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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以伊利、蒙牛、光明乳业、雨润等为代表的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通过导入供应
链理念并运用供应链方法，打破了中国涉农产业长期以来传统竞争和管理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张晟义编写的《涉农供应链管理理论体系构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实践》构建
了涉农供应链的基础理论体系，剖析了涉农供应链管理的基本特征和特殊性状，揭示了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整合的基本机理，全面梳理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供应链实践的特
征，深入分析了涉农供应链优化和治理的机理与对策，建立了推拉结合型的涉农供应链。

《涉农供应链管理理论体系构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供应链实践》适合供应链研究者
以及食品企业管理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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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晟义，男，1970年出生，汉族，浙江东阳人，复旦大学管理学硕士，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
业博士。
现任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自治区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生产运营、涉农供应链管理、能源生物质与循环经济。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等项目共6项；参编教
材3部，编著1部（即《战略导向整合管理的流程设计》，计46万字）。
累计发表专业论文近50篇，其中，核心刊物论文16篇，CSSCI论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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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提供更为稳定的物流控制选择。
　　传统涉农链中物流质量的控制与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具有鲜明的外在性和分段控制特征。
主要基于协议和互信（包括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常常承担着高昂的节点间交易成本和涉农链协调成
本。
并且，这种成本代价也并没能从根本上削弱基于农产品生物属性的风险。
而利用冷链系统，以及其他物理的、化学的手段（如防腐剂）来进行物流控制，在成本、安全、稳定
方面的效果显然无法与农业高新技术融入下的物流模式控制匹敌。
农业高新技术支持下的物流控制模式，是以许多全新的、可共享和可传递的物流利益为基础，试图通
过“上游投入，全程受益”来推动涉农物流系统风险的全程降低。
　　（4）增强环境适应性，增大地理布局优化空间。
　　农业高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农业生产可以极大地、有时甚至完全地摆脱大田生产条件下自然条件和
气候的制约与束缚。
这种改善使得通过产销地的合理布局，进而优化物流成为可能。
例如，2001年一组科学家宣布开发出一种耐盐的转基因西红柿，这有助于将受盐碱破坏的大量土地重
新变成高产农田。
　　（5）战略性地提升农业生产物流水平带动涉农物流改善。
　　农业生产物流（包括耕种、管理和收获物流三种形式）与农业生产紧密联系为一体，生产过程就
是物流过程。
利用农业高新技术改造农业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提升农业生产物流的过程。
例如，精准农业下，系统在生成农业措施电子处方地图后，农业机械将处方数据卡插在拖拉机上自控
监视器的相应插口内，使用带有定位、导航和自控装置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物资投放的自控操作。
这里，精准农业的实施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农业生产物流的精确、效率和快捷。
精准农业系统事实上全部集成了农业生产物流，并部分集成了农业供应物流和农业销售物流。
同时，这一系统的构建也提供了将农业生产物流与涉农链上游农业投入物物流和下游农业原材料采购
物流的集成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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