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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不仅是消费领域、农业领域的

局域性问题，而且是波及到整个经济领域、社会领域

的全域性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业界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我国“问题奶粉”、“毒大米”和“健美猪”等农

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屡有发生，突显了农产品供应链

质量安全管理存在风险隐患[1]。我国农业生产经营

方式的转变、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增多和市场范围的

扩大，势必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

纵观近十年来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由于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缺失、法制不健全以及监管

不到位，导致 68.2%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源于供

应链成员企业在利益驱动下人为造成农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2]。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是一项涵盖生

产、加工、储运、批发和零售等环节的系统工程，既要

发挥政府监管职能，更要建立起有效的安全农产品

供应链。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

摘 要：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到消费者健康、三农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是一项涵盖农产品生

产、加工、储运、批发和零售各环节的复杂系统工程，亟须从供应链视角探寻管理措施。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是质

量安全管理的关键主体，以提高农产品供应链产业化程度、标准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为目标，在实践

中形成了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源头控制型、加工控制型、流通控制型、终端控制型和营销控制型等质量安全管理

模式。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既要加强内部控制，又要加强与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同时应注重法律、
媒体和市场等农产品供应链环境因素。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应立足各地区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科技进步和消

费需求变化等实际，进行角色选择和职能定位，选择内部控制、外部协同和环境调适等质量安全管理路径，发挥主

导作用实现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整体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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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consumer health,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social harmon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t i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involving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ing, storage, transportation, wholesale and retail.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The core enterprise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is the important
subject of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There are multidimensional modes of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including
manufacturing-led, processing-led, wholesale-led, retail-led and marketing-led in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standard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core enterprise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to strengthen internal controls,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on wi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as well as to focus on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legal, media and market. The core enterprise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play a leading role in carrying out the strategies
consisting of internal control,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anges in consumer demand, thus to
achieve the overall optimum of the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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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目标
Fig. 1 The goal of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by core enterpris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紧密相关。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是指在农产品供

应链中有能力影响供应链其他成员企业共同保持动

态合作机制的关键企业，可以是农产品生产企业、加
工企业或流通企业等，其在质量安全管理中起着主

导作用。据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报道，截止

2011 年底，我国农业龙头企业 11 万多家，其所提供

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全国主要城市“菜篮子”供应

量的 2/3，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4/5，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考察

我国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的管理模式和

对策，对于降低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实现农

业产业化的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国

家与地区，农产品供应链自提出便与质量安全管理

紧密关联。因此，许多学者从供应链角度研究农产品

质量安全管理问题。Frank 和 Henderson[3]研究发现

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协调己成为降低交

易成本和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组织形式。Ziggers 和

Trienekens[4]认为供应链成员间的良好合作和质量契

约有利于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Karaman 等[5]提出构

建供应链信息系统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相当重

要。Macheka 等[6]指出供应链可追溯系统具有召回有

质量安全隐患的农产品并明确质量安全责任主体的

功能。可见，实施供应链管理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有效路径。基于质量安全构建农产品供应链，核心

企业必然有所担当，这一问题已引起学术界重视[7]。
张煜和汪寿阳[8]认为农产品供应链应由核心企业主

导各节点的合作与协调，包括与质量安全紧密相关

的物流、信息流的控制与管理。郑红军[9]对农产品供

应链生产环节的农业龙头企业质量安全控制机理进

行研究。彭建仿[10]基于共生理论探讨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供应链协同治理模式，提出了供应链核心企业

主导供应链成员共同适应、共同激发、共同合作和共

同进化，共同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综上所述，

发挥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主导作用促进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观点已经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但是，已

有的研究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讨论农产品供应链质

量安全问题，忽视了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

全管理的角色选择和功能定位，对农产品供应链核

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模式比较的研究成果更为鲜

见。因此，本文分析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

全的现状与目标，阐述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

安全管理的不同模式及其适用背景，从供应链核心

企业视角探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路径，为提升

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效率，促进现代农业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1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目标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组

织形式密切相关。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供应链包

括多种类型，其中，最完整、最复杂的农产品供应链

包括农资材料的供应，农户、农场、基地和农业企业

参与的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批发和零

售、餐饮和消费等环节（图 1）。近十年来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事件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发生频数由大到小

依次为：深加工、初加工、零售和餐饮、生产、流通和

消费等环节[2]。我国农产品供应链主体多且分散，流

张蓓等：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的多维模式及实现路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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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环节长、相关参与主体缺乏协作。农产品供应链核

心企业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提高农产品供应链产

业化程度、标准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来

实现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
一要提高产业化程度保障农产品供应链源头环

节质量安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面广量大、小而

分散，目前全国共有 2.4 亿农户，户均承包耕地 0.5
hm2，农民专业合作社 37.91 万家，实有入社农户

2 900 万左右，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12%[11]，农业生

产组织化程度低和生产经营方式落后是导致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主

导农产品供应链，把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解决我国

农产品生产规模小，地理位置分散，生产随意性大而

引发质量安全问题。农业产业化模式能够增加农产

品供应链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协作，加强供应链

源头环节质量安全管理。
二要提高标准化程度保障农产品供应链加工环

节质量安全。推进农业标准化是农产品供应链质量

安全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我国农产品缺乏完善的生

产加工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质量评价体系的

根本措施。杜绝诸如农产品加工过程中超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或人工合成色素，农产品包装标签不规范，

以次充好等行为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通过严

格执行从原材料选择，到加工、包装、保鲜和储运等

标准体系，强化农产品供应链加工环节质量控制。
三要提高市场化程度保障农产品供应链流通环

节质量安全。我国目前农产品物流技术和设备落后，

八成以上的生鲜农产品以常温物流为主，导致农产

品供应链物流过程“二次污染”严重。核心企业推动

农超对接等产销衔接形式，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产品超市的网点布局，加强农产品冷链运输，发展农

产品电子商务，从而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以保障农

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四要提高信息化程度保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

全全程追溯。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的重要原因。我国农产品缺乏信息采集和信息共

享机制，标签标注混乱，产品认证质量不高，品牌意

识不强，尚未建成完善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信

息系统。发挥核心企业带头作用，运用信息化手段，

完善并实施可追溯系统，提高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

全水平。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可由生产

企业主导、加工企业主导、批发企业主导和零售企业

主导等，不同类型的核心企业实施农产品供应链质

量安全管理的模式既有差异，也有共性。农产品供应

链核心企业应综合运用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内部要

素，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共享信息，加强供应链的物

流控制、信息追溯和技术支撑，依据政府监管、媒体

监督和市场压力而调整质量安全管理行为。

2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的多

维模式

针对我国传统农产品供应链模式的弊端，应积

极培育供应链核心企业，打造基于质量安全的农产

品供应链管理模式[12]。位于农产品供应链不同环节

的核心企业在主导质量安全管理过程中形成了源头

控制型、加工控制型、流通控制型、终端控制型和营

销控制型等模式。
2.1 源头控制型

生产企业位于农产品供应链源头，其质量安全

管理的意愿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产品供

应链质量安全的整体水平。生产企业通过推行产业

化模式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化解我国

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作坊经营隐匿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危机[13]。源头控制型是指由农业龙头企业实施

农业产业化模式，实施质量安全标准，严格产地环境

监测，强化农兽药和添加剂管控，参与可追溯体系建

设，对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产品主动召回销毁。广东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养殖业为主导的多

元化畜牧企业集团，是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温氏集团作为畜禽供应链核心企业，实践“公

司+农户”产业化模式，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为农户提供种苗、饲料、动物保健品以及疾病防治等

技术培训和销售服务，统一采用畜禽种源、饲料供

应、养殖标准、疫病防治和产品销售，通过供应链规

范化管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温氏集团在行业遇

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发挥其强大的技术力量和服

务网络优势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保证安全农产品的

稳定供给。此外，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

作关系，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研发应用，也成为

保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有效手段。
2.2 加工控制型

农产品供应链初加工和深加工环节，滥用色素、
防腐剂等添加剂和车间卫生不合格是导致质量安全

事故的重要原因。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和食品加工工

艺进步，加工企业在为农产品增加价值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加工控制

型是指核心企业推行农产品包装标准化、加工精益

化、保鲜科学化、分拣自动化和配送快捷化，向前驱

动养殖种植等生产主体，向后驱动农产品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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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营销等主体共同保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北

京旗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集研发与加工于一体的

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旗舰集团严格控制原材料、设备、环境和能源，精

选山东小麦种植基地的麦心粉、西山水系的矿物质

水为安全优质原料，采用醒发和蒸制一体化主食加

工工艺和隧道式自动化生产设备保障质量安全，严

格控制加工车间环境全封闭无交叉污染，使用太阳

能替代燃煤锅炉供气，为农产品加工提供低碳安全

能源，基于现代化封闭式生产线建成北京市主食生

产配送中心，扩大安全加工产品的市场范围。
2.3 流通控制型

批发企业处于农产品供应链中间环节，发挥着

调节供需、流通集散的重要职能。流通控制型是指处

于主导地位的批发企业对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的选择，同时保证安全农产品的市场供给和安全农

产品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批发核心企业严格筛选进

场供货商并索证索票，对供货商和采购商实行现场

检验和质量安全档案制度；另一方面，批发核心企业

对大型零售企业和餐饮企业等采购商实行定向供

给。南粤食品水产有限公司是广东省政府为推动粤

澳紧密合作发展而在澳门组建的广东南粤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企业，主营广东输澳门的活畜禽和蔬果等

农产品批发业务。南粤食品水产建成的澳门批发市

场建筑面积 1.7 万 m2，是澳门唯一的鲜活农产品市

场，它解决了澳门过去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分散、卫
生无保障、交通堵塞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据统计，南

粤食品水产批发市场经营的各类蔬果、蛋品和活禽

等保持着十多年来无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记录。在

粤澳跨境合作背景下，南粤食品水产批发市场促进

了粤澳双方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注册监管制度、高
层互访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疫情通报机制，在确保

粤澳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方面取得明显成效[14]。
2.4 终端控制型

位于农产品供应链终端环节的核心企业主要包

括大型零售超市和大型连锁餐饮企业两类，其共同

实现了农产品从流通环节转向消费者个人和家庭消

费。一方面，大型零售超市位于农产品供应链的终端

环节，在我国农改超进程中，超市拥有先进的管理理

念和可靠的单品管理系统，具备多种经营质量安全

农产品的客观条件，是安全优质农产品重要零售终

端[15]。另一方面，大型连锁餐饮企业通过加强对农产

品原料供应商和食品原料质量安全的监管，已成为

主导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重要力量之一。
终端控制型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大型零售超市实

践“超市+基地”供应链模式，缩短农产品流通环节，

加强内部监控力度和完善外部监督机制来保障供应

链农产品质量安全；二是指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实践

“餐饮企业+基地”供应链模式，通过加强对农产品

供应商考核和监督来实现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是我国最大规模的零售连锁超

市，是我国首批农超对接试点企业之一，成为零售企

业主导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典范。从 2003
年起，华润万家就开始试行生鲜农产品的“基地采

购”业务；2010 年华润万家提出“三百工程”，计划用

3 年时间在全国建立 100 家农超对接基地；到 2012
年中，华润万家已提前兑现承诺，“农超对接”基地遍

布全国 20 多个省区，占地面积超过 4 666.67 hm2，

产品数量近 200 个，其中寻乌、西安、南京和睢宁的

4 个“农超对接”基地被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纳入全国

“百个农超对接示范项目”[16]。华润万家严格挑选供

货商并对供应品进行复查和抽查，现场配备蔬果农

药残留、猪肉含水量、现场加工品配料指标的快速检

测设备。此外，设立质量咨询服务台、意见箱和 400
顾客服务电话，满足顾客投诉需求，并积极配合工

商、质检、食品药品等执法部门的质量检查监督。
2.5 营销控制型

近年来农产品电子商务方兴未艾，农产品电子

商务企业借助网络营销平台，创新了 B2C 新型农产

品供应链模式。营销控制型是指电商龙头企业与农

产品生产企业、加工企业和批发企业等结成战略联

盟，选择高端优质农产品的市场定位，综合运用产品

组合、线上推广、线下配送、广告和促销等整合营销

传播手段，发挥电子商务和物流配送优势，创造并传

递农产品质量安全价值。百森商城隶属广州万森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营进口高端水果，是中国 B2C
市场最大的食品网购平台。百森以提供多元化的进

口高端水果为市场定位；开发儿童营养果餐、美白瘦

身果餐、高血脂养护果餐和孕妇养护果餐等安全农

产品组合；设立话务呼叫中心系统，开展快速免费配

送服务，承诺质量问题可全额退款。此外，百森以高

端礼品卡形式保障安全农产品的利润空间，并在一

线城市开设直营实体店，提供线上下单，线下提货服

务，创新安全农产品高效销售渠道，降低农产品变质

腐烂风险。
综上所述，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主导质量安

全管理模式各具优势，它们针对各自的性质、角色和

职能，在实践中形成了公司+农户、技术应用、严进

严出、内外监管和整合营销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特色，确保农产品供应链整体质量安全实现（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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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的多维模式
Table 1 Multidimensional modes of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by core enterpris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多维模式

源头控制型

加工控制型

流通控制型

终端控制型

营销控制型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
北京锦绣大地、上海光明乳业、湖南金健米业、新疆库尔勒
香梨、伊犁泰康养殖场、福建安溪茶厂
北京三元、露露集团、河南众品、南京雨润、重庆涪陵榨菜、
山西陈醋、广西黑五类、海南椰树集团
冀东果蔬批发市场、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天津北方生猪批
发市场、浙江义乌农贸城、舟山水产批发市场
华联、家乐福、苏果、沃尔玛、农工商、新一佳、好又多、华
联、易初莲花、麦德龙、永旺、百佳等大型零售超市；百胜、
麦当劳、棒约翰和汉堡王等大型连锁餐饮企业

中粮我买网、上海好吃大王、广州青怡农业

质量安全管理案例
温氏集团：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国畜牧业最具影响力品牌，
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保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旗舰集团：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业，
通过应用先进加工设备和工艺保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南粤食品水产：广东驻澳门旗舰企业、澳门唯一鲜活农产品批发市
场，通过严控供货商和采购商保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华润万家：国家农超对接试点企业、中国最大规模零售连锁超市，通
过农超对接，内外监管保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百森商城：B2C 食品网购平台、广东守合同重信用网商企业，通过定
位、产品、分销和促销保障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3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的实

现路径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应通过以消费者为主体购

买优质优价农产品、以市场为主体建设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以经济手段为主、政策扶持为辅激励

生产主体加强质量控制等多种途径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17]。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决策

既要加强核心企业内部控制，又要加强核心企业与

农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同时应注重法律、
媒体和市场等农产品供应链环境因素（表 2）。
3.1 内部控制

第一，提升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综合能力。提
升核心企业的标准化生产加工能力、技术研发应用

表 2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的实现路径
Table 2 The strategies of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by core enterpris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实现路径

内部控制

外部协同

环境调适

管理策略
提升企业能力
培育社会责任
完善制度规范
推行纵向协作
实施信息共享
优化物流服务
完善法律监管
引导媒体监督
加强市场引导

具体含义
标准化生产能力、技术研发能力、质量安全自检能力和事故应急能力等
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三兼顾，企业盈利、消费者需求和社会福利三均衡
质量安全检验制度、质量安全事故问责制度和质量安全技能培训制度等
向前或向后一体化，节省交易费用、产生规模效益和化解信息不对称
基于追溯码、呼叫中心接口等建设农产品供应链信息系统和终端查询系统
增强现代物流服务意识，创新物流服务形式，提高物流服务技术
法律法规约束形成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合力
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网络等对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进行舆论监督
营造公开、公平、诚信、理性消费的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市场环境

能力、质量安全自检能力和事故应急能力。首先，执

行农产品生产、检测等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标准，推行

农产品全程标准化生产。其次，加强技术创新，开发

技术含量高的安全农产品。再次，实现质量安全自

检，在生产环节、出厂和销售等检验环节对农产品进

行检测。最后，建立质量安全应急机制，实现对突发

事件的快速预测、预报和预警，有效控制质量安全事

态扩大和蔓延。
第二，培育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社会责任。核

心企业应该承担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公益责任等农

业企业社会责任，发挥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在促

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作

用。为此，核心企业应采用低碳安全能源，优质原材

料和先进生产技术，披露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积极

处理质量安全事故，并在行业遭遇质量安全危机时

提供公共服务。
第三，完善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制度规范。建

立并执行质量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包括检查验收制

度、问责制度和技能培训制度等。依法建立健全包括

名称、产地、数量、生产日期、供货方及其联系方式等

进出货档案以及产品检查验收制度，禁止不合格农

产品进入市场；设置专业质量安全职能部门，明确质

量安全权责，实施质量安全问责制度；面向员工开展

质量安全宣传教育、知识讲座、技能培训和竞赛，提

高员工的质量安全意识和服务水平。
3.2 外部协同

一是推行农产品供应链纵向一体化。农产品供

应链核心企业在向前或向后两个方向上扩展经营业

务，推行“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农户基地生产”、
“超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户”等纵向一体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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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等缺陷，实现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二是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可追溯系统。对农产品

生产全过程建立数据库，将产地环境、生产记录、检
测结果、销售流向等关键环节运用信息技术进行记

录而形成的农产品供应链可溯数据链。为此，应加强

农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信息档案建设，实

现产地环境、生产和加工过程、产品质量检测、包装

标签、运输和流通环节的可追溯管理，形成完整的质

量安全信息链条和责任追溯链条。
三是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物流服务。农产品供应

链核心企业应增强现代物流服务意识，运用系统优

化原理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物流环节的质量

安全风险。鼓励核心企业引进和借鉴国外物流企业

的管理经验，因地制宜组建自营物流企业或选用第

三方物流服务，降低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物流

成本。提高物流服务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网络配

送、拍卖和代理等电子交易方式。
3.3 环境调适

首先，适应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法律监管环

境。核心企业应主动适应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法

律监管机制。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各负其责，相

互配合，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合力，共同推动农

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有效开展。通过创造

农产品供应链的法律监管环境，为核心企业质量安

全管理提供约束机制。
其次，适应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媒体监督环

境。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和网络等媒体进行广

泛宣传，让核心企业认识到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第

一责任人的职责和义务。同时，发挥媒体对农产品供

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的报道、舆论和监督职能。
再次，适应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市场引导环

境。创造信息公开透明和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激励

核心企业实施品牌战略，进行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

农产品等质量认证。同时，提升社会公众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意识，鼓励消费者主动索要购物凭证，为核心

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提供市场驱动力。

4 结语

我国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形成了生产、
加工、批发、零售和电商等不同类型的核心企业主导

的质量安全管理模式。在农业产业化基础良好和农

业技术进步的区域，选择源头控制型和加工控制型

模式，着力于从农产品供应链源头控制质量安全；在

农业集散基地、重点城市等区域，可选择流通控制型

模式，从中间环节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在经济发达

和人口密集城市，重点发展终端控制型和营销控制

型模式，通过终端市场引导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农
产品供应链核心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系

统工程，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科技进步和消

费需求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理论认识，积极探

索实践经验，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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