来劳动生产率之比，反映系统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

计算公式为［(现劳动生产率－原劳动生产率)/原劳动生产

率］×100%。 

4.2.3 定性指标说明 

5 个定性指标含义如下： 

(1)产品质量跟踪效果。它是指从将产品交付给用户使

用开始，系统面向用户和市场，全面收集和整理产品质量

相关信息，分析和评价产品质量水平以及存在的问题，对

采取有效改进措施和提高产品质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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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技术服务效果。它是指系统为产品用户提供技

术咨询和技术支持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系统为用户提供的

技术服务主要包括环境优化选择技术，农作物的栽培和施

肥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以及收获、加工、包装、储存、

质量检测技术等。系统为用户提供的技术服务效果越好，

越有利于用户提高产品利用率、提高投入产出率和经济效

益，同时有利于提高系统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3)系统环境声誉。它是指系统周边居民对于系统周边

生态环境或自然环境的综合评价，主要包括空气质量、植

被覆盖率等。系统环境声誉越高，说明系统对于危险废弃

物的处理处置工作做得越好；对周边环境的保护程度越好，

越有利于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4)成员文化相容性。它是指系统成员间的文化和生活

背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相补充。

成员文化相容性越强，越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5)新产品开发能力。它是指系统在产品选择、产品设

计、工艺制造以及产品生产等一系列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力，

主要包括对新产品的研制和对原有产品改进与换代。系统

新产品开发能力越强，系统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大。 

5 指标体系应用策略 

5.1 指标的数据来源  

不同指标，其数据来源也不同。指标体系中的定量指

标需要查阅系统内部统计资料、实地调研并经过处理而获

得，如产品市场占有率、系统产业化水平及 R&D 投入水平

等。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需要由专家打分而获得，如产

品质量跟踪效果、成员文化相容性、新产品开发能力等。 

 

5.2 评价指标的运用和调整 

根据不同系统进行绩效评价的实际需要，可结合具体指

标的数据获取难易程度和实际情况，对评价指标进一步筛

选，如删减部分定性指标或定量指标。当系统内外环境变化

较大或是系统协调绩效评价视角调整时，应及时对指标体系

进行优化与更新，以确保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以及

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适应系统发展与管理决策的需要。 

6 结束语 

基于系统协调和战略管理的思想所设计的农产品加工

企业供应链系统协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可用于对系统整

体协调性的评价与判断，有利于掌握系统协调发展的状态

与水平，为系统发展和战略选择提供科学依据和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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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coordinated performance and the coordinating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supply 

chain system of agriculture product processing enterprise, this paper puts forth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design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ed performance of supply chain system of agriculture product processing 

enterprise. Meanwhile, it expounds on the meanings and calculating methods of the indicators and at last puts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tactics of the index system. The paper provides scientific warranty for not only evaluating and keeping hold of 

the development state of system, but also the system’s strategic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Agriculture Product Processing Enterprise; Supply Chain System; Coordinating Levels; Evaluation 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