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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商兴农”战略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农产品电商迎来发展新契机，但也面临产销协同不畅、供

应链抗风险能力弱等难题。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政策–技术–组织”协同分析框架，探讨农

产品电商供应链韧性的提升机制。研究发现：感知阶段，政策通过强制型工具，使CRM (Customer Re-
lationship Management)系统能整合多渠道数据，精准感知市场需求变化；捕捉阶段，政策借助激励型

工具，促使IERP (Integrated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统整合生产与库存资源，将市场需求转

化为实际运营效益；重构阶段，政策运用能力型工具，保障CRM-IERP系统在突发风险下协同应急，快速

调整供应链策略。研究提出“技术–组织双轮驱动”的企业策略与“三力协同”政策路径，强调数据交

互、模块化适配及政策工具的动态适配性，为增强供应链韧性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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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Commerce for Rural Revital-
ization” strategy,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is embrac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ut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poor production-marketing coordination and weak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Based on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olicy-technology-organ-
ization” collabor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mechanisms for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supply chains. The study finds that: during the perception stage, policies 
use mandatory instruments to enable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s to inte-
grate multi-channel data and accurately sense changing market demands. In the capture stage, pol-
icies leverage incentive instruments to prompt IERP (Integrated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
tems to integrate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resources, converting market demands into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t the reconfiguration stage, policies apply capacity-building instruments to ensure CRM-
IERP systems can coordinate emergency responses under sudden risks and rapidly adjust supply 
chai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proposes enterprise strategies of “dual-wheel drive of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and a “three-force synergy” policy path, emphasizing dynamic adaptability in data in-
teraction, modular compatibility, and policy instruments.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strengthening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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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与信息技术飞速革新的当下，“数商兴农”政策推动我国农村电商进入供应链数

字化深度融合的新时期。电子商务凭借创新模式在全球迅猛发展，于农村地区更是重塑了商业格局，成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电商平台紧密连接起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

者，显著提升了市场的连通性与效率，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农村电商供应链在发展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产销环节的割裂较为突出，大量优质农产品受限

于销售渠道不畅和物流体系不完善，面临滞销难题，而消费者却要承担较高的价格，无法充分享受实惠

农产品[1]。同时，在技术层面，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客户关系管理)与 IERP (Integrated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集成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作为提升客户服务水平与供应链效率的关键技术，

在实际运营中未能实现有效协同，形成技术孤岛，制约了供应链的进一步发展。 
鉴于此，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及供应链韧性的提升，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自 2021 年起，

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发力，从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到电商直播基地推进，再到“农村电商

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升级，以及 2025 年“数商兴农 3.0”相关计划的实施，均为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发展

提供了明确指引和有力支撑。此外，多项政策文件强调农村电商对农产品市场化的推动作用，以及“数

商兴农”在深化农村电商和农产品销售方面的关键意义。由此可见，构建具备高韧性的农产品电商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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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是当下农村电商发展的必然趋势。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 文献综述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供应链韧性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核心能力，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焦点。1973 年，Holling 率先提出韧性这一概念，该概念旨在体现系统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维持自身状

态或迅速恢复的能力[2]。此后，相关研究不断拓展，国外学者 Aramyan 等人从效率、灵活性、响应能力

和食品质量四个层面提出农产品供应链韧性评价模型，强调绩效评估与主体差异的关键性[3]。紧接着，

Hernandez 等人聚焦于农产品供应链领域，对其运营管理方法展开研究，目的是增强农产品供应链的韧性。

他们着重指出，在农产品供应链中构建协作商业模式至关重要[4]。值得注意的是，动态能力理论自 Teece
等学者提出以来，其核心在于解释企业如何通过持续调整、整合与重构内外部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并维

持竞争优势[5]。该理论与供应链韧性理论形成互补研究范式：前者关注能力构建的动态过程，后者强调

系统抗逆的静态属性。二者在“重构阶段”的适应性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但现有研究多将二者视为

平行概念，缺乏对动态能力驱动韧性形成的机制探讨。 
国内对于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态势。一方面，研究多聚焦于产品流通模式和信息体

系的构建[6]、融资方式[7]以及流通效率[8]等视角；另一方面，也有关于农产品供应链韧性的研究。例如，

乔星铭等人构建融合单一视角与多元组态的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电商供应链韧性的因素及其效应[9]；
解玉洁等人测度 2013~2022 年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韧性水平，分析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为提升韧性提供

依据[10]；秦立公等人聚焦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引入供应链协同创新理论和模糊组态分析方法，深入探究

协同创新各维度对农产品供应链韧性的影响，为提升农产品供应链适应性提供策略[11]。这些研究虽触及

能力构建问题，但未能深入揭示资源与能力间的转化机制。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 RBV)为
此提供了新的视角，其认为企业的有形资源(资金)、无形资源(技术)、组织资源(流程)等是能力构建的基

础[12]，这为动态能力理论的运用奠定了底层逻辑支撑，而动态能力理论弥补了资源基础理论的静态视角，

强调资源需通过动态循环转化为适应性行动。特别是在农产品电商场景中，CRM 与 IERP 系统作为关键

资源，其协同效应需通过动态能力转化为供应链韧性。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较多集中于传统的生产、加工、物流等环节，且较少聚

焦于电商场景。虽有部分学者对农产品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但在运用动态能力理论实现

技术协同与政策响应结合方面存在显著空白，现有研究较少从该理论视角深入剖析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韧

性的构建机制，随着“数商兴农”政策的推进，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逐渐表现为一个社会型复杂系统[13]，
亟需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本研究开创性地将动态能力理论引入农产品供应链研究范畴，构建“政策–资

源–能力–韧性”的递进分析框架，将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与供应链韧性理论纳入统一分析体

系，揭示政策驱动下技术资源如何通过动态能力三阶段(感知–捕获–重构)转化为抗风险能力。在实践层

面，构建的基于动态能力理论 CRM-IERP 协同机制，能有效提升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韧性，助力县域电商

产业园达成供应链高效协同、优化资源配置，并增强应对市场波动与风险的能力。 

2.2. 理论框架 

动态能力的形成依赖于技术资源(CRM/IERP 系统)与组织资源(流程、架构)的协同转化，而“数商兴

农”政策作为外部驱动力，通过分阶段嵌入工具干预资源整合路径，最终实现供应链韧性提升，形成了

以动态能力理论三阶段(感知–捕捉–重构)为核心，“政策驱动–资源协同–动态能力–韧性输出”的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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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框架(见图 1)。 
 

 
Figure 1. Construction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图 1. 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韧性构建模型 

动态能力三阶段 
(1) 感知阶段：政策强制推动技术资源整合，强化需求响应效率 
动态能力的感知阶段以 CRM 系统为核心技术资源，这一阶段对供应链韧性至关重要，其效能高度依

赖政策工具对数据壁垒的破解。感知能力作为供应链韧性的起点，要求企业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实时

识别市场需求波动。基于资源基础理论，CRM 系统作为企业重要的技术资源，本应发挥整合多渠道客户

数据的作用，助力企业精准感知市场需求。但农产品非标品特性导致传统 CRM 系统难以直接适配，加之

数据壁垒的存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数据平台之间信息共享效率低下，无法获取宏观市场数据，

阻碍了 CRM 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数商兴农”政策框架下，强制型工具(如数据接口国家标准)应运而生。通过统一数据分类与共享

规范，强制企业开放脱敏数据，推动 CRM 系统整合政府农业大数据平台、电商平台及线下渠道的多源信

息。例如，政策要求企业接入标准化数据接口后，CRM 不仅可实时获取消费者偏好、季节性需求波动等

关键信息，形成精准客户画像，还能整合线上平台的浏览记录、购买行为，以及线下客户反馈，全面、细

致地描绘客户画像[14]。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企业可以挖掘消费者在农产品种类、品质、包装及

配送服务等方面的偏好变化，实时监测市场竞争态势。 
在此过程中，技术资源(CRM 系统)与组织资源(跨部门协作流程)深度协同。政策驱动的数据共享降

低了企业内部信息孤岛，促使市场部门与生产部门基于统一数据制定策略。这种协同机制直接支撑供应

链韧性的“需求响应效率”，减少因信息滞后导致的产销失衡风险，同时推动技术资源向动态能力转化，

夯实供应链韧性的信息根基，为后续动态能力转化奠定基础。 
(2) 捕捉阶段：政策激励缓解组织资源约束，优化运营灵活性 
捕捉阶段的核心在于将感知结果转化为资源配置行动，对供应链韧性的构建起着关键作用。其作为

供应链韧性的核心环节，当市场需求和竞争态势等信息在感知阶段被获取后，农产品电商供应链便进入

此阶段。在这一阶段，集成企业资源计划(IERP)系统发挥着核心作用，它致力于整合企业内部的生产与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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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资源，以实现对市场机会的有效捕捉[15]。IERP 系统借助与上下游的紧密连接实现供应链信息实时共

享与协同运作，依据 CRM 系统数据制定生产计划、管理库存，整合生产与库存资源，助力企业响应市场

变化、提升供应链竞争力。然而，农产品供应链分散(小农户生产、多级经销商流通)的特性，使得 IERP
部署初始投入高昂，其部署与运营成本，对中小微农产品电商企业构成巨大挑战。 

政策在此发挥关键作用，通过激励型工具(如冷链补贴、税收优惠)降低 IERP 系统资源整合成本，驱

动组织变革。例如，财政补贴覆盖中小微企业 IERP 模块开发费用的 60%，推动技术资源(IERP 系统)与
生产流程、库存管理制度深度融合。政策支持下的 IERP 系统可基于 CRM 传递的需求数据，动态调整种

植规模、加工排程与库存水平——当预测到某类农产品需求激增时，系统自动协调农户扩大种植面积，

并优化冷链仓储布局以匹配销售周期。 
此阶段政策工具的核心逻辑在于，政策工具通过经济杠杆撬动组织变革，要求企业重组部门架构以

适应数字化管理。这不仅契合动态能力理论要求，推动企业将感知结果转化为资源优化行动，也实现了

供应链“运营韧性”的双重目标，最终助力“数商兴农”政策下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韧性的构建。 
(3) 重构阶段：政策能力驱动系统协同，保障风险应对 
重构能力作为供应链韧性的最终保障，要求企业在突发风险(如疫情、自然灾害)下快速调整运营策略，

此时供应链进入动态能力的重构阶段。在这一阶段，CRM 系统迅速收集客户的紧急需求信息、物流受阻

情况以及市场变化趋势等关键数据，并及时传递给 IERP 系统。IERP 系统基于这些信息，对供应链的资

源进行重新配置和流程调整。凭借 CRM-IERP 的紧密协同，支持应急路径切换与资源再配置，实现供应

链的韧性恢复与重构[16]。然而，农产品供应链因物流依赖度高、环节分散等特性，存在显著的脆弱性，

导致在突发风险下内部资源严重不足。尽管供应链韧性依赖技术资源(CRM-IERP 数据交互)与组织资源

(应急协作机制)的快速重构，但内部资源的短板极大限制了供应链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此情形下，政策通过能力型工具积极介入。以应急物流基金、区域性联盟等工具为依托，采用 PPP

模式引入分布式冷库、替代运力等外部生态资源，有效弥补企业内部资源缺口。比如，政府主导的应急

冷库网络要求企业接 10%冗余仓储容量，当物流中断，IERP 基于 CRM 数据调用库存、切换路径，实现

24 小时应急响应。“数商兴农”政策搭建区域性联盟，整合多方主体，搭建数据共享与协作网络，要求

成员接入统一 CRM-IERP 平台，实时获取关键数据。同时，政策主导开展“供应链应急管理师”认证培

训，提升从业者能力。 
在此过程中，政策不仅补充了企业内部资源缺口，更催化了跨部门应急协作机制(如“市场–物流”

联合工作组)的形成，使技术资源(实时数据交互)与组织资源(快速决策流程)协同作用。这种“外部赋能 + 
内部协同”的双向机制，最终闭环供应链韧性理论中的“恢复力”，最大限度降低风险损失并加速供应

链功能复原。 
需指出的是，不同农产品品类(如生鲜类、耐储类、深加工类)因产品特性差异(易腐性、季节性、附

加值等)，其供应链韧性构建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生鲜农产品对冷链物流和时效性要求更高，

而耐储类农产品更注重库存周转与成本控制。尽管本研究的“CRM-IERP 协同机制”聚焦于通用性动态

能力框架，但其通过模块化技术适配(如生鲜品保鲜预警模块)与差异化政策工具(如冷链补贴)，仍可为多

品类供应链韧性提供基础支撑。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品类特性，细化动态能力各阶段的资源配置阈值

与风险响应策略。 

3. 策略建议与政策启示 

3.1. 企业层：技术–组织双轮驱动 

动态能力理论要求企业在技术应用与组织架构上实现协同，以提升供应链韧性。针对农产品电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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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需从技术落地与组织变革两方面突破。 

3.1.1. 技术落地 
企业在技术落地时，应聚焦数据交互、智能决策和系统适配，加大 CRM 与 IERP 系统的投入，确保

系统功能持续优化。一方面，积极引入先进的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算法，提升 CRM 系统对市场需求的深

度洞察能力，借助 CRM 系统积累的客户行为数据，精准把握消费者潜在需求变化趋势，自动生成精准的

生产排程和补货建议，提升响应速度，为企业产品创新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强化

IERP 系统与企业各业务环节的深度融合，实现生产、库存、物流等环节的无缝对接与高效协同。通过物

联网技术，实时采集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数据、生长数据，以及库存中的产品状态数据，使 IERP 系

统能更精准地制定生产计划和库存管理策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后，要积极打通 CRM 与 IERP 系统

的数据接口，利用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接口实现数据实时共享，将 CRM 系统里的客

户偏好数据及时传递给 IERP 系统，便于动态调整生产计划和库存策略。鉴于农产品非标准化特性，可以

开发定制化模块，像生鲜品保鲜周期预警功能，增强系统对农产品供应链的适配性，全方位提升供应链

运营效率。 

3.1.2. 组织变革 
企业在组织变革方面，要从多维度发力。打破部门间的传统壁垒，组建“市场–生产–物流”一体

化工作组，借助 CRM-IERP 协同平台，实现跨部门任务的高效分配与进度实时追踪，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同时，设立专门的数字化管理部门，负责统筹 CRM 与 IERP 系统的应用与维护，协调工作组之间的数据

共享与业务协作。其次，重视员工能力提升，定期组织培训，提高员工对 CRM 和 IERP 系统的操作熟练

度，着重培养既懂农业知识又具备数据分析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提供人力支持。最

后，创新激励机制，把订单满足率、风险恢复周期等供应链韧性指标融入绩效考核体系，激发员工主动

参与系统优化和应急协作的积极性，推动企业组织变革，适应数字化供应链发展需求。 

3.2. 政策层：构建“三力协同”政策 

“数商兴农”政策需通过精准工具设计，驱动动态能力三阶段落地，形成“感知力–捕捉力–重构

力”协同效应。 

3.2.1. 感知力：补贴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 
政府应加大对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的资金投入，通过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参与平台建设与数据共享。

一方面，政府应设立分级补贴标准，对县域、省级农业大数据平台分别给予 30%、20%的建设费用补贴，

采用“先建后补”模式。强制要求获补贴的企业开放脱敏消费数据(如销量、评价关键词)，按数据质量分

级给予额外奖励(优质数据奖励 5%补贴额度)。另一方面，制定统一的农产品数据分类与接口标准，如《农

产品电商数据交换规范》，强制实施以消除企业间的数据孤岛现象。这不仅能让企业间的数据交互更加

顺畅，还能降低信息共享成本，使企业能更高效地整合数据资源，从而增强农产品电商企业对市场需求

波动的感知能力，更好地把握市场动态。 

3.2.2. 捕捉力：设立“CRM-IERP 协同专项基金”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农产品电商企业开展 CRM-IERP 协同项目，要明确基金使用范围，如重点支持

企业数据接口改造(≤60%)、员工数字化培训(≤20%)和冷链设备升级(≤20%)。对实施协同项目的企业给予

资金奖励、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要求申请企业提交包含技术路线图和预期效益指标的协同实施方案，

经专家评审纳入白名单。建立季度评估机制，考核订单满足率(目标值 ≥ 15%)和库存周转率(目标值 ≥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1205


张云柳 
 

 

DOI: 10.12677/ecl.2025.1441205 2905 电子商务评论 
 

20%)。实施分阶段资金拨付：立项阶段预拨 30%资金，验收阶段根据订单响应速度提升率(≥20%)、库存

周转率(≥15%)等指标拨付剩余资金。同时，选取重点县域开展“数商兴农”示范工程，2025 年前完成 100
个县域、1000 家企业的遴选工作，在专项基金的支持下，为入选企业配备专属技术顾问团队，按季度跟

踪进展并发布《协同效能白皮书》，保障示范项目的顺利推进。对于示范工程中的成功案例，进行全国

范围的推广，总结形成可复制的协同模式，让更多地区和企业能够借鉴经验，促进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在

CRM-IERP 协同模式下不断优化升级，提升整体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后，组织专家团队为

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协同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和管理问题，确保协同项目顺

利实施，提高供应链运作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3.2.3. 重构力：完善应急物流体系 
为提升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重构力，完善应急物流体系刻不容缓。政府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需多管齐下。一方面，着力构建“中央–省–县”三级应急物流网络，按县域人口密度规划分布式应急

冷库(每 50 万人配置 1 座 1000 吨级冷库)，采用“政府出地 + 企业运营”的 PPP 模式，实现突发风险下

24 小时内路径切换，大大提升应急响应速度。另一方面，政府应设立应急物流基金，要求物流企业按年

营业额 1%计提应急准备金存入政府监管账户，专项用于车辆调度补贴，并补贴企业建设冗余仓储设施，

像分布式冷库，要求企业将 10%的仓储容量作为应急冗余接入 CRM-IERP 平台实时监控，政府按冗余面

积(每平方米补贴 50 元/年)给予支持。最后，开展“供应链应急管理师”认证培训，由农业农村部牵头制

定《职业标准》，每年培训 1 万名持证人员，企业聘用持证人员可减免税费。联合电商平台、物流企业

与合作社共建“平时–应急”双模式网络，开辟应急通道并设立补偿基金，全方位增强风险应对能力。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石，并结合资源基础理论与供应链韧性理论，构建了“感知

–捕捉–重构”三阶段模型，清晰地揭示了“数商兴农”政策下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韧性的提升路径。研

究表明，CRM-IERP 协同能够通过动态优化需求响应与资源配置，提升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韧性。在这一

过程中，CRM 系统负责精准捕捉市场需求波动，IERP 系统则对生产与库存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二者协

同在突发风险下助力供应链实现应急重构。动态能力理论为农产品电商供应链提供了全周期的管理框架，

“政策–技术–组织”协同则是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所在。同时，政策通过不同类型工具在动态能力

的各个阶段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供应链韧性构建。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农产品电商供应链韧性相关理论，

还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策略建议。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未充分考虑不同农产品

品类在供应链上的差异(例如生鲜与非生鲜产品的物流需求差异)，且未深入探究复杂环境下 CRM-IERP
协同机制的稳定性等问题。需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政策–技术–组织”协同框架，通过模块化设计

(如系统功能定制)与弹性政策工具(如品类差异化的补贴标准)，已为多品类适应性预留了接口。未来研究

可从这些方向展开，进一步探索 AI 驱动的自动化协同在农产品电商供应链中的应用，挖掘更多提升供应

链韧性的有效途径，从而推动“数商兴农”政策下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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