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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在涉农供应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关系着 

整个涉农供应链的竞争力。当前，在我国，真正的涉农供应链 

还寥若晨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户在涉农供应链中 

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涉农供应链的发 

展，需要政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农户进行行为转变， 

“以合(作)为贵”，需要涉农企业视农户为企业延伸的一部 

分，与农户保持战略协同。 

关键词：涉农供应链 ；农户；地位；行为：战略协同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o8．o864(2005)03-0063-04 

2l世纪的市场竞争将不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竞争，更多的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u J。有 

关供应链的研究炙手可热，但大多侧重于工业联结型 

供应链。对于涉农供应链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张晟义 

认为，涉农供应链是以农业原材料作为后续各阶段生 

产加工和运销主要对象的供应链的总称 J，许多学 

者则将供应链管理思想引入到农业产业化经营 

中【3 J。值得一提的是，已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 

略了农业产业链与涉农供应链的本质区别。事实上， 

农业产业链是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是建立在分工、 

供需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短期的临 

时的“一锤子买卖”关系，产业链中上下游成员之间， 

尤其是与农民的利益分配往往遭遇难产，以农业产业 

链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公司+农户”模式在实践中屡 

屡受阻就是明证。而涉农供应链则以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为基础，通过包括农户、涉农企业在内的所有成 

员间的通力协作实现整体利益或增值。从根本上讲， 

战略协同是供应链存在和发展的生命 J，涉农供应 

链也不例外。 

当前，在我国，真正的涉农供应链还寥若晨星，其 

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户在涉农供应链中的地位 

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三农”问题成为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重中之重的今天，在理论上被誉为 

“衣食父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实 

际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真正视为涉农供应链的重 

要一员，给予适当的帮助、支持，实现资源、利益共享， 

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民增收，提升涉农供应链的整体竞 

争力，而且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协调发 

展、共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农户在涉农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作用：理想 

与现实 

将涉农供应链定义为，以战略伙伴关系为纽带， 

以实现整体利益或增值为目标，由农户、涉农企业以 

及顾客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性柔性网链结构模式。 

农户是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者，更是农产品的生产 

者、供应者。为研究的方便，我们把涉农供应链(农 

户为链头)简化为图 l模型；模型中包含了顾客，这 

在许多研究中都是被忽视了的。事实上，正是由于顾 

客消费水平、消费需求的变化，决定了整个涉农供应 

链的变化，如涉农供应链的重新构建导致链上成员的 

变化，更重要的是为快速响应顾客的需求，才使得涉 

农供应链成员间的密切配合、战略协同成为必要。譬 

如，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和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只有 

那些符合质量和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才会被顾客认可， 

这就要求涉农企业(如超市)与农户之间必须保持战 

略协同，农户要积极生产安全优质农产品，涉农企业 

要给予技术、信息支持，以及让农户参与利润分享，这 

样才不会出现由于某一方的不合作(如机会主义行 

为)而导致的“以次充好”(农户行为)、“优质低价” 

或“拒收”(企业行为)。 

农户 }__——-叫 涉农企业 }__—叫 顾客 

图1 涉农供应链简化模型 

Fig．1 The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 simplification model 

农户在涉农供应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 

关系着整个涉农供应链的竞争力。是涉农供应链源 

头产品的提供者，关系到产品品质的提高和整个供应 

链的形象，是顾客满意的一个动力源。顾客的满意和 

忠诚，加之农户和涉农企业的协同，模型中的三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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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决定 了整个涉农供应链 的竞 

争力。 

在现阶段，无论是农户还是涉农企业，其行为都 

表现为特定环境约束下的有限理性。农户的“小农” 

状况(居住分散、生产方式相对封闭、交通信息手段 

相对落后、社会交往与联系存在局限、组织化程度不 

高等)使得他们在集团性的利益角色中总是处于不 

利的地位，弱势而且缺乏竞争力，落后的生存状况决 

定了农户 的有限理性。而涉农企业认为农户“愚 

蠢”、“保守”、“非理性”，忽视农户的利益和地位，换 

来的则是农户的不合作，机会主义行为可看作是这种 

不合作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把农户认为非理 

性带来的苦果(认为农户非理性正是涉农企业的有 

限理性)。造成有限理性的因素有些是客观存在，但 

看不到农户和涉农企业合作的利益，则是一种非理 

性，这正是我国涉农供应链在实践中发展举步维艰的 

原因和障碍所在。克服这种非理性，切实提高农户在 

涉农供应链中的地位 ，需要政府营造涉农供应链发展 

的良好外部环境，需要农户和涉农企业作出相应的行 

为调整和变革。 

2 营造涉农供应链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首先，政府部门要真正意识到支持涉农供应链发 

展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涉农供应链的 

构建和发展不仅调动了一部分农户生产经营的积极 

性、创造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可以产生示范效 

应，形成先富帮后富带后富的喜人局面。另外，政府 

对涉农供应链发展的支持，不仅有利于涉农企业的发 

展，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涉农企业在解决“三农”问题 

过程中的“企业力”。由于涉农企业大多处于城镇， 

我们可以把涉农企业的“企业力”看作是城市反哺农 

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生动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支 

持涉农供应链的发展也正是“统筹城(涉农企业)乡 

(三农问题)发展”在实践中的反映。 

其次，政府部门要出台相关鼓励支持政策，完善 

相关法律及服务体系，营造涉农供应链发展的良好外 

部环境。如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给予参与涉农供应链 

的企业、农户贷款优惠；强化对农户的培训，包括提高 

农户的市场经济素质，提高农户的科技意识、提高农 

户的从业水平等；加强农村道路、信息化等基础设施 

建设；切实提高农户的法律地位，视参与涉农供应链 

的农户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 

企业，将农业劳动者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劳动者一样 

看待，等等。 

3 农户当自强：涉农供应链中农户的行为 

转变 

积极参与供应链的构建，以供应链为依托参与市 

场竞争是当今企业的战略选择。企业尚且如此，处于 

弱势地位的农户更应加入供应链。农户加入供应链， 

最直接的益处是稳定产销关系，降低农户的市场风 

险，另外，农户还可以获得技术、信息和资金支持，降 

低交易费用，分享利润，最终有利于农户小康、富裕生 

活的实现。为此，农户当自强，积极进行行为转变， 

“以合为贵”，大力培养合作意识，长远意识，切实提 

高在涉农供应链中的地位。 

3．1 加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户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将大大改善农户在涉农 

供应链中的地位，提高农户的谈判能力，降低交易成 

本，当然，也约束着农户的行为，但终极目标是“共 

赢”，提高农户的收益水平。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 

立和完善，应视为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不能脱离农 

户自身利益目标与资源禀赋状况。合作经济组织的 

制度安排要具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同时也需要 

相应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作保证。 

3．2 农户企业化 

如果说加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更多的是依靠 

“外力”，那么农户企业化更多的是依靠“内力”。农 

户企业化是指农户传统的家庭经营方式向现代企业 

经营方式转化，包括农户经营行为企业化和农户向真 

正农业企业嬗变两种情形 j。农户经营行为企业化 

就是在农户中逐步实行企业式的经营管理。农户向 

真正农业企业嬗变是更高形式的农户企业化。经营 

管理者就是农业企业家，其员工就是新的工人群 

体— — 农业工人。不过，这种嬗变仅可能在很小部 

分农户中发生。那些拥有较大数额资金、精通某些农 

业技术或善于经营管理的“大户”、“能人”，最有可能 

成为这一实践的先驱。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的 

各种名目的“农业庄园”、“养殖中心”等，已经可以被 

视为农业企业。农户经营行为企业化应作为市场经 

济条件下农户提高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要加 

大这方面的培训力度)予以推广，对农业企业，应积 

极引导和扶持，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 

3．3 加强农户之间的合作 

虽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体现了农户之间的合 

作，但合作的农户仅限于组织内部，不具广泛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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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涉农供应链有多个农户参与，农户之间(尤其是同 
一 地区或相邻地区的农户)要加强合作，农户的合作 

将有力地克服单个农户生产、销售规模的局限，形成 

规模经济，也有利于谈判能力的提高以及信息和资源 

共享。 

4 与农户共生：涉农供应链企业的战略选择 

涉农供应链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成员间的长 

期合作关系而促进供应链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因此， 

企业与农户之间是一种“长期契约”关系，要约束企 

业的短期行为。纳什均衡模型证明，在一次性博弈 

中，双方都必然选择不合作行为，导致道德风险。但 

在长期的重复的博弈中，人们会权衡合作的利益和违 

约的成本，从而选择合作行为，避免道德风险。涉农 

供应链中的道德风险也是这样。关注长远利益的企 

业在这方面要起表率作用，引导农户进行长期的合 

作，使其不断克服短期行为。 

4．1 企业要有战略眼光，视农户为企业延伸的一 

部分 

企业要重视农户的作用，与其结成战略伙伴关 

系。农户也可能拥有一定的对涉农企业有价值的知 

识和信息(可能来 自于处于其他涉农供应链的农 

户)，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企业发现新的市场机会、降 

低成本、改进服务、提高效率、为双方创造更多的价 

值，甚至影响到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如果没有战略 

伙伴关系作纽带，农户往往并不愿意与企业分享或者 

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拥有了对企业有价值的东西，因 

此，需要企业真正激发出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并予以适 

当引导。 

视农户为企业延伸的一部分，可以让农户参与加 

工、销售利润分享；可以让农户参与物流中的搬运、包 

装、清洁、简单加工等环节，增加其收入，凸显利益共 

同体；可以将农户视为企业的“荣誉员工”，设立“农 

户(农民)建议制度”，加强沟通，并根据情况给予相 

应的奖励，无论是对实现企业收益，还是提高企业形 

象都大有益处，另外，农户的价值得以更大的体现， 

“满意效应”更容易产生。所有这一切，为密切企业 

与农户的战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农户成为企 

业的“共生伙伴”，企业与农户共同创造价值。 

4．2 涉农企业(尤其是核心企业)要充分发挥企业 

力。帮助农户成功 

涉农供应链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成员间合作 

关系的确立和巩固。涉农供应链中企业与农户的战 

略协同可以用图2表示，三个层次由低级到高级逐步 

递进，可以分别定义为： 

区 盈  
图2 涉农企业与农户战略协同示意图 

Fig．2 A sketch map on the agriculture business enterprise 

keep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tll peasant household 

·紧密衔接层 即在不牺牲涉农企业利益的情 

况下，竭尽全力配合农户开展工作。如在农产品供应 

方面，与农户紧密衔接，保证企业自身的正点生产和 

及时供货，实现步调一致。这是一种最初级最起码的 

协同，是涉农供应链构建的应有之义，但还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涉农供应链。 

·资源渗透层 即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如信 

息、技术、资金)参与农户的生产经营，增强农户的经 

营实力。这是一种企业与农户之间“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协同方式。这种协同正为一些涉农企业所 

采用。如福建的超大集团通过租赁农民的耕地，在全 

国10多个省市建立了25个绿色无公害果蔬生产基 

地，面积达 2万多 hm ，生产的“超大”牌农产品在全 

国一些城市建立起社区连锁专卖网络、集团单位配送 

网络中销售。这种合作方式大大减少了农产品生产 

的盲目性，农户可以获得稳定的租金和劳动收入，还 

可以参与利润分成。又如蒙牛与养牛的农户结成共 

生链，公司建立挤奶站，为农户提供购买奶牛的贷款， 

为农户提供养殖技术等，带动了众多农户致富。 

·甘当人梯层 即企业着眼于长远利益，为帮 

助农户成功可能牺牲企业的眼前利益。这种协同最 

能稳定与农户的关系，但对企业的要求较高，也有一 

定的风险。 

战略协同 的实质是利益或竞争驱动，谋求“共 

生”、“共赢”。一方面需要企业具备帮助农户成功的 

观念和能力，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帮助农户，成就自 

己，农户才会愿意加盟(企业实力强才会应者云集)； 

另一方面需要选择合适的农户，挑选素质(文化素 

质、市场经济素质)较高，具备一定合作、开拓意识和 

实力的农户，同时，在合作过程中，建立淘汰机制。另 

外，要尽快构建和完善信息网络，既便于对农户实行 

动态管理，又利于与农户的信息沟通。 

5 结束语 

涉农供应链的构建和发展，竞争力的提升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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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农户与涉农企业之间的合作是灵魂，科技则是强 

力剂，是涉农供应链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农户的科 

技意识和科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在涉农 

供应链中的地位(成员资格、谈判能力等)，也影响着 

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品质，进而影响着整条涉农供应 

链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涉农企业的科技含量对于维 

系和提升涉农供应链竞争力更为关键，它关系到对农 

户的吸引力，关系到整条供应链的增值能力和品牌影 

响力。因此，涉农供应链的发展要大力实施“科技兴 

链”战略，除了政府要有相关的科技投入(建立健全 

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外，涉农企业和农户也要加大各 

自的科技投入(资金、时间和精力投入)，涉农企业在 

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包括人才和设备 

引进)的同时，要做好对农户的科技渗透(服务与指 

导)工作，对农户而言，则更多的表现为购买科技书 

籍、收集科技信息、参加科技培训、科技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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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osi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Household in the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 

PENG Jian-fang， FAN Xiu—rong 

(College of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Sci-Tech University of Asrlculture and Forestry，Yangling，Shanxl 712100，China) 

Abstract：The household plays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it relates to the whole competition 

ability of the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At present，tlle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 is really rare in our eounfry．and a 

very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the posi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household in the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 haven't rec— 

ognized．To develop the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truct good exterior environment and the 

peasant household should change their behavior，also the ashculture enterprise should treat household as a member of 

them，keep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household． 

Key words：the agriculture supply chain；household；position；behavio~；strateg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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