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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及其价值创造能力提升
———以农产品物流业为例

陈永平
( 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 信息资源在供应链运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信息经济环境下，企业和客户对于信息

的查询和运用等需求日益提高，对于供应链信息资源的处理效率与能力要求显著增加。供应链运

营涉及多环节的信息处理、信息交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优化实现较好的信息利用效益，促进其

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文章结合农产品物流业发展中供应链信息资源运营管理的实际状况，通过

供应链信息资源的需求特点分析，阐明供应链信息资源的运营要求。通过农产品物流业的供应链

信息资源优化和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系统分析，提出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的路径，提高农产品物

流业发展中供应链信息资源的处理效率和运用水平，不断提高信息资源在供应链中的价值创造

能力，促进农产品物流业中供应链的优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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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Information Ｒesource Optimiz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the Capacity
Promotion of Value Creation———Case on Logistics Industr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HEN Yong-ping
(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have been playing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In condi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the information inquiry and application demand of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customers increase quickl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operation capacity． The oper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involves the information operation and infor-
mation communication．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optimiz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leads to better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benefit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capacity promotion．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condi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researcher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ptimization system of information re-
sources of the supply chain and the promotion of value creation capacity，the research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s，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level increase of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 aim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capacity promotion of value creation and obtain the bet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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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现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合理、高效的信息处理及运用，对于应对信息经济环境下的市场需求具有重



要价值。信息资源与信息价值创造能力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价值和作用日益突出。供应链管理成为现代企

业运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供应链涉及环节多，信息资源及其信息价值得到重视［1］。供应链信息资源以及信

息处理所获得的效用和经济收益受到广泛关注。信息共享需要注重效率，符合信息资源的优化条件，实现

供应链信息资源系统整体效益水平的不断提升［2］。
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以信息资源为对象，旨在结合供应链信息资源共享的程度，能够较好地满足供

应链中各个环节企业的信息资源需求，从而增强供应链环节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协作［3－4］。农产品市场需求

量增长显著，农产品物流需求旺盛。快速发展的农产品物流业运营，需要高效率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以及

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支撑［5］。依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发挥信息资源利用所创造的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增强信息资源在现代供应链运营中的价值创造能力。

二、供应链信息资源及其信息价值创造的认知与研究述评

供应链的构成是围绕相应的核心环节或组织为中心，涉及生产经营管理所需的原材料采购为开始，经

过制造加工，直至成品的市场销售过程，中间必然需要相应的采购信息、流通信息、销售信息等。因而，研究

供应链信息资源及其创造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构成

图 1 供应链信息资源示意图

供应链属于各环节或组织的

信息集成系统，信息资源的获取和

处理水平影响供应链运营的绩效。
通过信息资源的作用效应以及信

息价值创造，进行供应链信息资源

的构成分析( 见图1) 。
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信

息已经成为供应链运营管理中输入

输出的重要资源。信息资源对于供

应链各个环节或组织的价值创造产

生的作用不断凸显，进而与整个供

应链系统的价值创造能力有着重要

的关联［6］。供应链信息资源已经成

为其运营发展中的重要资源生态链

的构成内容［7］，须注重信息经济时代中社会资本对于价值创造的影响［8］，对于农产品物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提升具有较为突出的作用。

( 二) 供应链信息资源价值创造的认知

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在于供应链运营中注重信息资源的处理和利用，提高信息资源管理及优化所获

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呈现信息资源的利用价值在供应链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供应链信息资源注重

物联网技术的运用，发挥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价值［9］。服务供应链的运营需要注重协同管理，获得价值创造

能力的提升以及供应链运营的绩效［10］。
供应链信息资源涉及供应商信息、分销商信息等。供应链属于信息资源整合与处理功能的丰富、多维、

复杂的信息系统，可以依靠信息技术的作用发挥信息资源共享的价值［11］。供应链中信息资源的运用和处

理，是通过供应链信息资源的发挥，获得信息资源价值，实现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 三) 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价值创造能力

农产品从产地到市场销售的整个供应链环节中，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明显。例如，农产品价格信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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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交易信息等对于农产品物流市场需求的波动、农产品运输仓储等物流功能的提供等均会产生较

大的影响( 见表1) 。
表1 农产品经营的部分信息情况

农产品信息项目
年份 2011 2012 2013

农产品价格信息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上年 = 100) 116． 5 102． 7 103． 2
农产品

市场交易信息
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交额( 亿元) 11，829． 72 12，878． 67 ※
农产品零售市场成交额( 亿元) 765． 54 834． 97 ※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 / /www． stats． gov． cn。 ※2013年数据资料暂缺。

农产品物流业发展中的供应链信息资源，涵盖了农产品采购供应商的信息收集处理、农产品流通加工

的信息遴选与决策、农产品运输配送信息的查询与监管等，信息需求量大，要求高。信息处理利用水平状况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农产品供应链运营的经济绩效，对于农产品物流业中的供应链价值创造能力有着重

要的作用。
农产品供应链中信息资源产生的价值，主要涉及供应链运营过程之中的农产品采购信息、农产品仓储

保管信息、农产品运输配送信息的处理与利用所获得的经济价值。通过农产品供应链中所需要信息的及时

有效处理，提高农产品供应链运营的效率，实现农产品物流业经营中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农产品供应链信息系统在运营管理过程中，须对农产品物流的信息数据库、物流及供应链作业流程等

进行系统化、集成化的优化处理，实现农产品供应链信息交流的顺畅，从而促进农产品供应链的效率提

升［12］，服务于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
农产品物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水平与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资源管理效率和效益之间关联较为密切。

因此，农产品物流业的运营发展，需重视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处理和优化。例如，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信

息平台的运用［13］，发挥信息资源在农产品从产地到市场消费地之间的信息价值。通过农产品供应链信息

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水平的不断提升，加强农产品物流业的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的价值创造能力，促进整

个农产品物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不断提升。

( 四) 研究述评

结合供应链信息资源及其价值创造认知分析，供应链信息资源以及所产生的效益受到学界、业界的重

视，对其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现有研究的不足或有待加强之处在于:

1． 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研究不足。供应链研究已成为研究领域的重点，从多维度研究供应链的

运营管理。现有研究重视供应链信息的生态系统问题分析［14］，探讨物流运营管理中的价值创造［15－16］，重

视资源利用与竞争优势［17］，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等［18］。但针对价值创造能力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例如，

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因素探讨［19－20］，而对于以供应链信息资源为对象的价值创造研究不足。
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面对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领域，无论是企业、客户，还是供应链自身

运营、现代物流业发展等，均对供应链运营中的信息资源要求不断提升，其价值创造研究作用凸显。
2． 农产品物流业的供应链信息资源研究亟待加强。农产品物流中，从产地到消费地，必然需要农产品

供应链的支撑，农产品物流业发展需要高效率运用供应链信息资源［21］。在农产品信息溯源、物流在途信息

查询、农产品物流信息畅通等需求中的供应链信息资源研究亟待加强。现有研究重视农产品供应链的期权

合同协调［22］，关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各环节利益博弈以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23－24］，但对农产品供应链信

息资源在环节利益、质量安全管理中的系统研究亟待加强。现有研究探讨生鲜农产品物流中的供应链信息

管理体系［25］，注重农产品物流中的供应链信息共享，如 ＲFID 等新技术的应用［26］。但是，在农产品物流业

快速发展的要求下，针对农产品物流发展以及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研究不足，亟待加强。
基于现有的研究文献与研究成果，本文以供应链信息资源为对象，以其价值创造能力提升为目标，结

合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力求实现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与农产品物流业对接研究，创新点如下:

1． 信息需求为视角的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价值创造能力的系统研究。信息资源优化基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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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为导向，契合供应链各环节的信息资源需求。从供应链信息资源运营管理内部信息需求与外部信息需

求“内外兼修”的需求特点，阐述供应链信息资源的管理以及相应的价值创造能力特点，并且提出供应链

信息资源运行要求条件下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着力点。现代物流业发展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注重供应链

转型升级中的信息资源管理新要求、新领域研究，突出供应链信息资源价值创造能力系统研究。
2． 优化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路径。针对农产品物流需求以及农产品供应链运营中的信息资源

管理实际，以“整体 + 环节”为思路，契合供应链信息资源发展的趋势，力求较为清晰地描述农产品供应链

信息平台资源的运用。把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价值创造能力着力点运用于农产品物流业的经营，围绕

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资源运用水平。提出供应链整体信息资源

平台构建路径、供应链环节信息资源的配置与运用路径，促进农产品物流中供应链信息资源效益的发挥，

获得农产品物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三、信息需求视角中的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及其价值创造能力特点

图 2 信息需求视角中的供应链信息资源需求特点分析

供应链运营过程的流程较长，涉及

多个环节和组织，每一环节或组织作为

构成供应链的成员部分，对于信息资源

的获取和利用均具有特点。在符合供应

链自身运营管理中的信息资 源 要 求 之

外，客户对于供应链中的信息知晓、查

询、反馈等信息需求呈现不断提高的趋

势，呈现信息需求“内外兼修”的特点。因
此，供应链的信息资源需求，既是供应链

本身运营需求的体现，也是市场及客户

对于供应链信息需求的反映。在信息经

济环境下，信息需求已经成为供应链处理和运行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见图2) 。

( 一) 适应市场信息化环境的要求

供应链涵盖了原材料的采购、供应链中间环节的处理和运用、物质资料等在销售市场中的运用等方

面，涉及的环节或组织数量多，需要了解和掌握的信息资源较为繁杂。尤其是在市场信息化要求日益提高

的环境下，供应链信息资源的处理和运用，对于各类物资在信息化环境中的适应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供应链信息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27］。信息化水平成为供应链对于市场竞争适应能力的重要体现，与其价

值创造能力水平关联密切。
以农产品物流业为例，农产品从生产地到消费市场的供应过程中，涉及农产品的运输配送信息、装卸

搬运信息、包装信息等。客户对于农产品物流业的供应链在产、供、销等环节的信息需求增长。农产品供应

链的信息化资源管理，满足和适应了农产品从传统的市场供求转向信息化市场环境的要求。农产品供应链

信息资源管理中，依靠提高信息资源管理提高农产品物流业的运营效率，实现农产品供应链运营管理中所

需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促进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价值创造能力的不断提高。
因此，信息化环境中，面对农产品市场供求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农产品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供应链的信

息资源满足了客户对于农产品供求中的信息需求，信息资源的运用和发挥能够促进农产品供应链运行的

效益。供应链信息资源在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信息资源的运用效果能够支撑和发挥

农产品供应链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要求。

( 二) 满足市场客户的信息查询需求

信息经济环境中，客户对于信息资源的需求日益提高，不仅体现在客户对于供应链中信息资源的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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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掌握，而且表现出积极主动地对于相关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查询需求，更为主动地展现出对于供应链

信息的知晓需求。现代市场竞争激烈，供应链运营过程中商品本身的质量和提供物流服务水平的需要呈现

不断增长趋势。供应链信息资源作为软资源，既符合市场客户对于商品硬件质量的需求，又要满足客户对

于供应链服务水平的软件质量需求。供应链过程中，客户对于进程的信息查询和了解的需求日益突出，体

验消费成为供应链环节中客户需求的增长点。
农产品供应链流程中，农产品的订单状态信息、产品信息、货物在途状况信息等成为客户对于信息需

求的重要组成。市场客户对于农产品供应链信息查询的需求日益突出，农产品供应链过程中的信息知晓、
信息透明化等需求不断提高。农产品物流中的供应链信息化程度成为其价值创造的重要条件。

( 三) 信息资源成为资产利用的基础

供应链运营过程中，供应链各个环节涉及的企业和客户均对于信息资源运用和处理予以重视，信息资

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被视为资产利用的重要基础。供应链环节中的信息资源管理水平所带来的企业经营

效率改进、客户信息掌控效率等方面的提高，从供应链信息处理中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供应链

信息资源管理的价值创造，注重信息资源资产。针对供应链彼此之间的契约问题，注重对供应链信息价值

创造的关系进行梳理［28］。供应链信息资源的管理和优化，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提高供应链中各类物质资料

和商品的运营效率，通过信息资源的运用，减少各类物质资料在供应链中的空间占用成本、时间占有资金、
人力资源成本耗费等。在供应链运营中，供应链信息资源资产成为企业运营发展的重要资产部分。因此，信

息资源成为供应链涉及企业、客户的资源利用的重要基础。
农产品物流业运营中需要供应链各个环节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有效运行。通过农产品物流进程中的供

应链各个环节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资源运用，实现对于农产品供应链流程的信息跟踪。通过农产品供应链信

息资源的管理和优化，较好地促进农产品供应链环节中各个合作企业之间的信息资源交流与共享。信息环

境中，供应链信息资源的运用，能够较好地实现农产品供应链进程中的在途运输信息、配送信息等信息资

源的整合与优化。供应链信息资源资产特点，促进了供应链各个环节中合作企业对于各类信息的运用。通
过较好实现供应链信息资源对于各个伙伴企业的生产经营的促进作用，从而创造信息资源在企业运营发

展中的价值，凸显信息资源运用的经济性和价值创造的利益。

( 四) 网络信息化时代使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成为必然

信息经济和信息化环境中，供应链运营中信息化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供应链信息

资源的管理是以信息化要求的网络化处理、信息平台建设等的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发展，能

够给予供应链运营和管理等较好的信息资源条件，能够获得较好的信息技术方面的资源条件支撑。与此同

时，供应链信息资源的运用、网络技术的发展，更加凸显供应链运营中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性，获得供应链

信息控制与利用的绩效［29－30］。在网络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中，各类信息处理技术和信息处理平台的构建已

经成为供应链信息化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成为网络化环境中的条件和资源的重要

部分。
农产品物流业运营发展中的供应链管理对于农产品物资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的要求。如农产

品溯源已经成为信息资源处理的重要部分。供应链网络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要求供应链运营中必须注重信

息资源的交流与运用，能够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信息化的条件，强化供应链信息通过信息资源获得供

应链资源的整合与优化。供应链信息管理，使得供应链中涉及的环节和部分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交流的便利

性更为突出，不断提高供应链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运用网络技术的发展，农产品供应链运营中的信息系统

能够较好地体现农产品相关物质资料和商品在原材料采购、生产流通、市场销售等不同供应链环节的一体

化管理。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管理，能够较好地促进网络化时代中的农产品供应链模式的创新与发

展，充分运用现代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在供应商管理库存( VMI) 、联合库存管理( JMI) 等方面的运

用，促进农产品供应链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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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应链信息资源运行要求及其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着力点

供应链运营过程中，涉及多个环节。每一环节的信息处理和信息化需求较高，环节中的信息资源之间

既存在相互的联系，也存在环节差异的特点。因此，供应链信息资源是以环节组织或企业为信息资源网络

的节点，在供应链相互联系的各个环节信息资源中，呈现出信息资源网络化的运行要求。

( 一) 供应链信息资源运行要求分析

在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资源的处理运用水平，已经成为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组织或企业经营管

理中进行决策的重要能力的展现。供应链信息资源处理过程中，通过供应链网络运营中的信息资源分析以

及所能提供的相关信息情报，实现环节组织或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有效性，获得高效率的发展。
1． 信息沟通与共享需求凸显。供应链信息资源运营中，涉及多个环节组织或企业。对于环节组织或企

业而言，无论其在所处的供应链中居于何种地位，因其在供应链中属于构成部分，必然需要与相关环节组

织或企业的信息资源沟通与共享，以利于自身在供应链合作中的良好经营和发展。
2． 供应链信息资源释放需求。供应链中的环节组织或企业，与其他供应链中的环节组织或企业合作，

亦需要对外释放相关的信息资源，以便合作组织或企业更好地了解和分析。通过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的优

化，实现供应链信息资源网络的畅通运行。
3． 依托信息资源拓展。依靠供应链信息资源运用和拓展，获取相关的原材料采购信息、物流在途信息、

市场销售信息等，作为相应的经营发展情报资源，为供应链网络中的环节组织或企业提供充分的信息和情

报资源支持，实现供应链信息资源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提升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能力。
4． 多维信息网络运行要求。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注重供应链运营的信息化背景和要求，按照现代物

流业的信息化发展和建设，符合供应链信息资源立体、交互化的多维信息网络运行的要求。

图 3 供应链信息资源网络运行分析

( 二) 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价值创造能力着力点

供应链的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以各个组织或环节的信息为中心，强化信息之间的交

流和沟通，从而实现供应链运营发展中的信息畅通。结合网络运营、信息资源等要素，通过供应链中的各个

组织或环节在信息资源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不涉及商业秘密和不影响组织或环节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实

现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和高效管理，获得信息资源管理中的价值创造能力。借助于信息资源的合理

利用和优化配置，较好地获取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中的经济效益，促进供应链整体以及各组织或环节个体

的价值创造，实现较好的信息资源价值。
因此，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涵盖了供应链中组织或环节的个体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信息资源，不断

提高供应链整体的信息资源运行的效率和效益。现代物流业信息化建设中的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是在多

种信息资源丰富、优化配置等基础之上的信息畅通，从而获得更好的信息资源价值创造能力( 图3) 。
1． 注重信息资源梳理与利用。供应链

涉及环节多，相关的信息资源丰富。供应

链信息资源管理的要求，则是积极适应和

符合丰富信息资源的特点。按照供应链信

息资源范围广泛、资源丰富的处理要求，既

要注重信息资源的丰富所获得的优势，亦

要注重其导致的供应链信息资源的高要

求、高质量的运行需求。正视供应链所处组

织或环节的信息资源瓶颈，积极探索供应

链系统中的信息资源，不断提高丰富的信

息资源所获得的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供应

链信息资源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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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复杂多维式信息网络运用。供应链信息系统管理中，既包括了核心环节，也包括非核心环节，环

节多、信息复杂，呈现多维发展的特点。供应链信息资源的管理，对于核心环节的信息资源应予以足够的重

视，围绕核心环节的运营要求，尤其是从信息资源的获取、交流和共享等角度，拓展供应链核心环节的信息

资源管理视角。与此同时，对于供应链非核心环节的信息资源，亦应给予关注。供应链是不同环节的组合

体，信息复杂、资源网络多维。
因而，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不能以简单方式处理农产品物流业进程中的相关环节信息，而应

把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视为复杂、多维的信息网络系统，多维度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信

息资源畅通、共享与利用，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所带来农产品物流经营发展的价值创造。
3． 符合高质量信息资源要求。供应链由诸多环节构成，环节是供应链信息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

高质量信息资源的源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信息资源已经不仅仅是量的增长，而是更为注重信息资源

的质。从质与量同步增长的角度，实现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信息资源的质量要求日益提高，是现代

信息化建设中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对于复杂、多维的信息网络环境中的重要要求。信息资源的质量要求

的不断提高，是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对于运营发展中的信息资源有效性、价值性要求的反映，是保障供应

链中各个环节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应对不确定市场竞争的信息资源需求的反映。
农产品供应链纵向之间的联系，要求各个合作的环节之间畅通与此相关的原材料采购信息、物流在途

信息、生产制造信息、市场销售信息等不同的信息资源。在上述环节中信息资源的质量水平，则会成为农产

品供应链环节之间合作水平和取得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现代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中，信息资源

的高质量要求，能够促进农产品供应链环节之间的有效合作，从高质量信息资源、高效率运营管理中获得

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五、基于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路径
———以农产品物流业为例

根据供应链信息资源的要求，按照信息资源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需求，结合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提

出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优化路径。

( 一) 供应链整体信息资源平台构建路径

根据农产品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增长，农产品物流供给与需求均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农产品物流业中

的供应链管理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客户，对于各类信息资源的需求显著增长。信息资源的需求量、信息

资源所具备的质量，均呈现增长的趋势。对于农产品物流业的供应链而言，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化资源，反

映在农产品从产地到市场销售的过程中，涉及农产品物流经营发展中的农产品供应商、农产品采购商、农
产品加工制造商、农产品运输配送商、农产品批发零售商以及农产品消费客户等多环节、多部门之间合作

的信息资源系统。
面对农产品物流过程中的供应链运营发展需求，信息资源对于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以及价值创造能

力的提升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信息资源的作用和优化条件下，农产品物流业的目标是能够顺畅地传达

农产品供应链流程中的信息，便于农产品各个环节和客户对于农产品供应链中的信息查询、信息发布、信
息反馈等的及时、有效地处理，从而不断提高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利用水平和效益，发挥农产品供应

链中的信息资源优化所实现的价值创造能力( 图4) 。
1． 供应链已有信息基础之上的改进和优化。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是在已有供应链运营和发展

的基础之上，对于信息资源进行的有效管理。通过农产品信息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获得农产品供应链的

效率和效益，从供应链效率的优化中获得价值创造能力的增强，发挥农产品物流业经营较好的经济效益。
因此，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是供应链信息资源整合与协调管理中的资源优化模式，不断提高农产

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效率，强化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效果。
2． 供应链系统信息资源平台的构建。信息平台建设是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的重要途径。依靠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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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农产品供应链整体信息资源平台构建

的建设与利用，以平台为农产品供应链系统成员之间交流的载体。农产品物流业分散经营，规模较小，缺乏

较好的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平台。面对不断提高的农产品物流需求，供应链信息资源的平台构建能够

较好地缓解农产品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障碍，增强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交流效率，实现更好的农产品

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
农产品市场需求量大，农产品物流的需求旺盛，农产品供应链环节的信息量多，信息复杂。农产品供应

链系统的运营和发展，以加强各个环节和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为主要内容，形成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不

同模块在系统集成状态下的优化运作，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资源水平。依靠农产品信息供应链资源的

交流与合作，形成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等过程中的供应链信息资源水平的提升，获得信息资源价值创造

能力的提升，目的是共同较好地适应和符合现代复杂竞争市场的要求。

( 二) 供应链中环节信息资源的配置与运用路径

农产品供应链运营过程中，各个环节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高效配置水平对农产品供应链价值创造

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农产品供应链环节信息资源主要体现在各个环节在协调整合形成供应链整

体的过程中，环节作为分部分，对于供应链信息资源进行适当的配置，目的是不断提高农产品供应链各个

环节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需要依托于高效率的供应链环节信息资源配置与运用，实

现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所带来的较好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而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 见图5) 。
1． 供应链环节信息之间的优化配置。对于农产品物流业而言，由于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现代化程度不

高，各类信息技术以及信息资源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程度较低，农产品物流过程中所需要的供应

链管理更应加强供应链环节信息之间的优化配置。农产品物流业在所涉及的供应链过程中，通过农产品供

应链信息之间的优化配置，可以较好地避免和减少农产品物流中供应链运营的信息资源条件不足等制约

因素，化解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化水平所导致的信息资源水平不佳的状况。
供应链环节信息之间的优化配置，以改进和优化为主要途径，通过加强供应链环节信息之间的交流与

利用，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在彼此之间的运用，从而不断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环节信息之间的优化配

置水平，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
2． 供应链环节信息资源与整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价值创造。注重农产品物流业中的供应链环节与

供应链整体之间的“个体 + 整体”的信息资源协调配合。在重视农产品物流中的供应链信息资源利用的基

础之上，注重分析个体信息资源的利用是否与农产品物流业整体供应链的运营之间产生冲突，强调农产品

物流业经营发展的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个体环节与整体之间的协调配合与运用。
对于农产品物流业而言，限于农产品供应链自身的各类硬件资源以及软件资源条件的不足，农产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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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农产品供应链中环节信息资源的配置与运用

应链信息资源的运用程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提高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的信息资源利用水平与效益

的进程中，必须注重供应链环节信息资源的“个体”与整个农产品供应链运营“整体”之间的协调配合，能

够从协调配合中实现较好的信息资源价值创造，促进农产品物流业的更好发展。

六、结论与展望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应链流程中各类信息资源的掌握以及信息处理能力的高低成为企业经营管

理的重要内容，亦是农产品物流业运营发展的关注点。本文研究结论与展望如下:

( 一) 结 论

1． 信息资源成为供应链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重要支撑。供应链管理的环节多，涵盖生产、经营与管理

活动的诸多方面，均需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有效支持。强化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保障供应链的畅通运

营，才能提高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价值创造能力，获得较好的经济绩效。
2． 供应链价值创造能力与信息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关联密切。供应链信息资源的运用与发展契合了现

代信息技术与网络经济的要求。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需要紧密对接供应链信息需求及其信息资源管理的

特点，围绕信息资源价值创造的着力点，优化供应链信息资源管理，提高信息资源运用的效率与效益。
3． 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成为农产品物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重点内容。农产品物流业的运营发展，

信息量大，对于信息的处理要求高。农产品供应链信息资源的运用和发挥，一是可以通过供应链整体信息

资源平台的构建路径，二是通过供应链中环节信息资源的配置与运用，以实现农产品物流业发展中供应链

信息资源的优化。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需要加强供应链环节中的信息资源处理能力，进而获得农产品供

应链信息资源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 二) 研究展望

供应链信息资源的运用需要紧密对接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趋势，尤其是结合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对于经营方式、消费者行为改变，对于供应链以及农产品物流业的新特点、新要求进行系统、深入与持

续的研究。
1． 加强电商时代的供应链信息资源优化研究。信息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商时代的到来，促使供应链

的优化升级，尤其是面对市场经营方式与消费行为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下供应链信息资源的价值创

造研究更为凸显。
2． 注重农产品溯源与信息价值创造能力的实证研究。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视角，农产品信息溯源等与

价值创造能力的实证研究对于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待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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