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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
履行水平比较的实证研究

?　肖建玲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要：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缺失会不同程度地造成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受损、

劳资纠纷、自然环 境 污 染 等 社 会 问 题。本 文 借 助 模 糊 综 合 评 价 方 法，通 过 调 研 取 得

１２６家中美两国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状态数据，对中美两国的农产

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分析后发现：中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

责任履行水平的总模糊值与美国有一定差距；影响中美两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

行水平的变量不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美国的总模糊值差距小，有部分变量的模

糊值高于美国；民营企业与美国比较，则变量模糊值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

关键词：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模糊综合评价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５６／ｊ．ｃｎ１１－１０９７／ｓ．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０

１　引言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民生安康。

众所周知，“三鹿奶粉事件”把企业社会责任 （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ＳＲ）问 题 推 到 了 风

口浪尖上，但 “三鹿奶 粉 事 件”实 质 上 是 一 个 供 应

链社会责任 问 题［１］。中 国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中 普 遍 存 在

涉农企业社会责任严 重 缺 失 的 问 题，因 单 个 涉 农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问 题 使 得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运 营 面 临 巨 大

挑战。

供应链社会责任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ＳＲ）源于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由美国学

者Ｓｅｔｈｉ（１９７５）提出［２］。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供应链社 会 责 任 驱 动 因 素、实 施 行 为 对 绩 效 影 响、

运行机制及 供 应 链 治 理 等 方 面。如Ｐｏｉｓｔ（１９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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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早地关注供应链 社 会 责 任 问 题，率 先 提 出 了 供

应链物 流 社 会 责 任 概 念，将 员 工、环 境、慈 善、健

康与 安 全 等 社 会 议 题 引 入 到 供 应 链 上。Ｃａｒｔｅｒ和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２００４）［４］等把供应链社会责任分为６个 方

面，包括 伦 理 道 德、人 权 问 题、慈 善 事 业、环 境、

多样性、安全问 题 等，认 为 这６个 要 素 在 供 应 链 决

策中非常重要。Ｍａｌｏｎｉ和Ｂｒｏｕｎ （２００６）［５］提出食品

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 的 分 析 框 架，主 要 包 括 健 康 和

安全、生物技 术、采 购、动 物 福 利、环 境、劳 工 和

人权、公平 贸 易、社 区 等 方 面。国 内 学 者 对 农 产 品

供应链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

运行机制等方面 的 探 讨。李 小 青 等 （２０１１）通 过 界

定农产品供应链社会 责 任 协 同 管 理 的 内 涵，提 出 了

建立一套基于质量安全的农产 品 供 应 链 长 效 控 制 机

制［１］。李保京和杨泽坤 （２０１３）［６］基于供应链核心企

业的视角，提出了食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包 括 经 济 责

任、法律责任、伦 理 责 任 和 慈 善 责 任４个 层 面 的 供

应链社会责任。姜启军和胡珂 （２０１６）［７］认为海洋水

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 主 要 体 现 在 食 品 安 全、环 境 保

护、就业法规、员工健康和安全、动物福利等方面。

现有文献围绕 中 美 之 间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可 能 的 原 因 在 于 农 产 品 供 应

链社会责任的研究相 对 较 少，且 中 美 之 间 要 获 得 实

证数据也 比 较 困 难。本 文 借 助 中 美 项 目 合 作 机 会，

拟在以下３个 方 面 进 行 细 化 深 入 研 究：第 一，通 过

项目合作，建立中美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实

施水平的 测 度 指 标 体 系；第 二，借 助 模 糊 算 法，把

难以测度的指标体系转换成可比较的数据分析框架；

第三，运 用 模 糊 评 价 方 法 对 指 标 运 行 结 果 做 深 度

诠释。

２　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研究的构

成变量和研究设计

２．１　食品安全社会责任

大多数学者对农 产 品 （食 品）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的研 究 表 明，食 品 安 全 社 会 责 任 是 其 首 要 责 任。

Ｂｒｏｗｎ和Ｄａｃｉｎ （１９９７）［８］从消费者视 角 对 食 品 企 业

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进 行 排 序 研 究，食 品 安 全 社 会 责

任最重 要，它 是 影 响 企 业 盈 利 能 力 最 强 的 ＣＳＲ因

素［３］。宋爱苏和谷安柏 （２０１１）［９］认为，食品供应链

各节点企业除了要承担一般普 通 企 业 供 应 链 所 承 担

的供应链社会责任外，食 品 供 应 链 更 要 强 调 食 品 安

全，各节点 企 业 所 做 的 一 切 工 作 必 须 以 此 为 中 心，

将确保消费者健康作为食品供 应 链 运 行 的 出 发 点 和

落脚点。

为有效描述 食 品 安 全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本 文

参考宋爱苏和谷 安 柏 （２０１１）［９］、张 俊 （２０１５）［１０］相

关研究成果，设 计 如 下４个 指 标：①依 据 食 品 安 全

标准要求 建 立ＩＳＯ９００１质 量 认 证 体 系 （ｘ１）；②依

据食品安 全 标 准 建 立 ＨＡＣＣＰ （危 害 分 析 和 关 键 控

制点）品质保证体系 （ｘ２）；③有标准化的食品安全

评估体系来选择和跟 踪 审 核 供 应 商，强 化 对 农 产 品

质量安全采购，严格供货标准 （ｘ３）；④生产经营的

农产品均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 全 信 息 可 追 溯 和 溯 源

（ｘ４）。

２．２　消费者社会责任

支撑企业社会 责 任 的 一 个 重 要 依 据 是 利 益 相 关

者理论。对农产 品 供 应 链 来 说，消 费 者 是 农 产 品 供

应链社会责任中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自ＣＳＲ提出

以来，学者们就消费者与ＣＳＲ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

究。Ｃａｒｒｉｇａｎ 和 Ａｔｔａｌｌａ （２００１）［１１］、Ｍａｉｇｎａｎ 和

Ｆｅｒｒｅｌｌ（２００１）［１２］、Ｖｅｒｓｃｈｏｏｒ （２００６）［１３］等 学 者 的

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关 注 度 较

高，而且影响购买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国内学 者 张 斌 （２０１０）［１４］认 为，食 品 企 业 供 应 链 社

会责任在消费者来看 主 要 表 现 在 提 供 安 全 产 品、提

供正确的产品信息及对产品进 行 定 期 检 验 等３项 主

要责任。

为有效描述 消 费 者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本 文 参

考 Ｖｅｒｓｃｈｏｏｒ （２００６）［１３］、张 斌 （２０１０）［１４］、Ｍｏｈｒ
（２００１）等［１５］相 关 研 究 成 果，设 计 如 下４个 指 标：

①提供营养均衡、多样化的产品 （ｘ５）；③为消费者

提供的食用农产品产量足，合理定价 （ｘ６）；③诚实

地给予消费者充分的产品服务相关信息 （ｘ７）；④建

有完 善 的 客 户 服 务 体 系 和 有 效 的 抱 怨 反 馈 体 系

（ｘ８）。

２．３　法律社会责任

所有的企业 都 必 须 遵 守 国 家 的 法 律 规 范，农 产

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 也 不 例 外。在 各 类 有 关 企 业 社

会责任的观点中，学者 们 都 赞 同 法 律 社 会 责 任 是 企

业最 必 须 履 行 的 社 会 责 任。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０７）［１６］研

究认为，对于农产 品 （食 品）供 应 链 企 业 来 说，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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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律法规和法定食品安全标 准 是 强 制 性 企 业 社 会

责任。

为有效描述 法 律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本 文 参 考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０７）［１６］、黄 芳 （２０１２）［１７］相 关 研 究 成

果，设计如下３个 指 标：①在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中 严 格

遵守各级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 （ｘ９）；②在生产经营

活动 中 自 觉 接 受 各 级 政 府 监 管 部 门 的 监 督 （ｘ１０）；

③努力改善与政府的 关 系，积 极 参 与 政 府 改 革 举 措

（ｘ１１）。

２．４　公平贸易社会责任

农产品供应链 上 的 各 伙 伴 企 业 之 间 的 交 易 合 作

关系影响供应 链 绩 效。Ｂａｎｔｅｒｌｅ（２００６）［１８］、汪 普 庆

和周德 翼 （２００９）［１９］认 为，农 产 品 供 应 链 各 伙 伴 企

业之间的关系会影响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履 行，供 应 链

共生共赢的程度影响了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水平，

伙伴之间 越 是 公 平、公 正 交 易、诚 实 经 营，越 是 共

守供应链合作契约，供 应 链 核 心 企 业 的 质 量 安 全 管

控才能更好地实现，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上 的 食 品 安 全 水

平越好。

为描述公平 贸 易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本 文 参 考

汪普 庆 等 （２００９）［１９］、许 福 才 和 蒙 少 东 （２００８）［２０］

相关研究成果，设 计 了 如 下４个 指 标：①同 供 应 链

伙伴企业建立了良好 的 供 应 关 系，并 总 是 能 同 他 们

保持长期 的 经 销 合 作 关 系 （ｘ１２）；②始 终 坚 持 企 业

最基本伦理道德底线，不 以 食 品 安 全 的 名 义 诋 毁 合

作伙伴或 竞 争 对 手 （ｘ１３）；③始 终 坚 持 企 业 最 基 本

的伦理道德 底 线，与 同 行 业 企 业 公 平 竞 争，不 采 用

非法或不 正 当 方 式 谋 求 竞 争 优 势 （ｘ１４）；④始 终 坚

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供应链合作伙伴 （农户），不

欺 诈、不 欺 负 弱 小 的 供 应 链 合 作 伙 伴 （农 户）
（ｘ１５）。

２．５　员工社会责任

学者们基本认 同 企 业 要 重 视 员 工 社 会 责 任 这 一

观点，但在对员工社会 责 任 的 测 量 和 分 类 方 面 存 在

不同的观点。如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和Ｓｉｍｍｏｎｓ（２００４）［２１］

将企业承担 员 工 社 会 责 任 分 为 硬 责 任、软 责 任、道

德责 任。Ｃｅｌｍａ等 （２０１４）［２２］认 为，员 工 社 会 责 任

主要从包 括 员 工 诉 讼 程 序、安 全、隐 私、言 论 自 由

等权利方面的最大限度考虑。

为 描 述 员 工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本 文 参 考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和 Ｓｉｍｍｏｎｓ （２００４）［２１］、Ｃｅｌｍａ 等

（２０１４）［２２］相关研究成果，设计了如下４个指标：①
企业有专人负责员工 的 健 康 管 理，合 理 安 排 员 工 健

康体检 （ｘ１６）；②企 业 为 员 工 提 供 合 理 的 薪 酬，并

及时支付，不 拖 欠 员 工 工 资 （ｘ１７）；③企 业 注 重 对

员工及其 家 庭 的 关 心 （ｘ１８）；④企 业 尽 最 大 努 力 减

少农业周期性生产而导致对员 工 工 作 不 稳 定 的 影 响

（ｘ１９）。

２．６　生物技术社会责任

先 进 的 生 物 科 学 技 术 给 人 们 带 来 福 利 的 同 时，

也带来负 面 效 应，如 孙 亚 梅 等 （２０１５）［２３］认 为，作

为社会公众最关心的转基因技 术 已 被 证 实 存 在 破 坏

生物多样性和威胁人们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当前，生物技术在农产 品 （食 品）供 应 链 中 已 是 一

个突出 的 问 题。中 国２０１５年 出 台 的 新 《食 品 安 全

法》也对转基因食品标记责任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为描述生物 技 术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本 文 参 考

孙亚梅等 （２０１５）［２３］、林纾 （２０１１）［２４］相关成果设计

了如下２个指标：①企 业 所 使 用 的 农 业 生 物 技 术 都

是在国家 行 政 许 可 范 围 之 内 （ｘ２０）；②企 业 对 生 产

经营的转基因农产品都做了标记 （ｘ２１）。

２．７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学者们对环境 保 护 社 会 责 任 的 相 关 研 究 主 要 集

中在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对环境社 会 责 任 问 题 观 点 较 为 一 致，如Ｂｌａｃｃｏｎｉｅｒｅ
和Ｐａｔｔｅｎ （１９９４）［２５］研 究 表 明，企 业 在 履 行 环 境 保

护、治理污染等 方 面 的 社 会 评 价 较 低 的 话，会 系 统

性地负面影响公司股 价。中 国 政 府 也 加 强 了 相 关 立

法，把环境社会责任和 建 立 循 环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具 体

化和法律 化。学 者 岳 颂 （２００７）［２６］认 为，中 国 农 产

品供应链应切实承担起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责任，

走生态型环保型农业发展之道路已是刻不容缓。

为有效评价 环 境 保 护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本 文

参考岳 颂 （２００７）［２６］、苏 婷 （２０１２）［２７］相 关 研 究 成

果，设计了如下４个 指 标：①企 业 积 极 响 应 政 府 的

要求，在 生 产 经 营 过 程 中 主 动 保 护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ｘ２２）；②企 业 积 极 改 善 已 经 受 到 破 坏 的 自 然 环 境

（ｘ２３）；③在供应链运行中，企业强化对供应商实施

环境保护 审 计 （ｘ２４）；④企 业 积 极 宣 传 环 境 保 护 知

识 （ｘ２５）。

２．８　社区与慈善社会责任

将社区与慈善 作 为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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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通过供应链上 的 各 节 点 企 业 来 履 行，具 体 表

现为社区 社 会 公 众 的 生 活、生 产 提 供 福 利 和 便 利，

开展食品安全方面的 宣 传 或 慈 善 捐 赠 活 动 等。社 区

与慈善社会责任虽然不是农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的

主要要素，农产 品 供 应 链 仍 需 认 知 其 潜 在 影 响，并

且尽可能去支持社区 的 各 项 公 益 活 动，树 立 良 好 的

社会形象。

为描述社区 与 慈 善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本 文 参

考许福才 和 蒙 少 东 （２００８）［２０］的 观 点 设 计 了 如 下３
个指 标：①企 业 鼓 励 员 工 参 与 志 愿 者 活 动 （ｘ２６）；

②企业积 极 参 与 各 类 慈 善 救 灾 活 动 （ｘ２７）；③企 业

会不定期地在不打扰 社 区 公 众 生 活 的 前 提 下，为 社

区 公 众 捐 赠 公 司 产 品，宣 传 食 品 安 全 食 用 知 识

（ｘ２８）。

３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鉴于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难以测度，

本文借助模糊数学方法来比较 中 美 两 国 农 产 品 供 应

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３．１　农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实 施 行 为 的 模 糊 函 数

设定

将农产品供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 描 述 为 模 糊

集Ｘ，设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构成变量

为ｘ的子集Ｗ ，则调查的ｎ家农产品 （食品）企业

的农产品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 表 示 为Ｗ ｎ（）＝
｛ｘ，ｕｗ（ｘ）｝，其中，ｘ ∈Ｘ ，ｕｗ（ｘ）是ｘ 对Ｗ 的

隶属度，μｗ ｘ（）∈ ［０，１］。一般情况下，农产品供

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 平 最 好 时，设 置 隶 属 度 的 值 等

于１；履行水平最差时，隶属度的值等于０；隶属度

为０．５时，农产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 最 为 模

糊，不好也 不 差。隶 属 度 的 值 越 大，表 示 农 产 品 供

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最佳。

３．２　隶属函数的设定

运用模糊数学 来 处 理 模 糊 现 象 的 首 要 任 务 是 确

定合适的隶属函数ｕｗ（ｘ）。本文对中美两国农产品

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履 行 水 平 进 行 分 析 比 较，这 种 行

为状况很难得到定量 化 的 数 据 指 标，只 能 采 用 语 言

定性描述方式来观测 评 价，指 标 评 价 类 型 符 合 虚 拟

定性变量特 征，由 此，本 文 采 用 虚 拟 定 性 变 量 及 其

隶属函数，其隶属函数值也只有０和１两种结果。

虚拟定性变量 所 要 测 量 的 指 标 是 不 能 直 接 采 用

定量数据进行测量，运 用 时 首 先 要 对 研 究 对 象 通 过

语言进行不同程度的 主 观 量 化 定 性 描 述，例 如 用 极

不赞同、不 赞 同、不 赞 同 也 不 支 持、赞 同、非 常 赞

同等来进行主观化等 级 评 判，接 着 对 这５种 状 态 等

距离依次赋值。假设某研究有ｍ 种状态，对这ｍ 种

状态依次赋值为：ｘｉｊ＝｛ｘ（１）
ｉｊ ，…，ｘ（ｍ）

ｉｊ ｝，在这些值

中其分布是等距离的，对 本 文 所 要 研 究 的 农 产 品 供

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 平 来 说，取 值 越 大 表 示 其 某 种

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好。通常设：ｘ（１）
ｉｊ ＜…＜ｘ（ｌ）

ｉｊ ＜
… ＜ｘ（ｍ）

ｉｊ ，且ｘ（ｌ）
ｉｊ ＝ｌ（ｌ＝１，…，ｍ ）。Ｃｅｒｉｏｌｉ和

Ｚａｎｉ（１９９０）把这类虚拟定性变量的隶属函数设为：

ｕｗ（ｘ）＝

０　 　　
ｘｉｊ－ｘｍｉｎ

ｉｊ

ｘｍａｘ
ｉｊ －ｘｍｉｎ

ｉｊ

１　　 　

烅

烄

烆

ｘｉｊ ≤ｘｍｉｎ
ｉｊ

　　ｘｍｉｎ
ｉｊ ＜ｘｉｊ ＜ｘｍａｘ

ｉｊ

ｘｉｊ ≥ｘｍａｘ
ｉｊ

（１）

式 中，ｘｍａｘ
ｉｊ 代表状态指标ｘｉｊ 的最大取值，ｘｍｉｎ

ｉｊ 代

表状态指标ｘｉｊ 的最小取值。如果某一测量履行水平

状态指标的值小于或等于ｘｍｉｎ
ｉｊ 时，表示该指标所代

表的履行水平是最 不 好 的；如 果 大 于ｘｍｉｎ
ｉｊ ，表 示 该

指标所代表的履行水平是最佳的。ｕｗ（Ｘ）的值越大，

表示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好。

３．３　权重获取与指标的加总

运用隶属函数时需要权重计算，本文借鉴 Ｍａｒ－
ｔｉｎｅｔｔｉ（２０００）提出的数学公式获得本文所研究的初

级观测变量指标的权重加总：

　　　ｈａ＝（ａ１，ａ２，…，ａｋ）

＝
（ａβ１＋ａβ２＋…＋ａβｎ）

ｋ［ ］
１
β （２）

当各个初级观 测 变 量 指 标 在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任履行水平评价中 的 作 用 有 差 异 时，根 据 研 究 需

要可以对初级观测变量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Ｃｈｅｌｉａ
和Ｌｅｍｍｉ（１９９５）对权重结构进行了如下定义：

ωｉｊ＝ｌｎ
１

μ（ｘｉｊ）［ ］ （３）

式中，μ（ｘｉｊ）＝
１
ｎ∑

ｎ

ｐ＝１
μ（ｘｉｊ）

（ｐ），反映ｎ家农产

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第ｉ个功能因素中的第ｊ个指标

的平均值。在获得初级 观 测 变 量 指 标 隶 属 度 和 赋 予

权重条件下就可以进 行 指 标 的 加 总 计 算。Ｃｅｒｉｏｌｉ和

Ｚａｎｉ（１９９０）提供了如下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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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ｘｉ）＝∑
ｋ

ｊ＝１
μ（ｘｉｊ）×ωｉｊ／∑

ｋ

ｊ＝１
ωｉｊ （４）

式中，ｋ表示了在第ｉ个功能因素中包含ｋ个初

级指标。公式 （４）的主要作用是当其他农产品供应

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不 变 的 条 件 下，提 高 某 一 测 量

变量指标的隶属度时，可 以 保 证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任履行水平整体状况是增加的。

４　中国与美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

平的比较分析

４．１　数据来源

本 研 究 是 与 美 国 得 克 萨 斯 州 立 大 学 合 作 调 查，

调查范围包括中国和 美 国 的 涉 农 企 业，美 国 涉 农 企

业由美国得克萨斯州 立 大 学 相 关 人 员 负 责 调 查。在

国内，笔者主 要 选 择 浙 江、江 苏、安 徽３省 的 涉 农

企业，企业类型 主 要 包 括 农 业 龙 头 企 业、农 业 专 业

合作社、超市企 业３种。受 访 对 象 选 定 为 与 企 业 社

会责任履行有关的企 业 中 高 级 管 理 人 员，从 受 访 者

的职位 （务）上看，符 合 本 文 研 究 的 需 要。问 卷 设

计采用Ｌｉｋｅｒｔ的态度量表，正式调研的问卷主要有

纸质版、电子版 和 网 络 版３种 形 式，问 卷 发 放 与 回

收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单位：份，％

问卷发放与回收方式 发放数量 回收数量 回收率 有效数量 有效率

笔者自己走访 ３５　 ３５　 １００　 ３５　 １００

电子邮件调查 ７５　 ６２　 ８２．６　 ５７　 ７６．０

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调查 ４０　 ３６　 ９０．０　 ３４　 ８５．０

合　计 １５０　 １３７　 ８４．０　 １２６　 ８４．０

　　表２显示了本研究９２家有效样本中国涉农企业

的基本信息 及 特 征，从 企 业 性 质 特 征 看，民 营 企 业

占比７１．７％，国有企业占比１７．４％，外资企业占比

１０．９％，民营企 业 占 比 最 高，这 也 符 合 中 国 实 际 情

况；从企 业 经 营 年 限 来 看，５～１５年 的 企 业 占 比

６３．０％；从员工数 量 来 看，５００～１　０００人 的 企 业 占

比５３．２％；有７６．２％的企业获得地市级以上的质量

奖。表３显示了本文３４家有效样本美国涉农企业的

基本信息及 特 征，从 企 业 性 质 特 征 看，家 庭 农 场 占

比７９．４％，公 司 农 场 占 比８．８％，合 伙 农 场 占 比

１１．８％，家庭农 场 占 比 最 高，这 也 符 合 美 国 涉 农 企

业经营主体 情 况；从 经 营 年 限 和 员 工 数 量 来 看，１５
年以上的占比８２．３％，员工数量在５０人以下的占比

６１．８％，这与美国大部分涉农企业是家庭农场有关。

综合表２和表３所显示的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特征，

基本符合本文研究需 要，样 本 研 究 得 出 的 相 关 结 论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２　样本企业中中国涉农企业的基本特征

特征 （数量） ％ 特征 （数量） ％ 特征 （数量） ％ 特征 （数量） ％

民营企业 （６６） ７１．７　 ５年以下 （２０） ２１．７　 ５００人以下 （２１） １６．７ 地市质量奖 （３４） ３６．９

国有企业 （１６） １７．４　 ５～１５年 （５８） ６３．０　 ５００～１　０００人 （６７） ５３．２ 省质量奖 （２３） ２５．０

外资企业 （１０） １０．９　 １５年以上 （１４） １５．３　 １　０００人以上 （３８） ３０．１ 全国质量奖 （１３） １４．１

表３　样本企业中美国涉农企业的基本特征

特征 （数量） ％ 特征 （数量） ％ 特征 （数量） ％ 特征 （数量） ％

家庭农场 （２７） ７９．４　 ５年以下 （２） ５．９　 ５０人以下 （２１） ６１．８ 县 （ｃｏｕｎｔｙ）质量奖 （１９） ５５．８

公司农场 （３） ８．８　 ５～１５年 （４） １１．８　 ５０～２００人 （６） １７．６ 州 （ｓｔａｔｅｓ）质量奖 （１２） ３５．３

合伙农场 （４） １１．８　 １５年以上 （２８） ８２．３　 ２００人以上 （７） ２０．６ 国 （ｃｏｕｎｔｒｙ）质量奖 （３）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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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中国与美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模

糊综合评价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模糊 综 合 评 价 方 法 对 数 据 进 行 分 析 处

理，根据调研数据模糊 测 算 出 中 国 和 美 国 农 产 品 供

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模糊值 （表４）。相对于在中

国国内做调研数据，美国获取样本数据的难度较大，

而且样本数据量不多，分 析 结 果 可 能 只 在 一 定 程 度

上反映中国和美国农产品供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

差异。本文只对调查研 究 所 获 取 的 数 据 进 行 模 糊 算

法参 考 比 较，不 能 更 深 入 的 数 据 分 析。分 析 结 论

如下：

表４　中国与美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构成变量 中国 美国 构成变量 中国 美国 构成变量 中国 美国

食品安全 ０．６３４　 ０．８４４　 ｘ１１ ０．７６３　 ０．７３８　 ｘ２１ ０．７０７　 ０．８９９

ｘ１ ０．６２７　 ０．８１３ 公平贸易 ０．６７３　 ０．７８６ 环境保护 ０．７４７　 ０．８４２

ｘ２ ０．５０３　 ０．８２０　 ｘ１２ ０．６０８　 ０．７１３　 ｘ２２ ０．７６７　 ０．８９８

ｘ３ ０．８２２　 ０．９０７　 ｘ１３ ０．７３４　 ０．８６２　 ｘ２３ ０．７６３　 ０．７６７

ｘ４ ０．５８５　 ０．８３４　 ｘ１４ ０．６５５　 ０．７６９　 ｘ２４ ０．５９１　 ０．８７２

消费者 ０．８１８　 ０．８１６　 ｘ１５ ０．６９３　 ０．８０１　 ｘ２５ ０．８６７　 ０．８３２

ｘ５ ０．９１６　 ０．８９０ 员工 ０．８１０　 ０．７７８ 社区与慈善 ０．７３３　 ０．７２１

ｘ６ ０．８７７　 ０．８２１　 ｘ１６ ０．８１２　 ０．８２５　 ｘ２６ ０．７３９　 ０．７０７

ｘ７ ０．８０７　 ０．８３１　 ｘ１７ ０．７１０　 ０．８１７　 ｘ２７ ０．７２３　 ０．７１５

ｘ８ ０．６７２　 ０．７２１　 ｘ１８ ０．８４５　 ０．７３３　 ｘ２８ ０．７３７　 ０．７４２

法律 ０．７６０　 ０．８２９　 ｘ１９ ０．８７３　 ０．７３５

ｘ９ ０．７８４　 ０．９２４ 生物技术 ０．７３７　 ０．９１６ 总模糊值 ０．７３９　 ０．８１７

ｘ１０ ０．７３２　 ０．８２５　 ｘ２０ ０．７６７　 ０．９３２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计算而得。

４．２．１　美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总体好

于中国

由表４可知，中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

水平总模糊指数为０．７３９，而美国为０．８１７，美国农

产品供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 总 体 上 要 高 于 中 国。

从测量 变 量 的 模 糊 值 来 看，美 国 食 品 安 全、法 律、

公平贸易、生物 技 术、环 境 保 护 社 会 责 任 这５个 变

量的模糊 值 大 于 中 国，员 工、消 费 者、社 区 与 慈 善

社会责任这３个变量的模糊值中国与美国基本接近，

但从影响因素来看，中国和美国有差异。
（１）食品安全社 会 责 任。在 食 品 安 全 社 会 责 任

变量中，中 国 的 模 糊 值 是０．６３４，美 国 模 糊 值 是

０．８４４。总体上看，美国农产品供应链食品安全社会

责任履行水平要好于 中 国；美 国 的４个 描 述 变 量 的

模糊 值 均 大 于 中 国，按 照 模 糊 值 排 序 分 别 是ｘ３、

ｘ４、ｘ２、ｘ１，表明美国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在食品安

全的质量 认 证 体 系、评 估 体 系、风 险 控 制 体 系、食

品质量检测体系、食品 信 息 可 追 溯 体 系 的 建 设 与 履

行水平要好 于 中 国。在 食 品 安 全 社 会 责 任 上，数 据

分析的结果与中美两国在食品 安 全 的 管 控 实 践 是 相

吻合的，中国的企业在 食 品 安 全 社 会 责 任 的 体 现 上

与美国企业比较还存 在 较 大 的 距 离，这 是 中 国 涉 农

企业在企业经营宗旨层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２）消费者社会 责 任。在 消 费 者 社 会 责 任 变 量

中，美 国 的 模 糊 值 是 ０．８１６，中 国 的 模 糊 值 是

０．８１８，相差很 小。美 国 的ｘ７、ｘ８的 模 糊 值 要 高 于

中国，表明美国农产品 供 应 链 企 业 在 农 产 品 信 息 提

供、服务及抱怨反馈等 方 面 的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状 况 要

好于中国。而中国的ｘ５、ｘ６这２个变量的模糊值要

高于美国，说明中国的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企 业 在 农 产 品

价格和引导消费者培养科学的 食 用 习 惯 等 方 面 的 社

会责任履行水平较高。
（３）法 律 社 会 责 任。在 法 律 社 会 责 任 变 量 中，

美国的模 糊 值 是０．８２９，中 国 的 模 糊 值 是０．７６０，

美国要 高 出 中 国０．０６９。变 量ｘ９、ｘ１０的 模 糊 值 美

国要好于 中 国，ｘ１１的 模 糊 值 中 国 要 好 于 美 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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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美国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在履行和执行政府 颁 布 的

各项法律法规方面要好于中国的涉农企业。中 国 涉

农企业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中国的企业更 愿 意 去

履行。
（４）公平贸易社 会 责 任。在 公 平 贸 易 社 会 责 任

变量中，中 国 的 模 糊 值 是０．６７３，美 国 的 模 糊 值 是

０．７８６，美国 要 高 出 中 国０．１１３，存 在 较 大 的 差 距。

美国与 中 国 的 变 量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４、ｘ１５的 差 分 别 为

－０．１０５、－０．１２８、－０．１１４、－０．１０８，且 差 距 均

在０．１０以上。说明中国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在处理供

应链关系、恪守 商 业 道 德、市 场 竞 争 法 则 与 方 式 等

方面都存在差距。
（５）员 工 社 会 责 任。在 员 工 社 会 责 任 变 量 中，

中国的模糊值是０．８１０，美国的模糊值是０．７７８，两

国模糊值 差 为０．０３２，中 国 略 大 于 美 国，但 变 量 并

不是同步 变 化，ｘ１６、ｘ１７两 个 变 量 的 模 糊 值 中 国 要

小于美国，说明美国企 业 更 加 注 重 员 工 在 薪 酬 及 身

体健康方 面 的 责 任；ｘ１８、ｘ１９变 量 的 模 糊 值 中 国 要

高于美国，说明中国企 业 比 较 注 重 家 庭 社 会 责 任 的

关怀。
（６）生物技术社 会 责 任。在 生 物 技 术 社 会 责 任

变量中，中 国 的 模 糊 值 是０．７３７，美 国 的 模 糊 值 是

０．９１６，模糊值差为０．１７９，差距较大。表 明，美 国

在控制转基因生物技术方面要比中国严格得多。
（７）环境保护社 会 责 任。在 环 境 保 护 社 会 责 任

变量中，中 国 的 模 糊 值 是０．７４７，美 国 的 模 糊 值 是

０．８４２，中美模糊值的差为０．０９５，差距明显。中美

的变量ｘ２２、ｘ２４的差分别为－０．１３１和－０．２８１。相

比中国，说明美国涉农企业更加主动保护自然环境。

中国涉农企业在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方面 （ｘ２５）比较

积极。
（８）社区与慈善 社 会 责 任。在 社 区 与 慈 善 社 会

责任变量 中，中 国 的 模 糊 值 是０．７３３，美 国 的 模 糊

值是０．７２１，两 国 基 本 接 近，而 且３个 变 量 （ｘ２６、

ｘ２７、ｘ２８）的差异 也 比 较 小，说 明 中 美 两 国 农 产 品

供应链企业社区与慈善社会责 任 的 履 行 水 平 状 况 比

较接近。

４．２．２　中国和美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构成因素的影响分析

由表４可 以 看 出，就 中 国 而 言，对 农 产 品 供 应

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起较大作用有消费者 （０．８１８）、

法律 （０．７６０）、员 工 （０．８１０）、环 境 保 护 （０．７４７）

社会责任变量都达到了总模糊值０．７３９以上，而食

品安 全 （０．６３４）、公 平 贸 易 （０．６７３）、生 物 技 术

（０．７３７）、社 区 与 慈 善 （０．７３３）社 会 责 任 变 量 的 模

糊值较低，都 在 平 均 值 以 下。也 就 是 说，中 国 农 产

品供应链 各 节 点 企 业 在 履 行 食 品 安 全、公 平 贸 易、

生物技术、社区与慈善 等 社 会 责 任 方 面 还 需 提 高 履

行水平。

对 美 国 而 言， 公 平 贸 易 （０．７８６）、 员 工

（０．７７８）、社 区 与 慈 善 （０．７２１）等 社 会 责 任 变 量 模

糊值低于总模糊 值 （０．８１７），其 余 变 量 的 模 糊 值 均

接近或高于 总 模 糊 值。表 明，美 国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在

公平贸易、员工及社区 与 慈 善 等 社 会 责 任 方 面 还 需

提升。

４．２．３　按照企业性质分中国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履行

水平之比较

由表５可以看出，考虑中国农产品供应链企业

性质，比较总模 糊 值 发 现，其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平排序为：国 有 企 业＞外 资 企 业＞民 营 企 业。从

各变量模糊 值 来 看，公 平 贸 易、生 物 技 术 社 会 责 任

２个变量 的 模 糊 值 遵 守 总 模 糊 值 的 变 化 规 律。食 品

安全、消费者社会责任２个 变 量 模 糊 值 遵 守 外 资 企

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模糊值的变化规律。员工、

环境保护、社区与慈善 社 会 责 任３个 变 量 模 糊 值 遵

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 企 业 模 糊 值 的 变 化 规

律。出现这种情 况 的 原 因，可 能 是 国 有 企 业 因 政 府

投资、企业 实 力 雄 厚、规 模 大，有 充 足 的 动 力 履 行

供应链社会 责 任，其 履 行 水 平 较 高，而 民 营 和 外 资

企业受多种因素影响，履 行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的 动 力

不足，其履行水平不高。

５　结论和建议

５．１　结论

（１）中国农产品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 总 体

模糊值 与 美 国 有 一 定 差 距。从 食 品 安 全、消 费 者、

法律、公平贸 易、员 工、生 物 技 术、环 境 保 护、社

区与慈善社 会 责 任 变 量 来 看，中 国 的 食 品 安 全、法

律、公平贸易、生 物 技 术、环 境 保 护 社 会 责 任５个

变量的模糊值均小于 美 国；消 费 者 社 会 责 任 变 量 的

模糊值相 当，差 距 很 小；员 工、社 区 与 慈 善 社 会 责

任２个变量的模糊值略高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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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中国 （涉农企业按照性质分）与美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构成变量
中国

国有 民营 外资
美国 构成变量

中国

国有 民营 外资
美国

食品安全 ０．７２２　 ０．７０１　 ０．８２２　 ０．８４４ 员工 ０．８１５　 ０．７８５　 ０．７４２　 ０．７７８

　ｘ１ ０．７３４　 ０．７７６　 ０．８５１　 ０．８１３ 　ｘ１６ ０．８５２　 ０．７４３　 ０．７２２　 ０．８２５

　ｘ２ ０．６５２　 ０．６２０　 ０．７９２　 ０．８２０ 　ｘ１７ ０．７２１　 ０．６８５　 ０．７２４　 ０．８１７

　ｘ３ ０．８６７　 ０．７５６　 ０．８６２　 ０．９０７ 　ｘ１８ ０．８０２　 ０．８５６　 ０．７０９　 ０．７３３

　ｘ４ ０．６３４　 ０．６６７　 ０．７８４　 ０．８３４ 　ｘ１９ ０．８８４　 ０．８５７　 ０．８１２　 ０．７３５

消费者 ０．８３９　 ０．７６４　 ０．８７８　 ０．８１６ 生物技术 ０．７５７　 ０．７１４　 ０．７４５　 ０．９１６

　ｘ５ ０．９４２　 ０．８３５　 ０．９１２　 ０．８９０ 　ｘ２０ ０．７８０　 ０．７４３　 ０．７２１　 ０．９３２

　ｘ６ ０．８５４　 ０．７８４　 ０．８５５　 ０．８２１ 　ｘ２１ ０．７３４　 ０．６８４　 ０．７６８　 ０．８９９

　ｘ７ ０．８３３　 ０．８２８　 ０．８６２　 ０．８３１ 环境保护 ０．８７８　 ０．６０６　 ０．５９３　 ０．８４２

　ｘ８ ０．７２７　 ０．６１１　 ０．８８２　 ０．７２１ 　ｘ２２ ０．８８０　 ０．５４２　 ０．５６０　 ０．８９８

法律 ０．７５９　 ０．７７１　 ０．８４６　 ０．８２９ 　ｘ２３ ０．８７８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１　 ０．７６７

　ｘ９ ０．７７６　 ０．７６２　 ０．８６０　 ０．９２４ 　ｘ２４ ０．８７０　 ０．５８５　 ０．５５２　 ０．８７２

　ｘ１０ ０．７０２　 ０．７５４　 ０．８４８　 ０．８２５ 　ｘ２５ ０．８８２　 ０．６８５　 ０．６４９　 ０．８３２

　ｘ１１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６　 ０．８２９　 ０．７３８ 社区与慈善 ０．７４９　 ０．７４６　 ０．６８２　 ０．７２１

公平贸易 ０．６７７　 ０．６５８　 ０．６５９　 ０．７８６ 　ｘ２６ ０．８１０　 ０．７６３　 ０．７０６　 ０．７０７

　ｘ１２ ０．６１２　 ０．６２０　 ０．５８７　 ０．７１３ 　ｘ２７ ０．７６７　 ０．７５４　 ０．６６９　 ０．７１５

　ｘ１３ ０．７２３　 ０．６７３　 ０．６８３　 ０．８６２ 　ｘ２８ ０．６７０　 ０．７２０　 ０．６７１　 ０．７４２

　ｘ１４ ０．６７０　 ０．６５２　 ０．７２１　 ０．７６９ 总模糊值 ０．７７５　 ０．７１８　 ０．７４６　 ０．８１７

　ｘ１５ ０．７０２　 ０．６８８　 ０．６４５　 ０．８０１

（２）中国和美国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的构成 因 素 不 一 样。对 于 中 国，食 品 安 全、公 平

贸易、生物技术、社 区 与 慈 善 社 会 责 任４个 变 量 的

模糊值低于总模糊值，影 响 了 中 国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责任履 行 水 平。对 美 国 而 言，除 了 公 平 贸 易、员

工、社区与 慈 善 社 会 责 任３个 变 量 低 于 总 模 糊 值，

而食品 安 全、消 费 者、法 律、生 物 技 术、环 境 保 护

社会责任５个变量则促进了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履 行 水

平的提高。
（３）从企业性质 来 看，企 业 性 质 会 影 响 供 应 链

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中 国 国 有 企 业 有５个 变 量 模 糊

值大于民营企业和外 资 企 业，外 资 企 业 有３个 变 量

模糊值均大于国有企 业 和 民 营 企 业，而 民 营 企 业 则

相对都比较低，说明在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的 履

行上，国有企业主体贡献作用还是比较明显。

５．２　建议

通过对比分 析，得 出 了 中 国 涉 农 企 业 和 美 国 涉

农企业在履行供应链 社 会 责 任 水 平 上 的 差 距。说 明

中国农产 品 供 应 链 还 应 切 实 履 行 供 应 链 社 会 责 任，

强化农产品供应链质 量 安 全 管 控 水 平，严 格 遵 守 国

家颁布的各 项 法 律 规 范，保 护 自 然 生 态 环 境，遵 循

基本的 伦 理 道 德，为 消 费 者 提 供 健 康 安 全、足 量、

价格合理的农产品，这 样 才 能 增 强 中 国 农 产 品 供 应

链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中国农业产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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