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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agri-material lo-
gistic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rough analyzing the ent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logistics service system for agri-material 
supply chain is constructed. Developing strategies for agri-material supply chain are put forward 
under the e-commerce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agri-material logistics in China, 
which aims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guiding the operation of agri-material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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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农资物流的重要性日益突显。通过对农资供应链主体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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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关系的分析，归纳整理了农资供应链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构建了农资供应链的物流服务体系。结合我

国农资物流发展特点，给出电子商务环境下我国农资供应链发展策略建议，为指导农资供应链的运行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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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拥有约 9 亿农村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要大力发展农业，

离不开农资的支持。为此，国家和政府不断突出农资物流的重要性。如国务院 2009 年 3 月颁布的《物流

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的 9 大物流工程中，包括“大宗商品和农村物流工程”，并明确提出“支持发

展农资和农村消费品物流配送中心”；国家《“十二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也提出要发展农村物流

服务。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不断有惠农政策和措施出台，为农资物流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然而，我国农业正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农业生产资料的物流方式和体系都还很落后，农资物

流企业总体经营规模较小，人均劳动生产率较低，科技成果运用程度不高[1]，严重制约了农资物流的发

展。随着农业生产资料流通规模的膨胀，农资物流需求越来越大，亟需构建高效、绿色的农资物流服务

体系。 
农资物流问题关系到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体现了农民、企业和政府的共同需要。

首先，先进的农资物流服务体系在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约方面的优势无可替代，能为农民和创造巨大的经

济效益。其次，科学的农资物流服务体系有助于追溯农资产品质量，杜绝假冒农资给农业生产、农民利

益带来的影响。最后，完善的农资物流服务体系能够实现安全储运、安全使用和安全回收，在实现经济

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研究如何构建高效、绿色的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

以促进农资流通效率、降低农资流通成本、保障农资流通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资供应链作为农业供应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专业化程度较高、区域差异性较大等原因，

相关的研究开展还不够充分，与农业供应链的其它相关研究相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亟需加强。至目

前为止(2013 年 5 月 29 日)，中国知网上以“农资供应链”为主题词的研究文献(不含各种报道性文章)不
足 10 篇，较具代表性的文献包括洪运华针对我国农资供应链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管理的实施策略[2]。
丁超勋主张利用邮政的网络优势，发展邮政农资供应链，并分析了该模式在现实中的可行性[3]。张磊等

以工厂覆盖率最大化为目标，利用双层规划模型对农资供应链工厂的规模、数量、位置进行决策[4]。除

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针对农资物流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农资物流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对策[5]，
邮政农资物流模式的构建[6] [7]，区域农资物流的发展策略[8]-[10]等方面，鲜见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

系构建的相关研究工作。 

2. 供应链思想在我国农资物流管理中应用的必要性 

2.1. 我国农资物流的特点 

1) 农资供需空间分布不均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高达 9 亿的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绝大

多数。耕地面积约 18 亿亩，对农资具有天然的巨大需求。考虑到我国的耕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珠

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等平原，在山间盆地以及广大的丘陵地区也有大量分布，农资物流需求也主要集

中在这些地区。而在农资生产的分布与农资需求的分布却有较大的差异。如农药生产主要集中在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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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江苏、河北、广东等省，农机生产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江苏、陕西、山东、河北等省，而化

肥生产企业则主要集中在山东、湖北、四川、云南、山西、甘肃、江苏等省。 
2) 农资物流的供给具有连续性，而农资需求具有周期性。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典型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以化肥为例，化肥主要的需求集中在春耕时段，这段时间化肥的销售量占全年销售量的 90%以上。而在

供给方面，化肥的生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不受农业生产周期的影响。 
3) 农资物流技术亟待提升。从总体上看，农业发展在技术、资金和人才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正是在

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使得农资物流技术手段较落后，资金和人才的投入严重不足。尤其体现在运输、

仓储、配送等环节，严重制约着农资物流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政府对农业在政策上的倾斜，为农资物流

技术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氛围。 
4) “重生产，轻核算”，忽视农资物流成本。我国农业生产过程中，“重生产，轻核算”的思想严

重。许多农民和农业企业非常重视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却忽视了农资的物流成本。而在实际的农

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中，农业物流成本，尤其是农资物流成本易被忽视却比例很高。在加入 WTO 以后，

面临国际市场上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建立覆盖农资物流、农产品物流的科学农业物流体系，以成本核

算为工具，降低农业物流成本从而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2.2. 农资物流供应链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供应链思想在多个行业进行了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考虑到我国农业的特点，亟需利用

供应链的思想来对农资物流活动进行规范和科学指导，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我国农业竞争力差，亟待提升。尤其是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糖类等大宗农产品，随

着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逐步消失，最近 10 年的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二至五成，

早已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要提升竞争力，亟需通过供应链管理思想，从采购、储存、销售等环节，

构建畅通的农资物流渠道，发掘物流这一“第三利润源”。 
2) 规避农资物流风险。对于农资物流风险来说，除自然风险外，还会涉及到质量风险、时间风险、

市场风险等。要避免或减轻这些风险的危害，不仅要考虑农资产品属性，还需要考虑农资供需的时间、

地点、信息共享等因素。而供应链管理思想强调企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质量的有效控制和供给

准时化程度的提高。通过信息共享还能有效抑制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牛鞭效应”，降低市场风险。 

3. 农资供应链拓扑结构分析与设计 

为了进行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的构建，首先明确农资供应链的拓扑结构，即农资供应链的主体

和主体间的关系。经初步的调研分析，结合农资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从主体、渠道和功能等方面分析和

设计农资物流供应链的拓扑结构，设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3.1. 农资供应链主体分析 

在农资供应链中，完成农资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主体主要由农资生产企业、农资销售企业、和

最终用户三类构成。其中，农资生产企业负责将原材料转化成农资产品，根据各种农资产品的特点，农

资生产企业的范围也略有不同。以农机为例，农机生产企业不仅包括农机的总装企业，还包括农机零部

件的提供企业。农资使用者主要是指农户、农场等通过农资的使用和消耗，完成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

农资销售企业主要是指界于农资生产者和农资使用者之间，通过销售活动谋利的各种中间企业，包括省

级经销商、市级经销商、乡镇级经销商、供销社等，这些销售企业往往通过自营的方式实现农资的运输、

仓储和流通加工等基本物流业务。考虑到未来物流运营模式的发展，在农资供应链主体中还会出现第三

方、第四方物流的身影，形成农资物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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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opology structure of agri-material supply chain 
图 1. 农资供应链拓扑结构 

 

3.2. 农资供应链渠道结构分析 

在渠道结构方面，由于农资供应链整体的信息化程度不高，目前的交易也以线下交易为主，尤其是

涉及到农户的交易，暂时没有线上交易的先例，使农资供应链呈现出传统购销渠道独大的局面。但随着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受到电子商务和 B2C 模式的强势影响，在精简渠道、降低成本思想的推动下，使

得农户越过农资销售商进行农资采购具有原始动力。而随着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开展，农户知识水平的提

升，农资 B2C 采购终将具有现实可行性，并象淘宝模式一样迅速在全国范围了铺开。可以预见，只要政

府监管恰当，在不久的将来，农资供应链也将出现传统渠道和线上渠道同时存在的局面。而线上渠道更

短、中间的业务环节更少，更利于农资供应链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整合，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3.3. 农资供应链功能分析 

在农资供应链业务功能方面，除采购、仓储、运输、流通加工、配送、回收处理等基本职能外，考

虑到农户和农资的特点，还应包括产品溯源、金融、农技咨询、农机租赁等拓展和衍生功能。溯源能对

农资产品的生产流通各个环节进行跟踪，实现农资产品的质量问题的追责，杜绝假化肥、假种子等农资

问题的出现。金融服务主要针对农业生产活动一次性大量投入、回收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为保障农户或

下游农资企业的生产或经营活动而提供的金融支持，是供应链金融业务在农资供应链领域的业务拓展。

农技咨询主要是从我国农户生产“经验主导”，技术薄弱的现状出发，对农民科学生产的技术指导。农

机租赁主要是针对农机价格较高，单一农户很难承担的现实，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将现代“麦客”(原指

替人收割小麦的人)科学地组织起来，租用“麦客”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农村合作社的

集体力量先购买农机，再有偿租赁给农户。 

4. 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内容设计 

通过体系分析，参照现有农业电子商务平台的基本框架[11]，在体系统设计理论的指导下，将农资供

应链物流服务体系分为渠道结构、流程与标准规范、服务功能和运行保障四个主要构成部分。具体内容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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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logistic service system of agri-material supply chain 
图 2. 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 

 

4.1. 渠道结构内容设计 

渠道结构主要用于明确农资供应链的主体和主体间的业务关系，亦即农资供应链的拓扑结构。考虑

到农资供应链是一个典型的需求驱动型供应链，上游生产企业根据农户的农资需求进行生产，而农资销

售企业和农资物流企业又依附于农资生产企业。因此，在进行渠道结构设计时，需要根据农资的需要情

况设计农资的物流网络结点，包括结点的位置、规模，运输路线和配送方案的选择。其次，要根据农资

供应链主体间的业务关系和权力博弈，运用信息共享、契约等供应链协调手段，从供应链系统优化的角

度，探索适合农资供应链的治理结构，最终形成农资供应链的拓扑结构。 

4.2. 流程与标准规范内容设计 

流程与标准规范子体系主要用于分析和完善农资供应链系统的各项行业和企业标准。农资供应链涉

及的重要农资一般包括农药、化肥、农机具、种子、农膜等，不同类型的农资产品在采购、交易、仓储、

运输、配送、退货等环节的商务规范与业务流程都会有较大的差异。针对不同的农资产品，政府相关部

门也出台了相应的标准规范，如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GB 12475-90)，而对于化肥、农机具、

种子、农膜等，目前的标准与规范大多集中在产品质量检测方面，在物流方面尚无国家层面统一的标准。

正因为如此，多地也在积极地进行相应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如江苏省地方制定的《农资物流邮政连

锁配送规范》，河南万庄化肥交易市场正在进行的农资物流标准和技术示范项目，河北省农资物流仓储

服务质量规范(DB13T 1333-2010)(征求意见稿)等。 

4.3. 服务功能内容设计 

服务功能子体系主要用于描述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功能的层次与内容。以化肥、农药、农机具、农

膜等重要农资为对象，通过需求调查分析和发掘，在分析农资物流服务的共性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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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的核心功能初步分为基本功能、扩展功能、衍生功能和针对性功能。各类功能的

具体设计如图 3 所示。 

4.4. 运行保障内容设计 

农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而农资作为农业的基础，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农资供应链的顺畅运

作。一方面，农资供应链作为风险与不确定性承载的主体，自身需要有一套风险防控体制，以实现稳定

运作，如在农资供应链形成时，对供应链成员执行严格的标准进行选择，在运作的过程中，对供应链进

行绩效评价，减少潜在威胁的出现。通过设立完善的事前预警、事中控制和事后应急策略，也能降低农

资供应链的风险，保障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层面对于农业这种战略性的产业，也需要出台

相应的扶持政策，通过稳定农资供应链的运行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开展。 

5. 农资供应链发展策略建议 

5.1. 通过农资物流标准化促进农资供应链信息化建设 

规范化、标准化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因此，首先要做好对农资物流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针对

我国农资物流标准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国际农资物流标准化的发展趋势，要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地

实施农资物流标准化工作。一方面要在农资物流商务规范、环节、服务水平评级、操作规范、技术标准、

等方面作好基础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标准化工作的协调和组织工作，实现农资供应链内部物流标准

的统一，针对国家已经颁布的各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在物流过程中严格执行；对于标准体系尚不健

全的领域，加快标准的建立工作。在标准化的基础上，加强农资物流系统的信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实

现农资生产、农资销售、农资使用的互联互通，通过信息资源的共享，对农资物流各环节进行实时跟踪、

有效控制与全程管理，杜绝“假化肥”、“假农药”等农资问题，降低农资物流成本、提升农资效率，

为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5.2. 逐步引入电子商务，重塑农资供应链企业关系 

在 B2C 方面，考虑到农资供应链上主体的特征，尤其是在供应链末端广大农户习惯于“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交易特征，尽管以淘宝为代表的 B2C 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一模式在

农资领域的推广还需要一个过程。在 B2B 方面，慧聪网、华南城网等 B2B 平台的迅猛发展，为农资供应

链企业 B2B 交易模式的推广奠定了基础。随着 O2O (Online to Offline)这种线上完成商流、线下完成物流

的商务模式的普及，农资供应链中企业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传统模式下，供应链呈现出明显的

线状结构，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比较简单，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引入，企业间的关系逐渐由一对于变成了多

对多，使得供应链的结构呈现出网络化和动态化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农资企业加快资产重组，

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核心竞争力，将非核心业务(如仓储、运输等)向第三方专

业企业进行外包，构建新型的农资供应链企业关系网络。 

5.3. 加强政府的引导与投入 

农资物流直接影响到农业这一战略产业，做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必须要加强农资、农业的发展，

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针对我国农业分散，区域发展不均衡，农业生产周期较长的特点，政府相关部

门必须从宏观上对信息进行共享，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引导，减少“扎堆种植”、“菜贱伤农”问题的出

现。同时做好农资物流对农业生产的后勤保障作用。 
此外，农资物流涉及到的基础设施，包括交易市场、仓储、运输、流通加工等环节的基础设施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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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main functions of agri-material supply chain 
图 3. 农资供应链主要功能 

 

合配套设施，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力量进行大量投入。如建立专业化、规模化的农资物流配送中心

或区域集散中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农资供应链主体的物流成本。 

6. 结论与展望 

文章通过分析农资物流涉及的主体和主体间的业务往来关系，对农资供应链的拓扑结构进行了总结

和归纳，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的内容，从总体上描述了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

系的内涵，指出农资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应包括渠道结构子体系、流程与标准规范子体系、农资物流服

务系统以及运行保障子体系四部分基本内容，并初步设计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个拥有 9 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对于保障广大农民和涉农企业的利益、

稳定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资供给情况又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活动。尽管目前农业供应链的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物流方面，农资供应链相关的研究还较少。但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

对农资物流效率要求的提升，农资供应链的研究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农业供应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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