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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建立生态与经济协同

发展的农业供应链新格局，进而推动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本文研究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影

响因素以及提高生态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效率与环境、企业能力、政

策、技术和供应链关系网络五类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影响机制，存在3种组态路径组成的2种决策情境，

并提出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提升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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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ec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a new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wi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y and economy can be established, thereby promot-
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n agricultural powe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ec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figuration 
path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cological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is a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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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ec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ive types of factors: environment, enterprise capabilities, policies, technologies, and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networks. There are two decision-making scenarios composed of three configuration 
paths, and the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ecological in-
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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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产业化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农业供

应链生态创新，实现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建立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农业供应链新格局。农业供

应链作为产业链的重要部分，实现产业链升级必然需要借助供应链的集成作用，合理整合农业供应链资

源，鼓励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建立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深层次的领域，抓住新兴的发展理念，融入

高质量的生态创新方法，协同推进农业供应链降碳、减污、扩绿，在供应商到生产商到经销商再到终端

客户的全功能网络链条中切实融入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制造业领域技术创新、生态创新的研究成果丰富，而农业领域供应链视角下的

生态创新研究相对较少。此外，针对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国内外运用组态思维开展的研究很少，多是

单一因素分析或单一环节研究；然而，我国农业发展条件复杂，各因素的影响不是纵向且单一的[1]。在

新时代背景下，构建经济、生态、质量一体的现代化农业是我国发展目标，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至关重

要。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农业供应链企业，揭示生态创新的发展现状及效率影响因素，结合组态理

论开展组态研究，深入前因后果，进一步完善相关问题研究。 

2. 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理论模型 

生态创新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最早是从可持续发展理念中衍生出来的。Fussler 和 James 在
其著作《驱动生态创新：创新突破和可持续》中首次对生态创新进行了明确的理论界定，而后在国家和

企业发展需求下，关于企业生态创新的研究不断涌现，基于政策背景和现代企业竞争需要成为主流战略

管理的研究方向之一。生态创新，以企业为主体，是维系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平衡的重要举措，强调企

业对保护社会环境的社会责任以及为社会创造福利的能力[2]。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视角出发，生态创

新被视为环境责任与创新实践深度融合的双赢战略，旨在实现环境负担与经济效益的双重优化。环境管

理理论则进一步将生态创新细分为主动式和反应式两种具体形态，以更精准地把握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而在创新管理的理论框架下，生态创新被定位为一种以创新为核心，力求以最少资源和最低污染为代价，

创造出更多元化、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战略路径[3]。 
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是将农业企业的绿色环保行为融入到供应链管理之中的一种新模式，不仅是

在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更是将资源最大化利用纳入了考虑[4]，深入贯彻“低碳”

理念和推动资源高效率循环，注重供应链系统性创新和应用，将智慧化嵌入农产品供应链，实现生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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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合理分配，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功能，提高农产品和生态创新信息流通效率，实现产品的再循环和价

值增值，提升生态化水平[5]。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环境是供应链发展所承载的大型空间，供应链生态创

新主体是全流程的承担者和创新者，生态创新平台更是连接各创新主体的枢纽，是跨越时间、地点、类

型的空间，以环境、主体、平台三方面为着力点开展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全面、高效、系统地推动农业

供应链三效合一发展。 
其一，生态创新环境，狭义上是农业企业所在领域的地理环境，广义上是一个虚拟意义上的大型空

间，其中穿插着复杂且变化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良好的生态创新环境是供应链持续发展的前提，

对于充分调动生态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鼓动各主体跨界交流具有稳定的推动作用，也是构建和谐、高效

的生态创新平台的有利外部支持。其二，基于供应链管理和生态管理都是系统化理论，农业供应链生态

创新主体除企业自身外，还包含与企业相关的利益者即供应链上的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等和最终消

费者[6]。基于农业供应链的生态管理是以企业为核心，因此，企业是生态创新的关键主体。生态创新主

体系统整体地协调和控制，可以推动整体供应链的生态创新技术交流，促进各主体间的合作，焕发新的

经济活力[7]。其三，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平台，主要功能是实现农业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和消费者

之间的有机连接，系统中的各参与者及时了解客户需求，借助平台实现价值创造和协调发展。平台的建

立，技术支撑是硬性条件，供应链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和延展性是平台持续创新的动力，推动整体供

应链转型升级，提升生态创新效能。 
组态理论，把组态看作是一种属性，并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实现企业目标的途

径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种组态路径可以等效地实现目标。组态视角下，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环境、

生态创新主体、生态创新平台对生态创新的影响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各因素协同控制的，联动发挥出不

同程度的影响效果。产生的组态效应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通过组合前因变量，共同匹配，提升生态创新

绩效；二是各变量相互抵消，对生态创新绩效作用不明显或具有反向作用。本文将具体分析归纳生态创

新环境、生态创新主体、生态创新平台三模块所涉及的影响因素，为前因变量的选取奠定基础(见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eco-innovation pathways in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s 
图 1. 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路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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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影响因素 

3.1. 环境压力 

从广义来看，环境不只是自然环境，还包含供应链的整个市场空间，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相互之间能

形成无形的环境压力，主要考虑地方农业发展基础条件差异和供应链环境压力等。 

3.2. 政策背景 

国家宏观政策为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提供方向和思路，政府补贴将国家惠农政策、绿色发展理念落

到实处，由虚到实，由面到点，整体宏观调控着农业供应链企业生态创新的方向和进度，是企业开展生

态创新的基本保证。主要考虑国家政策、政府补贴、以及地方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等。 

3.3. 生态创新技术 

技术重视与技术运用：对生态创新的技术重视程度主要体现为对生态创新概念的理解、对生态创新

技术研发以及对生态创新人才的招纳。供应链生态创新的新进展新应用，以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

区块链等先进技术为基础，将绿色农业与技术指导相结合，技术融入生态创新，技术监督生态创新。上

下游企业信息流通程度：供应链环境压力带给农业企业的是管理层对生态创新横向和纵向发展空间的思

考，上下游企业信息流通能够帮助企业迅速发现生态创新的发力点和着力点。 

3.4. 企业能力 

企业自身的规模和能力、对生态创新的重视程度及成本控制能力是企业自身影响生态创新的自发因

素，是企业开展生态创新的内驱力，是企业进行生态创新投入的根本源泉，也是企业不断更新生态创新

方法、精进生态创新技术的有形指引。主要考虑企业规模及资源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因素。 

3.5. 供应链关系网络 

供应链层面对农业企业的影响是纵向的。信息的快速流通为企业开展生态创新及时提供方向和指导，

重要的龙头企业是生态创新的主力，带动中小微型涉农企业参与生态创新的热情，促进生产、加工、销

售全环节的创新一体化，供应链层面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化的、有建设性的。主要从龙头企业与中小微

型涉农企业关系，以及消费者可持续消费能力等因素展开深入研究。 

4. 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 

4.1. 样本选择与分析 

本文基于“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研究方向，在大、中、微型农业供应链企业中寻找合适的企业样

本。农业企业的生态创新建立在企业自身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上的，因此本文以 2022 年公布

的我国农业企业 500 强名单为数据库。农业前 500 强企业主要分布于山东、广东、黑龙江、江苏等地，

此类地区普遍农业企业营业收入较高，为生态创新投入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由各企业官网发布的年报获取企业当期的生态创新投入费用和生态创新产出，以当期申请的专利数

代表产出，通过比率反映各企业的生态创新效率；通过年报和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查看每年企业接收到

的政府补贴，作为衡量政策因素的指标；环境因素相对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指标，在已有的农业企业 500 强

企业名单中对地区频数进行统计，分析代表各地区对农业发展的地理环境优劣和环境带来的压力，频数

越高表示由此对企业所在地区先天地理条件越适合农业企业发展，带给供应链企业的环境压力越高；借

助专利公开网站，搜集样本企业当期的申请专利数和总体授权专利数量，当期申请专利数能一定程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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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期企业在生态创新投入的产出结果，总体授权专利数量能更客观全面代表技术在生态创新中的影响；

通过已有数据库和供应链战略研究，统计出各企业达成的供应链战略联盟情况。最终，根据“生态创新

影响因素”所需调查数据(企业营业收入、生态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可视程度和准确性，确定 50 家企业作

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选取的 50 家企业样本进行数据和图表分析，可发现样本数据从地区分布、营业收入与生态创

新投入、生态创新投入与产出、生态创新总体产出四方面数据呈现一定的特征。农业前 500 强企业的总

体地区分布情况为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提供参考，此外样本企业在生态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呈正比趋势，

生态创新投入占比较高的企业，往往生态创新的效益产出非常可观。 

4.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发展影响不是单一因素单一产生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因此需要

结合分析，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法，本方法适用于数量在 100 以内的样本定性定量结合分析，能满

足多因素分析需求。在本次研究中，以农业供应链企业生态创新效率为结果变量，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

的五类影响因素为条件变量指标(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 indicators 
表 1. 变量指标说明表 

变量 具体内容 指标 含义说明 

结果变量 生态创新效率 当期生态创新研发费用 
当期生态创新申请专利 生态创新投入、产出比 比率代表当期企业的生态创新

效率 

前因条件 

政策 国家生态创新政策 
地方政策执行效果 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 以政府补贴衡量政策因素带给

生态创新的影响 

环境压力 地理条件 
供应链环境压力 所在地区农业发展环境 以 0~10 代表环境状况，衡量企

业所处环境带来的差异 

技术因素 企业重视程度 
供应链信息流通程度 企业授权专利的数量 既反映企业在生态创新的投入，

也表示生态创新的实际产量 

企业能力 
企业规模 
资源能力 
成本控制能力 

企业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一定程度能说明企业

规模大小和资源整合能力；成本

控制将合理的资源放置在合理

的生产研发环节，促进效益 

供应链关系网络 供应链各企业关系 企业达成供应链战略数量 企业间达成的供应链战略联盟

直观反映上下游各企业间关系 

 
本文采用 fsQCA3.0 软件工具，在该软件中，“*”表示两个或三个以上条件变量同时出现，“~”表

示某项条件变量不存在，→表示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QCA 结果的可靠性根据一致

性和覆盖度两个评价指标来进行衡量，在 fsQCA3.0 软件中表现为“Consistency”和“Coverage”两个指

标。此外，根据这两个指标进行后续探讨，可以对条件变量进行组合，分析比较对结果变量的作用效果，

探究本文研究的适合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组态路径。其中，一致性和覆盖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Consistency (Xi ≤ Yi)= Σ(min(Xi, Yi))/Σ(Xi) 

Coverage (Xi ≤ Yi)= Σ(min(Xi, Yi))/Σ(Yi) 

4.3. 实证结果 

借助 fsQCA3.0 工具，模糊集定性分析后，得出生态创新效率相关条件变量的三组解，分别是复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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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SOLUTION)、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
得到实证结果整理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nfiguration paths for improving eco-efficiency in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s 
表 2. 提升农业供应链生态效率的组态路径 

前因条件组合 
组态 

1 2 3 

环境压力  ⨂ ⨂ 

企业能力 ⨂ ● ● 

政策  ● ⨂ 

技术 ● ● ⨂ 

供应链关系网络 ⨂  ● 

一致性(consistency) 0.8078570 0.7980970 0.8120810 

原生覆盖度(raw coverage) 0.4653220 0.3713720 0.2975900 

唯一覆盖度(unique coverage) 0.2420070 0.1087060 0.0565667 

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 0.850134 

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 0.688146 

 
组态 1 表示低企业能力、高技术投入、少量的供应链关系网络能提升农业供应链企业生态创新效率，

其中技术变量是核心条件(~企业能力变量 * 技术变量 * ~供应链关系网络变量)。该组态中企业主要特点

是小规模企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一般，资源覆盖面窄、产供销涉及地区少，但格外重视供应链生态

创新的开展，用全过程的生态创新管理替代传统的末端资源环境治理，从原来的“事后环境保护”到向

“全过程环境质量管控”企业自主变革，高度重视企业的资源节约和资源预防。这一类企业虽然在营业

收入和整体规模上与农业供应链上大型龙头企业无法比较，但企业自身将生态创新导向的经济创新、社

会创新、体制创新切实融入到企业的运营与管理中，帮助企业全面自主提升生态创新效率。在自身经济

基础允许的范围内，加强成本控制，将生态创新领域投入的研发费用最大化利用，形成的生态创新产出

会成为该农业企业在市场最大的竞争优势。 
组态 2 表示低环境变量、高企业能力、高政策变量、高技术变量能提升农业供应链企业生态创新效

率，其中低环境变量和高技术变量是核心条件，高企业能力、高政策变量是辅助条件(~环境变量 * 企业

能力 * 政策变量 * 技术变量)。该组态企业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大规模企业，具有较高的营业收入和较

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市场带来较低的竞争压力，所在地区对国家生态创新的相关政策落实力度强，企业

自身也高度重视生态创新的管理，大批量进行生态创新投入，对生态创新的硬件设施和软件配备不断补

充。大规模企业作为行业的发展趋向，在各创新领域的投入和发展都具有开辟性意义，投入费用是巨大

的，需要国家政府的强力支持；同时，企业覆盖的领域越广，企业涉及的供应链管理难度越大，需要企

业具备高素质的财务管理能力、营运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才能平稳维持生态创新等诸多领域源源不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1223


张唯唯 
 

 

DOI: 10.12677/ecl.2025.1441223 3061 电子商务评论 
 

断的资金投入。提升生态创新效率，技术变量始终是关键因素和核心条件，在国家竭力支持、企业研发

费用持续投入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绿色产业理念、吸纳生态创新人才、提升生态创新技术，进一步促进

经济、生态、质量三效合一增长。 
组态 3 表示低环境变量、高企业能力、低政策变量、低技术变量、高供应链关系网络能提升农业供

应链企业生态创新效率，其中高企业能力变量和高供应链关系网络变量是核心条件(~环境变量 * 企业能

力变量 * ~政策变量 * ~技术变量 * 供应链关系网络变量)。该组态企业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大规模企业，

企业营收状况佳，供应链带来的环境压力小，企业获得国家生态创新专项的补贴较少，生态创新投入与

产出不高，但企业将经费投入到农业供应链的建设。农业供应链关系网络既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达成的

战略联盟关系，又代表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共建的信息交流平台。大规模企业，有良好的盈利前景和营业

收入，自身在技术研发上投入较少费用，加大在农业供应链投入，形成龙头企业对接中小微型涉农企业

的良好局面。通过供应链关系网络的搭建，将生态创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成果及时共享，大规模企业获

得中小微型涉农企业的生态创新的实践成果，中小微型涉农企业获得金融支持和生态创新发展方向新灵

感，实现双赢，把“精准农业”与“绿色农业”打造出品牌特色和品牌优势，延展各企业品牌价值链。 

4.4. 路径分析 

组态结果表明，在农业供应链体系中，龙头企业与中小微型涉农企业在提升生态创新效率的策略上

展现出显著差异。对于中小微型涉农企业而言，关键在于增强其自身参与生态创新的主动性，并在经济

能力范围内优化成本控制机制，力求生态创新研发经费的高效利用。企业应着力推动生态创新技术的应

用及专利成果的转化，将“生态创新”塑造为企业特色，实现生态创新价值的增值效应。相较于之，农业

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在获得高额国家补贴及政策扶持的条件下，应将生态创新技术研发置于企业发展

战略的核心位置，合理增加研发投入，并高度重视生态创新人才的引进与培育。企业应深化践行国家绿

色发展理念，通过降本增效策略，依托技术创新与技术优势，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的生态创新效率[8]。
此外，对于获得国家生态创新专项补贴较少的农业供应链龙头企业，其策略重点可转向构建供应链关系

网络的核心架构。通过搭建高效沟通平台，降低沟通成本，减少信息传输资源的损耗，及时将精准农业

与绿色农业的新技术、新措施融入实践应用之中。综上，可总结为以下两条提升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

路径。 

4.4.1. 技术驱动型路径 
技术驱动型路径以技术为核心，推动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持续发展。本结论主要综合组态 1 和组

态 2，得到提升生态创新的路径为：技术变量 * ~供应链关系网络变量 * ~环境变量。技术驱动型主要包

含两种创新改革方式，一是加大生态创新技术投入，二是深度开发和培养生态创新人才；主要适用于有

一定政府补贴支持、生态创新资金丰厚的企业，对于与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是实现生态创新突破

的可尝试路径。此外，技术驱动型不仅是单纯地从高校或产学研合作基地引进先进的生态创新技术，也

需要企业自身不断创新，自主研发探究生态创新技术，切实做到技术引入和自主研发齐头并驱。国家整

体资源配置时，应充分鼓励地区农业产业与地区高校紧密结合，发挥高校在科技研发的优势和企业实践

的及时应用，将理论成果转化为生态创新实践。 

4.4.2. 主体–平台驱动型路径 
主体–平台驱动型路径由组态 2 和组态 3 结合分析而来。该路径强调农业供应链的参与主体在生态

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供应链关系网络形成的生态创新平台对提升系统生态创新的重要意义。对内，

生态创新主体的核心是农业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具备越丰富的资源，提供给企业生态创新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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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力和财力越多，对资源的系统整合能力也越强，该类企业应充分鼓励科研人员的创造力，合理整合资

源，提升生态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实现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新跨越。对外，生态创新平台的建设增加

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粘性，增强了农业供应链整体整合和分配资源、内部结构重组、生态创新的

综合能力；从企业拓展到整体供应链平台，由个体到纵向联合，通过平台形成的“自下而上”的作用机

制，协调促进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可持续发展。 

5. 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提升对策 

5.1. 宏观层面 

5.1.1. 完善国家政策，提升生态创新意识 
国家在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方面的政策性补贴对农业企业开展生态创新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但在补贴过程中应注意不以主导价值存在，多注重补贴方式的多样化，可采用完善企业生态创新成果要

求、专项贷款、产学研结合等多种方式。国家需增强第三方对于受补贴企业生态创新效率和成果的监管，

保证补贴金额切实落到实处，推动供应链生态创新进展，确保资源分配的合理化和利用率。提升各农业

供应链主体生态创新意识，一是国家需要加强绿色生产理念宣传，生态创新不仅仅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而是开展生态导向下的经济创新、社会创新和体制创新；二是从农业企业入手，通过峰会等技术交流会

议，及时输出生态创新管理思想，从理念上完成传统末端治理到全过程资源管理的转变；三是强化供应

链生态创新一体化思想，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生态创新共赢。 

5.1.2. 营造互惠环境，注入绿色金融支持 
生态管理是一种渐进式的管理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农业供应链生态发展需

要持续创新，因此生态创新研发资金的投入是整体生态创新环境运作的重要条件，外部金融支持对农业

企业具有重要意义[9]。生态创新环境的虚拟空间下，各企业分别在生态创新领域发力，绿色金融的支持

进一步推动生态创新各主体的平稳运行，可以为各主体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在完整信息库的作用

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运算功能，及时预防企业生态创新项目中的风险，借助预警机制为

企业拓展生态创新的深度降低金融风险。 

5.1.3. 构建供应链架构，建设信息化全链条平台 
各农业企业是供应链中的主体，从龙头企业到中小微型涉农企业都是农业企业的组成部分。构建供

应链关系构架，建设信息化全链条平台，一是要农业龙头企业发挥领头羊作用，推进信息共享，保证双

方建立平等公开的资料库，为上下游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便捷的经济支持和资源支持；二是借助全链条信

息化建设，将信息技术嵌入传统的供应链架构，搭建全链条信息化平台，提供给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及时

分享生态创新的成果和经营风险的空间，帮助各类企业防范经营风险和解决经营难题，提高小规模企业

在开展生态创新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 

5.2. 微观层面 

5.2.1. 提升供应链管理能力，预留生态创新发展空间 
全面提升农业供应链企业的管理能力，包括盈利能力、营运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为生态创新研

发预留经济支持和技术延伸空间[10]。企业需提升生产、销售、物流等多环节的资源控制和节约，不断优

化成本核算的方法，把“在提升客户满意度的同时尽可能降低企业成本”作为企业共同目标；在整条供

应链的流通中都切实履行“精益成本”计划，贯彻落实预定的成本计划，紧密监督成本控制，实现供应

链全过程管理下的规模红利，为生态创新预留下坚实的经济储备。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1223


张唯唯 
 

 

DOI: 10.12677/ecl.2025.1441223 3063 电子商务评论 
 

5.2.2. 强化创新主体意识，加大技术研发费用投入 
各主体应充分意识到并落实将生态创新融入每一个农产品生产流程，高度关注生态创新的最新研究

成果，将生态创新理论实际应用到生产操作环节，以生态创新作为平衡其他劣势的新突破口，延伸企业

崭新的品牌价值和供应链价值。各农业供应链企业加大生态创新技术研发费用投入，在传统的供应链模

式中应用信息技术，促进双向发展，既保护环境，也为企业降本增效。在农业企业产品研发设计阶段，

提前考虑产供销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过程中，应着力于从产品制造过程的无污染化

到产品最终消耗后的可降解化的发展方向，并通过技术研发和创新，不断降低全生产链过程中可能造成

的不同程度的损耗；农业供应链上游企业协同生产、加强农业源头数据收集、重视精准施肥的施肥覆盖

率和精确度，下游企业注重做好产品价值的延伸，解决农业产品包装、物流高污染化、低利用率等问题，

不断提升精准售后等服务增值。 

5.2.3. 推动产学研联动，优化资源配置与成果转化 
生态管理理论主张的是一种战略生态管理，突破原有的企业战略联盟范畴，更强调生态创新企业与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联系。高校、研究基地、企业作为生态创新的主力军，应充分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形成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专业科技人才的聚集，将更多的生态创新科技成果在农业企业中进行实践，验

证生态创新成果的可执行性和现实价值。此外，企业应积极提供开放平台，推动专业人才与企业的衔接，

为人才创造自身价值实现和增值的空间；企业以合作平台为基础，以生态创新为导向，对绿色农业提前

开展产业布局，不断优化相关资源配置，全面提升生态创新成果转化率。 

5.2.4. 拓展创新平台整合，实现生态创新价值增值 
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需要依靠供应链的集成作用，有效促使供应链中的现代大农业与小农户有机

结合，系统提升供应链创新意识。中小微型涉农企业资源和供应链管理能力一般，其提升生态创新效率

的核心条件是自主重视生态创新技术研发和平台资源整合利用。该类企业应在有限的经济范围内，可以

选择将部分的生态创新研发投入转移到供应链整合的项目进展中，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将投入在生态

创新领域的研发费用最大化利用；为实现创新价值可以通过扩大资源整合的范围，寻求外部供应链资源

的整合及时匹配创新投入，实现企业在生态创新的突破，形成企业特色优势，用生态创新引领经济增长，

实现经济创新。大规模企业作为农业企业中龙头企业，是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导向，所涵盖和涉及的

资源领域广泛，在此基础上充分整合资源，将资源利用最大化，深化合作供应链企业生态创新共赢发展

理念，再将整合的资源合理分配，实现生态创新价值的二次增值。大规模企业既为生态创新提供了链条

式的服务性交流平台，也为农业供应链整合一体化推进提供了机遇，要带领农业供应链体系从数量到质

量、从规模到生态、从结构到韧性的转型发展。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创新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其中生态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国

家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生态创新的全行业进展，农业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生态创新

已成为农业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企业自身的社会环境意识，还能推动经济、社会、

体制的全面创新，进而形成企业品牌特色，延伸企业价值链。 
为了深入探究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影响因素，本文抽取了 50 家样本农业供应链企业进行分析。研

究结果显示，政策因素、环境因素、企业能力因素、技术因素以及供应链关系网络因素是影响农业供应

链生态创新的五大关键因素。进一步应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法，借助 fsQCA3.0 工具对这些因素进行组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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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研究，发现不同规模的农业供应链企业在提升生态创新方面存在显著的路径差异。大规模企业在国家

政策的支持下，应重视生态创新研发和技术精进作为核心条件；而申请到国家政策生态创新专项补贴较

少的大规模企业，则需提升企业能力和经营供应链关系网络。对于小规模企业而言，专注生态创新技术，

实施精益成本管理，将生态创新打造成为企业独特优势，是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的有效途径。 

6.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通过样本数据分析和 fsQCA3.0 工具，探究了农业供应链生态创新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然

而，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其一，样本数据具有局限性，数据库源自最新公示的农业企业前 500 强名单，

可能忽略了经济效益不佳但生态创新表现突出的企业，未来需补充样本并拓展时间跨度；其二，影响因

素分析存在局限，尽管综合文献归纳出五类关键因素，但实际产供销过程中影响因素复杂多变，未来需

不断纳入新因素以深化研究；其三，模糊集定性分析法应用存在局限，条件和结果变量评价指标及校准

数值的选择可能存在误差，影响分析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后续需进行进一步稳健性检验以验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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