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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实现数据

创造价值，打造数据交互畅通、资源协同共享的现代化生

鲜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是现阶段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发展的

主要目标。如何实现各环节信息资源互通共享，是构建现

代生鲜供应链体系的关键所在。同时，对于推动生鲜农产

品出村、缓解农产品“卖难”问题、重塑农产品流通格局、

促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消费需求的日益升级伴随着人民对生鲜农产

品的关注逐渐从价格转向了品质，这在对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供应链运作的

复杂性及成本。实证研究表明，传统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是

一条组织化程度不高、节点信息不对称、运作效率低下的

局部链或断裂链，其运行过程中平均损耗率高达 20% 至

30%，缺乏信息共享是引起高损耗现象的主要源头之一，

这也是当前制约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发展的最大掣肘。而不

断进步的信息技术，作为协调优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高

效手段，能使节点成员重新审视供应链战略，并通过探索

组织间的新型合作关系来增进供应链绩效。因此，如何促

进供应链节点成员信息共享成为众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基于此，本文将在现有创新性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供应链信息共享、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

享三个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务实有效的梳理和思考，进而

为下一步研究的展开明确方向。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现状
本文通过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Fresh	Products	

Supply	Chain”及“Fresh	Food	Supply	Chain”等关键词组在

CNKI、谷歌学术的检索结果进行筛选分析，发现以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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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供应链为主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流通模式研究、

协调优化研究及扩展研究（见图 1），其中，流通模式研

究与协调优化研究是研究的热点领域，故本文从这两个方

面展开综述。

（一）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模式研究

小规模分散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与地理位置离散化的消

费需求是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布局的主要特点。在该特点影

响下，我国生鲜农产品流通模式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统

购统销、批发市场主导及多元化流通渠道。不同阶段中生

鲜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演进因素，刘刚将其归结为政策法律

的推动、消费模式的改变、新技术、新方式的引入和终端

渠道力量的加强；陈耀庭等则认为是供应链上游生产力的

推动、下游消费力的拉动、流通领域的完善和零售终端的

刺激。在厘清流通模式变革动因的基础上，众学者对现有

流通模式进行对比研究，张焕勇等考虑到渠道权利对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流通模式的影响，对比分析了单一“农超对

接”模式与超市、农贸市场并存的多渠道模式。石岿然等

针对现存流通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并强调“互联网 +”背

景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更具发展潜力。而在“互联网 +”

背景下，为满足日益变化的消费诉求和实现生鲜农产品价

值增值，不同学者又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进行创新。

但斌等针对“互联网 +”背景下社群经济、众筹经济、服

务经济及体验经济，分别提出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C2B 模

式、预售模式和产品服务融合模式。

综上所述，在众多因素影响下，未来生鲜农产品供

应链发展模式并非要建立某种固定统一的组织形式，

而是要综合多种因素发展多种形式共生共荣的供应链体

系。上述文献中虽创新性提出了几种不同模式，但针对

如何打造信息资源交互共享的现代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内容摘要：实现信息共享是构建现代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回顾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

并分析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供应链信息共享、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三个方面的文献。最后阐明现有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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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还需进一步研究。	 	 	

（二）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优化研究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在实际运行中，时常会因为目标冲

突、决策与行动领域冲突、认知冲突而导致运行效率低下，

甚至合作关系破裂。故必须采用合理协调策略，确保在各

利益主体的努力下产生互惠互利的结果，实现供应链价值

最大化。为此，许多学者分别从订货 / 库存策略、定价策

略以及协调策略三方面展开研究。订货策略方面，Qin	Y	

et	al. 考虑了生鲜产品质量和数量同时衰减时的最优库存策

略；陈军等基于努力水平对损耗率和新鲜度影响的考量，

研究了努力控制流通损耗的最优订货策略。定价策略方面，

王冲等在期权合同存在的基础上，研究了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中的供应商最优定价策略。随后又对其研究进行拓展，

讨论在组合契约和流通损失下生鲜农产品最优期权定价问

题。关于生鲜农产品协调策略方面的研究，贾仁安等基于

系统思想，利用系统动力学分析制约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发

展的因素，并通过政策仿真来协调供应链；林略等在考虑

新鲜度和损耗的影响下，提出运用收益共享契约来实现生

鲜农产品三级供应链协调。

为从宏观上把握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运作机理，简化模

型构建及求解过程，上述文献大多基于信息对称的假设展

开。但信息不对称才符合现实情况，故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优化问题仍需进行深入探讨。

供应链信息共享研究
信息共享作为协调供应链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重要手

段，同时也是实现低本高效供应链管理的重要基础。Lee	

et	al. 最早采用信息共享策略来缓解供应链中存在的“牛鞭

效应”，以抑制信息扭曲、增强供应链主体间信任。其他

学者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供应链中信息共享的价值

和激励机制进行探讨，发现在不同情况下信息共享会促进

合作双方收益增加，实现帕累托改进，但也存在共享后某

方利益受损的情况，表明并非所有情况下信息共享都能创

造价值。只有当信息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较大，共享该信息

能为供应链带来增量利润时，供应链中节点企业才有信息

共享的必要。

尽管有价值的信息共享能提高供应链整体绩效，但

节点成员出于对信息共享或信息泄露会损害自身利益的

担心，并不总有与合作伙伴共享信息的动机。如何激励

供应链中的企业参与信息共享，Zhang	 et	 al. 在供应商和

零售商都掌握需求部分信息的情况下，通过设计收入共

享契约来激励双方完全共享其掌握的私有信息。但斌等

以一个采购商（GPO）和两个存在竞争的制造商构成的

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两部制补偿协议来实现

信息共享激励。伍星华等针对规模不经济下的低碳供应

链，通过设计信息共享补偿机制来激励零售商共享其私

有的市场需求预测信息。上述研究均基于信息完全共享

的假设，但现实中信息完全共享仅是特例，部分信息和

无信息共享才是普遍状况，为确保研究成果的普适性，

周茂森等利用信息精度定义信息共享水平，使其适应于

多种共享情形。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研究
（一）单一渠道模式下信息共享研究

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中，由于各主体所从事的经济

活动和任务分工不同而导致信息分布不均匀的现象，称

之为信息不对称。单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

问题，如农户隐瞒生鲜农产品新鲜度信息、第三方物流

服务商和零售商谎报成本信息等，是致使供应链其他成

员决策变量产生扭曲，破坏供应链协调运作的症结所在，

而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就是实现信息共享。对此，Kaipia	et	

al. 通过研究发现，需求信息和保质期信息共享能减少生

鲜农产品供应链中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蒋侃则认为信

息共享可以增加供应链的敏捷性等。此外，还有学者分

别研究信息共享程度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出口绩效、库

存水平以及物流绩效间的关系，以此证明信息共享之于

生鲜农产品的价值所在。

即使信息共享能够改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绩效，但信

息共享后利润的重新分配可能会使信息共享的实现存在一

定困难。因此，需要通过设计不同策略和契约来保证利润

分配公平，并以此促进信息共享。但斌等针对以销地批发

商为主导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为基础，通过设计批发市场

运营商主导的协调策略，来激励批发商共享其私有的采购

价格信息；杨亚等考虑因农户隐瞒新鲜度信息造成的损耗

加剧、协调困难的情况，提出回购契约和价格折扣契约的

组合契约来保证新鲜度信息共享；刘宏等从批发商隐匿市

场需求信息的情形出发，利用收益共享契约来协调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二）双渠道模式下信息共享研究

随着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普及和物流冷链技术的提升，

具备时鲜性、易腐性、季节性等特点的生鲜农产品也实

图 1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框架

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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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极大提升了生鲜农产品流通

效率，扩大了产业化空间。虽然双渠道模式可以打破传

统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交易方式的地域性、季节性等因素

限制，实现上下游资源优化配置，但当电商渠道与实体

渠道共存时，彼此间存在的竞争和冲突，在缺乏合理协

调机制的情况下，会导致供应链内双重效应、信息不对

称问题加剧。针对此类问题，Li	 et	 al. 研究了生鲜农产品

供应链在开拓电商渠道模式下的信息共享价值问题，得

出在分散决策的情况下，信息共享不能提高整体绩效，

而信息隐瞒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缺乏信息共享的合作基础。

总之，现有研究中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的研究颇

为丰富，但针对生鲜农产品双渠道供应链中信息共享问

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结论及展望
信息共享是降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损耗、增强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敏捷性、提高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效率的重要手

段。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现有研究

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现有研究中，研究者为了更清晰展现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共享运作机理，往往将信息不对

称现象简化为单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但实际情形中双边各

自拥有部分私人信息，形成的双边信息不对称问题才符合

实际情况；关于信息共享激励策略研究，当前提出的大多

数策略缺乏对现实情况的客观考虑，因而导致其在现实中

执行成本较高或无法实施；已有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信息

共享研究大多从简单的单信息共享视角展开研究，较少考

虑多源信息的共享问题。

信息共享作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领域的研究热点之

一，笔者认为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多边信息共享情形以及

多源信息共享问题。在共享激励机制设计方面，注重可操

作性、高效性应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此外，“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向双渠道模式演进已成趋势，故

双渠道模式中信息共享问题也将是未来研究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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