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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借鉴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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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顺產 构建现代农业产 业体 系 、 生 产 体 系 、 经 ＃体 系 的 发展步 伐 ， 需要 构建现 代

农产品 流通体 系 ， 形 咸
“

大 生 产 大 市场
”

的农业格局 。 美 国 将农 户 、 初 级加 工 商 、

批发 和物 液部 门
、
零 售 商 以 及顾客连成 一 个 整体 的 网 链 结 构 ， ． 咸 了

“

农超 对接
”

“

有机专 供
”“
批发市场

”

和
“

本地直销
”

４ 种 产品 供 应链模 式 。 农业 生 产 体 系 、 产

业体 系
、 社会 化服务体 系 ， 基 础设施建设 ， 农业信息 管理 平 台及法律建设共 同 构成供

应链 的 支撑体 系 ｆ 其 对 改造 中 国农产 品俄處链模 式和运扞体 系 ， 建谈现代农产 品 滚 通

体 系 具 有一定 的 现 实 参考价值 ｎ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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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生产体系 、 经 营体系 ？

是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农业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重要思想 。

“

兰大体系
”

的战 略布局 和现实发展

解决 了现代农业
“

大生产
”

的路轻 问题 ？ 对于地方

政府 和农业从业者而■
，
解决 了具体农业经营 中 的

方向 以及事前 和事 中 问 题 。 不能 忽 视 的是＾ 农 业现

代化发展的最终效果是■要通 过市场 ？考 量的 ， 现代

化农业生产需要 与整合 的市场 同时存在 ， 形 成
“

大

生产一大市场
”

的现 代农业格局 ，
才能真正实现农

业的振兴 ＊ 这就涉及现 代农业绿倉的事后销售和市

场 问题 。 但是 ｊ

？ 我国农业生产事后 的农产 品市 场流

通问题依然是影响 农 业经費者收益 、 制 约 现 代农业

产业体系 发展 的瓶 颈 ？ 农 业生产者 市场信息 缺失 ，

流通集道狭小 ， 社会化服务不足 ， 规模 化经营主体

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和经营成本而步履艰难 ？ 因此

需要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 Ｂ

月 前世界上虫要发达 国家非常重视农产品 流通 ，

在实践中不 断探索高稳定 、 低风 险 的 流通模式 ， 形

成了较为先进 的农 产品 供应链运 行模式 ， 当今各＿

之间 的农业产业竞争 ， 更 多地表现为 以农产品 供应

链为核心 的农产 品 流通 市场机 制 的整体性竞争 ｓ 近

１ （５ 年 ， 国内学者已餐开始关注典型发达 国家农 产品

供应链的运作模式 和 管理经验 ，
研究 内容 主要集 中

在 ３ 个方面 ： ①农 产 品供 应链管理模 ．式 。 对美 国 、

荷兰 、 Ｈ 本 、 韩 国 、 加拿大等 国 家农 产品 供应 链特

征的 比较研究 ， 将世界鲜活农产品 供应链 管理模式

划分为 ３ 种 ：
以美 国 》 加拿大 为 代 表的直 销主导的

北美模式 ， 以荷兰￥ 法Ｍ 为 代 表的 拍 卖主 导的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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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以 日本 、 韩 国 为代 表 的批发 主导 的东南亚模

式 ； 并分析 了不 同 模式下生产 、 流通 、 社会服务体

系等方面 的 特征
［

１ ３
］

， 从完善政府扶持 、 信息 网 络 、

组织体系 、 市场体系 、 物流发展等方 面提 出 启 示 和

建议 。 虽然均提到 若干 国 家 的情况 ， 但是研究 内 容

比较简短 、 宽泛 、 笼统且成果相互重复 ， 对供应链

的具体管 理情况缺乏深 人 的经验介 绍 和 过程 研究 。

②关于农产 品供应链运作机制 的研究 。 韦 闻佳和 杨

庆先从组织结构 、 运作模式 、 物流配送 、 信息 平 台

４ 个方 面 总 结 了 发 达 国 家农 产 品 供应 链 的 运 作状

况 ［
４
］

。
也有学者从批发市场发展 、 质量导 向 下大规

模和 中小规模供应链协调等方面进行研究 ［
５

’

６
］

。 ③农

产 品供应链物流模式 。 通 过对不 同 国 家供应链物流

模式 的 比较研究 ， 从流通模式 、 基础 设施 、 信息 化

管理 、 组织分工 、 市场 制 度等方 面总 结 了美 国 、 日

本 、 荷兰等 国农产 品物流一体化的发展经验
［ ７＜

。 已

有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农产 品 流通体系 和供应链

管理提供 了基础 ， 然而有待通过较为深人的 模块化 、

流程化 、 数据化分 析呈 现农 产 品供 应链 运行 机制 ，

需要捕获更为全 面 、 新颖 的 国 外 资料作 为 研究 的支

撑 ， 并且 已有研究对农产 品供应链 的
“

管理
”“

运作

机制
”

和
“

物流
”

等概念缺乏 明确 区分 ， 存在研究

对象模糊 、 概 念混用 和 不 同 研究 主体下研究对象相

同 的情况 。 单就对美 国 农产 品流通 和供应链管理 的

研究成果来看 ， 基本都提 到美 国 大农场对接大超市

的
“

直销 模式
”

， 但是缺乏供应链具体流通环节 、 供

应模式 、 运行情况 的资料和 分析 ， 难 以全 面深人地

呈现美 国 农产 品 流通 的形 态及其支撑 体系 。 因 此 ，

本文聚焦农产 品流通 ，
以美 国 农产 品流通 实践为 研

究视角 ， 利用长期在美 国 的实践和 深度调研 ， 全 面

细致地总 结 了美 国 农产 品供应链 的组成部分 、 市场

模式和支撑体系 。 另 外 ， 对美 国 农产 品供应链 的认

识 ， 远远超越 了 已 有研究提到 的
“

农场对接大超 的

直销 模式
”

和批发市场 ， 因此从供应链组成部分人

手 ， 明确 主 体关 系 ， 构建 美 国 农产 品 供应链 模型 ，

清 晰地呈现 了农产 品供应流路径 ； 并首次深人分析

了有机农 产 品 专 供和 当 地农产 品直 销 的 市 场模式 ；

并从支撑体系方面 总 结美 国 农产 品供应链形成 的原

因 。 该研究不仅从理论上 丰 富 了 国 外农产 品供应链

经验信息 ， 为深人微观研究 国 外农产 品供应链运作

模式提供研究范式 ， 而且借鉴美 国 经验 ， 为完善 中

３ ２

国农产 品流通体系 实践提供政策建议 。

２ 美 国农产 品供应链的组成部分

美 国农产 品供应链 的核心 组成部分包括农 业生

产部 门 、

一线处理商或初级加 工商 、 批 发和 物流部

门 、 零售商和食品服务部 门 （ 图 １ ） 。

粮食商 品 的 初级生产来 自 农 业生产部 门 。 美 国

农业生产采取专 业化 、 规模化 、 区域集 中 化的 生产

方式 。 产地集 中 和 专 业化生产培育 出 以规模化农 业

加工企业为衔接的 现代产业化体系 和 以大型 零售商

为终端 的大市场直销 机制 。

从农民直接到 消 费 者 的农产 品市场尽管正在增

长 ， 但是 只 占食 品 市场 的 一小部 分 ， 绝大部分食 品

在到 达消 费 者之前 由 其他几个部 门 处理 。 最初 ， 许

多商品 由农 民 出 售给一线处理商 或初级加 工商 ， 他

们负 责储存和初始加工 。

一线处理商包括负责 洗涤 、

打蜡 、 包装 的人员 ， 包装水果和 蔬菜的公 司 ， 面粉

加工厂 ， 油籽加工商和 其他公 司 。 初级加工商包括

肉类加工商 ， 面包店 和 消 费 品公司 等食品 加工 和 制

造业 ， 这些公司将原材料转化为 价值更高 的包装 和

加工食 品 。 其次 ， 由
一线处理商和 加工 制 造部 门 提

供的食 品通常被传递到 批发和 物流部 门 。 批发部 门

是指在仓库设施 网 络 中 购买和储 存食 品 的公 司 ， 然

后使用广泛 的运输 基础设施将这些产 品分销 到 零售

店 。 物流公司 是指实 际 上不拥有食 品所有权 ， 但是

通过提供物流配送 和库存协调服务而获得支付的 公

司 。 最终 ， 大多数食 品被传递到 零售食品 部 门 和食

品服务部 门 ， 与 消 费 者接触 。 零售食 品部 门 包括杂

货店 、 便利店 、 自 动 售货机和其 他零售店 。 食 品 服

务部 门 包括餐馆 、 快餐店 、 饮食场所和 机构 自 助 餐

厅 。 此外 ，

一

些 消 费者通过政府计划 获得粮食援助 ，

如补充 营 养援 助 计划 （ ＳＮＡＰ ） 和 妇女 、 婴儿 、 儿

童营养补充特别计划 （Ｗ ＩＣ ） 。 还有一些人可 以通过

学校供餐计划 或通过私人食品银行和货架获得食物 。

在农产 品 供应 链 中 ， 存在 两条 彳§ 息 流 ： 食 品 、

服务 和食品 的信息 流 （实线箭头 ） ， 从投人农业生产

部 门 开始 ， 沿食 品供 应链延伸 ， 直至 到 达消 费 者 ，

其中传递的信息包括成绩 、 品牌 、 营养标签和 广告 。

反过来 ， 根据市场需求 （购买 ） 表达 的消 费 者偏好

信息流 （虚线箭头 ） 或政策 制定 者 的压力会影 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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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 加乂的食嚴髮塑、 分发和出臀 ，

３ 美国农产 品供应 链的流通模式

美國隨翁农产 品 产、 销 加工聲各坏节卺

业化程度 的不断提升 ， Ｂ经形 成 了
一

套适应
＆

大生

产大市 场
”

的 供应链 模式 ， 农场 、 零售商、 批发商

以及顾客 以伙伴式 的共生关 ．系 为 纽带ｓ 形 成 Ｔ一个

无缝衔接 的整体的功能性 网链结构模式 。 综合来着 ，

美国农产品供应键主要有 ４ 种模式 ｓ

３ ．１ 以大型超市 、 连锁零售商 为主导 的农产 品 直销

模式

美＿ 农业生产 的专业 化和 规模化程度发达 ， 产

地市场相对集中 ， 农 产 品流动采取 以农场为单位 的

宣销模式 ， ：形成金产春与尊售市 场 的
＇

产销对接 。 泫

邊一种短檠道流通模式 ，
农场主食接将产 品就地分

级 、 包裝后 ， 配送 到超 级市场尤其：是综含性 的大型

超级市场和专门 的副貪品连锁店 ， 缩短 了供 链环

节 ， 弱 化了农产品批发商 的地位 ， 稍费者 的市场＃

求也可 以直接影响农产品生产 。 这一模式对终端零

售商的产品整合 、 采购 、 营销 能力提 出 了较离 的要
－

求 ２０世纪 《 〇 ＳＯ

＝年代 ， 璺属 的太纖 超市和零

售企业开始崛 起 ， ＃掀起弁购 的 浪潮 ．

一批现在被

国人广为接受的食 勗超市 ，
Ｔｒａｄｅｆｃ

ｊａｄ ｓ 、
Ｗｈｏ ｌｅ

ＦｗｄＭａｒｋｅｔ 、 ＭｅａｔＦａｍ等鑛；得较高的 品牌享誉度

和连锁规樓 ， 这就为农产 品真销模式提供了终端条

件 。 以规模化 、 集 中化生产和发达 的零售业为基础 ．

逐渐形成 了现代产业 化 的 产
一市场

”

及 以 ：ｉ 销

为主 ，的供应链曾理模式 Ｃ图 ２ ）ａ 中 间 的 零鲁果购站

往往是隶属手超市或食品企业 的
一个职能部 门 ， ＃

门负 责农 产 品 的采购 住务或配送 ｒ 发摔物流的功能 ；

零臀配送商 ．

／代理商是通过契约方式直接联绪 １生产＃

图 １ 員麗食品供破链模塑

和零售商的第兰方专业公司？＊ 因 此基子产 品整

合分配或物流运送 功能的 中 丨旬商弁不参与 农产品 的

销售 ？ 不产生差价盈 利 ， 如 果从 多 级供应 链的 角 度

＿ｓｆｉｎ 以忽略的
一级 ，

生产 －

＊市场

團 ａ＿ 
＿

：大ａｆｃｆ ：義梟的农产 品像＆链

这种产销直接衔接的农产 品供应链模 式是建立

赛生产者 、 零售：商都有较大经营 规機基础之上 的 ，

规模化集成形成了
＇ ＇

大＊产一大市 场 ” 对接的供应

链规模怃势 、 流 通优势 和 定效应 ， 减少Ｔ交易环

节 ， 成＃低 ， ：大幅 提Ｂ了流通效學 ｔ 同 ｆｔ 减少中 间

环节保证了 鲜活农产品在流通 中 的掼耗风险 ｉ 超级

市场在品 牌竞争需求下对货源稳．定 、 及时 、 骑量保

障 的要求提高 ３
＊

产 销对接供应链的稳定性 。 稳定 的

直销供 、座链 反过来促进生产者和 销售 ｉｔ的 规模 化集

成和创新 ： 实 ．卖双方通过交易形成 了长期 稳定 的购

销关系 ， 形 成 了稳定的产 品供应来源 ， 进 一步对 超

市产品提供了
’

可追溯机 制 ｆ
促进农业生产者不 断进

行农产品 创新 、 管理手段革新 、 技 术 创新 等 ， 提 高

单产和质量 ｗ 促进超市进一步通过丰富产品 品种和

降低价格 来提 禽 挎售竞争力 ，
大规 模生产 的 农 产

品 ， 虽然＿基本的 质暈安全保证 ， 傷一定收 人 水平

的消 费群体对貪虜畺产品： 的需求无法得到 满足 ， 且

这种直销
（

模式 的流通路径也长亍就近生产 、 就近供

零售配送商／

代理商

机构买家

零售食品

部门
初级加
工商

农场经营

投人

大
型
农
场

消
费
者

３ ３



应的 农产 品供应链 ^

３ ． ２ 以有机市场 、 品牌超市为 主导 的有机农产 品 专

供模式

美国有机产品零售市场较为成熟 ？ 从鲜活农产品

到力
卩
工食品 ， 再到保健品 ， 裳者ｆｆ 化用 品 ， 已经形成

了有机质量标准的产业体系 ，
几乎和农产品有关的人

们所有的 日常生游用品 ， 都可以找到有机 品种 。
有机

农产兹的流通销售主齊采取的是专供楱式 ｓ 产 品供应

的关键在生产源 。 农产品 的种养必须按照严格的生产

模式进行 ， 从选种 、 种植和饲养环境 、 方式到使用 的

化肥 和饲料等都要符合爾暈体系标准 ， 因此产 品一般

来自 ，门 ＿有机农场或大型农场中的有机 品种 。 这部

分高適董农产品进人市场 的方式采取 的是 有 机农

±为 有机专卖超市
一消费者 的模式 （图 零售商

主宴表现为专 门或主要销鲁有 机产品 的 品 牌 连 锁超

市
《 ５ 与禽 ：潘有机产品

；的高｜｜慧載对 、慮＞这类超市雖常

注重品 牌建重 ？ 以提供高潘量 的有机绿色产品 为核心

价值观 ， 在农产 品供应链 中建泣：了专 ｎ 的 质釐标准 、

审查机制 、 追溯机制 ， 注：重质量 ：實传和用户体验 ？ 在

有机农产品流通 中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 力 ， 基鲔选

农场 、 把关嚴羹節执行者 在长期 的 公司 和市场发展

中 ， 这类连锁超市 品 脾 成为人们心 中有机市场 的 代

表 ，
此外 ， 非常注重 自有 品牌有机产品 的开发 ，

、 进
一

歩强化了其品牌的有机特性和 舍司 的市场 占有率 ，
目

前 ， 知名度较裔的有机农产品连锁超市主要有 Ｗｈｏ ｌｅ

ＦｄｆｉｓｄＭａｒｋｅｔ和Ｔｘ
＊ａｄｆｅｊ

：

Ｊ 〇ｅ
＊

＃ｓ

暖高貭：量的 Ｉ Ｉ

然 和有机 产品 ，

，爾暈是 Ｗｈｏ ｌｅＰ ｏｏ ｔｆｅ

Ｍａｒｋ ｅｔ 的灵魂 ａ 在对销售产品 的 质董把控上 ， 除Ｔ

按照費国农业部制定 的 《有机食品生产法Ｉ 有机法

规和鼠家者机计划 手册外 ． 还制定 ：ｆ 严格的 食 品 标

准 ？ 如 食物 中 不能含有的 成分表
” “

动 物 福利 和肉

类质量标准
＂ “

可持续海鲜指南
”

， 以此作 为决定产

品是畜可以上架销鲁的标准 ＾ 在流葙上 ， Ｈ 队成员

与农民 、 供獻商合 作 ，
通 过研究 成 分 、 阅 读标签和

审核采廳素猶 ， ＝ 仔细肃＿：产品 ， 确保荔达到指 ：定 的

高标准 ｐＷ ｈｏｋ ｓ
Ｆｏｄ ｄｓＭ ａｒｋｅｔ 的产

ｉ

品来源梁取合作

伙伴模式 ， 其供应商并不局限于某 些 农场或Ｓ 地的

产孫 ，

、 而是由若于的 供应商支 撑 ， 与供 ．应 商之 间是

签：约合作关系 ａＷｈ 〇 ｌｇＦｔ ）〇 ：

ｄｓ
：

Ｍａｒｋｅｔ 将发观和展丨嚴

新产 品和创新产品作 为市
：场销售 的翁 心 ＊ 亥持任 何

满足 条件的供应商加 人 供货来 源 ， 但 产 品舊要轻

过严格的 审核 。

Ｔ ｉ

－

ａｄｅｆｌａｓ？
￥

＞ＫＭ
２

ｔ３１§
￥

１ ２ 月 １ １ 日
》 美 国本土共有 ４ ９４家、 数量最多 的是加

ｆｌ

ｊ＃Ｍ；３ｌ＃ｒ％１Ｓ２ｍ 〇ＴｒａｄｅｒＪ〇 ｅ
ｓ

ｓＩ

的农产品 ，
． 尽可能直接从供应商处 购买农产 品 ， 并

讨价还价 以获得最优 惠的 价格 ， 然后将节 省的 成本

优 ，惠 给消 费者 。
Ｔｒａ．ｄ杜 Ｊｏｅ

’

ｓ 品 牌的 推 出 大大降低

了成 本 ， 逋
，

过减 少仓储 费 、 营销 费 、 中 间 人费 ， 不

收取物品 放在货架上 的费 用
ｓ
保 持低 成本 ， 通 过降

低产 品价格来补贴消费者
［

３
１

］

，

３ ． ３ 经 由 销地批发 市场 的农 产 品流通模式

农产品批发市 场 是 太 规模 直销模 式 的重 粟补

充 ２ ０ １ １， 与食 品 、 饮料和农产 品相 关 的 批发

业务公司 总数为 ３８ １ ０ 家 ｃ慶届 人 Ｐ 蒈查ＪＩ ，
２ ０ １ ４

年ｈ 在食 品服 务方面 ＊ 传统批发商仍 占 据主导地

位
，
因为他 们 为 许 多 小 ．型 零售企业 提供 专业 订单

服务

农 产 品批发市场
一般 分为 产地批 发市 场和 销 地

批发市场 产地批发市场是在生产集中 区 域的 就地

集中批发 ， 这类批发商弟不棊市场中 的一级 中间商 ，

而是农场 、 农业协 会 、 农业合作社等生产者 ？ 其■

零售商的对接称为直 销 ８ 销地批发市场指在销售 地

形成 的一级批发商 ， 由这些批发商与零售商对接 ａ

销地批发 市场主要集 中在人 口 密集 、 消 费量大

的城市附近 ， 大城市 附近 的车站成 为 农产 品 的集散

地 ． 因 此多被称 作车站 批 发市场
［ ５ １？

？． 车 站批 发商

有机专卖超市

ａａａ有 机甫场、 品 牌狼＃为傷导前着机农产通春供模：式

ＭＭ ２０１ ８ ＃１ ２Ｍ１ １０
：

，
Ｗ ｈｏ ｌ ｅＦｏ ｏｄｓ Ｍｓｔｋｅｔ

在處嵐傘ｉ ｓｆｔ霜 ４７１ ：家
： Ｅ

１。
］

？Ｗ ｈｏｌｅ；Ｆｏｏ ｄｓＭｇｒｋｅＪ
ｔ

旨在为食 品零售商制 定卓 越标准 ， 销 售 的产品定位

有机农场１

有机农场２

有机农场３

品牌 自有农场

２０１ ９ ． １０ Ｃ 

总４Ｓ６今 ？业Ｗｏ ｒｌｄ Ａ
ｇ
ｒｉｃｕｌ

ｔ
ｕｒｅ

消
费
者

３ ４



破絲业ＷｏｒｌｄＡ
ｇ
ｒｉ ｃｕｌ

ｔ
ｕｒｅ ２０１ ９ ． １０ （总４ ８６）

代理批发商

车站批发商

从 农场生产地批曩采 购 农 产 品 ， 成 为 一级 中 间 商 ，

车站批发商苒将农产 品 分拣后销售給二级批 发商 、

大型超市 、
零售商 ， 最后通 过零鲁市场业务到达消

费者手中 （图

生产
－

中间


此外
， 食品银行 （Ｆｏｏ ｄｂ ａｎｋ ） 不屬于传统翥义

上的批发部 门 ， 它 们 是全 麵食 品货架 的批发商 该

业务中 ：最大的靡蕾剌性批发商是：

Ｆｆｅｅｄ ｉ ｎｇ
Ａｍｅ：ｔｉ ｃａ 及

其，成眉
，
如 Ｓｅｃｏｎｄｆｊａ ｒｗ§

ｔ
Ｈｓａ．

ｒｔ
ｌ ａｎｄ

ｊ
ｓ

销售

簡 《 鬆由销地批发市场的农 ；

产晶潫通纖式

美国农产 品批发市场 的设重并不是若子经 营者

的棄集 ， 而
．

是必须聲轻过政府认可 ｓ 与行職管理体

制相对胤 ， 政府建袁斑Ｐ品批发市场的决策 ｉｔ各州

根据 ＆身情况决定 ， 需裏各州 议会通过相 关的法案 。

农产 品批发市场交易 的主体 由 农 ｇｕ 批发商 （ 中 间

商） 、 采购商组成 ？ 其中 ， 批 发商是最重要的 ， 證 国

农产 品批 发市场 的交易方式 由 批发商决定 。 批发商

既可 以是生产者 （农房八 也可 以是专 门 的中 间商
。

农户与批发商之 ｆ可除 了
一

次性市场交易 以 外 ， 还有

委托 交易 的 方式 ， 采购 商 和 批 发 商之 间 要采 用
“

订单交易
Ｍ

模式 。 美菌农产品批 发规模不可小视 ．

与粮食和农产品有关的批发公司雇 用 了
＇

至少 ３ ５７？ ＳＤ

人 ，
． 平均毎个企业 ７８ 人 【囊 眉人 ：〇 瞥義最 ，

如 １头

年 此外ｓＦｅｓｄ ｉｎｇＡｗｅｒ ｉｒａ ｌＯｌＳ
；年

＇

使用
＂

Ｔ＾ＳｆｉＯ 方

小时的處愿者蘩动 力 （
ｆｅｅｄ ｉｎｇＡｍｅ ｒ ｉｃａ

，
Ｍｌ Ｓ ） ，

３ ． ４ 以农 贸市场 、 农 场订单为 主导 的 当地农产 品直

销模式

与大规模农产品直销流通相对应的是当地流通 。

美 国 以大型超市为主导的 大规模农产品供应链为主 ，

但弁不能满足所有消费者 的需求 ， 尤其是对生鲜 、 地

方特色 、 绿色 、 有机 、 原生态有更：高荽求 的 消 费者 。

＿＿农产品流通还存在很多产地食销市场 。 根据＿＿

农业部 （ＵＳＤＡ） 的统计 ？ 美国 的农产品 市场 体系包

括：斑 贸
：

市 场 （ＦａｒｍｅｒｓＴｉｉａｒｋｅｔＪ 、 产 地农产、晶 市 场

（ ：０ ｆｔ－ ｆａｒｒｎｍａｒｋ ａｔ：） 、 社 Ｋ貪持
＇

农血 网络 （，Ｃ敝 ｉｔｎｕｎｉ ｔｙ

ｓｕｐｐｏ ｒｔｅｄ ｅ ｇｘ
ｉ ｃ． ｕＨｗｅ；》 穆奮品 流通中心ＣＦｐｏｄｈ ｕ ｔ

＞ ）

４ 大类型 （图 Ｓ Ｊ
１＊

，

生产
－

销售

圏 《 以舍地露黃市杨 、 农贸市 场量主眷的

＇农产品传统供应模式

截鸢 ｇｍ ｓ辱 美属拿爾市 ：场共有 ：

ｓ ？ｇ７ 家 ９ 这聽

來场供应商在
ｙ个共Ｍ的 ， 農常性的地理位暨震：接

向客戶销售农产品 。 由农 业营销服务机 构 来维护农

民市 场信 息
，
包 括市场 位 置、 方 向 、 运 营財 间 、 产

品供应 、 可接受的 付款方式等 ｆ 其 中销售 肉类的 市

场 省 ２ ？〇个 ，

＝

镄＃翁翁和海鲜的市场 １？５个 ， 销臀

蛋幾 ＿市场 ４４４４ 个 ， 讀售新鲜蔬寨 的 市 场 ５
：

７ ５ ？

个 ８ 盖国各种类型农 贸市场 中有＆种露 天市场 ， 提

供驾地农 民 自 己生产的各种新鲜蔬粢 、 水果 、 肉类、

鸡蛋 、 各种 植物 、 手Ｘ面包 、

等 《 这种 农贸市场
一般

拿每年 的春 、 寬 、
、 秋 ３ 表吁放 ， 每舅＾野巔 １？ ２

：无

这些农贸市场都 由 挡 地农业部 门组．织 成！ ， 也 有相

应的 网站提供脅业开 放时 间 和各 种活 动 的通 知 、 产

品介绍 ？ 有些 网站、还提供 网上购物 。

ＨＨ产地农产品市 场共有 １ ５ ＆〇 家 ， 此类市场

是斑单一农场经营者 管理 的 市场
，
该农场经薷者在

农 场 中或 农 场周 边食 接 向 消 费 者 铸售农 业或 园艺

社区支持农业网络

消
费
者

大
型
农
场

消

费

者

３ ５



２ ０１ ９ ．

１０ （ 总４８６ ） Ｗｏ ｒ ｌｄＡ ｇ
ｒ

ｉ
ｃｕ ｌ ｔｕ ｉ

产 品 。

美 国 社区支持农业 网络共有 ８ ４ ５ 家 ， 包括多个

农场形成 的供应 网络 ， 这些农场在一个或 多个收获

季节期 间 为 下 了订单或拥有会员 资格 的消 费者定期

（通常是每周 ） 交付当地种植 的农产 品 。 客户 可 以根

据订单或会员 费 的部分或全部预付款 ， 获得 由 单个

农场或农场集 团提供的选定份额或范围 的农产 品 。

美 国 食品流通 中 心 共有 ２ ３ ５ 家 ， 食品 流通 中 心

是分销和 营销 食 品 的企业或组织 ， 这些企业或组织

来 自 多个生产商 ， 主要是 当地和 区域生产商 ， 以加

强这 些生产 商满 足 本 地和 区 域 批发 、 零售 和 机构

需求 。

４ 美国农产 品供应 链的支撑体系

美 国 ４ 种农产 品流通模式具有不 同 的运行基础 、

运行机制 、 市场 空 间 、 消 费 群体 ， 不仅会影 响 区域

农业经济发展 、 居 民生 活 成本等市场经济效应 ， 也

决定 了美 国 人的 生 活 习 惯 。 在长期 的发展 中 ， 与 美

国 的农业生产方式 、 物流水平 、 基 础设施等条件相

适应 ， 这 ４ 种农 产 品 流通模式 已 经形成 了产业化 的

供应链 ， 有 固 定 的 生产形 式和 产 品来 源 ， 生产方 、

销售方 、 中 间商等市场参 与 主体在交换活 动 中 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购 销 关系 。 而农产 品供应链 的形成和

稳定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 区 域条件 、 生产方式 、 配

套设施等基础 之上 ， 同 时 ， 伴 随供应链管理 的完善

和优化及不 同 供应链之 间 的竞争 ，
也进一 步强化或

优化供应链 的支撑 基础 。 本节将进一步分析美 国 ４

种农产 品供应链 的支撑体系 。

４ ．１ 以农场 为主体 、 农 业 合作组 织 为单位 的农 业 生

产体 系

美 国 农业生产方式 主要 以大规模农场 为生产单

元 。 截至 ２ ０ １ ７ 年 ， 美 国 农场 的数量为 ２ ０ ４ 万个 ， 平

均规模 １ ７ ８ ．６ ｈｍ
２ ［ １ ３ ］

， ９ ０ ％ 以 上土地集 中 在 面积超

过 ７ ３ ｈｍ
２

的农场 。 农业生产过程 中 从播种 到 收获各

环节机械化水平较高 ， 甚至一些环节实现 了 自 动 化 ，

并且农场经营方式正朝大规模企业化经营 迈进 ， 配

备 了 专 门 的储 存 、 包装 、 分拣 的设备 和 工 厂 ， 采用

市场 消 费 者导 向 的农工商管理模式 。 美 国 的农作

物产地主要集 中在南部 ， 并且在长期 的农业种植 中 ，

划分 了鲜 明 的鲜活 农产 品生产 区域 。
以农 场为 组织

形式 的规模化 、 专 业化 、 机 械化 、 区域化经 营不仅

使得美 国农产 品生产效率较高 ， 而且农民 在市场 中

具备较强 的讨价还价能 力 ， 竞争 实力 强 大 。 与 此 同

时 ， 农场之 间存在多种形式的农 业合作组织 ，
主 要

形式有合 同 制 、 农 业合作社 、 农 工商联合 体 、 联营

制等 。 其中 ， 农业合作社是美 国 农产 品供应链 上最

重要的一个经济实体 。 美 国 农业合作社可 划 分为 销

售型合作社 、 供应型 合作社和 服务 型 合作 社 ３ 种类

型
。 据美 国农业部统计 ， 截至 ２ ０ １ ７ 年 ， 美 国 共有 １

８ ７ １ 个合作社 ， 其 中 １ ０ １ ０ 个是 销 售 型 合作社 ， ７ ７ ７

个是供应型合作社 ， ８ ４ 个是服务 型 合作社 。 参加 的

会员共计 １ ８ ９ 万名 ， 总业务量 １ ９ ７ １ 亿美元
［ １ ４ ］

。

美 国 的合作社不 同 于 日 本小规模经营 农场形成

的综合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 是大型 的跨 区域专 业

合作组织 。 合作社的重点是产前和产后 的供销 领域 ，

通过规模化采购生产资料降低 生产成本 ， 以合 同 销

售形式稳定农产 品 销 售渠道
［ ４ ］ １ °？ ４

。 如 今 ， 美 国农

业合作社具有 明显 的 现代企业特 征 ， 注重高 附加值

的经营方式 ， 对原始农 产 品进行 深加 工 ， 提高农 民

在消 费环节 的利润分享 比例 。

４ ．２ 加 工业发 达 的农 业产 业体 系

规 模化种植 不仅 有利于提 高耕 种 的 生产效率 ，

而且集 中采购有利于产业 向纵深 发展 ， 开发下游加

工产业 ， 提 局农产 品供给质量和 增加相关产 品 品种 。

目 前 ， 美 国 农业产业 已 经形成 了 包含农 产 品 生产 、

初级加工 、 深加 工 、 日 化产 品研 发 、 物流等在 内 的

分工 细化 、 产业完整的 产业体 系 。 市场 细 分和 深度

开发 ， 为农业产业体系 中 的众多农业企业提供了 发

展空 间 ， 不仅进一步丰 富 了产 品 种类供 给 ， 推动 了

农产 品相关产业 的 开发 、 产业整 合 、 新 型 产业的 形

成 ， 促进 了农业产业优势的形成 和发展 ， 而且加速

了农业市场化发展速度 ， 通过 自 由 市场 的 无形 引 导

和竞争格局 的演化 ， 形成 了优势 企业 。 优势企业最

终使企业的 目 标定位更为 准确 ， 企业之间 的组织联

系更加灵 活 ， 更加 适应 市场需要 。 总之 ， 美 国农 业

产业体系形成农业 产业微观主 体与 宏观经济之间 的

良性互动 。

４ ． ３ 完 善的社会化服务体 系

美 国农业
“

大生产 大市 场
”

的特 征 ， 使得农

产 品包装 、 分拣 、 集散 、 物流等都不可能依靠简单

的家庭经营和 人工劳 动 完成 。 虽然一些大规模农 场

在朝现代企业化经营发展 ，
配备 了就地储存 、 保障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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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拣 的设备 和 工 厂 ， 但是
“

从 田 间 到餐桌
”

的整个

农产 品供应链上 ， 农场就地初步加工 只是其 中
一环

。

美 国 农业生产专 业化 、 规模化 的形式不单单是土地

规模化 、 种植机械化和 区域专 业化 ， 同 时还有支撑

规模生产 、 集散流通 的社会服务体系 。 美 国 的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 主 要有政府 、 私 人公司 、 农业合作

社 ３ 个层次 。

美 国 农业部 （ ＵＳＤＡ ） 通过基 于事实 、 数据驱

动 和 以 客 户 为 中 心 的 决策 ， 在农 业 、 食 品 、 自 然资

源 、 农村基础设施 、 营养 和相关 问题上发挥领导管

理作用 。 同 时 提供农作物种植 、 流通 、 市 场交易 等

信息 。

农业产前 、 产 中 和产后服务 的很大方 面 由 私人

服务提供 。 美 国 众 多农产 品 物流企 业 、 代理 企业 、

加工企业 等直接参与 到农 产 品 的生 产和 流通 当 中 。

这些私人企业和机构直接承担 了农产 品 的生产加工 、

产 品包装 、 交 通 运输 、 装卸搬运 、 信息 传输等一系

列业务 ， 作 为供应链 的
“

润 滑 剂
”

， 为农 场 的产前 、

产 中 、 产后环节提供各项支持 ， 有效支撑 了 高 度集

中 的一体化模式 的运行 。 例 如 ， 美 国 第 三方物流业

发达且行业分工 细致 、 专业化程度 高 ， 专 门 的物流

组织或公 司针 对所有物流环 节 ， 提 供安全 、 快捷 、

准确 的物 流服务 。 截 至 ２ ０ １ ８ 年 ， 北美 最大 的农 业

和 食 品 运 输 企 业 Ｎｕ ｔｒ ｉ ｅｎ 公 司 拥 有 ４３ ４ ９ 辆

卡 车 ［
１ ５

］

。

４ ． ４雄厚的基础 设施建设

美 国 农产 品 物流配送所依赖 的基础 设施 的完善

为集 中 的产地批发市场 与零售商 的对接提供了可能 ，

使直接来 自 生产方 的货源 能够满足 零售商供货及时 、

货源生鲜 的要求 ， 省去 了 中 间商 的 中 转配送 。 美 国

拥有发达的 交通运输基 础 设施和 完 整的 交通 网 络 。

国 家高速公路系 统包括 ２ ６ ００ ０ ０ ｋｍ 的道路 网络 ， 该

系统 占美 国 全 国 道路的 ４ ％ ， 但 占 全部公 路交通量

的 ４ ０ ％ 以上 ， 占全部重卡交通量 的 ７ ５ ％ 。 美 国 所有

超过 ５ 万人规模城市地区 的人 口都居住在距离 国 家

高速公路系 统 网络 约 ８ｋｍ 的地 方 ， 覆 盖 了美 国 约

９ ０ ％ 的人 口 ［
１ ６

］

。

美 国 现代化 的运输保鲜设施非常发达 ， 拥有 足

量的 、 先进 的农业仓储 设施 ， ２ ０ 世 纪 ３ ０ 年代 ， 美

国 已 经开始建立农产 品物流链和 质量监管 、 物流服

务体 系 。 尤其 是农 产 品冷链 发展较 早 ， 技术 先进 ，

已经形成 了具有世 界领先水平 的冷链物流建设 装配

和一体化 、 专业化 流通 配送技术 。 例 如 ， 总 部位于

新泽西州纽瓦克市 的普菲 斯公司 是全球食 品温控仓

储行业规模最大的 公司 之一 ， 目 前普菲 斯公司 在美

国建造 了２ ７ 座冷库
［ １ ７ ］

。

４ ．５ 先 进的农 业信 息管理 平台

在农产 品流通 中 ， 与传统小市场 和
“

点 到点
”

的

近距离 当地流通供应 不 同 ， 现代 交通运输设施 的完

善 ， 发达而便捷 的公路 、 铁路 、 航空 、 航运运输 网络

促进 了农产 品 国际和 国 内市场范 围 的扩大 。 而农产 品

大市场面临的最大市场 问题就是信息 不对称 、 信息滞

后和信息失真等市场信息 问题 ， 同 时 由 于市场失真带

来的生产误导和流通滞销 等 问题对规模经营收益的冲

击更大 。 美 国 非常重视信息 管理平 台 的建设 ， 很早就

构建 了信息高速公路 ， 农产 品供应链有发达的信息流

基础 信息管理平台 。 美 国 的农产 品供应链信息管

理平台 主要有农业 网站 、 信息咨询公司 、 芝加哥期货

交易所等 。

美 国农业部运 营 的 当地食 品 网站提供农贸 市场 、

农场市场 、 社 区支持农 业和 食 品 中 心 的 目 录 信 息 ，

由美 国 农业部农业 营销 服务机构 （ ＡＭＳ ） 管理和 运

营 ， 该机构 的核心 使命是促进美 国 农产 品 的公平和

有效营销
［ １ ８ ］

。 信息 咨询公 司 以著 名 的 咨询公司麦肯

锡 （Ｍ ｃＫ ｉ ｎｓｅｙ ） 为 例 ， 提供农业 信息 咨询 服务 ， 包

括投资机会 、 原材 料管理 、 农 场经营 、 新鲜食 品 供

应链 、 乡 村发展 的 信息 咨询服务
［ １ ９ ］

。 芝加哥期货交

易所就是供应链主 体 了 解市场行 情 、 获取价格变化

信息 的直接窗 口 。

４ ．６ 农产 品市 场 与流通 的 法律建 设 与政策 扶持

美 国作 为 世界上最发达的 工业化 国 家 ，
也是对

农业立法保护 最有 力 的 国 家 。 建 国 ２ ０ ０ 多年 以来 尤

其是最近一个世纪里 ， 美 国 国 会通过 了大量与农 业

有关的法律 ， 形成 了 比较系 统而完善 的支持农 业和

农村发展 的法律体系 ， 最大限度地保护 了美 国 农业 。

２ ０ ０ ２ 年 ５ 月 总 统 布 什签 署 《农 场 安全及农 村投 资

法 》 ， 把上一任总统克林顿通过 的法案一笔勾销 ， 再

次将政府对农业的 补贴和 支持 同 农产 品价格变 动 相

联系
［ ２ ° ］

。 美 国 总统特朗普近 日 授权美 国 农业部实施

１ ６ ０ 亿美元的 贸 易 减缓计划 以支持农 民来 消 除 中 美

贸易摩擦对美 国农 业的 影响 。 最新通过 的 美 国农 业

改善法 ２ ０ １ ８
， 对农产 品 的 生产 、 加工及流通 中 的各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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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均做了 明确 细 致 的规定 。 这充分体 现 了美 国

政府为确保农业和 农村 的利益不受侵犯 ，
通过立法

授权形式对其提供支持保 护 。

５ 启 示与建议

美 国 农产 品 供应链 涉及生 产体系 、 产业 体系 、

基础设施 、 社会服务 、 政府扶持等各个方面 ， 并通

过创新供应链管理方式提高 供应链 的管理效率 。 要

建设 中 国 现代农产 品流通体系 ， 必须运用供应链管

理思 维 ， 立足 中 国 当前农业生产 、 经营 、 产业化特

点 ， 借鉴发达 国 家 的先进经验来综合改造 中 国 农产

品供应链模式和运行体系 。

５ ．１ 以农 业生产组 织化 带 动大 生产格局

与大市场对接 ，
必须要形成 大生产 格局 。 培育

具备大规模生产能 力 的主 体 ， 结合 中 国 农业发展情

况 ， 主要指 向 家庭农 场 、 农 民 合作社和 农业企业 ３

类 。 同 时 ， 借鉴美 国 以农业合作社 为单位 的农业组

织方式及合作社 的功 能 ， 中 国 需要完善农 民合作社

的组织设置和功 能 。

５ ． ２ 以现代 农业 生产体 系 带动 有机 、 绿 色高 质量农

产 品供应链

带动 有机 、 绿 色农产 品种 养 ， 建立 专 门 的有

机农场 ， 设立有机农业 标准
［ ２ １ ］

。 引 导 当 地农户 由

生鲜农产 品人户 配送模 式 向 大型 连锁 品 牌 零售商

转变 ， 美 国
“

农 场 卖 场
”

的 有 机短 链 专 供 渠道

值得借鉴 ， 这就 需要有 机农 场 和 零售 商建 立有机

品牌 ， 形 成 稳 定 的 有 机 市 场 和 较 高 的 品 牌 辨

识度 。

５ ．３ 提高批 发市 场和 连锁超市 的经营能 力

在农产 品 生产 、 销 售相对集 中 的地 区
， 打造 以

影响范 围广 、 信息 流通快等 为特 点 的大型 农副 产 品

批发市场 、 集贸 市场 ［
４

］
４ ４Ｍ ４ ２

。 优化零售商的 配送 中

心 和物流管理能 力 ， 通过连锁经营 模式 ， 形成农产

品
“

农超对接
”

的短渠道直销 模式 。 零售商建立高

效供应链集成系 统 ， 实现从供应商 到消 费 者 的无缝

集成 ， 实现流程的可追溯性和标准化 。

５ ． ４ 政 府对农产 品供应链管理提供支持

需要在
“

三农
”

工作 中 增加农 产 品 流通体系 的

布局 和方 向指导 。 地方政府 可 以 出 台鼓励组织化生

产 、 有机农业 、 社会化服 务 、 零 售业整 合 、 第三方

物流 、 信息平 台建设 的扶持性政策 。 国 家层 面通过

３ ８

资金支持加强信息 平 台 和 物流设 备 、 技术等方面 的

建设 。

参 考 文献

［ １ ］ 王 晓华 ， 尤 阳 阳 ． 美 国
、 荷 兰 和 日 本鲜活农 产 品 供应链

管理及其启 示 ［ Ｊ ］
． 世界农业 ， ２ ０ １ ５（ ５ ） ：３ ８ ４ ３ ．

［ ２ ］ 陈秀 兰 ， 章政 ， 张喜才 ． 中 国 农产 品 批发市 场提 档升级

的模式 与路 径 研 究 ［ Ｊ ］ ． 中 国 流 通 经 济 ，
２ ０ １ ９（ ２ ） ：

３ ０ ３ ７ ．

［ ３ ］ 李亚丽 ． 美 国
、 日 本农产 品 供应链 管理模式 及经 验借鉴

［Ｊ ］
． 江苏农业科学 ，

２ ０ １ ４（７ ） ：４ ４ 〇 ４ ４ ２ ．

［ ４ ］ 韦 闻佳 ， 杨庆先 ． 发达 国家农产 品供应链 运作 分析 ［ Ｊ ］
．

世界农业 ，
２ ０ １ ３（ １ ２ ） ： １ ０ １ １ ０ ４ ．

［ ５ ］ 米新丽 ． 国 际视 野下 批 发市 场 主 导型 农 产 品 供 应链 研

究 ［Ｄ ］ ． 保定 ： 河北大学 ，
２ ０ １ ７ ．

［ ６ ］ 林景 良 ． 美 国农 产 品供 应链管 理优化 基 于农产 品 质

量视角 ［ Ｊ ］
． 安徽 农业科学 ， ２ ０ １ ６ （ ３ ２ ） ：２ ２ ７ ２ ２ ８ ．

［ ７ ］ 周 海 霞 ． 国外农产 品 冷链物 流一体化 经验及 借鉴 ［ Ｊ ］ ．

世界农业 ，
２ ０ １ ６（ ５ ） ：１ ８ ２ ２ ．

［
８
］ 韩红莲 ， 张红程 ． 发达 国家 鲜活农 产 品 物流实 践模 式对

我 国 的 启 示 ［ Ｊ ］ ． 安 徽 农 业 科 学 ，
２ ０ １ ０

，
３ ８（ ８ ） ：

４ ２ ８ ５ ４ ２ ８ ６ ．

［ ９ ］ 孔娟 ， 曹长省 ． 国 际农 产 品物 流模式 经验及启 示 ［ Ｊ ］ ．

世界农业 ，
２ ０ １ １（ ８ ）：１ ６ １ ９ ．

［
１ 〇 ］Ｗｈ ｏ ｌ ｅＦｏｏ ｄｓＭ ａ ｒｋ ｅ ｔ ．Ｓ ｔｏ ｒｅｄ ｅ ｐａ ｒ ｔｍｅ ｎ ｔｓ［

ＥＢ／ ＯＬ ］
．

（ ２ ０ １ ８ １ ２ １ １ ）［ ２ ０ １ ８ １ ２ １ １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ｗｈ ｏ ｌ ｅ ｆｏｏｄ

ｓｍａ ｒｋｅ ｔ ．ｃ ｏｍ／ｓ ｔｏ ｒｅｓ ／ ｌ
ｉ ｓｔ ．

［ １ １ ］Ｔｒａｄ ｅｒＪ ｏｅ ｓ． Ｏｕ ｒｓｔｏｒｙ［ＥＢ／ＯＬ］ ．（ ２ ０ １ ８ １ ２ １ １ ）［ ２ ０ １ ８

１ ２ １ １ ］． ｈ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ｔ ｒａｄ ｅｒ

ｊ
ｏ ｅｓ． ｃｏｍ／ ｏｕ ｒ ｓｔｏｒｙ

．

［ １ ２ ］ 美国农业部 ■Ｌｏｃａ ｌ ｆｏ ｏｄｄ ｉ ｒ ｅｃｔｏ ｒ ｉ ｅ ｓ［ＥＢ／ ＯＬ］■（２ ０ １ ９ ０ ４

２ ４ ）［ ２ ０ １ ９ ０４ ２ ４ ］． ｈ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ａｍｓ． ｕｓｄａ ．

ｇ
ｏｖ／ｓ ｅｒｖｉ ｃｅｓ ／

ｌｏ ｃａ ｌ ｒｅ
ｇ

ｉｏｎａ ｌ ／ ｆｏｏｄ ｄ ｉ ｒ ｅｃｔｏｒ ｉ ｅｓ．

［ １ ３ ］ 美 国 农 业 部 ． ２ 〇 ｌ ７ｃ ｅ ｎ ｓ ｕｓｏ ｆａｇ ｒ ｉ 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ｅ［ ＥＢ／ ＯＬ ］ ．

（ ２ ０ １ ９ ０ ４ ０ １）［２ ０ １ ９ ０ ４ ２ １］．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ｎａｓ ｓ．

ｕｓ ｄ ａ．ｇ ｏｖ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ａ ｔ ｉｏ ｎｓ ／ ＡｇＣ ｅｎ ｓ ｕｓ ／ ２ ０ １ ７ ／Ｆ ｕ ｌ ｌ Ｒ ｅ ｐ
ｏｒ ｔ／

Ｖｏ ｌ ｕｍ ｅ
 １ ， Ｃｈ ａ

ｐ
ｔｅ ｒ

 １ ＵＳ／ｕ ｓｖ ｌ ．

ｐ
ｄ ｆ

［ １ ４ ］ 美 国 农 业 部 ． Ａ
ｇ

ｒ ｉ 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ａ ｌｃ ｏｏ
ｐ
ｅｒ ａ ｔ ｉｖ ｅｓ 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 ｃ ｓ２ ０ １ ７

［ ＥＢ／ ＯＬ ］ ． （ ２ ０ １ ８ １ ２ ３ １ ）［２ ０ １ ９ ０４ ２ １ ］． ｈｔ ｔｐ ｓ ：／ ／

ｗｗｗ． ｒｄ ． ｕ ｓ ｄａ ．

ｇ
ｏ ｖ／ ｆ ｉ ｌ ｅｓ ／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 ｓ／ ＳＲ ８ １ Ｃｏｏ

ｐ
ｅ ｒ ａ

ｔ ｉｖ ｅＳ 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 ｃ ｓ２ ０ １ ８ ．

ｐ
ｄ ｆ

［ １ ５ ］ＥＦＳａｎ ｄＴＭＷ．Ｔｒａｎ ｓ
ｐ
ｏ ｒｔｔｏ

ｐ
ｉ ｃ ｓｔｏ

ｐ １ ０ ０ｌ ｉ ｓ ｔｏ ｆｌ ａ ｒ
ｇ
ｅｓ ｔ

ｐ
ｒ ｉｖａ ｔ ｅｃ ａ ｒ ｒ ｉ ｅ ｒ ｓ［ ＥＢ ／ＯＬ ］

．（ ２ ０ １ ８ １ ２ ３ １ ）
 ［ ２ ０ １ ９ ０４ ２ １ ］

．

ｈ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ｔ ｔｎ ｅｗｓ ． ｃｏｍ／ ｓ ｉ ｔｅ ｓ ／ｄ ｅ ｆａ ｕ ｌ ｔ／ ｆ ｉ ｌ ｅ ｓ ／ｐ

ｄ ｆｓ ／

２ ０ １ ８ ｔ ｔ ｌ ００
ｐ

ｒ ｉｖ ａ ｔｅ ．

ｐ
ｄ ｆ．

［ １ ６ ］ 美 国交通部联邦 高速 局 ． Ｆｅ ｄ ｅｒ ａ ｌｈ
ｉ

ｇ
ｈｗａｙａ

ｄｍ ｉｎ ｉ ｓ ｔ ｒ ａ ｔ ｉｏ ｎ



破絲业ＷｏｒｌｄＡ
ｇ
ｒｉ ｃｕｌ

ｔ
ｕｒｅ ２０１ ９ ． １０ （总４ ８６）

［ ＥＢ／ＯＬ ］ ．（２ ０ １ ８
－

１ ２
－

３ １）［ ２ ０１ ９
－

０ ４
－

２ １］． ｈ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ｆｈｗａ ． ｄｏ ｔ ．

ｇ
ｏｖ

／
．

［ １ ７ ］ 吴传 淑 ． 中 外 农 产 品 冷 链 物 流 对 比 ［ Ｊ ］ 世界农 业 ，

２０ １ ５（ ７ ） ：７ ９
－

８ ０ ．

［ １ ８ ］ 美 国 农 业 部 ． 美 国 农业部农业 市 场 服 务 ［ ＥＢ／ＯＬ ］ ．

（ ２０ １ ９
－

０４
－

０ １ ）［ ２ ０１ ９
－

０４
－

２ １ ］．ｈ ｔｔ
ｐ
ｓ ：Ｊ＾ｗｗｗ．ａｍ ｓ．ｕｓ

－

ｄａ ．

ｇ
ｏ ｖ／，

［ １ ９ ］ＭｃＫ ｉ ｎｓ ｅ
ｙ

．Ｈｏｗｗ ｅｈ ｅ
ｌｐ

ｃ ｌ ｉｅｎ ｔｓ［ＥＢ ／ＯＬ ］ ．（ ２ ０ １ ９
－

０ ４
－

（上接 第 １ ７ 页 ）

［ ２ ］ 李建军 ， 崔树 义 ． 世 界 各 国 智库研 究 ［Ｍ］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０ ．

［ ３ ］ＤＩＣＫＳＯＮＰ ．Ｔｈ ｉｎｋＴａｎｋｓ［Ｍ ］．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Ａ ｔｈ ｅｎ
－

ｅｕｍ
， １ ９ ７ １ ．

［ ４ ］ＳＴＯＮＥＤ．Ｒｅ ｃ
ｙ
ｃ ｌ ｉｎ

ｇ
ｂ ｉｎ ｓ ，

ｇ
ａｒ ｂａ

ｇ
ｅｃａｎ ｓｏ ｒｔ ｈｉ ｎｋｔ ａｎｋｓ ？

Ｔｈ ｒｅ ｅｍ
ｙ

ｔｈｓｒｅｇａｒ ｄ
ｉ ｎｇｐ ｏｌ

ｉｃ
ｙａ ｎａ ｌ

ｙ
ｓ ｉｓｉ 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ｓ［ Ｊ ］ ．

Ｐｕ ｂ ｌ
ｉｃ ａｄｍ ｉｎ ｉｓ ｔｒ ａｔ ｉｏ ｎ

，２０ ０ ７
，８５（２ ） ：２ ５ ９

－

２ ７８ ．

［ ５ ］ 安德 鲁 ？ 里 奇 ． 智 库 、 公共政 策 和 专 家 治 策 的政 治

学 ［Ｍ］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６ ．

［ ６ ］ 向松 祚 ． 智库 改变世界 ［ Ｊ ］
． 环球财经 ，

２０ ０ ９（ ７ ）
．

［ ７ ］ 薛澜 ， 朱 旭峰 ．

“

中 国 思想 库
”

： 涵义 、 分类 与 研究 展

望 ［ Ｊ ］
． 科学学研 究 ，

２ ００ ６（ ３ ） ：３２ １
－

３２ ７ ．

［８ ］ＣＡＰＬＡＮ Ｎ． Ｔｈ ｅ ｔｗｏ
－

ｃｏｍｍｕ ｎｉ ｔｉｅ ｓ ｔｈ ｅｏ ｒ
ｙ

ａｎｄｋｎ ｏｗ ｌ ｅｄ ｇ
ｅ

ｕｔ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 ｎ［ Ｊ ］ ．Ａｍｅ ｒｉ ｃａｎＢ ｅｈａｖｉ

ｏ ｒ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ｓ ｔ ，１ ９ ７ ９ ，

２ ２（ ３ ） ：４ ５ ９
－

４７ ０ ．

［ ９ ］ＷＥ ＩＳＳＣＨ ，ＢＵＣＵＬＡＶＡＳＭ．Ｕｓ ｉｎ
ｇ

ｓｏ ｃ ｉａ
ｌｒ 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
ｕｂ ｌ ｉ ｃｐ

ｏ ｌ ｉ ｃ
ｙｍ ａｋ ｉｎ

ｇ ［
Ｍ

］ ．Ｌｅｘ ｉｎ
ｇ
ｔｏ ｎ ：Ｍａｓｓ ．Ｄ．Ｃ ．

Ｈ ｅａｔｈ ，１ ９ ７ ７ ．

［ １ ０ ］ＴＲＵＭＡＮＤＢ． Ｔｈｅ
ｇ

ｏ ｖｅ ｒｍｅｎ ｔａ ｌｐ ｒｏ ｃ ｅｓ ｓ ：ｐ ｏ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 ｉｎ
？

ｔ ｅｒ ｅ ｓｔ ｓａ ｎｄｐ ｕ ｂ ｌ ｉｃｏ ｐ ｉｎ ｉ
ｏｎ ［

Ｍ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Ａ ｌ ｆｒｅｄ

Ａ ．Ｋ ｎ ｏ
ｐ ｆ ，１ ９ ５ １ ．

［ １ １ ］Ｍ ＩＬＬＳＣＷ． Ｔｈｅｐ
ｏｗ ｅ ｒｅｌ ｉ ｔｅ［ Ｍ ］ ．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 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 ｅ ｓｓ ，

１ ９ ５ ９ ．

［ １ ２ ］ＪＯＨＮＫ． Ａ
ｇ
ｅｎｄａｓ ，

ａ
ｌ
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ｖｅｓａｎｄｐ ｕｂ ｌ ｉｃｐｏｌ

ｉｃ ｅｓ ［Ｍ］ ．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Ｈａｒ
ｐ
ｅｒ Ｃｏ ｌ ｌ ｉｎ ｓ

，１ ９ ９ ５ ．

［
１ ３ ］ＲＵＢＬＥＮ．Ｗｈｏ

’

ｓｈｏ ｔｗｈｏ
’

ｓｎ ｏｔ
－

ａｎａｓｓ ｅ ｓｓｍｅｎｔｏ ｆ

３ １ ）［ ２ ０１ ９
－

０ ４
－

２ １ ］．ｈ ｔｔ
ｐ
ｓ ：／／ｗｗｗ．ｍｃｋ ｉｎ ｓｅ

ｙ
．ｃｏｍ／ｉ ｎ

－

ｄ ｕ ｓｔ ｒｉｅ ｓ
／
ａ
ｇ
ｒ ｉｃｕ

ｌ ｔｕ ｒｅ
／ ｈ

ｏｗｗ ｅｈｅ ｌ ｐ
ｃ

ｌ
ｉｅｎ ｔｓ．

［ ２０ ］ 曲秉春 ． 产业链视域 下的农 户 增 收问题研 究 ［Ｄ］
． 长

春 ： 东北 师范 大学 ， ２ ０１ ０ ．

［ ２１ ］ 冯海发 ． 构建现代农业
“

三个体系
”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 ［ Ｊ ］
． 农业经济与管理 ， ２ ０ １ ７（ ５ ） ：９

－

１ ２ ．

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ｓ
＾

ｉｎ ｆ ｌｕｅｎｃｅ ｏ ｎＵＳｅ ｃｏｎ ｏｍ ｉｃ
ｐ

ｏｌ ｉｃ
ｙ
ｍａｋ ｉｎ

ｇ ［Ｊ ］
．

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ｃｏｎ ｏｍ
ｙ

，２０００ ．

［ １ ４ ］ 陈升 ， 孟漫 ． 智 库影 响 力 及其 影 响机理研 究——基于

３９ 个 中 国 智 库 样本 的实 证研 究 ［ Ｊ ］ ． 科 学 学 研 究 ，

２０ １ ５ ，３ ３（ ９ ） ：１ ３０ ５
－

１ ３ １ ２ ．

［ １ ５ ］ 上海社会科学 院 智库研 究 中 心项 目 组 ， 李 凌 ． 中 国 智

库影响 力 的 实 证研 究 与 政 策 建议 ［ Ｊ ］
． 社 会 科 学 ，

２０ １ ４（ ４ ） ：４
－

２ １ ．

［ １ ６ ］ 梁丽 ， 张学福 ． 美 国 农业 智库 组织 结构 、 运作 机制 及

启 示 ［ Ｊ ］
． 中 国农村经济 ， ２０ １ ６（ ６ ） ：８１

－

９ ２ ．

［
１ ７

］ 薛澜 ， 朱旭峰 ． 中 国 思想 库 的社会 职能
——以 政策 过

程为中 心的改革 之路 ［ Ｊ ］ ． 管理世界 ，
２ ００ ９ （ ４ ） ：５ ５

－

６ ５ ＋８２ ＋１ ８ ８ ．

［
１ ８

］ＯＳＴＲＯＭ． Ｉｎ ｓ ｔ ｉ ｔ ｕｔ ｉｏ ｎａ ｌ ｒａｔ ｉｏ ｎ ａ ｌ ｃｈｏ ｉｃ ｅ［
Ｍ

］ｆｆＳＡＢＡ
？

ＴＩＥＲＰＡ． Ｔｈｅｏ ｒｉｓｏ ｆ ｔｈ ｅｐ
ｏ

ｌ
ｉｃ
ｙｐ ｒｏｃ ｅ ｓ ｓ ．Ｃｏ ｌ

ｏ ｒａ ｄｏ
：

Ｗｅ ｓ ｔｖｉ ｅｗＰ ｒｅ ｓ ｓ ， １ ９ ９ ９ ．

［
１ ９ ］ 王健 ． 论中 国 智库发展的现状 、 问题及改革重点 ［Ｊ ］

．

新 疆 师 范 大 学 学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
２ ０１ ５ ，３ ６

（ ４ ） ：２ ９
－

３４ ．

［ ２０ ］ 王莉丽 ． 美国 智库 的
“

旋转 门
”

机制 ［ Ｊ ］
． 国 际 问题

研究 ，
２０ １ ０（２ ） ：１ ３

－

１ ８ ．

［ ２１ ］ 李安方 ， 王晓娟 ， 张 屹峰 ， 等 ． 中 国 智 库竞 争 力建设

方略 ［
Ｍ

］
． 上 海 ： 上 海 社 会科学 院 出 版 社 ，

２ ０ １ ０ ：

２２
，

６０ ．

（责任编辑 张 雪娇 杜 婧 ）

（责任编辑 肖 时花 张雪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