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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超对接的发展研究

令 丁 吉 萍 高 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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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财经大学 统计 学院 太原

摘要 ： 农超对接的 出 现是侍统食品供应链 向现代化供应链的 转型 ， 代表 了 现代农业 的

发展方向 ， 在减贫和促进农业发展 方 面 意 义重 大 。 本文基 于农超对接发展 的 驱动 因

素 ， 分析 了 农超对接中农户 的参与 意愿影 响 因 素 ， 总 结 了 农超对接取得 的 成效以 及存

在的挑战 。 研究结 果表明 ，
内 部 因 素和外部 因 素均 会影 响 农 户 参与 农超对接 。 消 费

者 、 超市和农 户 在农超对接 中 实 现 了 方 共赢 。 然 而
， 超 市 与农 户 之间 的信用 问 题 、

进入 门槛高 、 农 民组 织化程度低以 及有限的 物 流配 送能 力 仍 然 是农超 对接发展 的 瓶

颈 。

关键词 ： 农超对接
；

参与 意愿 ； 效果
；
挑战

：

为 了减少农产品 流通环节 、 降低农产品 流通成 费者不仅对高附加 值产品需求增加 ， 而且对食品 安

本 、 保证农产品食品 安全 、 解决鲜活农产品 卖难 问 全 、 品质 、 便利性提 出更高的要求 。 为 了 满足这

题 、 贯彻落实 年 中央 号文件和党的十七 届 些需求 ， 现代化的供应链一般会采用与混合型超市

三中全会精神 ， 年 月 商务部 、 农业部联合 纵向合作 的方式 ， 促使食品供应链 由传统模式趋于

下发 了 《 关于开 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 的 通知 》 。 这 现代化 。 这种供应链 的转型为农户 创造了
一种机

是 国家第
一

次正式提 出 农超对接工作 ， 对农超对接 遇 。 据统计 ， 自 年商务部公布第一

批农超对接

试点工作进行部署 。 、 、 年 年 的 个试点企业 以来 ， 估计约有半数左右的超市采用

中央 号文件都涉及推动农超对接工作的 内容 。 同 不同形式的农超对接来采购农产品 ， 截至 年年

时 ， 国 家鼓励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 鼓励生产基地或 底中 国近一

半 的省份拥有农超对接 的村 比重 已 接近

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与超市对接 ， 行成稳定的供需 。

关系

①

农超对接出现的驱动因素

随着收入增加 、 人 口 迅速膨胀 ， 贸 易 自 由 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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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农超对接的意愿
式

政舰及政策因素

在研究参与农超对接后对农 户 福利影响 时 ，

一

政府和政策在农超对接 的成败方面扮演着重要

般在计量分析的 第
一

步首先考虑农户 参与农超对接 的角色 ， 相关的法律和 立法是农超对接实施的有效

的决定因 素 。 众多学者在研究农户参与农超对接 保障 。 不仅如此 ， 政府部 门还可 以为农户 与企业之

的决定 因 素 时 ，

一般采 用计量经 济 中 的 二项 选择 间架起桥梁 ， 特别是政 府定期 开展农 产 品展 销会 、

或者 模型 。 国 内 外学 者对农户 人 口 属 博览会 、 农超对接洽谈会等活动 ， 会起到很好的效

性 、 经济因素 、 政策 和地理 因素等显著影 响农超对 果 。 在 中 国 ， 拥有 农超对接相关政府销 售政策 的

接的说法基本达成共识 ， 但是对各类 因素对参与与 村子 ， 相较于没有相关扶持政策的村子而言 ， 实现

否 的影响方向
一

直存在争议 。 对主要 因素进行 归纳 农超对接的可能性会高出 左右 。

总结发现 ， 人 口 属性和经济 因素属 于农户 内部禀赋 地理因素

因素 ， 而政府和政策 因素 以及地理 因素 属 于外 部环 农户距离市场的 便利程度 同样也会对农户 选择

境 因素 ， 内 因和外因共同作用影响农户 的决策 。 农超对接参与与 否产生影响 。

一些学者认为 ， 距离

农户属性 市场较远的农户 更倾向 于选择农超对接 。 因为距离

在农户 本身属性方 面 ， 户 主 的年龄 、 性别 、 受 市场较远的潜在销售 困难性 ， 使他们认为农超对接

教育程度会对农户 对农超对接参加 与否产生影响 。 的销售模式更加安全 。 另
一

些学者研究认为距离

在户 主的 年龄方面 ，

一些学者认为二者存在 正相关 市场越近 ， 农 户越容易参与农超对接 。 即使是 同样

关系 ， 与之相对 ， 另 一些学者认为二者存在负 相关 有政策的条件下 ， 同样是距离更近 的农户 的相关政

关系 ， 同 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 间 的关系 是非 策效果更加明 显 。 这其 中可 能的 原因 在于 ， 作为农

线性的 。 在户 主的 受教育程度方面 ， 同样存在着 超对接的另
一主体 ， 超市更愿意选择交通条件更好

与年龄因 素相似的争议 ， 即正 向 关系 、 反向 关系 和 的农户作为合作伙伴 ， 因 为有利 于节约超市的运输

非线性关系 的 存在 。 但是 ， 户 主性 别影响 的 程度和 和交易成本 。

大小 ， 普遍公认的结论为男性较女性有更大的 胃能

性加人农超雜 。 这是 为雕更 容減得生产资
㈣

源 ， 并且在更加正式 的交易 或者是交易 的 获利可能 从消 费者的角度

性更强时 ， 男 性往往表现出 比女性更加 活跃 ， 交易 供应链的效率提高可 以惠及消 费者主要体现在

也更容易接受 。 以下两个方面 。 首先 ， 实现农超对接之后 ， 与之相

经济因 素 关联的农产品 追溯体系受 到消费者的 欢迎 。 传统异

在经济因 素方面 ， 学者们认为经营规模 、 基础 质性很大的小农经营模式是食品 安全问题出 现 的主

设施 、 种植经验 、 专业 化程度 、 对风险 的态度 、 信 要原因 。 然而 ， 农超对接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因为

贷约束等都会显著影响农户 是否选择参与农超对接 在超市 内销售的农产 品从 田 间 地头到消 费者餐桌的

决策 。 多数学者认为种植规模 、 灌溉设施 、 种植经 整个过程具有完全可追溯性 ， 食品 追溯体系 的完善

验和专业化程度与农超对接参加与否呈正相关关系 。 可以使消费者获益
°

。 其次 ， 由 于从源产地到超市

经营的规模越大 、 灌溉设施越齐全
， 农户参加农超 之间 的运输时 间大大缩短 ， 农产 品损 耗降低 ， 尤其

对接的可能性越高 。 相关研究表 明 ， 如果农 户 的 经 是蔬菜和水果类农产品 的 新鲜度和 口 感仍然保持 良

营规模扩大 ， 参 与农超 对接 的 可 能性会提高 好 ， 消 费 者 可 以 从 中 享 受 质 更 优 、 更 营 养 的 食

。 同时 ， 若农户 拥有滴灌或者喷灌设施 ， 参与 品 。

的可能性会相应提高 。 但是 ， 持反对意见的 从超市的 角度

学者认为经营规模更小 的农户参与订单农业 的 意愿 农超对接可 以带来超市成本 和风险的 降低 。 超

反而会更加 强烈 。 除此之外 ， 风 险厌恶型或是受 市数量增多 ， 无疑竞争会加剧 ，
而生鲜农产品 这一

到信贷约束的农户 ， 更容易 接受相 对安全的农超对 领域成为超市之间竞争 的焦点 。 超市实现农超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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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
可 以有效减少农产品 流通中 间 环节 ，

降低成 出现 ， 例如超市 由 于诸如结算货款时 间等与农户 产

本 ， 缩短流通时间 。 因此 ， 无论是在生鲜产品 的 生分歧 ， 或者单方面提高采购标准等 。

价格还是品 质上面 ， 超市都可 以增强竞争力 ， 凝聚 进入 门槛高

顾客 ， 增加利润 。 另 外 ， 超市 与农户 直接对接 ， 可 由于受到 资金 、 技术和其他生 产要素 的 限 制 ，

以保证符合要求的农产 品数量和 质量的稳定供给 ， 绝大多数农户 进行标准化生产 的 能力 有限 ， 最终导

而且价格不确定性 明显降低 。 同时 ， 有些学者在分 致农产品质量 良莠不齐 。 为 了 使成本最小化 ， 零售

析农超对接对发展 中 国家农业影响 时指出 ， 超市愿 商通常又会把产品 质量标准定的非常严格 ， 在双 向

意帮助农户加人农超对接 ， 尽管短期 内会增加其成 压力下农户无力达到这个质量标准 ， 不得不依 旧 依

本 ， 但从长期来看 ， 超市能通过农户 生产技能的提 靠田 间地头 、 家门 口 销售或是进人批发市场的销 售

升获得 回报 。 渠道 。 同时 ， 超市为 了 获得稳 定的农产 品供给 ，

从农户的角度 对产品数量也会有一 定 的 要求 ， 由 于农户 规模 小 ，

评估农超对接的效果时 ， 绝大多数文献偏重研 短时间 内难 以满足它们 的需求 ， 最终的 结局依然是

究对农户 的影 响 ， 研究的 重点 放在对农户 的 收人 、 被排除在超市的大门之外 。

投人和产 品质量等 的 影响 上 面 。 在评估 的 方法上 ， 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

一般采用二值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 农 民专业合作社在农超对接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 ，

首先 ， 农超对接会影 响农户 的收人 ， 收人提高 它既是连接农户 与超市 的主体 ， 又是农户 与超市进

的主要原 因在于生产率 的 提高和生 产技术 的 改进 。 行谈判 的主体 。 虽然农户通 过农 民专业合作社 已 经

一方面农户加 人农超对接可 以获得买方提供的投人 与超市连接起来 ， 但是农 民组织 化程度 仍然不高 ，

品 ， 或者由 于农产品销 路的稳定和价格提高 ， 促使 达到标准化作业的 程度还远远不够 ， 它们生产 的产

农户 自 己主动加大投人 ， 这就会使他们 的农业生产 品规格就很难达到超市 的采购标准 。 超市的检查

率比普通农户显著提高 ， 平均土地生产 稍微严格一些 ， 农户 的生产积极性就会降低 ， 而且

率和劳动生产率分别高 出 和 。 另
一方 农户提供的 产品 品种 过少 ， 很难 满足超市 的需求 。

面
， 在技术支持方面 ， 超市或者供应商为 了使农户 同时 ， 农户往往受到传统意识的影响 ， 生产中 只 注

的产品达到 自 己 所要求 的质量等级 ， 会无偿地 向农 重产量而不 注重质量 ， 更不会打造品牌 ， 生产完全

户 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 技术改善会显著影 响农 户 的 没有现代农业 的意识 ，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农

技术效率 〕

。 超对接的发展 。

其次 ， 加人农超对接有利 于改进农产 品 质量 。 有限的物流配送

绝大多数农户 规模 比较小而且缺乏资金和技术 ， 他 有限的物流和配送能力 也是农超对接发展 的桎

们的绝大多数产品 会在家 门 口 以低价销售 。 农 户一 梏 。 由 于物流 、 仓储和运输能力 的 限制 ， 生鲜农产

旦加人了超市渠道 ， 就不必再为产 品销路问题而发 品在流通过程 中产生 了过大的损耗和 浪费 ， 导致了

愁 ， 可 以更加专注于生产 ， 有利 于实现更高 的 产品 成本的无形增 加 。 因此 ， 加 强超市和合作社 的物流

质量 。 配送中心建设是发展农超对接的关键 。 小一些 的超

农超对接存在的挑战似 朋子似燃叹
享 ， 提高农产品 配送效率 ， 降低农产品 损耗 ， 提高

农户 和超市之间的信用 问题 农产 品 的新鲜度 ， 更好 、 更快地 满 足 消费者 的需

农户与企业之间违约的现象是一些发展 中 国 家 求
°

。 大型超市可以根据 自 身资源 ， 通过 自 建配送

实现订单农业普遍存在的 问题 ， 中 国 的 订单农业违 体系全面整合农产品流通 、 完善物流体系 。

约现象尤为严重 。 由 于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

较大 ， 在市场价格高时 ， 农户 转手把产品卖给出 价

更高 的 第三 方 ， 甚 至在某 些 时候 违 约 率会 高 达 农超对接的本质是将现代流通方式引 向 广阔农

。 不仅农户会出 现信用 问题 ， 超市同 样也会 村 ， 将千家万户 的 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 大市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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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 它实现了 消费者 、 超市 、 农户 方的共赢 。 聯

然而
， 农超对接 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 ， 农 ，

：

户 与超市之间 的信用 问题值得 引起重视 。 同 时 ， 某

些超市对产品 质量要求过高 ， 很容易将一部分规模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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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资金和技术匮 乏的农户 排除在外 。 农 民的 组织
「

」

化程度和超市的物流配送能力仍然不高 。

，

■

：

农超对接在减贫和促进农业发展方面意义重大 ，

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应当鼓励双方实现对接 ， 努力 为
，

农户 、 超市 、 或者第二方企业供应商提供更多的机
。

会 ， 创造更多的沟通 与合作的 平台 。 同时 ， 国家应

加大为企业提供信贷 、 基础设施等优惠政策 ， 鼓励 。 ，

企业在农村建立直采基地 ， 实现
“

超市 基地 农 韩涌泉 农超对接收益分配博弈分析 经济 产业 ，

户 、

“

超市 基地 合作社 农户
”

的农超对接模

式 ， 在实现惠农 的同时真正实现多方主体的社会福
—

利最大化
：

，

：

参考文献
，

胡定寰
“

农超对接
”

怎么做 ？ 北京 ： 中 国农业
：

科学技术出 版社 ，

，

，

：

：

，

，

，
：

，

：

；

，

郭红东 龙头 企业与农户 订单安排与履约 ： 理论和来

：

自 浙 江企业 的实 证分析 农业 经济 问 题 ，

’ ’
—

，

：

：

张瑜 ， 胡定寰 农超对接提 高农产 品 食品 安全的理击

探讨 农业经 济问题 ’ 增刊 ）

，
：

陈科 基于农超对接的供应链物流管理模式研究

物流工程 与管理 ，

：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