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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鲜品易腐易损的特性使生鲜供应链质量较普通供应链难以管控，新兴的电商交易网络环境也使生鲜供
应链质量控制问题更加复杂化，其质量控制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文中在回顾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生鲜供应
链为研究主体，深入梳理分析电商兴起前后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及质量控制两方面的研究，在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
础上，指出未来应当运用组合方法结合不同类型的组合契约协调生鲜供应链契约质量控制。
【关键词】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 F2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4993( 2020) 02 －0021 －05

A Ｒeview of the Ｒesearch on Coordination Quality Control of Fresh Supply
Chain Contra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 －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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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erishable and vulnerable characteristics of fresh products make the quality of fresh supply chain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than that of ordinary supply chain． The emerging electronic trading network environment also complicates the
quality control of fresh supply chai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fresh supply chai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taking the fresh supply chai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this paper thoroughly combs and
analyses the research on contract coordination，quality control and contract coordination quality control of fresh supply chain
before and after the emergence of e － commerc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future，we should use combination method and different types of combination contracts to conduct in － depth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contract coordination in the fresh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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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相较于普通产品，生鲜品本身具有“易损易腐、不易保存”

的自然特性，给生鲜供应链质量管控造成诸多困难。电商兴
起后，生鲜品更是以其“刚需”、“高频、“高利润”的产品特性，
日益成为各大电商巨头争夺流量的战场［1］，随之而来的是生
鲜品交易面临着复杂的电商销售网络环境及交易关系主体，
致使生鲜供应链存在系统不稳定、主体复杂、影响因素不确定
等问题，生鲜供应链质量管控更加棘手。

生鲜供应链成员相互协作以加强质量控制已然成为企业
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企业往往注重自身利益，在相
应环节的生鲜质量管控努力投入参差不齐，生鲜品质量无法
得到保证。特别是近几年电商的兴起给传统生鲜供应链带来
强烈冲击，生鲜供应链的质量管控开始日益备受广泛关注。
因此，研究如何保证生鲜供应链链条各环节间的质量控制有

效协调，激励节点企业加大质量努力投入，对于解决生鲜供应
链质量控制问题尤为重要。鉴于此，文章以电商兴起前后生
鲜供应链为研究主体，分别从契约协调、质量控制两个方面展
开切实深刻的梳理和分析，总结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研究现
状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深刻述评。
2 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
2． 1 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

当前针对于生鲜供应链协调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契约，
一类是正式契约，是缔约方事前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条
款，事后被有效实施并能够被第三方权威机构有效观测和证
实的相关合同合约，常见的正式契约包括收益共享契约、成本
共担契约、数量折扣契约等; 另一类是关系契约，是缔约方在
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和彼此声誉的判断良好时自愿达成的不完
全长期契约，其无须法律制度、契约条款对其保证，更无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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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权威机构强制执行介入，属于隐含的自我执行机制［2］。
2． 1． 1 正式契约协调生鲜供应链方面

二级生鲜供应链方面，Mohammad 等［3］设计生产和交付
周期同步的模型实现供应商与买方的协调，并设计利润分享
模式鼓励买方加强合作。Cai 等［4］设计激励机制协调由生产
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发现新鲜度呈现不同等级时，
面临的市场需求不同。Sarathi等［5］研究具有价格敏感性和库
存依赖的两阶段供应链模型，设计契约协调机制，实现供应链
完美协调。曹裕等［6］研究由供应商、零售商组成的二级生鲜
供应链，发现缔约双方采取成本共担契约比零售商单独成本
更能提高整体生鲜水平及供应链各方成员利润。Bai 等［6］引
入收益共享契约和设计修订的收益共享契约协调供应链对变
质品进行处理，对关键参数进行敏感度分析，发现供应链被有
效协调。Xiao等［7］则全面地结合了产品价格、质量等因素，以
收益共享契约来确定零售商的最优服务质量及定价决策。

三级生鲜级供应链方面，Ma等［8］研究季节性的生鲜产品
三级供应链，对供应链涉及的两阶段交易过程分别引入成本
共享与收益共享契约进行协调，证明设计合理有效的契约能
够约束零售商和 TPLSP夸大市场需求的动机并显著扩大销售
量，实现供应链帕累托改进。Cai等［9］研究了物流供应商存在
下的生鲜产品供应链，发现对生产商 －分销商阶段采用批发
市场清仓契约，对生产商 －第三方物流供应商阶段采用批发
价格折扣共享契约，可以消除“双重边际”效应，激励并协调三
方行为决策。冯颖等［10］研究 TPL 介入下的生鲜供应链系统
效率问题，分别在批发价格和物流服务成本共担契约的基础
上引入收入共享、数量折扣和线性转移支付三种契约，发现收
入共享致使系统运作效率下降，数量折扣契约维持在原来的
系统效率，线性转移支付契约则提升了系统运作效率。Xiao
等［11］则全面地结合了产品价格、质量等因素，以收益共享契
约来确定零售商的最优服务质量及定价决策。
2． 1． 2 关系契约协调生鲜供应链方面

影响因素方面，宋寒等［12］考虑风险规避下的研发外包，
构建非正式的关系契约激励服务商隐性知识共享，研究发现
影响关系契约实施的因素是折现系数。

稳定性方面，刘岱［13］为了解决农产品市场高违约率、契
约不完全性等问题，定量比较无契约、数量弹性契约及关系契
约方式对生鲜品新鲜度及供应链各方利润的影响稳定性，证
明当企业制定的激励系数在一定范围时，关系契约可以实现
自主实施，优于其他两种契约。熊峰等［14］研究了关系契约对
农产品生鲜度及供应链利润的影响，发现在适当的冷链设施
补贴模式下，可实现生鲜度及生产者利润的提升，最终实现生
鲜供应链关系契约稳定性的提升。肖迪等［15］研究发现重复
博弈情况下，关系契约能够帮助供应链在不完全契约下形成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契约协调生鲜电商供应
链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卓著成效，主要有以下特点:①市场需求
逐渐从价格的线性函数转变为随机需求函数，开始涉及随机
需求、突发市场需求下的契约设计等问题;②生鲜电商供应链

契约协调方面的研究已由二级生鲜供应链转移到三级生鲜供
应链;③开始对关系契约协调方面进行研究，逐渐采用关系契
约弥补正式契约的缺陷; 但尽管有关该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卓
著成效，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①实际市场需求不
仅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而且受随机需求、随机波动等突发因
素的影响，对于市场需求函数的研究仍需深入细化;②现有生
鲜电商供应链契约协调方面的研究仍主要基于二级生鲜供应
链，三级生鲜供应链相关研究依然较少;③协调所用契约已由
正式契约过渡到关系契约，但是关系契约协调供应链方面研
究依然停留在探讨生鲜供应链影响因素及契约稳定性方面，
对于运用关系契约协调生鲜供应链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待挖
掘;④研究方法主要为博弈论，普遍遵从分散决策 －集中决策
的模式。
2． 2 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

国内外学者对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问题的解决，主要基
于通过减少损耗( 间接) 、加强质量控制( 直接) 两种方式。

降低损耗方面，Blackburn 和 Scudder［16］研究易腐产品在
供应链中的价值损失率，设计了相关的供应链策略来减少价
值损失。Macheka等［17］通过计划出台政策、设计新鲜农产品
的采摘和加工量、实施车辆调度、安排路线等核心流程，帮助
降低新鲜产品收割或采摘带来的质量损失。Cai［18］指出生鲜
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存在两种类型的损耗，分别导致产品在
数量和质量上的衰减，并针对两阶段供应链构建了努力水平
影响流通损耗的供应链优化模型。Akcay 等［19］探讨了多种变
质产品消费决策，研究了存在生鲜水平差异和替代产品下的
零售商的不同定价策略。

质量控制方面，Ｒong等［20］针对易逝性产品的质量控制进
行了研究，通过模拟食品的退化并应用于线性规划模型中，建
立食品配送系统，帮助控制食品质量。王晶等［21］针对食品极
易腐败的问题，基于生鲜食品质量衰减原理，设计了基于温度
控制的多产品分阶段生鲜食品冷链运营模式，以解决生鲜质
量控制问题。Cai等［22］研究发现分销商的保鲜投入对产品质
量和数量都会产生影响，从而制定了保鲜激励机制以促使分
销商提高保鲜投入。唐润等［23］构建基于熵权和模糊物元可
拓的生鲜食品质量安全预警模型，实现生鲜食品质量安全预
警问题的解决。刘文慧等［24］结合质量功能展开 ( QFD) ) 、计
划、实施、检查、处理( PDCA) 等循环过程，构建以预防为主的
生鲜产品配送质量控制模型，解决生鲜产品配送过程中的质
量控制问题。张睿［25］针对当前生鲜食品市场需求及电商中
存在的问题，建立生鲜电商生态系统，实现质量控制可追溯，
可以创造优质生鲜产品，并帮助出有信誉的企业长久立足生
鲜领域。

综上所述，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研究逐渐成为近几年的
热点，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①研究主要出于降低损耗和
质量控制的角度，对生鲜供应链配送环节进行质量控制;②主
要就生鲜食品新鲜度影响因素展开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总
体来说，尽管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的研究得出一些有价值的
结论，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的空白需要继续研究，现有生鲜供应

22



第 2 期 张玉春等: 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研究述评

链质量控制的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物流配送环节的质量
控制，控制环节较为单一，且研究主要集中于生鲜食品本身的
质量控制，而对于对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较少
涉及。
2． 3 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

有些学者将契约协调与质量控制均作为研究目标，使得
生鲜供应链在达到质量控制的基础上同时实现供应链协调，
主要分为单契约和混合契约协调下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

单契约方面，叶枫等［26］研究分析不同合作方式协调乳制
品质量控制问题，发现引入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在一定收益因
子区间内实现最优的质量控制水平，且质量控制水平正向影
响乳制品企业的利润。闻卉等［27］考虑到市场价格、质量控制
以及随机因素影响市场需求，对实体损耗影响下的生鲜供应
链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设计有保留收益的收入共享契约可以
实现高质量农产品的同时，提升供应链的总体收益。

混合契约方面，张旭、张庆［28］考虑实体损耗和价值损耗
控制，设计“保鲜成本分担 +风险补偿 +收益共享”的组合契
约协调供应链，发现其可以提高保鲜水平，且当取合理范围内
的契约参数时可以实现供应链决策目标的帕累托改进。

综上所述，可知契约协调作为质量控制的一种协调手段，
正不断发展完善，有别于单方面针对质量控制的研究，生鲜供
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的研究主要在保证产品质量控制的基
础上，引入单个契约或设计混合契约协调生鲜供应链，以期实
现质量水平与供应链共同优化。
3 生鲜电商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
3． 1 生鲜电商供应链契约协调

随着电商环境兴起，国内外研究重心开始迁移到生鲜电
商供应链领域，但是有关电商介入的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方
面的研究较少，其主要涉及运用正式契约协调生鲜电商供
应链。

二级生鲜电商供应链方面，白世贞等［29］考虑消费者需求
受生鲜电商平台销售参考价格的影响，研究收益共享契约协
调生鲜供应商 －生鲜电商组成的二级生鲜电商供应链问题。

三级生鲜电商供应链方面，杨怀珍和卢高达［30］考虑电商
环境中市场购买力受到生鲜品新鲜度的影响，研究由生产商、
分销商、零售商组成的三级生鲜电商供应链，发现采用价格补
贴机制及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实现生鲜供应链各成员利润的有
效分配，整体生鲜供应链的有效协调。甘小冰等［31］考虑实体
和网络销售渠道并存的生鲜供应链，运用动态博弈分析两种
渠道间的行为决策，设计零售商实施入股或投入资金或提供
技术的收益共享契约，发现收益更加有利于生鲜网络销售
渠道。

综上所述，电商环境下的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研究相较
于传统生鲜供应链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①研究主体变为有
生鲜电商参与的生鲜供应; ②牵涉到生鲜电商供应链与传统
供应链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出现涉及到参考价格、双渠道供应
链等方面的研究。
3． 2 生鲜电商供应链质量控制

目前关于生鲜电商供应链领域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较
少，主要停留在影响因素。Zuo 等［32］从质量管理的角度调查
B2C电子商务服务，通过将质量要求映射到质量特性，提炼出
质量特征的权重，从而有效影响电子商务服务质量。Fecke
等［33］研究发现，信任、服务品质及及时交付等是影响网上商
家销售的主要因素。Shen等［34］研究表明，为了实现供应链质
量控制，生产商与电商应当加强农产品质量控制。Sun 等［35］

建立了新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决策模型，结果表明利他主义偏
好、新鲜程度和运输有效因素均可以显著影响供应链的最优
决策。郝世绵等［36］构建三级生鲜网购全产业链服务质量评
价层次结构模型，研究指出生鲜全程质量控制、生鲜特色供给
及生鲜全程质量信息沟通是影响生鲜网购全产业链质量控制
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生鲜电商供应链质量控制的研究主要基于影
响因素和质量控制两个方面，相较于生鲜供应链质量控制出
现了以下新特征:开始涉及电商服务质量、网购评价等影响因
素，开始加强供应链上各企业的质量控制。
3． 3 生鲜电商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

生鲜电商供应链较生鲜供应链面临着复杂的生鲜网络交
易环境，主体也有所变化，随着前者对后者的冲击日益加大，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开始对生鲜电商供应链进行深入研究，主
要致力于运用混合契约协调生鲜电商供应链的同时提升生鲜
质量控制水平。

混合契约协调方面，白世贞等［37］考虑生鲜电商平台销售
过程中市场需求受到保鲜努力水平和促销努力水平的影响，
研究生鲜供应商 －生鲜电商二级生鲜电商供应链的协调问
题，引入“收益共享 －成本共担”混合契约，证明混合契约正向
影响生鲜电商平台保鲜努力水平和促销努力水平。徐广姝和
宋子龙［38］运用博弈论分析设计生鲜电商企业与物流服务商
之间“数量折扣 +成本分担 +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发现契约
参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时协调生鲜品销售价格、物流保鲜
努力水平、物流服务水平以及生鲜配送量，促进供应链双方利
润的提升。

综上所述，生鲜电商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方面研究
相对较少，与传统生鲜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研究类似，不
同之处在于:①研究主体有生鲜电商参与;②考虑了市场需求
不仅受产品质量、价格等因素影响同时受到电商物流配送以
及服务态度等影响因素。虽然生鲜电商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
控制研究取得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其仍然存在许多空白
有待研究。总体上看，研究仍然从传统生鲜供应链的研究视
角出发，但是实际生鲜电商供应链不同于生鲜供应链，其主体
更为复杂、流程更多、结构更加不确定，因此如何在复杂的电
商网络环境中构建生鲜电商供应链契约协调质量控制模型并
提供较为系统的协调与质量控制方法以及实施工具是亟需研
究的问题。
4 结论及展望

总体看来，生鲜供应链开始成为近几年国内外学者的研
究热点，特别在电商日益兴起壮大的今天，生鲜电商供应链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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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较传统生鲜供应链日益备受关注。文章基于上述文献综述
展开深刻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并指出未来亟需研究的方向。

①内容方面，共同考虑契约协调与质量控制两方面的研
究较薄弱，体系尚不健全，其研究有待未来进一步深入; 目前
研究主要针对单周期的二级供应链，但是现实的生鲜供应链
中存在多周期、多种产品的销售，且多条、竞争的生鲜供应链
以及生鲜供应链网络更加符合实际生鲜市场。因此，未来需
更多关注多周期多阶段生鲜供应链方面的研究; 当前生鲜供
应链质量控制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于生鲜产品的质量控制，并
未当考虑产品质量提升后对于市场需求及后续生产运营管理
的影响，因此，未来应该更多注重整体运营管理质量控制方面
的研究;最后对于契约协调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当前研究只
针对其能否有效协调质量控制，而对其在不同实施契约下是
否会相互冲突或互补等研究较少，且对于契约实施后供应链
会产生怎样的动态变化，仍然亟需未来进一步研究。

②契约手段方面。供应链契约的使用已由传统单一契约
协调生鲜供应链逐渐过渡到组合契约，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
整的体系，但所用契约类型大多为收益共享契约、成本共担契
约等正式契约，而可以弥补正式契约缺陷的关系契约却较少
涉及，未来可以对在该领域实施多种类型契约协调进行深入
研究。

③运用方法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单一的博弈论方
法，且普遍遵循分散决策 －集中决策模式的研究，由于单一方
法本身存在缺陷，可以采用其他方法与之结合弥补其缺陷，因
此未来可以使组合方法对该领域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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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物流效率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①加大对长江
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现代物流
技术人才的引进，以提升技术效率为重点。②利用长江经济
带上游制造业发达的优势，将快递设施、系统、服务嵌入制造
企业，并对不同类型的制造企业进行精准性服务，以提高规模
效率。③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融
入快递末端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去，以期在“互联网 +”的新时
代条件下实现上、中、下游物流产业的协同发展。④完善物流
监管体系。对物流企业建立信誉积分制，在长江经济带地区
实行试点，通过制度约束以提高物流企业的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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