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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评价研究
——以广东省农超对接模式为例

王　伟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摘　要：农超对接是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主要模式之一，其本质是将现代流通方式引向广阔农村，将千

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起来，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销一体化链条，实现商家、农民、

消费者共赢。按照构成实体、内部流通程序、外界条件等创建农超对接流通体系结构模型，再以该模型为

基础，通过系统内部框架、应用成效、外部条件等层面，创建具备三级共 24 个指标的绩效评价体系，通

过专家评价法、层次分析法对广东省农超对接流通体系展开验证分析，明确影响农超对接农产品流通体系

绩效的主要因素，总结农产品流通系统优化与完善意见，从而进一步健全农超对接农产品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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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system
—Taking model of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example

WANG Wei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510507, China）

 Abstract：The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is one of the main modes of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s essence is to lead the modern circulation mode to the vast rural area, to connect the small production 
of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with the large market of ever-changing, to build the chain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ntegration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o realize the win-win of the merchants, farmers and consumer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entity,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procedure,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so on, the model of the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circulation system was created. Based on the model,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with three levels of 24 indexes was created through the system internal fram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Then, the expert evaluation method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were adopted. The ver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system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ultra butt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system,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system were summarized,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ultra butt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system.

Key words：agricul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agricultural super dock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firculation 
structure model;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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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发展还比较

落后，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流通环节较

多、成本较高、效率较低等方面。重塑农产品

流通的产业链条，构建全新的农产品流通运营

体系，是解决农产品流通难题的一个必要手段。

从 2017 年《商务部、农业部关于全面推进农超

对接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内容来看，政府全面

支持农超对接项目发展，并且颁布了不少政策

促使该项目的有效运行和实施，各省市也主动

参与该项目的建设与运营。作为农产品流通体

系中主要模式之一的农超对接模式越来越受到

重视和关注。在这一背景下，构建一套与农超

对接模式相兼容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评估机

制，总结农产品流通经验，解决上述实际问题，

以便能够保障农产品流通的安全、高效、规范，

真正地体现出应有的价值与作用［1］。

目前，国内针对农产品流通绩效评估的探

讨刚刚兴起，大多处于宏观与理论研究阶段，

针对流通绩效评估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研究内

容并不多，且未实施定量分析。由于农产品具

备一定的独特性，其物流流通系统与普通物流

系统相比更加繁琐与复杂。因此，对以农超对

接模式为主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评估展开研

究非常必要。本文以“农户 + 合作社 + 超市”

的农超模式为研究方向，综合考虑农产品流通

体系的实际经营效果及内外部各项影响因素或

客观条件，通过外界条件、经营成效、内部结

构 3 个角度进行探讨，创建基于农超对接模式的

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评估系统，通过层次分析

法对广东省农超对接模式的展开实例分析，且

借助 ABC 分类原则确定重要指标，进一步总结

完善农超对接流通绩效的一系列方法与措施［2］。

1　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概况

1.1　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渠道模式

现阶段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主要由 3 种渠

道模式构成：一是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的

流通渠道模式；二是以超市为主体的农超合作

对接流通渠道模式；三是以电子商务为主导的

农产品电商平台流通渠道模式。

1.2　农超对接的渠道模式构成

农超对接是指超市作为代表消费者的零售

市场终端，与代表农户的农村合作社之间开展

合作对接，超市以直供或直采的形式从合作社

获得农产品的流通渠道。该模式能够为高质量

农产品流向超市奠定基础，让农产品能够规避

流通期间的一系列中间渠道而直接流向超市，

达到超市和农户直接对接的目的［3］。在基于农

超对接流通模式的引导下，农户的生产更加标

准与完善，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不但能够规避

盲目性地生产，同时也能够让农产品构建相对

稳定、成熟的销售路径与销售价格，流通步骤

的压缩、流通效率的增加、流通成本的减少能

够让商家、客户、农户都获益，真正地达到共

赢目的。

当前，农超对接主要表现为以“农户＋合

作社＋超市”运营模式为主，如图 1 所示，农

户是指农产品生产者，超市不但是农产品的直

接采购者，也是一个重要的零售者，是促进超

市和农户直接对接的一个平台，超市不仅能够

引导农户实施专业生产，同时也能够代表农户

和超市进行商谈，促使双方合作更加顺利［4］。

 
组织种植生产

签订购销合同

代表谈判
合作社 超市农户

图 1　以“农户＋合作社＋超市”运营模式为主

　　　的农超对接模式

2　农超对接的农产品流通绩效评价体

系构建

对于基于农超对接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

评价系统来说，评估结果是否客观、真实，取

决于能否构建一个相对完善、成熟的评价指标

机制。创建评估指标系统的过程，一定要满足

客观性、可行性、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要求，

这样才可以保障评估工作的顺利运行。

2.1　结构框架

在探讨绩效评价系统的过程中，一定要遵

循指标系统的创建原则，利用已有研究整理，

把评估系统划分成三部分，即：内部结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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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效、外界条件。创建 3 个子评估机制，且

选择适宜的评估指标，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

评价系统展开深入性地评估。图 2 为评估指标

的结构。

 
农产品流通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内部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

A

系统应用成效
评价指标体系

B

系统外部条件
评价指标体系

C

图 2　农产品流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2.2　指标设计

2.2.1　内部结构　对于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评

价系统内的实体来说，可通过系统规模、组织

化水平两个层面对系统的内部结构展开深入

评估。

2.2.2　应用成效　对于系统的内部应用成效评

估来说，影响要素相对复杂，可通过客户方面、

信息处理、物流管理、品质控制、财务管理 5

个角度展开评估，由于关注重点是流通环节，

故对农超对接中有关农户的绩效指标暂不做

考虑。

2.2.3　外部条件　主要以政府各项政策扶持、

技术应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水平 3 个

指标对系统外界环境展开深入评估。

2.3　绩效评估系统结构

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评估系统结构如图 3

所示。该评估体系分为四层：农产品流通体系

为总评价目标；一级评估指标有内部结构、应

用效果、外部条件，内部结构包括系统规模、

组织化水平两个评估指标，系统应用成效包括

财务管理、品质控制、物流管理、客户方面、

信息处理 5 个二级指标，系统外部条件则包括

政府扶持、技术环境、基础设施 3 个二级指标；

为使评估体系更加完善与清晰，二级评估指标

之下划分成三级指标，系统共 24 个评估指标，

能够对农产品流通绩效指标体系展开全方位的

评估［5］。 

3　广东省农超对接模式的流通体系绩
效评估案例

3.1　广东省农超对接模式概况

广东地处我国南岭以南，南海之滨，总面

积约 17.97 万 km2，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广东

农业属于小农经济，无大农场，粮食作物以水

稻为主，香蕉、荔枝、龙眼和菠萝是岭南四大

名果，也是广东农业主要出产水果。近年来，

广东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

筹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2017 年上半年，

农业生产总体保持稳步增长，蔬菜、水果和水

产品的产量平稳增长，肉类产量降幅收窄，农

图 3 农产品流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构

农产品流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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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2017 年上半年，全

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 526.64 亿元，同比增长

3.1%，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0.3 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

为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农民经济收

益，2012 年广东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出“在

今 后 5 年 的 时 间 内， 实 施 100 个 农 超 对 接 项

目，且实现农产品直接采购比大于 65%”。截

至 2016 年末，广东全省专业合作社 2 344 家，

开设农超对接超市约 300 多家，包括人人乐、

沃尔玛、华润万家、家乐福等。其中，人人乐

在肇庆承包了几百亩的无公害蔬菜基地，超市

有超过 45% 的蔬菜都来自于农超对接项目，许

多超市应用农超对接项目后果蔬的采购成本均

有所降低；沃尔玛超市和广东省 180 家合作社

建立联系，直接从合作社处采购农副产品，范

围囊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华润万

家在广东省目前拥有 20 多家连锁超市，4 家位

于广州，目标计划开设 40 家，全部与合作社建

立有效合作机制，实施农超对接。本研究主要

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发放专家

调查问卷，以华润万家超市为平台，通过已创

建的绩效评价体系对以上地区农超对接的具体

状况进行评估，目的是分析研究主要影响要素，

明确整改优化建议［7］。

3.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计算

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广东省农超对接的流通

体系展开评估，利用调查问卷获得基础数据，

并分析整理。

3.2.1　验证数据的整合　原始数据利用专家建

议调研法进行整合与梳理，专家组成员主要由

农产品流通利益相关方和研究学者构成，包括

农户、农村合作社带头人、对接超市经理，利

用电子邮件和实地调研访谈发放调查问卷的形

式，通过回收有效调查问卷获得基础数据。

3.2.2　各指标权重计算　（1）一级指标所占权

重。首先，将系统三大一级指标分别以 A、B、

C 来说明，创建两两对比判断矩阵，明确判断

标准（表 1）。

表 1 一级指标两两对比判断矩阵

一级指标 A B C

A 1 0.2 3

B 5 1 7

C 0.33 0.14 1

其次，开展相对重要度运算。定义W为相

对重要度向量，λ为检验系数向量，λ’为相容

性指标C.I.的系数向量。把判断矩阵中的各行元

素相乘，即可算出向量（0.6，35，0.048）T，对

所计算的各个数开3次方，算出新向量（0.843，

3.271，0.363）T，再进行向量归一化处理及一致

性检验，具体流程如下：

 
0.843

0.188
0.363 0.843 3.271

=
+ +

 
3.271

0.731
0.363 0.843 3.271

=
+ +

 

 
0.363

0.081
0.363 0.843 3.271

=
+ +

TW 0.188 0.731 0.081=（ ， ， ）

1 1 / 5 30.188 0.188

0.731 5 1 7 0.731

0.081 0.0811 / 3 1 / 7 1

0.577

2.238

0.248

N = =

=

   
   
   
   

 
 
 
 

λ

把向量 N 各行的元素 / 向量 W 各行对应元

素，算出系数向量：

 3.069 3.062 3.062
T

λ′ =   ， ，

 max
3.069 3.062 3.062

3.064
3

+ +
= =λ

相容性指标 max 3.064 3. . 0.032 0.1
1 3 1
nC I

n
λ − −= = = <

− −
，

说明一级指标两两判断矩阵存在较强的一致性。

根据上述计算确定一级指标相对权重，结果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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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级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目 标 一级指标 权重

广东农超对接农

产品流通体系

A 0.188

B 0.731

C 0.081

（2）二级指标所占权重。根据3个一级指

标权重的算法，分别算出每个二级指标相对于

一级指标的权重及一致性检验（表3~表5），并

计算二级指标相对目标的权重，结果见表6。

表 3 内部结构的二级指标权重和一致性检验

指标 A1 A2 权重 W 相容性 C.I.
A1 1.00 0.33 0.250 0<0.1

A2 3.00 1.00 0.750

表 4 应用成效的二级指标权重和一致性检验

指标 B1 B2 B3 B4 B5

权重

W

相容性

C.I.
B1 1.00 1.00 3.00 3.00 5.00 0.344 0.014<0.1

B2 1.00 1.00 3.00 3.00 5.00 0.344

B3 0.33 0.33 1.00 1.00 3.00 0.129

B4 0.33 0.33 1.00 1.00 3.00 0.129

B5 0.20 0.20 0.33 0.33 1.00 0.053

表 5 外部条件的二级指标权重和一致性检验

指标 C1 C2 C3 权重 W
相容性

C.I.

C1 1.00 5.00 3.00 0.637 0.012<0.1

C2 0.20 1.00 0.33 0.105

C3 0.33 3.00 1.00 0.258

表 6 二级指标相对目标的权重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W

广东农超对接

农产品流通体系

A A1 0.047

A2 0.141

B B1 0.251

B2 0.251

B3 0.094

B4 0.094

B5 0.039

C C1 0.052

C2 0.009

C3 0.021

（3）三级指标所占权重。计算原理同二级

指标，可得出三级相对二级的权重和一致性检

验，然后计算三级指标相对目标的权重，结果

见表7、表8。

表 7 三级指标相对二级指标的权重和一致性检验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W 相容性 C.I.
A1 A11 1.000 0<0.1

A2 A21 0.521 0.015<0.1

A22 0.077

A23 0.201

A24 0.201

B1 B11 0.167 0.001<0.1

B12 0.833

B2 B21 0.250 0<0.1

B22 0.750

B3 B31 0.067 0.015<0.1

B32 0.391

B33 0.151

B34 0.391

B4 B41 0.200 0<0.1

B42 0.600

B43 0.200

B5 B51 0.750 0<0.1

B52 0.250

C1 C11 0.750 0<0.1

C12 0.250

C2 C21 0.250 0<0.1

C22 0.750

C3 C31 0.250 0<0.1

C32 0.750

3.3　结果分析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运算结果，根据每个影

响要素对系统影响的重要程度从大到小进行排

序［8］。根据 ABC 分类要求，总结出影响广东

省农超对接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的 5 个重要因素

分别为物流盈利率、农产品安全性、纵向的组

织水平、农产品保鲜比例水平、信息精准度水

平；次要影响因素共 8 个，分别为实施农超对

接项目企业数、流通成本所占比例、农超对接

有关政策措施数、农产品的流通周转率、按时

交货所占比例率、客户忠诚水平、合作组织之

间的组织水平、超市之间的组织水平，其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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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三级指标相对于目标的权重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W

广东农超对接农产

品流通体系

内部结构 A 体系规模 A1 实施农超对接项目企业数 A11 0.047

组织化水平 A2 纵向组织化水平 A21 0.073

农户间组织化水平 A22 0.011

超市间组织化水平 A23 0.028

合作组织间组织化水平 A24 0.028

应用成效 B 财务管理 B1 物流成本占比 B11 0.042

物流盈利率 B12 0.209

品质控制 B2 农产品保鲜度 B21 0.063

农产品安全性 B22 0.188

物流管理 B3 仓储设施利用率 B31 0.006

农产品周转率 B32 0.037

车辆装载率 B33 0.014

按时交货率 B34 0.037

信息处理 B4 及时率 B41 0.019

准确率 B42 0.056

共享率 B43 0.019

客户方面 B5 客户忠诚度 B51 0.029

客户满意度 B52 0.010

外部条件 C 政府扶持 C1 有关农超对接政策数 C11 0.039

政府投资比率 C12 0.013

技术环境 C2 物流人才培养 C21 0.002

物流技术更新率 C22 0.007

基础设施 C3 物流里程增长幅度 C31 0.005

物流节点增长幅度 C32 0.016

属于普通影响因素（表 9）。

4　结论与讨论

农超对接流通模式是传统农产品流通的一

个创新与拓展，对于有效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

通及服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层次分

析法对构建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主要影响要素进行

分析，然后根据 ABC 分类要求确定影响农超对

接农产品流通体系绩效的重要因素，按照影响因

素的重要性，各自总结出相应的整改优化意见。

通过对农超对接农产品流通体系实施绩效评估，

达到进一步促使该系统优化和完善的目的，最终

促进农产品流通行业的有序发展。

对于未来的发展，需要把关注度转移到对

重要影响要素的整改方面，更多关注物流盈利

率、农产品安全性、纵向的组织水平、农产品

保鲜比例水平、信息精准度水平等方面因素，

进一步提高农超对接流通的盈利比率，增强农

产品安全性，提高该体系纵向组织化水平，保

障农产品保鲜度达标，增强信息精准率，从而

完善整个农超对接流通体系，进一步增强该系

统的应用成效。

4.1　构建安全追溯系统，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

强调从源头上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强

化农户对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意识，规范各类农

药、添加剂的使用，加大有机或无公害农产品

的所占比例，逐步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构

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推动农产品市场

的正常化与和谐化。农产品市场从生产到消费

形成良性循环，是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的最终目的［9］。

4.2　 扩大合作社规模，优化对接活动

农村合作社规模太小，容易导致对接困难，

无法满足超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连锁超市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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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在相互谈判过程中的议价能力也较弱，

比较被动。合作社规模愈大，在进行谈判过程中，

话语权更强，可以一定程度上强化合作社的谈

判主导地位。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政策及方式

方法，实现农产品流通标准化作业，合作者之

间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4.3　大力发展冷链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冷链流

通比例

冷链物流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物流

的能力，因为冷链物流对流通环节的要求几乎

是所有物流领域中最高的。对于农产品而言，

相当一部分是生鲜农产品，必须依托冷链物流

才能保证保质保量按时送达。与传统的农产品

流通模式进行对比，农超对接模式消除了生产

地和消费地批发市场的介入，省去了许多中间

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及效益。

对于部分生鲜农产品能够利用随采随摘、冷库

储存、冷库输送、冷链销售等，实现生鲜农产

品全程冷链处理，有效控制其腐败变质，降低

流通成本［10］。

4.4　加强网络化信息系统建设，完善对接模式

导致信息精准率低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信息转手频率高，必然会引起信息失衡问

题。因此需要把信息输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大

大减少信息错误率，确保所有环节实体都可以

共享相同数据与信息，共同监督与警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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