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农校对接”与高校区域性联采结合的思考
———以南京江北片高校为例

方　莉

　　

１．“农校对接”的提出

“农校对接”是指鲜 活 农 产 品 由 农 民 或 农 业 合

作社直 供 高 校 学 生 食 堂，高 校 食 堂 采 取 “农 校 对

接”方式采购农产品。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教 育 部、农 业 部、商 务 部 联 合

下发了 《关 于 高 校 食 堂 农 产 品 采 购 开 展 “农 校 对

接”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北京、天津、吉林、
上海、湖南、重庆、陕西等七个高校较为集中的省

市，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鲜活农产品直供高校食堂

试点工作。

２．“农校对接”现状

上海：上海高校后勤配货管理中心经过不断的

实践和完善，目前 “农校对接”已为试点沪上高校

配送１５亿元 农 产 品，每 天 有２００多 吨 的 农 产 品 集

中配送到 上 海 各 高 校，占 上 海 高 校 需 求 量 的３５％
左右，成为上海高校食堂农产品供应名副其实的主

渠道。北京：２０１２年 北 京 开 展 “农 校 对 接”并 建

立直供基 地 后，其 价 格 降 低１０％左 右，预 计 节 约

采购资金约３０００万 元。广 东：２０１１年，广 东 省 政

府召开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暨 “农超对接”洽

谈会，会 上 意 向 （协 议）金 额 超 过１．６亿 元。湖

南：湖南省的试点 表 明， “农 校 对 接”后，高 校 食

堂成本 明 显 降 低。宁 夏：２０１１年，宁 夏 医 科 大 学

与宁夏森淼果蔬物流有限公司正式签署 “农校对接

“合作协议。森淼 果 蔬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通 过 直 接 配 送

的方式将新鲜蔬菜直供中夏医科大学学生餐桌，每

年学校食堂的采购成本至少可以降低１０％左右。

３．南京江北片区高校目前 “农校对接”情况

３．１蔬菜方面

２０１１年９月，我 校 后 勤 集 团 和 南 京 广 和 蔬 菜

农业合作社 （位于六合）进行农校对接。由于其规

模较小，品 种 单 一，每 天 有９５％以 上 品 种 的 蔬 菜

都要到江宁众彩批发市场采购，然后再配送到我校

食堂，每天光运输成 本 就 增 加 了６％左 右，加 之 去

批发市场批发还要多耗人工、时间，还要一定的利

润，又由于我们几家供货商报价，物流采取统一定

价方式，他 们 每 次 的 报 价 始 终 高 于 其 他 供 货 商 的

８％左右。按照我们的统一定价，他们是亏本配送，

中途他们几次提出想退出，后经劝说，坚持合作了

一个学期，终因竞争不了其他供货商而退出。

２０１２年４月，江北 片 南 京 工 业 大 学 和 南 京 信

息工程大学两 所 学 校 和 东 台 王 青 果 蔬 农 业 合 作 社

签订了农校 对 接 协 议。其 中 我 校 后 勤 集 团 和 王 青

果蔬农业合 作 社 进 行 农 校 对 接 以 来，两 个 月 共 消

耗蔬 菜６．８万 公 斤，计１６．７６万 元。未 进 行 农 校

对接以前，我 们 的 蔬 菜 价 格 低 于 众 彩 物 流 批 发 市

场平均价约３—４％；跟 王 青 果 蔬 农 业 合 作 社 进 行

农校对接后，使 得 我 们 的 蔬 菜 最 终 价 格 低 于 众 彩

物流批发市场 平 均 价５—６％左 右，低 于 原 来 蔬 菜

价定价约２％。

３．２大米、鸡蛋等方面
另外我校后勤集团的大米、鸡蛋分别和附近米

厂 （位于汊河）及养鸡专业合作社 （位于汤泉和巢

湖）实行了农校对接，其价格分别低于市场批发平

均价格 的１．５％—２％和２％—３％，在 价 格 和 质 量

方面体现了优势。全年大米用量约３２０万元，鸡蛋

用量约１３０万元，仅大米和鸡蛋我校每年就节约近

１０万余元。

３．３南京高校江北片区域联采设想
南京江北片高校共有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江苏警官学院、江苏教

育学院、南京 大 学 金 陵 学 院、东 南 大 学 成 贤 学 院、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南京铁道技术学院、江苏健

康职业学院等１０所高 职 院 校，江 北 在 校 学 生 约１２
万人。预 计 每 年 消 费 大 米 约８０００吨，面 粉２０００
吨，色拉油１６００吨，鸡蛋１６００吨，猪 副１５００吨，

水产５００吨，蔬菜１００００吨。如果江北片区高校能

进行区域性联合实现农校对接，那么每年即使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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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大品种能对接 上，比 如 鸡 蛋，以 我 校 的２％比

例来计算，每年就能节约近２５万元。

４．目前 高 校 “农 校 对 接”采 购 和 区 域 性 联 合

采购存在的问题

４．１政府引导和相关部门支持力度不够
“农校对接”是 一 个 市 场 化 运 作 的 经 营 行 为，

极易受到 各 相 关 因 素 的 制 约 和 影 响。除 市 场 因 素

外，目前政府引导力度及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套政策

措施都不到位，影响了 “农校对接”工作的开展。

４．２各高校认识和参与度不一致
作为一个新生事 物， “农 校 对 接”目 前 尚 处 于

实践探索过程中，其优势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

此不少学校对其认识尚处在初步的阶段，所以各校

认识不一致，存在多方面的担心，接受、参与度不

够理想。

４．３采购规模与供货价格发生矛盾
在 “农校对接”过 程 中，采 购 配 送 规 模 与 价

格紧密 相 连，互 为 影 响。作 为 实 行 “农 校 对 接”

的先决条件，一 些 学 校 希 望 在 保 证 采 购 农 产 品 的

质量、供货稳定 性 等 条 件 的 同 时，马 上 就 能 有 较

大 的 价 格 优 势。但 对 合 作 社 而 言，在 参 与 时 间

不 长，还 没 有 做 到 一 定 规 模 的 情 况 下，很 难 形

成 明 显 的 产 品 价 格 优 势，这 一 矛 盾 也 是 我 们 在

对 接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最 大 的 问 题，制 约 着 农 校 对

接 的 推 进。

４．４合作社尚处于摸索完善阶段
目前参与的合作社基本都是小规模的，尤其是

蔬菜方面，规模较小的合作社品种比较单一，只能

满足高校所需品 种 的５—２０％，所 缺 的 品 种 还 得 去

批发市场进行采购，无形中又增加了人工、运输等

成本。而且在配送初期的摸索阶段，在配送产品的

质量、价格、服务，以及方式方法等方面还存在很

多需改进完善之处。

５．南京 江 北 片 高 校 “农 校 对 接”与 区 域 性 联

采结合的思考

５．１需要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来推进 “农校对
接”

“农校对接”工作，是政府推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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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力度。

５．２高校和合作社之间进一步做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从高校角度看，高校比如南京农业大学可以为

合作社提供作物、果树 等 种 植 及 牲 畜 养 殖 等 帮 助，

为合作社的农产品生产提供技术、养护、疾病预防

处理等指导，为合作社成员提供定期或不定期的培

训；为合作社培育农产品新品种，使合作社的生产

品种增多，从而更加符合高校食堂物资所需，也使

得产品供应更加稳定。

从合作社的角度看，合作社可以为高校 （尤其

是农学方面的）提供学科试验田、果园试验园、养

殖试验场所等，节省高校人力、物力、设施等成本

投入；还可以为高校提供种植、养殖实习基地，为

高校节省部分费用；另外，合作社甚至可以为高校

在校生提供就业岗位。

５．３“农校对接”必须要通过一个流转平台去
实现

“农校对接”需最大限度地减少采购中间环节，

但完全没有中间环 节 是 不 可 以 的。减 少 中 间 环 节，

不意味着不需要中间环节。在生产者和学校食堂之

间，需要一个中 介 性 质 的 流 转 平 台，通 过 这 段 流

转，把学校与众多农产品生产者连接起来。

５．４农业合作社需进行联合并不断提高自身综
合素质和能力

高校学生 食 堂 是 农 产 品 采 购 巨 大 而 稳 定 的 市

场，需要与农业合作社 建 立 长 期 稳 定 的 合 作 关 系，

实现共赢。参 与 的 合 作 社 应 进 行 联 合，扩 大 规 模，

提高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运作能力；应有着眼于长

远，微利经营，通过做规模，获得合理效益的战略

眼光；应有不断创新经营服务方式，能确保直供的

农产品质量优良，供应稳定，服务优质。

５．５江北高校进行区域性合作，实行市场化运
作开展 “农校对接”活动

当前实施 “农校对接”可以有多种运作方式选

择，一般来说，由于 “农校对接”受市场、环境以

及参与合 作 社 自 身 素 质 能 力 等 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 制

约，不确定因素多，实施难度大。因此，江北片高

校需要统一 思 想，联 合 起 来 寻 找 有 信 心、有 实 力、

讲信誉的合作社参与，通过采用区域性合作的方式

从单个品种开始做起，比如鸡蛋，找附近的养鸡农

业合作社；比如蔬菜，也从少量品种开始做起，如

青菜、菜秧、大白菜、包菜、土豆等，通过实行市

场化运作，使 “农校对接”保持其应有的生命力与

活力，做出实效。
（下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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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握 好 设 计 变 更、签 证 的 必 要 性 和 科 学 性，以

及 变 更 签 证 的 及 时 性、计 价 的 合 理 性 和 手 续 的

完 备 性。

安全的控制：甲方重点是督促施工和监理单位

高度重视安全管理，严格按照省、市施工现场 “标

化工地”管理规定进行管理，确保文明施工和安全

施工。

在工程施工阶段，现场管理重点是做好以下几

项管理工作。

合同管理：建设单位在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基本

目标就是圆满地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甲方现场管

理人员应熟悉合同内容，对施工、监理合同履约情

况进行 动 态 监 管，并 做 好 合 同 履 约 情 况 的 文 档

资料。

监理的管理：甲方应充分发挥监理的作用，尊

重监理，并赋予监理应有的责、权、利，同时对监

理履行合同情况、工作纪律情况、业务执行情况进

行过程动态跟踪监管和考核，加强监理的管理和考

核是做好现场管理工作的重要措施。

信息档案管理；甲方现场代表应做好施工过程

中的信息、技术资料的编制和收集管理。

一个建设工程项目除五方责任主体外，还涉及

材料供应、分包、咨询、检测、政府行业主管部门

等各个方面。甲方作为管理中枢，构建有效的沟通

和协调机 制 是 确 保 施 工 管 理 系 统 灵 活 运 转 的 内 在

动力。

重点要协调的几个关系。一是项目相关专业的

协调；二是项目参建单位之间的协调；三是学校内

外相关部门的协调。

沟通协调中 应 注 意：一 是 要 做 到 公 平、公 开、

公正；二是要具有大局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三是

要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尺度关系。

总之，在教 育 部 的 直 接 指 导 和 大 力 支 持 下，

我校基本 建 设 抓 住 机 遇，狠 抓 管 理，努 力 提 高 现

场管理水 平。在 保 证 工 程 质 量 优 良 的 前 提 下，控

制造价，提高 投 资 效 益，用 有 限 的 资 金 最 大 限 度

地改善学校 办 学 条 件，为 学 校 的 改 革 和 发 展 提 供

了良好的 基 础 和 条 件。当 然，我 们 也 清 醒 地 认 识

到，在基本建 设 实 施 过 程 中，我 们 还 存 在 许 多 不

足，还面临许 多 困 难 和 挑 战。这 些 因 素 给 高 校 基

建工程现场 管 理 工 作 带 来 了 诸 多 影 响 和 困 难，这

些问题需要国家、学校和高校职能 部 门 共 同 努 力，

通过不断 的 改 革、探 索 和 实 践，促 进 高 校 基 本 建

设的健康发展。

作者：四川大学规划建设处副处长　副研究员

（责编　陈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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