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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是蔬菜流通的“大动脉”，蔬菜供应链体

系建设是蔬菜生产流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节点”和“出口”。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居

民消费需求的转变，新型蔬菜供应链模式不断出

现，把握新发展阶段蔬菜供应链的特征和面临的风

险，优化蔬菜供应链运作模式，对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学者们对蔬菜供应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

蔬菜生产销售的基本形态决定了批发市场模式的

主导地位，直供直销模式、农超对接模式、电商模式

等新型供应链模式不断出现，缩短供应层级，成为

批发市场模式的有力补充[1]。黄修杰等[2]总结“批发

市场”模式、“农超对接”模式、“电子商务”模式的特

点和适用范围，发现“电子商务”模式具有强大的平

台基础、庞大的客户资源和优质的服务水平，成为

广东省蔬菜供应链的重要模式；刘璐[3]研究表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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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bei is a major province of vegetabl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trengthe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egetable industry.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of vegetable products in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ical supply chain models of vegetables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study found that vegetable supply chain system in Hebei has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The“wholesale vegetables”supply chain,“farmer- supermarket direct purchase”supply chain,“e- commerce”supply

chain, and“processed vegetables”supply chain are representative supply chain models in Hebei.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risk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vegetabl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ware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retail

terminals and other links, the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building circul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s, cultivating new circulation subjects, improving origin infrastructure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build brands.

Key words: Vegetable supply chain; Hebei province; Pattern analysis; Risk identification

中中 国国 瓜瓜 菜菜 产业经济2023，36（2）：107-111

··107



中 国 瓜 菜 第36卷产业经济

超对接”模式有利于超市和蔬菜生产基地销售利润

率提升，但存在信息管理能力弱的问题，易发生违

约行为。蔬菜供应链由农户、批发商以及零售商等

节点组成，各节点的位置及功能，会诱发各类风

险。常冬雨[4]研究发现供应链系统中不同节点主要

面临生产与交易风险，信息、市场、物流风险，市场

需求风险等；张喜才[5]将供应链安全风险分为自然

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物流阻塞等 8 类并提出应对

机制。综上，现有研究大多注重描述推理，缺乏对

典型地区供应链的跟踪分析。因此，笔者以河北蔬

菜产品供应链为例，分析发展现状、典型模式、风险

因素，提出优化建议，以期提高蔬菜供给效率和质

量，保障供应链稳定性和韧性。

1 河北蔬菜产品供应链发展现状

1.1 市场流通体系不断完善

河北各地区积极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发展壮大

农副产品市场，全省现有农业农村部定点市场 40

个，其中 37 个涉及蔬菜流通，营业额超亿元农产品

批发市场发展到近 120 个，有效提升蔬菜流通能

力[6]。消费者对蔬菜的新鲜程度、高效配送率的需

求不断增加，促进冷链运输的快速发展，河北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实施

方案》，实现环首都地区蔬菜的快速流通和新鲜供

应。此外，蔬菜交易方式类型不断增加，除了市场

交易方式外，期货、拍卖、订单等新型方式逐渐引起

关注[7]。

1.2 供应链主体趋于多元化

河北蔬菜生产规模化、集约化促进供应链主体

趋于多元化，包括农户、合作社产地批发商、蔬菜加

工商、销地批发商、连锁超市等，蔬菜流通中介组织

的作用也愈发重要。截止到 2021 年底，河北共有

蔬菜类生产性服务主体 3358 个，营业收入 24.23 亿

元；批发零售仓储运输服务主体 6350 个，营业收入

76.74 亿元。同时，河北省高度重视蔬菜生产加工

企业的培育，共培育加工企业和合作社 2350 个，营

业收入 218.02 亿元，形成显著的规模效应[8]。

1.3 供应链模式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电子商务供应链模式快速发展壮大。2021 年河北

建成省级电商示范基地 50 个、直播带货基地 50

个，培育网络零售额 5000 万元以上电商龙头企业

近 50 家，建设电商服务站 15 000 多个，满足居民线

上蔬菜消费需求[9]。鲜切菜、预制菜等发展迅猛，创

新蔬菜供给业态，河北省设施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调

研发现，固安县盛世农合、定州市鲜洁、隆化县鸿

兆、秦皇岛丰禾、阜平国煦等企业鲜切蔬菜规模

不断扩大，成为超市、食堂和餐饮企业蔬菜供应

的生力军，石家庄惠康、承德森源等预制菜销量

不断增长。

1.4 京津高端市场供应能力增强

河北毗邻京津的地缘优势使蔬菜产品在供应

京津中作用突出，2021 年河北蔬菜产量 5 284.21 万 t，

其中 60%的蔬菜产品主要销往北京、天津等地，在

北京批发市场常年占有率 41%左右，天津市场占有

率 32%左右，稳居外埠进京津蔬菜之首[10]。根据河

北省设施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调研数据，承德市 2021

年全市供应蔬菜 200 余万 t，80%的设施番茄供应北

京市场；固安县年供京津蔬菜 120 万 t，占全县总产

量的 85%。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连续 5 年举办京

津冀蔬菜食用菌产销对接大会，促进京津冀产

销深度合作，第五届蔬菜产销大会共达成合作意

向 45.5 万 t，涉及白菜、食用菌、番茄等 20 多类，

金额约 12.1 亿元[11]。

2 蔬菜产品典型供应链模式

2.1 “批发市场”供应链模式

蔬菜产销两端的基本形态决定了批发市场供

应链模式的主导地位，该模式将批发市场作为市场

组织，发挥其在蔬菜流通过程中的集散功能（图

1）。目前，河北蔬菜产品的集散与流通主要依靠批

发市场完成，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常年占有率在

22%左右，位列第一[12]。各蔬菜生产经营主体与国

内各大批发市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河北

图 1 “批发市场”供应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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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设施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调研发现，昌黎县嘉诚蔬

菜合作社每年向京津冀、广东、东三省等地的批发

市场销售黄瓜 4 万 t、番茄 1 万 t、大白菜 1.5 万 t；阜

城县卫星瓜菜合作社主要生产樱桃番茄，每年向新

发地批发市场供货量超 3000 t，销售渠道基本稳定。

2.2 “农超对接”供应链模式

“农超对接”供应链模式缩减供应链环节，将大

型商超直接对接产地蔬菜经营主体，通过签订契约

协议，将经过粗加工后的蔬菜直接运送至大型商超

售卖（图 2）。近年来，各类产销组织积极拓展销售

渠道，直接对接京津大中型超级市场，固安县顺斋

瓜菜合作社直接供应京客隆北京区域 200 多家门

店，供应黄瓜、番茄等在内的 154 种蔬菜产品，高峰

期日供北京蔬菜达到 200 t[13]。尚义县甲天蔬菜合

作社与北京超市开展“农超对接”，与物美、华普等 4

家北京连锁超市建立了长期供销关系，带动农户年

均增收 1 万元以上[14]。

图 2 “农超对接”供应链模式

2.3 “电子商务”供应链模式

农村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促进网络化蔬菜供

应链体系建设，催生出多种电子商务新型供应链模

式（图 3）。主要类型包括：（1）自建电商平台销售模

式。河北多种蔬菜产品已入驻河北省品牌农产品

网上商城，该平台产品覆盖全省 135 个县（市、区），

300 多家企业的 1200 多种商品 [15]；（2）借助第三方

平台经营模式。如借助天猫、淘宝、京东商城等，青

县大司马绿豪合作社与京东合作，建立农户与客户

间的直供、直销的供应关系；（3）线上平台销售、门

店自提模式。该模式依托线下实体社区，借助美

团、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预订+线下自提”

的团购模式，阜城县卫星瓜菜合作社与拼多多电商

平台合作，定期向平台仓库运输樱桃番茄，由平台

统一向社区商店配送[16]。

2.4 “加工蔬菜”供应链模式

鲜切菜和预制菜等加工蔬菜的市场需求扩大

带动“加工蔬菜”供应链模式取得新发展，该模式通

过蔬菜生产经营主体与鲜切菜、预制菜加工企业签

订订单，将蔬菜加工企业作为 B 端纳入供应链环节

（图 4）。保定市支持鲜切菜、预制菜产业多环节、各

领域融合发展，根据河北省设施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调研访谈，阜平国煦农产品加工园现日产净菜

120 t，涵盖黄瓜、圆茄等 170 多个蔬菜品种，主要供

应京津高校食堂、餐饮企业等；首衡预制菜加工产

业园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120 亿元，解决农村

剩余劳动力 1.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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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加工蔬菜”供应链模式

3 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及存在问题

3.1 蔬菜产品供应链风险识别

蔬菜供应链风险指在特定时空或地域范围内，

各类风险因素导致的供应链利润减少或绩效损失

的可能性。供应链风险管理的最首要的工作就是

风险识别，即分析整个供应链体系中哪些环节会产

生风险，产生何种风险，诱发风险的原因有哪些。

3.1.1 供应链上游需防范生产加工风险 蔬菜生

产具有季节性、周期性、易腐败、区域性等特征，导

致蔬菜生产过程易受到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外部环

境因素的影响，面临生产风险。蔬菜加工受到农户

分散经营及标准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加工

制品原料不统一，加工标准体系缺乏系统性、整体

性，加工风险制约河北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和高质量

发展。

3.1.2 供应链中游需防范仓储运输风险 蔬菜在

仓储环节中由于保鲜保冷不当等易造成品质和新

鲜度下降等风险。运输过程承载着供应链关键的

集散分拣过程，运输节点的信息传递及时与否、运

输方式选择、流通渠道长短，直接影响蔬菜市场供

需风险。
图 3 “电子商务”供应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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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供应链下游需防范零售终端风险 蔬菜零

售终端环节众多，由于蔬菜种植的零散化、区域广、

链条多等因素限制，消费者难以知晓蔬菜的来源渠

道，造成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等风险。零售终端

直接面对蔬菜消费市场，主要面临市场风险和频繁

更替蔬菜产地及产品的需求风险。

3.1.4 供应链整合不够完善需防范系统风险 总

体来看，目前的蔬菜供应链整合力度弱，供给和销

售渠道未充分衔接，蔬菜供应市场整体呈现无序竞

争状态，亟须从供应链的角度进行分类整合，通过

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和产销信息的充分传递，防范系

统性风险。

3.2 蔬菜产品供应链存在的问题分析

3.2.1 蔬菜生产流通组织化程度低 近年来，河北

蔬菜合作社和蔬菜龙头企业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

总体来看，蔬菜生产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还较

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存在诸多问题，包

括组织松散、生产标准不一、新技术应用能力低

等。例如，在“农超对接”供应链模式中，以物美为

主的连锁超市强调需要规模化、标准化、多样化和

连续性的蔬菜供给，但河北省大多数蔬菜合作社运

营能力弱，难以与超市现代化的经营要求相配套。

3.2.2 蔬菜产销信息不对称 由于蔬菜生产的滞

后性和长周期性，生产者很难改变生产计划，因此

需要在投入生产时获取充分的市场信息和全国范

围内的生产情况，以做出最好的计划。但在实际调

研中发现，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单一，分析和

利用信息的能力较弱。分散的农户在销售蔬菜产

品时，主要是靠收购商或经纪人到田间地头收购。

若处于中间环节的收购商缺位，大多数蔬菜产品将

面临滞销困境。

3.2.3 蔬菜冷链物流发展动力不足 冷链物流位

于供应链中间环节，是减少流通损耗和保障蔬菜安

全的重要支撑。河北省蔬菜冷链物流发展速度与

国外和国内农业强省仍有一定差距，在蔬菜保鲜

“最先一公里”，农户缺乏预冷的积极性，导致冷链

物流发展源头动力不足。在蔬菜供应链“最后一公

里”，消费者缺乏对冷链运输的认可，支付意愿较

低，消费端拉动力不强。冷链物流位于中游，发展

受到上下游的挤压和蔬菜保鲜自然特性的制约。

3.2.4 高端蔬菜品牌市场认可度较低 河北省蔬

菜产品的集散与流通主要依靠批发市场完成，2020

年河北省共有专业批发市场 93 个，批发零售仓储

运输服务主体从业人员达 338.8 万人，河北蔬菜在

北京批发市场常年占有率在 41%左右，而在品牌蔬

菜专柜，河北省蔬菜的占有率则不到 15%[17]。京津

高端蔬菜供给以本地精品蔬菜和山东蔬菜为主，河

北省蔬菜品牌认可度仍较低，蔬菜零售中存在“大

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供需结构性矛盾仍较为

突出。

4 蔬菜产品供应链优化建议

4.1 建立流通信息平台，市场引导构建产销体系

在“大市场、大流通、大商贸”的市场流通格局

下，河北蔬菜供应链需要各环节各主体交流合作，

加强信息平台与物流服务的建设。一是搭建蔬菜

流通协同创新平台，包括信息平台、技术平台、融资

平台、交易平台、人才流动平台等，实现蔬菜流通领

域资源共享。二是建立蔬菜市场联盟，实现市场联

盟、生产销售主体联盟、科研人员联盟，加强蔬菜生

产、加工、流通、信息共享、资源置换等各方面的交

流协作[18]。三是支持和发展各层级、多元化的蔬菜

产销信息中介组织，建设一支固定化、专业化的中

介服务队伍和工作机制，提高产销信息的针对性和

指导性，以需求引导生产，缓解市场信息不完全、不

对称问题。

4.2 培育新型流通主体，提高蔬菜市场流通效率

为建立产销运行长效机制，提高蔬菜的运输效

率，确保蔬菜供应质量安全，应着力培育新型蔬菜

流通主体，促进蔬菜产业化发展。一是大力培育蔬

菜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批发商等流通主体，促进

蔬菜产销对接，更好发挥引导蔬菜生产、协调市场

供应、缩短流通层级等作用[19]。二是发挥农民经济

合作组织作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经纪人、农民合

作组织等农村运销大户，加强蔬菜流通政策、运销

贮藏、质量安全等业务培训，引导其与生产主体形

成稳定的供销关系。三是吸引一些连锁超市、便利

店和蔬菜加工企业的加入，为蔬菜流通注入新鲜血

液，实现产地直接采购并配送到各连锁超市，缩短

供应链环节，提高流通效率。

4.3 完善产地基础设施，夯实“菜篮子”供应基础

近年来，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绿色有机蔬菜的

需求增加，对蔬菜仓储保鲜和冷链运输提出较高要

求。一是支持建设蔬菜产地市场，通过建设好农民

家门口的市场，打造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信息

功能齐全、交易方式多样的蔬菜产地批发市场体

系，实现蔬菜“存得住、运得出、卖得掉、赚得到”。

二是支持生鲜蔬菜仓储保鲜、产后加工、分级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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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配备预冷、清洗、分级、包装等商品化处

理设施，实现由产品向商品、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的转变[20]。三是大力发展冷链运输，保证蔬菜最佳

的鲜度、风味和品质，提高河北蔬菜质量，减少运输

过程中的损耗，提高生产者收益，满足消费者需求。

4.4 提高品质、打造品牌，满足市场高端消费需求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消费的升级使得蔬菜

消费开始步入“品质时代”，蔬菜供应链体系建设需

从重视生产向重视销售、重视产量到重视质量转

变。一是结合蔬菜生产基地的产品特点和文化内

涵，加强蔬菜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生产，推进蔬菜

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认证，积极打造蔬菜集群品

牌、区域品牌和产品品牌。二是面向全产业链各环

节制定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加强流通各环节科技支

撑，大力发展净菜、加工蔬菜销售，提升蔬菜质量和

产品附加值[21]。三是大力培育并积极宣传推广河北

高端蔬菜品牌，通过参加各类展销会、举办推介会、

电子商务销售等，提高河北品牌蔬菜的知名度及影

响力。

4.5 开发全产业链保险，保障蔬菜供应链稳定

为保障蔬菜供应，降低生产经营主体在蔬菜生

产流通中面临的自然灾害、人为事故、价格波动等

风险，需要对整个蔬菜供应链提供风险保障。一是

保险机构积极研发蔬菜供应链保险产品，按照全产

业链菜单式一揽子综合保险的思路，形成“一张保

单保全程”的“1+N”保障体系（“1”指保障生产环节

的险种，“N”指保障供应链其他环节的险种）[22]。二

是提高保险服务水平，将金融工具保障与科技手段

支持服务于蔬菜生产流通的全过程，打通蔬菜供应

链和流通链，进而提升蔬菜价值链收益水平。三是

建立由保险公司层面的大灾风险准备金和财政支

持的大灾风险基金构成的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减轻

保险公司服务蔬菜供应链体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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