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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5 日，教育部、农业部和商务部

三部委联合发文 《关于高校食堂农产品采购开展

“农校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当年 11 月 24 日，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农校对接”政策研讨会，专门

听取北京、天津、上海等七个试点省市及各方面的

意见。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思考和实践，2011 年 4

月 20 日教育部在上海又召开“农校对接”试点工

作座谈会，上海、北京等试点省市交流了试点工作

经验与设想。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宋德民副司长作了

总结与部署，要求试点省市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

实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农校对接工作这

项民生工程抓紧落实，形成典型。2011 年 6 月 8

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

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工作和促进物流业健康发

展工作中着重提出：“要促进农产品物流业发展，

大力发展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把农

校对接工作放在国家战略高度，要求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加强组织协调，细化政策措施，认真抓

好落实。

至此，农校对接工作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但是，如何把农校对接工作抓紧做好，对全国

高校后勤人来说，仍是一个新的课题，有待进一步

加强学习，在以下四个方面重点研讨，达成共识。

一、“农校对接”应由谁来接

农校对接由农方与校方来接，这是最简单也是

最容易的答案！但是，谁代表农方？谁代表校方？

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层面，由不同的人来回

答，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有的地方，有

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农民代表农方，学校代表

校方；也会有人略作思考说，农业合作社代表农

方，学校后勤代表校方；也会有人经过调查研究，

认为农校对接从一个学校的角度，上述说法可能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从一个地区，从教育部，

从国务院通过农校对接，建立从产地到销售终端的

可追溯食品安全源头的冷链物流体系的要求看，上

述说法尚有欠缺。因为一个农民或一个农业合作社

由于受生产规模、地理、气候等因素限制，所生产

的农产品要么品种单一，要么数量有限，不可能满

足一个有几千、甚至有几万大学生的大学食堂的主

副食品的供应品种与供应量的需求。受农产品生产

季节性的影响，更不能满足学校常年源源不断的供

应需求。因为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调节，多数学

校已经养成从菜市场采购、挑选、购买主副食品

的习惯。

在上海召开的“农校对接”试点工作座谈会

上，上海市教委介绍了上海高校后勤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所属的主副食品配货管理中心自 1998 年以来，

改变原来一校一户自行采购农产品的方式，中心采

取团体采购、集中配货的办法，已为上海市高校累

计配送大米、面粉、肉类、禽蛋、食用油、蔬菜、

豆制品和 调 味 品 等 14 亿 元 以 上。由 1998 年 的

1420 万元配送额发展至 2010 年的 2 亿多元，年配

送量超过 4 万吨，占上海市高校需求量的 35%以

上，2004 年公司成为上海市政府储备单位，目前

己成为上海高校农产品供应的主渠道。

上海市 13 年成功的配货经验告诉我们：“农

校对接”的农方可以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国有农

场、也可以是农产品基地组成的现代物流基地。

“农校对接”的校方，在边远地区及高校较少的地

方一定是学校后勤部门。但是，在大城市和高校集

中的地方，起始阶段应是高校后勤联采中心，有条

件后最好是具有冷链物流基地的真正代表高校利益

的多元投资现代企业，因为只有具有法人资格的现

代大型物流企业，才能真正担负起食品安全的重大

学习“农校对接”政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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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二、“农校对接”接什么

“农校对接”关键在对接，要想做好这项新的

工作，首先要明确对接的内容。

简单说：“农校对接”是农方将自己生产的农

副产品销售给校方消费，对接是销售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在这个对接环节中，主要把握五个方面

的内容。

一是商品信息；校方通过信息发布或招投标形

式，向全社会发布需求农产品信息。各个产地农

户、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地方农产品专业企业，按校

方要求，将自己拥有的农副产品种类、规格、数

量、价格及供货能力等信息回复校方。双方经反复

沟通与核对，确认商品信息互为了解准确。

二是企业信息；农方应主动、如实、全面、准

确地将本企业资质、证照、经营范围及可供货能力

等信息提供给校方。校方也应全面、准确地回复农

方想了解的校方采购信息。

三是契约信息；双方应按国家规定，选定一种

农副产品交易合同文本，作为双方签约的蓝本，然

后再根据双方的特殊要求增加特别条款。

四是交货信息；双方按合同约定，本着友好、

诚信、高效、可靠、安全的服务宗旨，应及时、主

动地向对方通报交货信息，尤其是供货方更要提前

主动联系校方，力争把交货工作落到实处。做到品

种、规格、数量、质量、价格准确无误。经双方验

收合格后由双方指定人员签字留存。

五是售后服务信息；交货环节结束后，农方售

后服务人员应主动听取校方意见，解决交货环节

没有发现的问题和售后发生的问题。直至双方满

意为止。

三、“农校对接”应在什么地方接

“农校对接”的地方，从目前全国高校普遍的

做法，主要选在以下三个地方：一是蔬菜基地的田

头，这是许多高校后勤采购部门为了减少流通环

节，降低采购成本最常见的做法。尤其是地处城市

郊区，接近农村的学校，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做

法。其最大的好处是看得见，摸得着，能买到最便

宜、最新鲜的蔬菜。二是学校食堂仓库，由农户或

者供应商按双方约定送货到学校，与前者一样，是

最原始、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这两个

地方，从“农校对接”的角度看，其最大的不足是

受天气、季节、品种等影响比较大，缺乏市场竞

争，缺少挑选机会，农产品供应的保障度不够。三

是大型农贸市场，从上海、北京、重庆、湖南等试

点省市在上海“农校对接”试点工作研讨会上的发

言中可以听到，目前校方试行“农校对接”工作首

选地方就在大型的农贸市场。农贸市场货源充沛，

品种繁多，有校方充分的挑选余地。但其最大的缺

点是物流环节多，经层层加价，价格较高。这也是

最近媒体爆光与评论的热点，恰恰也是国家推进

“农校对接”希望加以克服的缺点。

由此可见，“农校对接”的最佳地方不在上述

三个传统的交易场所，而在一个有待通过“农校对

接”试点工作的展开中产生的新场所。也就是三部

委教发厅【2009】 8 号文《关于高校食堂农产品采

购开展“农校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提到的

“建立从产地到销售终端的可追溯源头的农产品食

品安全的冷链物流体系”。目前，这个新生事物还在

襁褓中，如我国的航母一样呼之欲出。可以预料，

经过全国高校后勤人的不懈努力，这个新型的冷链

物流体系一定会成为“农校对接”的理想场所。

同时，在全国范围，通过三部委各负其责，协

调配合，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大型连锁商业企业

定期举办专场“农校对接”洽谈会、产品展示会、

农产品推介会等形式，为农方和校方搭建对接平

台，亦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在“农校对接”初期

尤其显得重要。

四、“农校对接”应怎么接

利用新型的具有适合高校后勤需求的冷链物流

体系来完成“农校对接”工作，关键在于新型冷链

物流体系 （基地） 的功能定位是否设计科学，是否

符合高校“农校对接”的实际需要。

因此，理想中的新型冷链物流体系 （基地） 要

想圆满完成“农校对接”任务，必须做到三条：

一是准确理解三部委 8 号文关于建立“农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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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未来需要仔细分析学院及学生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满足师生多样化多层次的需要。
三是品牌建设要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要作为一项极其务实的工作来抓，未来必须培育出几个具有

高育人附加值的、行业内知名的品牌。
四是后勤管辖范围内，围绕总体规划搞好校园文化建设，比如文化主题公园、室外历史文化通道等。
五是冲破固有束缚，深入探讨人才培养新模式，与学院有关部门深度合作，充分整合资源，为培养专

业技能、综合素质、思想品德俱佳的人才贡献力量。比如我们曾讨论过的把学生社区打造为成功人士生活

习惯养成基地、学生课外实习基地、精英人才考核评选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后实施。学生到食堂实

践、到公寓实践等已经开展过的活动，还处于偶发状态，没有系统规范，需要形成常态。
已经书写了教育传奇的山大商院志在卓越。后勤服务总公司把具有高度育人价值的特色后勤作为未来

十年的重要发展任务。
作者：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 （责编：陈克金）

接”冷链物流体系 （基地） 的功能要求；把“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整合市场资源，减少农产品流通

环节，促进为学生食堂服务的流通系统冷链体系建

设，构建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可追溯食品安

全源头的农产品直供高校服务体系的指导思想”吃

深吃透。结合借鉴“农超对接”的成功做法，准确

定位“农校对接”冷链物流体系的功能。

二是科学设计，以一个中心城市或高校比较集

中的地区为设计单元，把冷链物流基地设计的通用

原则同高校后勤物资采购的特殊要求结合起来。因

此，设计团队应包含建筑、冷库、物流、食品、信

息方面的设计专家组成，更要吸收高校食堂负责人

和采购专业人员进入设计团队，把设计者同使用者

的想法充分结合，才能设计出新型的具有高校后勤

配货特点的冷链物流系统 （基地）。拟建中的上海

高校学生食堂农产品冷链物流基地主要包括六个系

统：一是常温农产品中转平台；二是低温农产品仓

储；三是常温农产品初加工平台；四是冷链物流加

工平台；五是冷链物流配送系统；六是物流信息管

理系统。系统建成后，不但是上海市高校的冷链物

流配送基地，更是全市高校食堂的中心厨房。

三是软件设计，一定要改变重硬件轻软件的传

统做法，在硬件设计的同时设计软件，编制一套适

合硬件条件的配套制度，适合物流配送的管理办

法，在设计过程中注意同步培训基地使用专业人

员，一旦建设任务完成，基地同时即可投入实际

使用。

新型的冷链物流系统 （基地） 建成以后，必然

起到以下作用：一是减少流通环节，提高农民收

入；二是通过降低食堂采购成本，降低食堂饭菜价

格，使学生吃的满意。三是建立可追溯食品源头的

安全系统，通过集中检测，确保食品安全。四是通

过低温冷链加工，提高食品新鲜度，确保食品质

量。五是利用仓储条件，低进高出，起到市场调节

和储备保障作用。

“农校对接”工作，是政府推动的一项实事工

程，更是一项事关几千万名学生饮食的民生工程。

正如教育部鲁昕副部长在合肥召开的校长论坛上所

说：“在高校后勤改革上，政府首先要履行职责”。

因此，“农校对接”工作的成败也取决于政府的推

动力度。要想把“农校对接”工作做好，政府首先

应该把 8 号文中提到的三项政策保障工作落实好：

一是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用地按工业用地政策对

待。二是地方政府安排相应资金重点扶持农产品冷

链物流系统建设，资金应该到位。三是协调金融机

构予以“农校对接”信贷支持，应落实实施细则。

届时，在政府指导下，在行业部门与大型商业

企业的推动下，结合试点省市高校后勤自身的积极

性，可以相信“农校对接”工作一定会落到实处，

惠及千千万万名大学生，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作者：上海高校后勤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责编：安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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