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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抓好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助力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实现乡村振兴的大背

景下，本项目成员通过文献分析、访谈调研、优化决策等方法分析了新疆农业

供应链目前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户面临资金约束、农业种植标准

化程度低、核心节点组织能力不足、合作方式单一、缺乏深入稳定的合作关

系、线上销售渠道不完善等。基于此，本项目通过嵌入农业社会企业来设计新

疆农业供应链上各节点间的合作关系，利用优化分析等方法阐述了利用土地流

转保障农户增收的上游增值路径，指出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能够帮助上游种植环

节形成规模，且能最大程度帮助农户增收；阐述了完善农产品质量认证及品牌

建设的中游增值路径，提出应完善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和检测机制，加强农产品

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及农产品的信用管理；阐述了借助“互联网＋农业”的下游

增值路径，设计收益共享机制促进农业社会企业和社区农超间的紧密合作，帮

助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此外，本项目借助 AHP方法找到了影响新疆农产

品电子商务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后讨论了在农户资金约束情况下政府补贴订单

农业的方式，验证了政府补贴不仅能促进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还能降低农户的

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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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农业供应链发展现状 

中国是农业大国，地处西北的新疆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地大物博的天然

优势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2004 年新疆耕地面积就达到 6055.81

万亩，人均占有耕地 3.1 亩，跃居全国首位，2018年末，全区耕地面积为

7863.43万亩，农业从业人员 593.9 万人，粮食产量 1492.55 万吨。农业始终

是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农业产业链也在逐步完善，新疆

6地（墨玉县萨依巴格乡、伽师县卧里托格拉克镇、莎车县阿热勒乡、叶城县

依提木孔乡、霍城县三道河乡、第四师 68团）被列入 2020 年农业产业强镇建

设名单。此外，2020年自治区共有六种农产品入选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分别为乌鲁木齐市大田黄牛养殖经济合作社和新疆老龙河牛羊育肥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米东区牛肉、米东区羊肉；新疆金驼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达坂城

骆驼乳粉；乌鲁木齐市白山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达坂城区甜百合；乌鲁木齐晋

新富农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新区天山红薯；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小东

沟村军福养殖场、乌鲁木齐县爱农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乌鲁木齐县

济丰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乌鲁木齐县牛肉。截至 2020年初，新疆拥有地理标志商

标 89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83件，涵盖特色产品近 50种，登记保护总面积达

4365万亩，到 2020年 7月，新疆农产品地理标志为 121个，如图 1-1所示

（名录见附录表 2），同期全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总数为 3090 个，如表 1-1所

示。从图 1-1和图 1-3 中可以看出，新疆从 2011 年到 2018 年的农产品地理标

志数量略高于或等于全国平均数，2013年尤其突出，但近两年申请数量明显下

降。从图 1-2中可以看到，伊犁、和田和昌吉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较多，

但克拉玛依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拥有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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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新疆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统计图 

 

 

 

 

表 1-1 新疆及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单位：个） 

年份 新疆 全国 平均 

2008 0 121 4 

2009 2 81 2 

2010 8 333 10 

2011 19 300 9 

2012 10 212 6 

2013 36 328 10 

2014 6 213 6 

2015 10 204 6 

2016 11 212 6 

2017 9 238 7 

2018 8 281 8 

2019 2 255 8 

2020 0 312 9 

数据来源
1
：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查询系统 http://www.anluyun.com 

 

 

 

 
1 数据截止 2020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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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新疆各地州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统计图 

图 1-3 新疆及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统计图 

 

图 1-4 新疆及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对比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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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治区加快推进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 年）》，计划到 2020 年底全区地理标志商标数量将达到 150件以

上。截至 2018 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为 11975元，低于全国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617元。其中，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94

元，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8933 元。截止 2020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平均为 13122 元，依然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此

可见，尽管新疆农业不断发展，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农产品销

路不畅等原因，导致农民收入差距悬殊，为实现稳定脱贫目标还需进一步完善

农业供应链。 

1.1农业基础现状 

根据 2019 年《新疆统计年鉴》可知，截止 2018年底，新疆自治区各地、

州、市、县耕地面积 524 万公顷，其中水浇地 497.5万公顷，旱地 21 万公顷，

灌溉面积 4936.7 千公顷，其中耕地灌溉面积 3749.08千公顷，联村供水工程

874处，单村供水工程 970处，农作物播种面积 6253.04千公顷。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3637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2541亿元，占比 69.9%。乡村从业人员总

计 593.9万人，其中从事农业人员 263.66万人，自来水受益村 8837 个，通有

线电视村数 7296个，通宽带村数 8562个。农用大中型拖拉机 34.4 万台，大中

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40.5 万部，小型拖拉机 42.8 万台，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106万部，节水灌溉机械 6.7万台。近年，新疆农产品产量逐年稳步增长，农

作物种植结构不断调整。2000年到 2018年新疆粮食作物、薯类、油料、麻

类、甜菜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占比逐年减少；棉花、其他农作物的总播种面积

占比逐年小幅度提高；药材、蔬菜、瓜类等的总播种面积占比逐年增加但有小

范围的浮动（如表 1-2 所示）。其中，2018年特色农作物播种面积为番茄

78.76千公顷、辣椒 81.52 千公顷、打瓜籽 87.58 千公顷、啤酒花 1.01 千公

顷。从新疆农作物种植结构可以看出，虽然粮食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逐年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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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棉花及其他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略有增加，但浮动均不明显，新疆特色农

作物的地位不能完全显现。 

                             表 1-2 新疆农作物种植结构                  单位：% 

项目 2000 2010 2015 2017 2018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粮食作物 42.66  41.85  38.61  37.28  35.50  

薯类 0.66  0.78  0.48  0.48  0.27  

油料 9.15  5.74  3.56  3.96  3.58  

棉花 29.87  30.69  37.11  36.58  39.84  

麻类 0.21  0.05  0.06  0.04  0.04  

甜菜 1.65  1.58  1.00  1.20  0.92  

烟叶 0.08  0.02  / / / 

药材 0.38  0.42  1.10  1.37  1.02  

蔬菜、瓜类 5.42  8.96  7.94  7.47  6.15  

其他农作物 9.92  9.91  10.14  11.61  10.01  

资料来源：2019 年《新疆统计年鉴》 

1.2组织基础现状  

1.2.1 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力，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实行农产品

商品化生产经营，其农业收入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经营

主体。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首次提出，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

经营主体之一，此后在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提到家庭农场，鼓励

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

度规模经营。在 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一次强调要重点培育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农

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同时提出要给予

用电优惠及贷款税收减免政策。此外，国家农村农业部也提出要促进家庭农场

和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完善家庭农场名录管理制度，把符合条件的种养大

户、专业大户纳入家庭农场范围，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和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评定，打造一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与小农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建立基

地共建、资源共享的利益联结机制。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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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

意见》，表示要加快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在自治区“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实施方案中鼓励家庭农场、

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创新，共建网上购

销渠道，推动农产品网上交易，线上线下相结合，组织产销对接，促进贫困地

区扶贫产业健康发展，满足城市居民需求升级和帮助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1.2.2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合作社是农业供应链中上连农户和家庭农场，下接企业的组织基础，

是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纽带、实现规模经济的有效载体、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及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稳定渠道。2010年中央 1号文

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提高为民服务能

力，同时指出，国家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产地分拣包装、冷藏保鲜、仓储运输、处加工等设

施。此外，《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到 2022

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基本实现全覆盖，明确指出要增强农民合作

社服务带动能力，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乡村产业，强化服务功能，加强农民合

作社与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的利益联盟，推进合作与联合，引导家庭农场组建或

加入农民合作社。 

目前，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在快速发展，截至 2020 年 5月，在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 4万家，其中自治区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达到 1534家，据农经部门统计显示，截止 2019年底，全疆共有农民专

业合作社 26424 家，远超 2010年的 3652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176 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实有成员 45.6 万个，其中农民成员 44.7万人。近十年来，农民合

作社年均增加 2000余家，平均每个村就有两至三家合作社，合作者覆盖农业产

业各个领域，其中种植业、养殖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占据较大比重。近年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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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创新发展，从传统的种植养殖领域不断拓展，已逐步形

成粮棉油生产、农机、植保、民间工艺、旅游休闲农业、电子商务等多元业态

发展格局。目前，除传统种养殖业，创办加工实体、开展电子商务、从事休闲

旅游和民间工艺制作的合作社增加到 949个，从事产加销一体化服务的合作社

7978个，生产服务类型为主的合作社 4263个，仓储及运销为主的合作社 1050

个，加工服务为主的合作社 1512个。此外，当前全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已

经发展到 185 家，发展趋势由“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 

2019年，全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 47.5亿元，上缴税金总额

7146万元，合作社盈余总额达 8.3 亿元，成为推动自治区现代农业发展和促进

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2020年 6月 25日，中央财政向新疆自治区下达农业生

产发展项目资金，其中 5085万元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新疆自治区将利用这笔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规模化基

地建设、营销体系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加工储运设施设备建设以及合

作社功能提升和实体化经营，全面提升合作社的综合实力。虽然新疆农民专业

合作社发展迅速，但多数规模较小，各自为政，难以真正帮助农户实现稳定脱

贫目标。 

1.2.3 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龙头企业是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为主，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

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

进，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企业。2020年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0 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中 17次提到农业龙头企业，

鼓励发展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农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

采取订单生产、股份合作的小型产业化联合体，培育龙头企业优质队伍，发挥

龙头企业的资源优势，不断改革创新，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互动的

良性循环。根据新疆农村经济情况统计手册可知截止 2016 年底，新疆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到 1295 个，其中昌吉、阿克苏、喀什、巴州、塔城数量占比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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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位。到 2019年底，国家级新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 58家（见附录表

1）这些龙头企业能够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帮助农民就近就业增收。目

前，全疆初步形成了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的优质棉花加工、粮油加工、畜牧加

工、林果加工、特色农产品加工以及市场流通型的农业产业化集群，同时组建

了一批规模化及专业化程度高农产品生产基地。 

然而，受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和新疆社会稳定形势的影响，以及农资

价格持续上升，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用工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全区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效益增速减缓。 

1.2.4 农产品销售网点 

目前新疆农产品的销售主要有线上线下、疆内疆外不同渠道，但线下传统

销售占比较大，主要包括农产品超市、社区蔬菜副食品直销店以及批发市场

等。在《2019 年新疆农产品市场开拓工作方案》中提到要加快“两张网”的建

设，即“收购网”和“销售网”，实现新疆农产品仓储、加工、交易集配和销

售的统一协调，新建、并购、重组社区直营店 700个，维护、巩固、开发商超

专区专柜网点 2300个，完成布局疆外销售网点 3300个以上。同时，方案中还

提到，要开发建设新疆林果产品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产品数据库和溯源信息

平台，实现果品产区与内地密集消费市场的衔接。此外，新建推进实施“百城

千店”工程，协调 19个援疆省市前方指挥部，推进农产品市场开拓，扩大农产

品销售。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借助电商平台、社区团购、直播带货等不同方

式，农产品也逐渐从传统线下销售渠道发展到线上来，加速推动线上线下销售

融合。从国家商务部网站可以看到，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第一

批）中有新疆的叶城县、和田地区（全区推进）、新和县、布尔津县、奇台

县、新源县。今年以来，新疆各地组织各类带货直播与电商农特产品推介活动

300场次以上，促进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 2亿元。此外，为实现农产品出村进

城更便捷，2020年初，新疆多部门联合制定了《自治区“互联网＋”农产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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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进城工程实施方案》，计划用 2 年左右的时间，在 6个国家级“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范围内开展试点，发挥网络、数据、技术和知识等要素作用，建

立完善适应农产品网络销售的供应链体系、运营服务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促

进农产品产销顺畅衔接，优质优价，带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拓宽农民

就业增收渠道，助力脱贫攻坚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计划到 2025年底，在全疆范

围内完成 28 个优势特色粮经作物、园艺、林果、畜禽、水产品县（市、区）工

程建设各项任务，实现农产品出村进城更为便捷、顺畅、高效。与此同时，新

疆还将继续发挥供销社系统优势，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南疆地区“供销超市”

建设，推动在县城、市区设立优质特色农产品直销中心、社区直销店、专营

店，探索创新农产品优质优价销售新模式。 

在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仓储方面，新疆将通过加快县、乡、村三级物流网

点建设，统筹县级物流配送和运输服务体系，建设县级农村物流中心，强化货

运物流、商贸物流、邮政快递、农资配送的业务对接；加快乡镇运输服务站建

设，完善乡镇运输服务站布局；建立健全村级农村物流服务点，发展紧密型农

村物流联系网点，不断促进电商与交通运输，邮政快递等平台的有效衔接，实

现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信息资源的高效整合、合理配置，健全农产品产地

冷链物流仓储体系。 

1.3农业供应链合作现状  

通过对新疆北疆及南疆地区部分村落的实际走访发现，目前新疆农业供应

链包括线上及线下两种流通渠道，线上流通渠道主要是农产品经营企业通过网

站或第三方线上平台进行销售，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也有一些农户和企业开始

尝试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进行农产品网络销售，虽然新型流通模式逐渐显现，

但目前来看，传统线下销售仍是新疆农产品供应链的主要流通模式。线下流通

渠道涉及农户、经纪人、合作社、乡镇政府、企业、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

市及消费者，现有流通渠道模式如图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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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新疆农产品现有流通渠道模式 

新疆传统农业供应链可分为供应链上游和下游，供应链上游主要是由经纪

人、合作社、乡镇政府将农产品流通到批发市场或企业；供应链下游主要是由

批发市场、企业将农产品流通到农贸市场及超市，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 

1.3.1 供应链上游合作形式 

（1）农户＋经纪人＋批发市场/企业。这一合作形式较为普遍，占供应链

上游合作形式的一半以上比例。经纪人又区分为本地经纪人和外地经纪人。新

疆农产品发展主要以北疆和南疆为主，地域及民族差异导致部分企业难以进

入，因此需要本地经纪人作为中间桥梁，直接面向农户进行收购，再转卖给企

业；另一种情况是由内地的经纪人直接来疆内进行收购，收购之后的农产品直

接流入批发市场或转交给企业进行包装流入市场。经纪人和批发市场或企业之

间是简单的买卖合作，通过合同约束双方行为，在经纪人这种形式下，增加了

企业的收购成本及违约风险，同时，企业所处地位较为被动。在这种合作关系

下，因为存在双方实力不对等、农产品市场存在波动性、行为人存在机会主义

行为等现象，导致合作约束力不强，造成违约行为频发。 

（2）农户＋合作社＋批发市场/企业。在这种合作形式下，合作社一方面

指导农民种植，另一方面会对农产品进行简单分级再流向批发市场或企业，在

新疆农产品市场中，合作社并没有发挥完全作用，农户种植分散，流通到市场

的农产品依旧参差不齐，很难形成区域规模，不能产生品牌效应，很难稳定市

场价格。 

（3）农户＋乡镇政府＋批发市场/企业。部分乡镇政府为了完成脱贫目

标，打造地区农产品地域特色，会对农户种植提供指导及帮助，帮助农户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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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但往往存在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因为政府和下游渠道的批发市场或企业没

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导致农产品滞销，如南疆地区的核桃。 

1.3.2 供应链下游合作形式 

（1）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这一合作形式在供应链下游合作形式

中占据七成以上比例。批发市场以批发价格将农产品流通到农贸市场，最终流

向消费者。价格竞争占据主导地位，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之间会通过价格博弈

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竞争关系最终导致各方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来扩大

自身销量，农产品品质无法保障，此外，价格竞争会扰乱市场经济，导致上游

渠道中农户与企业间的合作容易出现违约现象。 

（2）企业＋超市＋消费者。这是供应链下游中的农超对接模式，企业以合

约价格将农产品进行包装或再加工提供给超市，建立简单的合作关系，通过减

少中间环节降低销售价格来提高竞争优势。在现有农超对接模式下，农产品质

量参差不齐，因零售价格不占优势导致销量并不可观，而且，超市往往会选择

不止一家企业来进行合作，很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企业对超市

的布点成本并不关心，超市也不会为企业提供其他的增值服务来稳固合作关

系，增加整条供应链绩效。 

此外，在供应链的下游中，虽然有企业和个体商户会通过电子商务的渠道

进行线上销售，也有政府搭建电商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如新疆和静县。但因

农产品的特殊属性及消费者对时效性的要求较高，导致线上销售面临瓶颈，新

疆农产品市场仍以线下销售为主。 

总体而言，新疆农业供应链上游的合作模式主要是订单式农业，大多数契

约合同内容是关于农产品的供销买卖问题，很少涉及农产品生产内容。在订单

式农业模式下，链上各节点之间仍旧是“交易式”供应链契约关系，农户和企

业之间、企业和超市或农贸市场之间签订购销合同，除此以外，合作各方之间

的关系和现货市场的交易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区别（Guo,2007）。虽然订单式农

业促使供应链减少流通环节，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帮助上游农户明确生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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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销售渠道，帮助下游企业及销售节点获得稳定的供货来源（叶飞

等,2015），但在订单式农业下，合作各方往往会因为地位不对等而导致处于弱

势地位的参与者利润收到侵害，从而出现各种违约行为（王亚飞等,2014）。另

外，农村合作社虽然可以整合农户资源指导农民种植，并通过扩张种植规模提

高市场交易中的谈判能力，但往往因为资金不足及监管不力导致整体运作效率

低下（黄祖辉,2011）。另外，在供应链下游，因为超市在采购环节的高标准而

农户和企业无法满足的现状导致“农超对接”效果不显著（Berdegue et 

al,2002），因为生产的农产品不达标，导致农产品很难供应到超市（魏小

英,2015）。此外，超市和企业之间存在合作不稳定因素大多是因为双方缺乏规

范的契约合同以及完善的农产品检测手段（Pritchard & Godwin,2010）。无论

是农产品的上游渠道还是下游渠道，目前的合作都存在弊端，因此需要加强成

员之间的合作来促使农产品流通渠道更加高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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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疆农业供应链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农户面临资金约束，存在增产不增收现象 

由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且前期生产所需投入的生产资料较

多，导致农户在进行生产前期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例如用于蔬菜种植的冬暖

式大棚，其投入需要大概 15万左右，对于农户来说，往往是在农产品卖出后才

能获取全部收入，种植前期资金大多需要自己先行垫付，这对于原本就收入不

多的农户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因为存在资金约束，制约农户不能很好的进行

土地和农产品改良，提供更加优质的农产品。虽然有一部分政府扶持及银行、

信用社提供的小额贷款，能解决一部分融资难问题，但额外的利息成本及一些

突发情况的发生，仍会让农户面临资金难以回笼的风险，因为新疆属于自然灾

害多发地区，且农产品的产出具有随机性的特点，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农户将

会面临颗粒无收，投入全赔的风险，这对于农户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例如

2015年 3月底伊犁州大雪造成州直部分春播农作物及设施农业受灾严重，其中

春播农作物受灾面积为 42.26万亩，经济损失 5008.25万元，给农户带来的巨

大损失。 

此外，市场波动性可能会让农户身处“增产不增收”的窘境，部分农户跟

风种植，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导致市场上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暴跌，农户不

但不能增收，还有赔本的可能。比如 2015年的西瓜是 1块钱一公斤，但 2016

年西瓜低到 3毛钱一公斤都不好销售，甚至大批西瓜烂在地里，给农户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 

2.2农业种植标准化程度较低，农户面临风险较大 

在新疆农业种植中普遍存在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比如在播种、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环节，虽然农户在种植过程中普遍都会实施这些种植步骤，但是每

个环节的实施标准不同，直接会影响最终农产品的品质不同，而且农药肥料的

标准实施不严格，检测的方法标准不统一，存在使用禁限用农药、超范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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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不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的现象，难以保证在保护耕地质量的同时提供安

全绿色的农产品。虽然部分农户加入合作社，有统一的种植指导及收获标准，

但仍有大批农户违反合作社规定，对低于标准的农产品不进行剪枝处理，私下

将这部分农产品流入市场，导致农产品质量层次不齐，直接影响农产品的市场

价格，损害区域品牌形象。同时，种植标准化程度低，不利于提高农产品品

质，影响种植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很难打造区域优势特色产业群，从而农户

就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可能导致“卖难”的现象。 

2.3核心节点组织能力不足，供应链缺乏一体化 

在新疆农业供应链中，农户是从事农产品种植的生产主体，其自主进行组

织的可能性较低，需要依赖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或大型农产品批发

市场，但这些供应链上的核心节点的组织化程度依然较低，服务功能较弱，没

能起到应有的引领作用。近年来，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增加，截止

2019年底，全疆 26424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仅有 176家国家级示范社，在现有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仍存在许多规范性不强、组织能力弱的合作社，不仅没能起

到带动作用，反而引起不规范的行为甚至会给农户带来损失。此外，受新疆社

会稳定形势的影响，以及农资价格持续上升，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用工成本

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全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缓慢，企业效益增速减

缓，到 2019 年底，国家级新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仅有 58 家，且现有农业龙

头企业大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发展目标，农户仅能在其合作的供应链中分得

极少的利润，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农户会被利益驱使，增加违约风险。在农产

品销售端，主要的销售市场为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或农产品超市，而目前新疆

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或农产品超市普遍存在流通过程中间环节较多、市场混乱、

设施设备落后、中间商组织程度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农产品品质难以保

障，农产品销售价格波动较大。 

在新疆农产品供应链的合作关系中，各节点间仍以简单的订单买卖关系为

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供应链上的违约风险较大，影响供应链稳定。



 15 

而且目前新疆农产品加工技术较为落后，农业产业链不完整，很难保证农业供

应链整体收益最大化。 

2.4以订单合作为主，缺乏深入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新疆农产品供应链中，大多数节点企业仍以订单合作来维持简单的合作

关系，有些甚至就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合作水平较低，成员间关系不稳定，因

没有合理的利润分配制度导致供应链成员间存在利益冲突、产生竞争关系，供

应链成员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很难建立深入、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致使供应链中各项活动不能得到有效调节、控制和整合。此外，信息流通不畅

也是导致供应链成员不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2.5传统销售渠道环节多，成本高，线上销售渠道不完善 

在竞争环境下，农户面临流通约束，一方面农户可以通过零售市场、沿街

贩卖等方式将农产品直接卖给个体消费者，交易双方在事前未约定时间、地点

和交易价格等条件下随机的一次性完成交易，在这种自由交易的方式下，农户

虽然可以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获取较高价格，但是交易的不确定性较

大，单次交易量较小，需支付高昂的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所以，多数情况下

农户只能借助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经过大型批发市场或农

产品超市等途径完成农产品的销售，该方式通常能够大批量、一次性销售农产

品，销售价格虽比前一种方式要低，但交易关系相对更加稳定，能够大大降低

交易的不确定性，但农户要承担组织成本、管理费用及违约风险成本等诸多交

易成本。且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距内地路途遥远，区内面积辽阔，农产品无论

是销往疆内还是疆外都需要承担较高的运输及仓储成本，加之在传统销售过程

中，中间环节较多，需要支付较高成本，导致农产品价格较高，农户收益较

少。 

目前新疆农产品线上销售方式有政府搭建电商平台，农业龙头企业自建销

售网站、借助第三方电商平台等，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中国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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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直播带货”成为新的线上销售方式，新疆农产品也尝试了这一新兴的

销售模式，各级政府官员开启带货模式，访惠聚驻村干部开直播帮助驻村农户

销售农产品，然而因为流量及专业性不足等客观问题，“直播带货”并不能帮

助农户实现大规模销售，其他线上销售方式仍不完善，线上销售渠道杂乱，农

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线上销售的情况较少，多数为批发商或农业龙头企业

借助第三方电商平台或企业自建网站进行销售，虽然小部分特色品牌产品的销

量较好，但大部分农产品的线下销量远超线上销量。不可否认，电商平台、自

媒体、短视频、直播带货等销售模式凭借低门槛、高回报的优势，为农产品线

上销售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其发展路径及盈利模式仍需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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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社会企业嵌入创新新疆农业供应链增值路径 

3.1农业社会企业嵌入机制 

目前在新疆农业供应链中“农户＋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是主要

的合作模式，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能够起到一定的组织作用，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提高农户群体的规模经营能力及面向市场的谈判能力及影响力，但农

民专业合作社因其自身资源不足，以及监督成本等问题导致其运作效率较低

（黄祖辉等,2011）。农业龙头企业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及谈判优势帮助农户解

决需求不确定的问题，增加交易数量，降低交易成本，但在这种合作模式下，

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点导致农户的弱势地位凸显，农户利益容易遭到侵

害，各类违约行为频发，致使合作关系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目前，新疆农业

供应链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需要构建产业化、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同时

需要创新农业的生产性服务及设计合理的契约机制，社会企业的出现就能很好

地解决这些问题。 

社会企业是一种以社会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通过商业运作创造利润来

维持自身发展的企业形式（Borzaga & Defourny,2001），兼具社会公益性和商

业盈利性的特点，其主要目标是社会价值最大化，并通过商业运作创造利润来

维持自身发展。农业社会企业是把农户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此作为企业的社会

价值，并通过生产服务创新来完成这一目标，解决农产品流通渠道合作低效及

农户发展需求的问题。目前农业生产面临多种类多功能的需求，而传统的农业

合作社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促使农业社会企业的出现。并且，发展不

同阶段的社会企业在实现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上会有不同的侧重。  

从农业供应链上游合作来看，农业社会企业与订单式农业及新型农业合作

社有所不同，规范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龙头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组建的企业

构成了农业社会企业的服务主体，以公益服务理念为主导，将帮扶农户作为首

要目标，并通过参与涉农商业活动获利来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另外，农业社

会企业有动力、有能力去实现扶贫任务，在种植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环节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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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进行指导并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成本共担及利益共享与农户达成“合作式”

契约。农业社会企业具有更强的“利他主义”倾向，相较于“利己主义”的商

业企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农业社会企业处在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其作用除了连接供应链的上下游，

完成市场交易外，还应实现农业供应链中游的创新机制，帮助供应链上的农产

品增值，增加整条供应链收益。对于季节性生鲜农产品来说，其易腐败的特性

增加了销售过程中损耗与浪费，因此，农业社会企业应与加工企业合作，将部

分生鲜农产品进行加工，延长农产品的生命周期。另外，为应对非同质消费

者，将农产品进行分档，针对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不同类型的农产品，例

如，对价格较为敏感的消费者，应提供物美价廉、包装简单、性价比高的农产

品，而对品质要求较高的消费者，应提供经过二次筛选、小份分装、高质量的

农产品。此外，农业社会企业应加强与各地州政府的合作，帮助各地农产品积

极申报“三品一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商标”，扩大新疆

农产品品牌效应。 

目前新疆农业供应链下游合作中仍以现货市场的买卖关系为主，为维持供

应链成员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应实施合作式契约，这种合作式契约需要

通过将帮扶农户作为主要目标的农业社会企业和农户、社区农超之间合作来完

成。在供应链下游销售中，农业社会企业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完成农产品销

售，一方面农业社会企业通过构建线上电商平台，通过直销的形式进行农产品

线上销售，通过消费者的线上订单量指导农户的种植生产及农产品加工，与农

户达成销售利润共享、线上平台构建成本共担的合作契约；另一方面，农业社

会企业进行传统的线下销售，通过社区农产品超市实现农产品的销售，农业社

会企业通过分担社区农产品超市的布点成本、共享线上收益与其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 

通过农业社会企业嵌入创新农业供应链合作，一方面帮助农户进行品种及

土地改良，完成供应链上游的增值，另一方面能够完成线上线下融合，搭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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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和社区农产品超市合作，消费者线上下单，通过就近的社区农产品超

市进行配送或自提的形式，解决消费者对于农产品需求时效性难满足的问题。

同时，通过农业社会企业和农户共担改良成本及共享成本节约收益，农业社会

企业和社区农产品超市共担布点成本及共享线上销售收益，实现农户-农业社会

企业-社区农产品超市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农业社会企业嵌入创新新疆农业供应链合作模式 

3.2通过土地流转保障农户增收的上游增值路径 

3.2.1 合作模式 

农业社会企业在以帮扶农户为主要目标的前提下，农产品上游渠道增值合

作模式有以下三种： 

（1）传统众包种植。传统的众包种植是一种订单农业，农业社会企业的嵌

入帮助提高农户地位，农户是供应链协调的主导者，同时通过设计保底及浮动

价格来建立合作关系，即当市场行情好时，采购价格上调，提高农户收入；当

市场行情差时，采用保底价格，保障农户收入。 

（2）改良众包种植。在这种模式下，农业社会企业帮助农户进行品种改良

和土地改良，并通过市场需求指导农户种植，进行品种改良，能够提高农产品

品质，统一收购要求，避免出现因质量参差不齐而影响市场价格的现象，并借

助品种改良树立农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种植过程中通过对土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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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良来提高单位面积的种植产量以及降低种植成本，提高整条供应链收益。

在改良过程中，要明确改良主体，农业社会企业和农户通过共担改良成本、共

享成本节约收益来建立合作关系，并对供应链进行协调，稳定二者的合作关

系。 

（3）基地种植。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产品规模种植，农户以入股的形式将

土地流转给农业社会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雇佣关系继续耕种工作获得工资收

入，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得分红收入。农户和农业社会企业之间通过入股分红的

形式来建立合作关系，明确影响分红的因素，并设计分红比例协调农户与农业

社会企业之间的关系。 

3.2.2 增值路径 

（1）问题描述 

传统众包种植的合作模式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农户面临的市场波动风险，改

良众包种植能够通过提高农产品品质扩大市场份额进而达到盈利目的。基地种

植是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农业社会企业，将土地进行有效集中，统一管理，有利

于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配置当地土地资源，再雇佣农户参与种植，农

户一方面可以获得工资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得地权分成。此外，农业社会

企业将流转过来的土地进行统一管理生产，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销售，

形成“互联网＋农业”的合作模式，还可通过销售创新的形式增加供应链上的

整体收益，例如利用农业社会企业搭建的线上平台将土地流转给消费者，消费

者获得土地的一年使用权及土地上的产出，形成电商负责农产品的众筹营销。

开通线上平台渠道对扩大网购需求，提高供应链收益有显著协同效应，与传统

开放式多级分销模式相比，生鲜农产品通过农场直达家庭的众筹预售在促进产

销衔接、降低物流成本、保障质量安全方面优势明显，可让消费者获得更多顾

客让渡价值并在阶梯价格吸引下“滚雪球”式地为生产者聚集批量订单进行定制

化按需生产，进而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帕累托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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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线上平台预售众筹的模式下上游可以有三种种植方式，即农户自主

种植、土地租赁和土地入股。 

在农户以自主种植模式参与农业社会企业组织的线上平台预售众筹的情形

下，由农户负责农产品的生产，农业社会企业负责众筹项目的筹资。该过程可

以描述为：农户为了筹集所需的生产资金，通过农业社会企业在线上平台上发

起众筹项目（假设农产品为消耗品，农产品能全部卖出），并且众筹开始前，

农业社会企业会和农户签订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在预售众筹

阶段结束后，农户将剩余的农产品以一个商定好的批发价格卖给农业社会企

业，农业社会企业再以现货市场的价格卖给消费者，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预售

众筹流程。 

在农户以土地流转模式参与线上平台预售众筹的情形下，农户将自己的土

地流转给农业社会企业，然后受农业社会企业的雇佣为其进行农业生产。农业

社会企业不仅要负责众筹项目的筹资过程，还要根据整个众筹流程来制定最优

的生产计划与农产品的预售与现货价格。在流转过程中，有土地租赁和土地入

股两种方式，在土地租赁模式下，农户付出劳动进行农作物的生产，公司提供

生产成本，在现货市场环节结束后，农户获得土地的固定租金和种植工资；在

土地入股模式下，双方合作经营，由公司与农户共同承担众筹项目的经营成

本，农户付出劳动进行农作物的生产，在现货市场环节结束后，农户获得电商

平台众筹项目的收益分成和土地种植工资。 

（2）决策过程 

基于预售众筹模式，究竟上游哪种土地种植方式为各方带来的收益更大，

我们可以通过决策过程进行判断。针对农产品的销售存在预售与现货两级市

场，农产品在预售市场的价格为𝑃𝑐，在现货市场的价格为𝑃𝑟。为进行定量分析

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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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借鉴相关研究，农户的生产成本与投入生产的耕地面积Q以及农户

的种植努力程度有关，设农产品的生产成本c(𝑄, 𝑢) = 𝑐𝑄2/2 + bu2/2,其中

𝑐, 𝑏 > 0, 𝑐为投入成本系数，b为农户的种植努力成本系数。 

假设 2：农产品的总产出量跟农户的努力程度相关，农户越努力（在生产

中花费的时间、精力越多），农产品的总产出量就越多。 

假设 3：本项目仅考虑单个农户和单个农业社会企业围绕某单一农产品运

作单一周期，且考虑到农产品是人们基本的必需品，因此设所有现货市场的农

产品都以当期现货价格全部售出。 

本节所涉及的参数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本节模型参数说明 

上下标说明 

上标 i = (1,2,3) 分别表示农产品预售众筹的自主种植、土地租赁以及土地入股模式。 

下标 f , p  分别表示农户与农业社会企业搭建的电商平台。 

决策变量 

p
c
 预售阶段的市场价格  p

r
 现货阶段的市场价格 

Q  投入生产的耕地面积  u  农户产出的努力程度 

模型参数 

d  
表示预售众筹中消费者消费一

单位产品可获得的额外效用 c 每亩土地的投入成本系数 

 b 
农户努力成本系数   n 农产品潜在的市场规模 

 q  消费者对产品的估值 l   土地入股模式下农户的收益分成

比例 

 g(q ) q 的概率密度函数，服从均匀

分布。 

  x  土地租赁模式下农户产量的绩效

工资 

 f  土地租赁模式下每亩土地的

固定租金费用 
  f  自主种植模式下电商平台的佣金

分成比例 

 w 自主种植模式下农产品现货

市场的批发价格 

  

用q Î[0,1]表示投资者类型（即对产品的估值）并服从均匀分布，𝜃越大说

明投资者对产品的估值越高。因此在预售众筹期消费者的效用为： 

 𝑢𝑐 = 𝜃(1 + 𝛿) − 𝑝𝑐 (1) 

正常销售期消费者的期望效用为： 

 𝑢𝑟 = 𝜃 − 𝑝𝑟 (2) 

对于给定的𝜉，若𝑢𝑐 = 𝑢𝑟在𝜃 ∈ [0,1]内有解，𝜃1 = (𝑝𝑐 − 𝑝𝑟)/𝛿，则(𝜃1,1]的

用户选择在预售众筹阶段成为投资者，[𝑝𝑟 ,𝜃1)的用户选择正常消费阶段购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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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若𝜃 = 𝜃1，预售众筹与正常销售阶段进行购买产品对于消费者无差异。

设潜在市场需求为𝑛，则 

预售众筹期的消费者人数： 

 𝑛1 = ∫ 𝑔(𝜃)𝑑𝜃 = 1 − 𝜃1 = 1 −
𝑝𝑐 − 𝑝𝑟

𝛿
= 𝑛

𝑝𝑟 − 𝑝𝑐 + 𝛿

𝛿

1

𝜃1

 (3) 

正常销售阶段的消费者人数： 

 𝑛2 = ∫ 𝑔(𝜃)𝑑𝜃 = 𝜃1 − 𝑝𝑟 =
𝑝𝑐 − 𝑝𝑟

𝛿
− 𝑝𝑟 = 𝑛

𝑝𝑐 − 𝑝𝑟(1 + 𝛿)

𝛿

𝜃1

𝑝𝑟

 (4) 

通过将三种种植方式进行决策可得结果如表 3-2所示。 

表 3-2 农户以自主种植与土地流转方式参与线上平台预售众筹的均衡结果对比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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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三种预售众筹模式的收益来选择最优的合作方式，最大化自身收

益。将预售众筹不同模式的最优解进行比较，可得以下结论。 

（1）农户在土地租赁下的收益总是大于自主种植下的收益。 

（2）在不考虑农户种植成本的影响时，农户对自主种植、土地租赁以及土

地入股模式的选择主要分别受不同经营模式下的影响，直观上来说，农户在自

主种植下的收益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现货市场的收益，第二个是预

售众筹市场的收益，现货市场的收益主要来源于电商平台与生产成本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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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众筹市场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农产品的预售众筹的收益，其中农产品的预售

众筹价格同时也是其现货市场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单调递增函数，因此当农业社

会企业对农产品的收购批发价较高时，自主种植模式是农户的最优选择。土地

租赁模式下农户的收益主要来自土地的固定租金以及产量绩效，因此当固定租

金以及产量绩效足够高时，土地租赁模式是农户的最优选择；土地流转模式下

农户的收益主要来自整个众筹项目的收益分成，因此当收益分成比例足够高

时，土地入股模式是农户的最优选择。 

（3）当∅ ≥ 1/𝑐𝑓时，若𝜆 ≥ 𝜆2或者𝑓 ≤ 𝑓2，土地入股模式是农户的最优选

择。 

（4）当𝜆 ∈ [0, 𝜆2]时或者𝑓 ≥ 𝑓2，土地租赁模式是农户的最优选择。 

（5）当（min{𝑤1, 2√𝑏𝑐 < 𝑤 < 𝑤2},或𝜉 < 𝜉1）时，土地入股下的农户和农

业社会企业的总利润大于等于自主种植和土地租赁模式下的总利润。当土地种

植与土地租赁模式下农业社会企业给与农户的绩效奖金以及收购价格不能达到

一定程度时，由于农户主导的自主种植模式下农户承担所有的生产成本，而农

业社会企业主导的土地租赁模式下由农业社会企业承担了所有的生产成本，农

户和农业社会企业均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会产生双重边际化效应，从而

使得两种模式下供应链的整体绩效达不到土地入股（收益共享、成本共担）模

式下的整体绩效。 

    总体来说，在预售众筹模式下，将土地进行流转的基地种植能够提高整个

供应链上的利润，且保证农户收益最大化。 

3.3完善农产品质量认证及品牌建设的中游增值路径 

农业社会企业虽然是以社会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但仍需通过商业运作

来创造利润维持自身发展，促进供应链价值增值进而帮助农户增收。目前新疆

农业供应链上的农产品仍以“初始形态＋简单包装”为主要的销售形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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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销售价格低且损耗大。据调查，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产后损失较小，粮食

损失率在 1%以下，水果蔬菜的损失率在 1.7%-5%，而我国生鲜农产品的产后损

失率较大，蔬菜的产后损失率大概为 25%-30%，水果的产后损失率大概为 20%-

25%（徐海斌,2003）。经过流通加工的农产品损耗能够大大降低，如进行保鲜

加工、包装升级、鲜果加工等，经过加工处理的农产品一方面能够大大降低损

耗率，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农产品档次，满足消费者的高需求，进而能够提高销

售价格，帮助供应链增值。此外，“三品一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地理

标志商标的提出，标志地标性农产品品牌化的发展趋势，新疆地大物博，农产

品种类丰富，然而“三品一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数

量较全国其他省份处于中下水平，且精品品牌少、差异化产品少，大大影响了

新疆农产品在疆外的销售市场。因此，在新疆供应链中游，农业社会企业应当

在促进供应链增值的目标下一方面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通过流通加工减少

农产品损耗，提高农产品质量，延长农产品的生命周期；另一方面和政府合

作，加大申请“三品一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商标的力度，建立

新疆农产品品牌效应，扩大新疆农产品的影响力，拓宽农产品在疆外的销售市

场。 

3.3.1 合作模式 

（1）农业社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社会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签订长期战略协议农业社会企业向农产品加工企业

提供稳定订单，并帮助加工企业建设加工及储运设施设备，提高精深加工能

力，进行绿色技术研发，用最少的资源成本为农产品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2）农业社会企业+政府。农业社会企业带动农业供应链的发展，扩大新

疆农产品的品牌效应，提供高质量的新疆农产品，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为政府

申报“三品一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商标奠定基础，“三品一

标”等申报成功能够增加新疆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规范农产品品牌，突出精

品农产品品牌，实施农产品品牌的整合营销，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新疆品牌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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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市场，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形成政府-农业社会企业

-农业产业链的良性发展，帮助新疆农业供应链增值，增加农户收入，帮助农户

实现稳定脱贫目标。 

3.3.2 增值路径 

通过实地调研及数据分析发现，消费者从线上消费渠道进行购买时对网购

农产品特征信号具有一定的偏好程度。结果发现，网购消费者对有机、绿色农

产品支付意愿强，且具有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更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同时

商家店铺的综合评分对消费者支付意愿也存在正相关影响，基于此可给出农业

社会企业嵌入的供应链中游增值路径。 

第一，完善农产品质量认证和检测机制。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随着可支配收

入的提高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曾经消费者比较注重农产品的性价比，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重农产品质量，因此国家也在不断提倡

要“提质增效”。可是在现实当中，大部分农产品仍难以达到消费者预期，不

能满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市场上仍以低质的初级农产品

为主，因此就产生了农产品市场上的供需矛盾。为了缓解该矛盾，应当完善关

于监督农产品质量认证的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标准、加大农

产品质量认证的力度，同时还要加强对认证机构的监督等。 

第二，加快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建设。新疆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丰富

多样，这为新疆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地理标志农产

品是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历史因素、人文情怀综合影响形成的产物，

具有极高的品牌价值。然而新疆的地标标志认证数量仍有待提高，地方政府应

与品牌所有者共同努力，加大“三品一标”的申报力度及辐射范围，完善品牌

保护机制、加强品牌文化宣传，进一步加快新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品牌建设工

作。 

第三，加强网购平台信用评价管理。网购平台上卖家的信誉是消费者在做

出购物决策时会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购买过程中，消费者往往认为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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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誉度越高，其提供的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就越高，即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

程度也就越高，因此，消费者对该卖家的信任程度也就会相应增加。同时，消

费者在进行重复购买决策和向他人推荐时便会优先选择该卖家。因此，加强网

购平台信用评价管理、完善信用评价机制对消费者有效利用信用评价信号是十

分重要的。因此现阶段加强网购平台信用评价的监督与管理是农产品线上销售

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若要实现农产品供应链中游的增值，一方面要促进农业社会企业和加工企

业的合作，实现农产品的提供形式多元化；另一方面要加强“三品一标”的申

报力度，扩大新疆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最后还要做好农产品线上销售的信用

评价管理。 

3.4借助“互联网＋农业”的下游增值途径 

3.4.1 合作模式 

农业社会企业尽管具有“利他性”，仍需要通过正常的商业活动维持企业

自身运转。本项目嵌入农业社会企业的下游增值合作模式有以下两种： 

（1）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垂直渠道。在这种模式下，农业社会企业控制农

超渠道，通过社区农产品超市获得市场需求，并将需求以订单形式下达给农

户，根据市场需求指导农户进行产前、产中的品种及土地改良，从而可以向社

区农产品超市提供满足要求的标准化农产品，并通过签订契约合同，提供合约

价格，保障社区农产品超市的价格优势，扩大农产品销量，提高供应链整体绩

效，促进合作长期稳定。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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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垂直渠道模式 

（2）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网络渠道。在这种模式下进行线上线下双渠道融

合，一方面农业社会企业通过社区农产品超市获得市场需求，并将需求以订单

形式下达给农户，农产品通过传统农超渠道到达社区农产品超市，消费者进行

线下购买。另一方面农户通过农业社会企业构建的电商平台获得线上订单，农

产品仍通过传统农超渠道到达社区农产品超市，同时，社区农产品超市会为线

上消费者提供就近派送或自提服务，以满足消费者便利性、及时效性的需求。

此外，通过签订契约合同，农业社会企业分担社区农产品超市的布点成本，共

享线上收益来促进下游渠道合作关系，利用派送或自提等服务完成供应链下游

渠道价值增值，如图 3-3所示。 

图 3-3 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网络渠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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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增值路径 

在新疆农产品供应链的下游，从农业生产的外部条件来看，销售渠道越

多，带来产品销量可能越大，且在电商平台普及的今天，农产品线上销售也越

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因此建立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模式，能够最大可能扩

大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供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农产品，增加销售份

额。然而农产品有别于其他商品，其容易腐败的特性很难以较低成本实现远距

离的小批量配送，此时，消费者在线上订购的农产品如果可以随着传统线下渠

道一起运送到消费者就近的社区农产品超市，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此

外，为了给消费者提供便利性，提高消费者的购买体验，社区农超可以为消费

者提供免费的送货或到店自提服务，为激励社区农超有提供增值服务的动力，

农业社会企业愿意将线上直销收入的一部分和社区农超进行共享，以此在供应

链下游和社区农超建立持续稳定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为避免

渠道冲突，农业社会企业向消费者提供的线上直销价格要大于向社区农超提供

的线下批发价格。 

与经济价值相比，农业社会企业更加注重其社会价值的实现，其社会价值

是帮助农户实现增收以及提高农户的满意度和积极性，当然，在帮扶农户的过

程中，帮扶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在本项目中，农业社会企业嵌入新疆农业供

应链的帮扶作用因嵌入程度的不同表现略有差异，首先在产前，不进行改良时

农业社会企业通过设置浮动价格来保障不同市场环境下农民收益最大化；其次

农业社会企业通过帮助农户进行品种改良及土地改良，共担改良成本，共享改

良收益来帮助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高需求用户，促进新疆农产品市场的可持

续性发展，提高农户收益；再次，农业社会企业通过基地种植的形式扩大农产

品种植的规模效应，通过设置地权分成来激励农户积极性，保障农户收益；最

后，农业社会企业在产中通过和政府、加工企业的合作来为农产品增值，扩大

品牌效应，并通过建立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模式来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市场，提

高农产品供应链收益，帮助农户增收，实现农业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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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将新疆农业供应链上的农户考虑为是一个农户群体，为便于分析，

项目假设新疆农业供应链是由单一农户、单一农业社会企业、单一社区农产品

超市构成的双渠道三级供应链，如图 3-4所示。农户以单位成本𝑐生产某种农产

品并以𝜔0的批发价格将产品出售给农业社会企业，农业社会企业将农产品进行

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进行销售，以直销价格𝑃𝑒向消费者销售，以

批发价格𝜔1销售给社区农产品超市，社区农产品超市再以分销价格𝑃𝑡向消费者

进行销售。为避免社区农产品超市和线上消费者竞争，我们假定𝜔 < 𝑃𝑒，符合

现实情况。农产品市场因自然灾害、突发状况等原因导致的供需不平衡会直接

影响到农产品销售行情，例如在 2020 年 7月新疆出现新冠疫情，全疆多地封

闭，致使大量西瓜无处可销，瓜农损失惨重。此时农业社会企业根据市场行情

的好坏设置收购价格𝜔0。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质量的提高，对农产品进行

品种改良愈发重要，然而只针对品种改良所获的效果往往不理想，需要同时进

行土地改良，在以往的农业供应链中，农户往往因为需要投入改良成本较大而

选择放弃，为扩大新疆农业供应链中农产品的销售量，农业社会企业帮助农户

一同进行品种改良和土地改良，承担部分改良成本，假设改良的总成本为𝑏，则

农业社会企业承担的比例为1 − 𝛼，农户自己承担的比例为𝛼。因为进行土地改

良后能很好地适应农产品的生长需求，节约生产成本，假设改良后的土地进行

生产时，平均每单位农产品能够节约的生产成本为𝑠，因为土地改良的投入较

大，而农业社会企业也需要在保证自身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帮

扶农户，因此农业社会企业需要共享节约的生产成本，共享的分成比例为𝜑。

需要注意的是，过度改良会破坏土地，所以土地改良的效果是土地改良投入的

凹函数。假设土地改良的效果为𝑖，改良投入为𝐴，投入系数为𝛾，则改良效果是

投入的凹函数𝑖 = 𝛾√𝐴（Savaskan,2004），农业社会企业是土地改良的主要投资

人，因此土地改良投入随着共享节约生产成本的分成比例𝜑的增加而增加，一

般而言，土地改良投入以指数形式递增𝐴 = 𝜃𝑒𝜑（𝜃 > 0）（Xing et al,2007）,

则改良效果即为𝑖 = 𝛾√𝐴 = 𝛾√𝜃𝑒𝜑 = 𝛾√𝜃𝑒
𝜑

2，如果我们令𝜇 = 𝛾√𝜃 > 0，则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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𝜇𝑒
𝜑

2，即改良效果与分成比例相关。另外通过土地流转进行基地种植，能够发

挥种植的规模效应，形成品牌优势，提高农产品销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为

更好地调动农户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实现农业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农

户与农业社会企业签订收益共享契约（Wei&Choi,2010），即农户通过土地经

营权入股来获得一定的股权，根据股权比例农户获得销售收入分成，假设分红

比例为Φ1，通过基于地权分成的收益共享契约能够促进农户和农业社会企业形

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整条供应链收益。在供应链的下游，农业

社会企业一方面通过传统线下渠道以𝜔1的价格将农产品出售给社区农产品超

市，社区农超再以𝑃𝑡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开辟线上直销渠道以𝑃𝑒的

价格销售农产品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考虑农产品易腐蚀的特殊性，线上

销售的农产品随线下渠道一同运送到社区农产品超市，为激励社区农超为消费

者提供自提或派送的增值服务，农业社会企业与社区农超同样通过收益共享契

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线上收益进行共享，假设社区农产品超市分得的比例

为Φ2，如图 3-4所示。 

图 3-4 农业社会企业嵌入的供应链运作模型 

通过下游渠道的创新，消费者可以从线上进行交易实现定制化采购，且线

上采购的农产品随着线下分销渠道一同完成实体配送，既能降低传统电商少量

多次配送农产品的高额成本，又能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度，同时农产品到达社区

农超后，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到网点自提还是由社区农超提供派送服务，最大程

度满足消费者需求。通过下游渠道的创新，一方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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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模式扩大新疆农产品的销售份额，通过增加销售量提高供应链的整体收

益；另一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企业将线上直销收益与社区农超共享的方式，能够

帮助农超缓解网点布点成本，激励社区农超合作积极性，通过增加网点布局也

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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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制约因素 

虽然通过线上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销售是发展趋势，但是新疆目前的农

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仍在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厘清这些问题，并找到制约农

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才能更好地去不断完善改进，促进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农产品电子商务作为农产品的流通模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农产品的包装、

促销等（李雪梅,2018），而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面临着发展环境、经营主体、

农产品特性、电商系统、消费者等因素的影响（杨珽等,2018），也有学者认为农

产品电商面临标准化、组织化、质量安全、物流成本、专业人才等方面的难题（宋

瑛等,2017），此外，产品品牌化也是制约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李

琰,2017），因此，本节利用 AHP 的方法对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研究，

通过发现关键的制约因素，帮助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更快更好地发展。 

4.1制约因素的选取 

本节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并结合新疆实际情况，归纳出制约新疆农产品电子

商务发展的因素（A）主要受 5 个维度的影响，即农产品特性（C1）、消费者

意愿（C2）、物流体系建设（C3）、政府支持（C4）、电商人才结构

（C5）。将这 5 个维度作为准则层，进一步细分制约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因

素，建立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的层次模型并选出了 22 个具体影响指

标，即：农产品特性维度下的 5 个影响因素：品牌度、包装存储、生长地域、

种植规模、生长周期；消费者意愿维度下的 4 个影响因素：农产品质量、农产

品价格、农产品需求、售后服务；物流体系建设维度下的 5 个影响因素：配送

时效、网点覆盖率、物流成本、服务质量、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政府支持维度

下的 4 个影响因素：融资支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人员培训；电

商人才结构维度下的 4 个影响因素：创新意识、知识技能、文化水平、年龄分

布；影响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制约因素层次结构模型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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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的层次结构 

4.2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本节通过文献整理分析后设计出层次分析问卷，问卷根据层次分析法的基

本原理，通过使用标度法将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并邀请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研

究的 25 名专家学者、15 名内地及新疆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的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对问卷进行打分，通过多次综合专家意见，形成最终的专家组评议结果，提

升权重设计的可信度。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40 份，其中向新疆大学从事农产品电

子商务研究的专家发放 6 份，向新疆农业大学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的专家

发放 8 份，向新疆财经大学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的专家发放 6 份，向上海

财经大学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研究的专家发放 5 份，向新疆地区从事农产品电

商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发放 10 份，向河南省从事农产品电商的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发放 5 份。被调查者的身份及地域符合课题的研究范围，并具有一定普遍

性，回收的 39 份问卷中有 2 份存在个别选项遗漏现象按无效处理，37 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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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有效问卷数量占比 94.9％，因此问卷结果可以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

材料。   

4.3建立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 

根据比较各因素的重要性来构造判断矩阵，并对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并得到

计算结果。 

（1）准则层影响因素权重分析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判断矩阵 A-C，是对农产品特性（C1）、消

费者意愿（C2）、物流体系建设（C3）、政府支持（C4）、电商人才结构

（C5）构建的判断矩阵（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基于 5 个角度的判断矩阵 

制约因素 C1 C2 C3 C4 C5 权重 Wi 

C1 1 3 7 7 9 0.5282 

C2  1/3 1 5 5 7 0.2829 

C3  1/7  1/5 1 1 3 0.0768 

C4  1/7  1/5 1 1 3 0.0768 

C5  1/9  1/7  1/3  1/3 1 0.0353 

注：𝜆𝑚𝑎𝑥 = 5.1817;CR=0.0406;CI=0.0454，因为 CR<0.10,所以 A-C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经过排序向量计算，可以知道准则层上 5 个因素的权重大小，即农产品特

性>消费者意愿>物流体系建设=政府支持>电商人才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农产

品特性在较大程度上会制约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另外，消费者意愿也是决

定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否很好发展的关键因素；物流体系的建设是发展农产品电

子商务的基础；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也能够加快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但必

须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农产品种植体系成熟以及电商人才结构发展完善

的前提下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发展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最关键是对农产品

特性进行挖掘以及加大农产品的广告宣传；其次是建设好物流体系，物流是发

展农产品电商的基础；再次是政府的支持；最后还应注意完善电商人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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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之后，利用电商人才的电子商务管理经验和技术为

发展农产品电商提供知识及技术支持。 

（2）因素层制约因素权重分析 

①根据品牌度（P1）、包装存储（P2）、生长地域（P3）、种植规模

（P4）和生长周期（P5）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农产品特性判断矩阵 C1-P（如表 4-

2 所示）。 

表 4-2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基于农产品特性的判断矩阵 

制约因素 P1 P2 P3 P4 P5 权重 Wi 

P1 1 3 3 7 9 0.4736 

P2 1/3 1 1 5 7 0.2178 

P3 1/3 1 1 5 7 0.2178 

P4 1/7 1/5 1/5 1 3 0.0591 

P5 1/9 1/7 1/7 1/3 1 0.0317 

注：𝜆𝑚𝑎𝑥=5.1817;CR=0.0406;CI=0.0454，因为 CR<0.10,所以 C1-P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由表 4-2 可知，农产品特性制约因素的排序为品牌度>包装存储=生长地域>

种植规模>生长周期。可见，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关键因素是品牌化、差异

化、规模化，这就要求必须将现有农产品通过品牌塑造，结合地域特色加大宣

传力度，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与附加值；同时在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过程

中，不能忽视农产品的包装存储技术，应加大对相关技术的科研投入力度，发

展新的技术与方法提升农产品的包装存储技术；另外农产品的生长地域对发展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制约程度和包装存储一样重要，而生长周期属于农产品的自

然特性，对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限制度最低。 

②根据农产品质量（P6）、农产品价格（P7）、农产品需求（P8）和售后

服务（P9）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出消费者意愿判断矩阵 C2-P（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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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基于消费者意愿的判断矩阵 

制约因素 P6 P7 P8 P9 权重 Wi 

P6 1 5 5 7 0.6152 

P7 1/5 1 1 5 0.1691 

P8 1/5 1 1 5 0.1691 

P9 1/7 1/5 1/5 1 0.0465 

注：𝜆𝑚𝑎𝑥=4.2069;CR=0.0616;CI=0.0690，因为 CR<0.10,所以 C4-P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从表 4-3 中可以看出，消费者意愿的决定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序为：农

产品质量>农产品价格=农产品需求>售后服务，可见，农产品质量是影响消费

者是否购买的关键因素，同等质量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是第二制约因

素，其次，售后服务也是不可忽略的影响消费者意愿的因素，因此在发展农产

品电商时，应严把产品的质量关，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保证退换货

以及物流的时效性问题，在综合产品需求来确定产品价格。 

③根据配送时效（P10）、网点覆盖率（P11）、物流成本（P12）、服务

质量（P13）和物流信息平台建设（P14）进行两两比较构建物流体系建设判断

矩阵 C3-P（如表 4-4 所示）。 

表 4-4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基于物流体系建设的判断矩阵 

制约因素 P10 P11 P12 P13 P14 权重 Wi 

P10 1 1 3 5 7 0.3734 

P11 1 1 3 5 5 0.3491 

P12  1/3  1/3 1 3 5 0.1630 

P13  1/5  1/5  1/3 1     1 0.0621 

P14  1/7  1/5  1/5 1     1 0.0524 

注：𝜆𝑚𝑎𝑥=5.1200;CR=0.0268;CI=0.0300，因为 CR<0.10,所以 C2-P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从表 4-4 中能够看出，影响物流体系建设的因素如果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为

配送时效>网点覆盖率>物流成本>服务质量>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可以看出配送

时效是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指标，此外，网点覆盖率也会直接影响到物流体系

的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农村，但农村地区多处于交通基础设施

较为落后的偏远地区，存在物流无法直接送达的现象，发展物流需要投入大量

资金用于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才能保证农产品电商物流的配送时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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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升网点覆盖率。因此，当前衡量物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在于配送时效和网

点覆盖率，提高配送时效和增加网点覆盖率能够促进物流服务质量、完善物流

信息平台。 

④根据融资支持（P15）、信息基础设施建设（P16）、政策支持

（P17）、人员培训（P18）进行两两比较构建政府支持判断矩阵 C4-P（如表 4-

5 所示）。 

表 4-5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基于政府支持的判断矩阵 

 

 

 

 

注：𝜆𝑚𝑎𝑥=4.1169;CR=0.0438;CI=0.0390,因为 CR<0.10，所以 C5-P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由表 4-5 可知，政府支持的决定因素的排序为融资支持>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政策支持>人员培训，可以看出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融资支持，信息

基础建设和政策支持也是影响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直接动因，由于发展农产

品电商离不开交通、物流、信息基础建设等领域的投资，加上现在很多农产品

电商企业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企业，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因此要想发展

农产品电子商务，离不开政府的融资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最后政府提供专业

的人员培训对发展农产品电商有很大帮助，改善农产品电商人才结构也能促进

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⑤根据创新意识（P19）、知识技能（P20）、文化水平（P21）、年龄分

布（P22）进行两两比较构建电商人才结构判断矩阵 C5-P（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基于电商人才结构的判断矩阵 

制约因素 P19 P20 P21 P22 权重 Wi 

P19 1 5 7 7 0.6541 

P20  1/5 1 3 3 0.1915 

P21  1/7  1/3 1 1 0.0772 

P22  1/7  1/3 1     1 0.0772 

注：𝜆𝑚𝑎𝑥=4.0732;CR=0.0474;CI=0.0244，因为 CR<0.10,所以 C3-P 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制约因素 P15 P16 P17 P18 权重 Wi 

P15 1 3 5 7 0.5638 

P16  1/3 1 3 5 0.2634 

P17  1/5  1/3 1 3 0.1178 

P18  1/7  1/5  1/3 1 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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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6 可知，电商人才结构的决定因素的排序为创新意识>知识技能>文

化水平=年龄分布，可以看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发展新疆农产品

电子商务需要农民认识互联网、了解互联网，而互联网对于新疆大部分农民来

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包括电商的经营模式、互联网思维等相对于传统农业来

说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因此创新意识对农产品电子子商务发展的影响较

大，直接影响到电商人才结构，此外，知识技能也是制约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又

一重要因素，电商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年龄分布对农产品电商的制约程度相

同，且都不是很大。 

4.4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 

从以上内容可以得出，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层次内各因素进行权重确定并通

过了一致性检验，无需修正判断矩阵中的数据，因此，可以根据各层次的权重

向量得到其对总层次的权重（如表 4-7、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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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权重 

底层元素 
结论值（全局

权重） 
同级权重 上级 

品牌度（P1） 0.4736  2.4790  

农产品特性 C1（0.5282） 

包装存储（P2） 0.2178  1.1105  

生长地域（P3） 0.2178  1.1105  

种植规模（P4） 0.0591  0.3088  

生长周期（P5） 0.0317  0.1662  

农产品质量（P6） 0.6152  2.6322  

消费者意愿 C2（0.2829） 
农产品价格（P7） 0.1691  0.6939  

农产品需求（P8） 0.1691  0.6939  

售后服务（P9） 0.0465  0.2020  

配送时效（P10） 0.3734  1.8888  

物流体系建设 C3（0.0768） 

网点覆盖率（P11） 0.3491  1.7840  

物流成本（P12） 0.1630  0.8521  

服务质量（P13） 0.0621  0.3133  

物流信息平台建设（P14） 0.0524  0.2702  

融资支持（P15） 0.5638  2.3280  

政府支持 C4 

（0.0768）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P16） 0.2634  1.0798  

政策支持（P17） 0.1178  0.4834  

人员培训（P18） 0.0550  0.2275  

创新意识（P19） 0.6541  2.6927  

电商人才结构 C5（0.0353） 
知识技能（P20） 0.1915  0.7857  

文化水平（P21） 0.0772  0.3117  

年龄分布（P22） 0.0772  0.3117  

图 4-2 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制约因素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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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结 

通过运用层次分析的方法能够得到 22 个影响因素的权重，从结果中可以看

到，电商人才的创新意识、农产品质量、融资支持和品牌度是制约新疆农产品

电子商务发展的几个关键因素；其次是配送时效、网点覆盖率、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包装存储和生长地域；再次是电商人才的知识技能、农产品价格、农产

品需求、物流成本和政策支持；最后是电商人才的文化水平、电商人才的年龄

分布、物流体系的服务质量、种植规模、人员培训、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售后

服务和农产品生长周期。 

目前，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仍处在发展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电商人才

的创新意识、农产品质量、融资支持和品牌度以及物流体系建设等因素是影响

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对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能否更

好更快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现阶段，首先要鼓励创新，结合新

疆农产品特色并结合互联网，进行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为新疆农产品电子商

务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越。其次，提高农产品质量，将新疆的农产品进行差异化

设计、打造品牌、规模生产，突出新疆农产品特点，帮助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

实现数量增值。最后，借助政府力量增加融资支持，帮助从事农产品电商的个

人或企业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推动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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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缓解农户资金约束的订单农业政府补贴方式选择 

虽然新疆自治区政府推进了一系列农业政策促进农业生产，但是农户的前期

生产资金还是相对匮乏。由此，基于贸易信贷的农业融资模式被引入到农业建设

当中。这是一种通过整合原有的农业供应链，将分散的信贷主体组合在一起，相

互合作并且相互制约，从而对农户信贷风险水平起到有效控制的一种商业模式。

随着基于贸易信贷的农业融资模式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由社会企业主导的

基于贸易信贷的农业供应链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中国四川民乐村模

式中，由扶贫基金会为主导成立的民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农户的生产前期与

产中环节，向农户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及技术指导，在生产后期，则按订单合

同进行农产品的收购。上述案例中的民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则是农业社会企业的

一个典型例子，它将兼顾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益理念”纳入到订单式农业

的生产经营体系中，构建“社会企业+农户”的产销一体化运作模式。社会企业

这种介于公益组织和营利企业的“双重身份”可以有效缓解当前公共服务总体质

量较低以及私人部门在提供社会公益服务“市场失灵”的问题。实践表明，相较

于传统订单式农业供应链，“社会企业+农户”这一新兴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不

仅能有效缓解传统订单农业契约履行率低的难题，同时还能解决农户的资金难题，

促进农业生产管理更加精准高效。因此，本节在结合农户通过农业社会企业解决

生产资金约束的基础上，探讨政府补贴机制对农业供应链各主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5.1问题描述及假设说明 

5.1.1 问题描述 

在传统的订单式农业供应链中，由农户与农产品的购买者签订契约或者合同，

然后根据契约中的要求组织安排农产品生产。然而，由于签订的契约价格条款参

与主体间的关系很松散, 订单农业的违约情况屡有发生。本节将社会企业应用

到农业领域中，构建成“社会企业+农户”的订单式农业供应链，农业企业与农

户的订单合作不仅限于农业生产后期公司按订单合同进行农产品的收购，在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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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前期与生产过程中，农业社会企业也会提供相应的资金与技术支持。相较于

传统订单式农业供应链中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经营目标的农业企业，农业社

会企业的公益性与社会性更易与农户达成“合作式”的契约关系，不仅能有效提

高订单农业的契约履行率，还能解决农户的生产资金困境。 

本节考虑两种政府补贴机制下社会企业主导的基于贸易信用的订单式农业

供应链运营及融资策略，该系统主要由农户、农业社会企业、政府和消费者构成，

在这个系统中，政府根据当年所执行的补贴政策对农户进行相应的农业补贴。农

户负责农产品的生产，农业社会企业则负责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政府补贴下“社

会企业+农户”的供应链运作模式如图5-1所示。在“社会企业+农户”的供应链

中，农业社会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实力与社会资源在供应链中占据绝对的领导地

位，农业社会企业和农户进行两阶段斯坦伯格博弈，博弈两方的行动顺序如下：

农业社会企业先决定给农户的贷款利率 r，农户再根据贷款利率来决定其生产投

入量Q。政府与消费者虽然不参与供应链系统的直接决策，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以及政府的补贴率却是影响农业社会企业与农户博弈的关键参数。 

图5-1 政府补贴机制下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订单农业模型结构 

5.1.2 基本假设与参数设置 

本节的基本假设如下： 

（1）考虑受资金约束的农户与资金充裕的农业社会企业组成的订单式农业

供应链，根据叶飞等假设，农户缺乏自有资金，并以贸易信贷方式向农业社会企

业获得全部生产资金，农户生产单一农产品并全部被农业社会企业收购。 

（2）农户生产农产品的投入产出率 x为随机变量，也就是每亩田地的粮食产

出量，且服从正态分布, x的密度函数为 f (x)，分布函数为 F(x)，F(x)为可微且严

格递增的， F(0) = 0( u为 x的期望值，d 为 x的标准差)。 

政府 农户 

农业社会企业 消费

𝛼 

𝑟 𝑄𝑖 

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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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产品是人们基本的必需品，因此设农业社会企业收购的所有农产品

都以市场销售价格 p全部售出。 

函数关系如下： 

（1）农户总数为 N家，农户 i的农产品生产投入量为Q
i
，由于农产品生产易

受自然天气的影响而表现出产出的不确定性，故农户最终可收获农产品的数量为

Q
i
x。 

（2）根据An等做法，农业社会企业以收购价 w = h-m
j=1

N

å Q
j
x j = 1,2,3,¼N( )收购

农户的全部农产品，其中 h为农业社会企业对农产品的最高收购价，m为价格弹

性系数。 

（3）农业社会企业以贷款利率 r向农户 i提供资金为 cQ
i
的贷款，以满足农

业生产资金需求，农户需还贷额为 cQ
i

1+ r( )。 

具体参数设置如表 5-1 所示： 

表 5-1 本节参数与决策变量 

上下标说明 

下标

i = (0,1,2)  
分别表示政府无补贴、目标价格补贴以及面积补贴 

上标

j = (R,S)  
分别表示农业社会企业、农户 

上标∗ 表示最优策略情形 

决策变量 

r  农业社会企业给农户的贷款利率 Q
j
 

农户𝑗的生产投入量(粮食种植面积) 1,2,j N=  (单

位：亩) 

模型参数 

N  农户的总数目 p  农业社会企业对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 

x  每亩农田的投入产出率 h  农业社会企业对农产品的最高收购价 

H ,L  分别表示每亩农田产量的上、下限 m  农产品收购市场的价格敏感系数 

f (x)  
投入产出率的概率密度函数，服从正态

分布 
w 农业社会企业对农产品的收购价 

F(x)  投入产出率的分布函数 w
G

 政府设定的最低目标补贴价格 

u  x的期望值( u > 3d ) a  面积补贴中政府对每亩粮食种植的补贴金额 

d  x的标准差 a
 

政府补贴比率系数( 0 £a £1) 

c  每亩农田的生产成本   

5.2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5.2.1 基准模型 

为了探讨不同政府机制下“社会企业+农户”的供应链融资策略，以无政府

补贴情形下的“社会企业+农户”供应链融资决策作为基准模型。 

在此模型下，农户 i的期望利润可表示为： 



 45 

 
π

0

s Q
i( ) =

L

H

ò h-m
j=1

N

å Q
j( )xé

ëê
ù

ûú
Q
i
xf x( )dx - cQ

i
1+ r

0( )  (1) 

    = huQ
i
-mQ

i j=1

N

å Q
j( ) u2 +d 2( )- cQ

i
1+ r

0( )  (2) 

 
s.t.    

L

H

ò h-m
j=1

N

å Q
j( )xé

ëê
ù

ûú
Q
i
xf x( )dx > cQ

i
1+ r

0( )  (3) 

式(1)中第一项为农户农产品的销售收入，第二项为向农业社会企业贷款的

本息和。农户只会在利润为正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因此式（3）为农户参与农业

生产的约束条件。 

农业社会企业的期望利润为： 

 
π

0

R r
0( ) =

L

H

ò p - h-m
j=1

N

å Q
j
x( )é

ëê
ù

ûú
Q

0
xf x( )dx + cQ

0
r
0

 (4) 

 = uQ
0
p- h( )+mN u2 +d 2( )Q0

2 + cQ
0
r
0
 (5) 

式(4)中第一项为农业社会企业的期望销售利润，第二项为农业社会企业贷

款给农户所获得的融资利润。根据逆向归纳法求解此模式下的最优决策，可得： 

当无政府补贴时，在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订单式农业供应链中，农户的最

优生产投入量为： 

 
Q

0

* =
pu - c

2m(u2 +d 2 )
 (6) 

农业社会企业给农户的最优贷款利率为： 

 
r
0

* =
c- up( )N + u 2h- p( )- c

2c
 (7) 

5.2.2 政府目标价格补贴情景 

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是指国家为保护农户的收益而制定的一项农业支持政

策，当市场价格低于政府设定的最低目标价格时，政府按照两者之间的差价对生

产者进行补贴；当市场价格高于政府设定的最低目标价格时，政府不发放补贴。

本节分析当政府对农产品采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时，农户的最优生产投入量和农

业社会企业对贷款资金利率的最优策略。 

（1）政府补贴额分析 

根据Alizamir等设政府设定的最低目标价格W
G

= h-m
j=1

N

å Q
j
u，其中 h为农业

社会企业对农产品的最高收购价，m为价格弹性系数。农业社会企业对农户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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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行收购，当农户的合同批发价 w £ w
G
时，政府对农户的平均产量给予w

G
- w

的补贴，否则不给予补贴，因此政府对农户 i的期望补贴额为： 

 G w
G( ) = a

L

H

ò max(0,w
G

- w)Q
i
uf (x)dx  (8) 

又因为 w
G

= h-m
j=1

N

å Q
j
u， w = h-m

j=1

N

å Q
j
x，因此政府对农户𝑖的期望补贴额

为： 
 

G w
G( ) = amuQ

i j=1

N

å Q
j u

H

ò x - u( ) f x( )dx =
amud

2p
Q
i j=1

N

å Q
j
 (9) 

（2）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供应链决策分析 

农户i的期望利润为：
  π

1

s Q
i( ) =

L

H

ò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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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中第一项为农户农产品的销售收入，第二项为向农业社会企业贷款的

本息和，第三项为政府给农户的补贴资金。式（12）为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约束

条件。 

农业社会企业的期望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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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3)中第一项为农业社会企业的期望销售利润，第二项为农业社会企业贷

款给农户所获得的融资利润。 

根据逆向归纳法求解此模式下的最优决策，可得： 

当政府执行目标价格补贴时，在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供应链中，农户的最

优生产投入量为： 

 
Q

1

* =
p pu - c( )

m 2 p u2 +d 2( )- 2 1+ n( )uad( )
 (15) 

当目标价格补贴的补贴比率满足 0 < a £ 2p u2 +d 2( ) / 1+ N( )ud 时，农业社会企

业给农户的最优贷款利率为： 

 

 
r1

* =
2A[c(N -1) - pB+ 2hu]+ 2Bad (c+ pu- 2hu)

4cA- 2 2cBa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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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 p u2 +d 2( ), B= N +1( )u。 

5.2.3 政府面积补贴情景 

面积补贴是为推进种植业结构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提高有效供给的新兴

农业政策。目前国家仅对玉米及大豆这两种农作物实施面积补贴政策，且暂时在

东北三省及内蒙地区实施，补贴的对象是实际种植粮食的生产者，根据每年粮食

生产者的实际的种植面积发放补贴。本节分析当政府对农产品采用面积补贴政策

时，农户的最优生产投入量和农业社会企业对农户贷款利率的最优策略。 

（1）政府补贴额分析 

设面积补贴机制下政府对每亩粮食种植面积的补贴金额为 a，因此政府对

农户𝑖的期望补贴额为： 

 G b( ) = aaQ
i
 (17) 

（2）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供应链决策分析 

农户 i的利润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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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8)中第一项为农户对农产品的销售收入，第二项为向农业社会企业还

款的本息和，第三项为政府的补贴金额，(20)式为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约束条

件。 

农业社会企业的期望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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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1)中第一项为农业社会企业的期望销售利润，第二项为农业社会企业贷

款给农户所获得的融资利润。根据逆向归纳法求解此模式下的最优决策，可得： 

当政府执行面积补贴时，在农业社会企业主导的订单式农业供应链中，农

户的最优生产投入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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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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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企业的最优贷款利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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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 

表 4-2 不同政府补贴下供应链各主体均衡结果对比 

参

数 
无政府补贴 目标价格补贴 面积补贴 

Q
*  

pu - c

2m(u
2

+ d
2

)
 

p pu - c( )

m 2 p u
2

+ d
2( ) - 2 1+ n( )uad( )

 
pu + aa - c

2m u
2

+ d
2( )
 

r*  
c - up( )N + u 2h - p( ) - c

2c
 
2A[c(N - 1) - pB + 2hu] + 2Bad (c + pu - 2hu)

4cA - 2 2cBad
 
c - aa( ) N - 1( ) + u 2h - p N + 1( )[ ]

2c
 

由此可得结论： 

（1）相对于无政府补贴情况，两种补贴机制下农户的最优投入生产量都会

相对增加，农业社会企业给农户的贷款利率会随着补贴率的提高而减少，这说

明政府补贴不仅能促进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还能降低农户的融资成本。 

（2）无论是以提高农户的生产投入量或是农民增收为政策目标，当补贴率

较低时，政府应进行面积补贴；当补贴率较高时，政府应进行目标价格补贴。 

（3）当补贴比率较低时，农户在面积补贴下的融资成本要比目标价格下融

资成本要小。当补贴比率较高时，农户在目标价格补贴下的融资成本要比面积

补贴下的融资成本要小。 

（4）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相比，面积补贴总能为农业社会企业带来更多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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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结 

首先，本项目通过走访调研及查阅相关统计数据，从农业基础、组织基础

及供应链合作几个方面分析了新疆农产品供应链目前的发展现状，总结出新疆

农产品供应链目前存在农户面临资金约束、存在增产不增收现象；农业种植标

准化程度较低，农户面临风险较大；核心节点组织能力不足，供应链缺乏一体

化；以订单合作为主，缺乏深入稳定的合作关系；传统销售渠道环节多、成本

高、线上销售渠道不完善等问题，提出通过农业社会企业嵌入的创新模式促进

新疆农业供应链增值，分别从供应链的上中下游阐述增值路径，得出以下结

论： 

（1）在供应链上游，通过将土地进行流转进行基地种植能够提高整个供应

链上的利润，且保证农户收益最大化，通过地权分成能够加强农户与农业社会

企业的合作关系，避免违约风险，帮助农户实现稳定脱贫目标。 

（2）在供应链中游，通过完善农产品质量认证和检测机制、加快农产品地

理标志品牌建设、加强网购平台信用评价管理能够提高农产品品质，扩大品牌

效应，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 

（3）在供应链下游，通过“互联网+农业”销售模式创新，一方面可以通

过线上线下的双渠道销售模式扩大新疆农产品的销售份额，通过增加销售量提

高供应链的整体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企业将线上直销收益与社区农超

共享的方式，能够帮助农超缓解网点布点成本，激励社区农超合作积极性，通

过增加网点布局也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 

其次，本项目通过 AHP 方法找到影响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制约

因素为电商人才的创新意识、农产品质量、融资支持和品牌度。所以在现阶

段，首先要鼓励创新，结合新疆农产品特色及互联网优势，进行产品创新、模

式创新，为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越。其次，提高农产品质

量，将新疆的农产品进行差异化设计、打造品牌、规模生产，突出新疆农产品

特点，帮助新疆农产品电子商务实现数量增值。最后，借助政府力量增加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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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帮助从事农产品电商的个人或企业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推动新疆农产品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最后，探讨了政府采取什么补贴方式能够缓解农户的资金约束，验证了政

府补贴不仅能促进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还能降低农户的融资成本；当补贴率较

低时，政府应进行面积补贴，农户在面积补贴下的融资成本要比目标价格下融

资成本要小；当补贴率较高时，政府应进行目标价格补贴，农户在目标价格补

贴下的融资成本要比面积补贴下融资成本要小，且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相比，

面积补贴总能为农业社会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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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国家级新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1 新疆红杏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2 乌鲁木齐北园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新疆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4 新疆果业集团有限公司 

5 新疆阿尔曼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7 新疆天山面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新疆泰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玛纳斯澳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 新疆四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若羌县三海瓜园有限责任公司 

13 新疆拓普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新疆芳香植物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5 南达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新疆和田阳光沙漠玫瑰有限公司 

17 新疆东宝冷冻集团有限公司 

18 吐鲁番市宋峰物流有限公司 

19 伊犁天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 昌吉回族自治州粮油购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 新疆瑞源乳业有限公司 

22 新疆庄子实业有限公司 

23 新疆利华棉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新疆旺源驼奶实业有限公司 

25 新疆和硕丁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6 喀什神恋有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7 伊犁冠通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28 新疆天蕴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29 新疆华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 新疆天莱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31 新疆晨曦椒业有限公司 

32 吐鲁番楼兰酒庄股份有限公司 

33 新疆红旗坡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4 新疆亚中德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5 新疆盛康粮油有限公司 

36 新疆恒丰糖业有限公司 

37 新疆优乐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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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疆昆仑尼雅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39 新疆昆天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伊犁福润德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41 九圣禾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2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43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 新疆伊力特集团有限公司 

45 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46 新疆北疆果蔬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7 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48 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49 和田昆仑山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50 奇台县春蕾麦芽制造有限公司 

51 新疆叶河源果业股份有限公司 

52 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53 新疆如意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54 新疆前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 新疆西部银力棉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6 新疆九鼎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57 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58 新疆一和生物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http://www.xqj.moa.gov.cn/nycyh/201912/t20191216_6333304.htm 

 

表 2 新疆农产品地理标志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地 

产品

编号 
证书持有者 登记年份 

1 和田玉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017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

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南） 
2009年 

2 头屯河葡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 

AGI0

017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北） 
2009年 

3 
阿力玛里树上

干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023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农

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 
2010年 

4 淖毛湖哈密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地区 

AGI0

033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

第十三师淖毛湖农场 
2010年 

5 顶山食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 

AGI0

033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一

八二团 
2010年 

6 博乐红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 

AGI0

036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农

业技术推广站 
2010年 

7 木垒白豌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525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农业技术

推广站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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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木垒鹰嘴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526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农业技术

推广站 
2010年 

9 奇台白洋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527 

奇台县半截沟盘龙果蔬种植

销售专业合作社 
2010年 

10 
奇台四平头辣

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528 

奇台县力达出口蔬菜营销专

业合作社 
2010年 

11 裕民无刺红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

地区 

AGI0

0578 
裕民县红花协会 2011年 

12 柳树泉大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地区 

AGI0

070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师

柳树泉农场 
2011年 

13 
西山农牧场马

铃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 

AGI0

070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

西山农牧场 
2011年 

14 六十八团大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070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

十八团 
2011年 

15 
巴音布鲁克蘑

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0833 
和静县园艺技术推广站 2011年 

16 巩留核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0834 
巩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1年 

17 奇台面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835 
奇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1年 

18 禾木蜂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 

AGI0

0836 
新疆布尔津县种子站 2011年 

19 
皮亚勒玛甜石

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0579 
皮山县皮亚勒玛乡石榴协会 2011年 

20 莫乎尔葡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0580 

霍城县西域龙珠葡萄种植专

业合作社 
2011年 

21 阜康蟠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581 
阜康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1年 

22 五工台红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582 

呼图壁县五工台镇农业技术

推广站 
2011年 

23 石梯子洋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583 

呼图壁县石梯子乡农业技术

推广站 
2011年 

24 一四八团彩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058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

第八师一四八团 
2011年 

25 一〇三团甜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家

渠市 

AGI0

058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

第六师一〇三团 
2011年 

26 二二三团苹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058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

第二师二二三团 
2011年 

27 和田御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0644 
洛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1年 

28 巩留天山伊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0705 
巩留县伊贝贝母专业合作社 2011年 



 61 

29 察布查尔大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0706 

察布查尔县扎库齐牛录乡寨

牛录村水稻专业合作社 
2011年 

30 
切尔克齐奶花

芸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 

AGI0

1044 

切尔克齐乡凯凯农作物专业

合作社 
2012年 

31 达坂城蚕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 

AGI0

1045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2012年 

32 米泉大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 

AGI0

1046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联合会 
2012年 

33 精河枸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 

AGI0

1047 
新疆精河县枸杞协会 2012年 

34 尼雅昆仑雪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048 

民丰县昆仑雪菊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2012年 

35 特克斯苹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0993 

特克斯县八卦果业专业合作

社 
2012年 

36 喀纳斯蜜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 

AGI0

0994 
新疆布尔津县种子站 2012年 

37 哈纳斯黄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 

AGI0

0995 
新疆布尔津县种子站 2012年 

38 
唐布拉黑蜂蜂

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0996 
尼勒克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2年 

39 青河阿魏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 

AGI0

0997 
青河县阿魏菇协会 2012年 

40 安迪尔甜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232 

新疆和田民丰县农业技术推

广站 
2013年 

41 策勒红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233 

策勒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 
2013年 

42 策勒石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234 

策勒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 
2013年 

43 喀拉布拉苹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235 

新源县喀拉布拉镇企业管理

站 
2013年 

44 
科克铁热克葡

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236 

皮山县科克铁热克乡葡萄协

会 
2013年 

45 尉犁甜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237 
尉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3年 

46 尉犁西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238 
尉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3年 

47 博湖辣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239 
博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3年 

48 柯坪恰玛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 

AGI0

1240 
柯坪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3年 

49 皮山山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241 
皮山县山药协会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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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昭苏大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242 
昭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3年 

51 乌什鹰嘴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 

AGI0

1243 

乌什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 
2013年 

52 昭苏油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244 
昭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3年 

53 策勒小茴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245 

策勒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 
2013年 

54 霍城薰衣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246 
霍城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3年 

55 特克斯山花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247 

特克斯县农村能源环境工作

站 
2013年 

56 
石河子鲜食葡

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

子市 

AGI0

124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

第八师石河子总场 
2013年 

57 
新疆兵团二十

七团啤酒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24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

十七团 
2013年 

58 伽师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地区 

AGI0

1187 
伽师县种子管理站 2013年 

59 于田红柳大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188 
于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3年 

60 喀拉布拉桃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189 

新源县喀拉布拉镇企业管理

站 
2013年 

61 
沙雅罗布麻蜂

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 

AGI0

1190 

沙雅胡杨韵蜂产品专业合作

社 
2013年 

62 于田沙漠玫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191 
于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3年 

63 克里阳雪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192 

皮山县克里阳乡雪菊综合专

业合作社 
2013年 

64 莎车甜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地区 

AGI0

1193 

莎车县荒地镇西开西早熟甜

瓜种植销售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3年 

65 小海子草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

舒克市 

AGI0

119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小

海子水库管理处 
2013年 

66 开来红辣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19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

十一团 
2013年 

67 托克逊红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

番地区 

AGI0

1368 
托克逊县红枣产业协会 2013年 

68 
和田阿克恰勒

甜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369 

和田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 
2013年 

69 民丰大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370 
民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3年 

70 托克逊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

番地区 

AGI0

1371 
托克逊县经济林产业协会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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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尼雅黑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372 
民丰县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3年 

72 
玛纳斯萨福克

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1373 

玛纳斯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013年 

73 石河子肉苁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

子市 

AGI0

137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

四九团 
2013年 

74 
塔里木垦区马

鹿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37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畜

牧兽医工作站 
2013年 

75 北屯白斑狗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 

AGI0

137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水

产技术推广站 
2013年 

76 阜康打瓜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1453 
阜康市阜民打瓜协会 2014年 

77 库车小白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 

AGI0

1454 
库车县林业管理站 2014年 

78 老龙河西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1455 
昌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4年 

79 
新疆兵团六团

苹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 

AGI0

158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六

团 
2014年 

80 
乌尔禾垦区白

兰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

玛依市 

AGI0

158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一

三七团 
2014年 

81 
新疆兵团四十

八团红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地区 

AGI0

158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

十八团 
2014年 

82 巩留树上干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658 
巩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5年 

83 
那拉提黑蜂蜂

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659 
新源县养蜂协会 2015年 

84 呼图壁奶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1660 

呼图壁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015年 

85 
和田一牧场雪

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66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一牧场 
2015年 

86 
新疆兵团三十

一团罗布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66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

十一团 
2015年 

87 
和田一牧场羊

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179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一牧场 
2015年 

88 
新疆兵团三团

核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 

AGI0

179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

团 
2015年 

89 木垒羊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1732 

木垒哈萨克自治区县牛羊产

业协会 
2015年 

90 尉犁罗布羊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733 
尉犁县金秋胡杨旅游协会 2015年 

91 昭苏天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734 
昭苏县畜牧兽医站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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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新疆兵团二十

九团香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189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

十九团 
2016年 

93 霍城树上干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887 
霍城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6年 

94 霍城樱桃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888 
霍城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6年 

95 惠远胡萝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891 
霍城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6年 

96 沙雅罗布麻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 

AGI0

1894 

沙雅县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

协会 
2016年 

97 安集海辣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

地区 

AGI0

1892 

沙湾县安集海镇农业综合服

务站 
2016年 

98 三塘湖哈密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地区 

AGI0

1889 

巴里坤县三塘湖乡农业发展

服务中心 
2016年 

99 巩留苹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890 
巩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6年 

100 昭苏马铃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 

AGI0

1934 
昭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6年 

101 
吉木萨尔白皮

大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1893 
吉木萨尔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6年 

102 铁力木小茴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地区 

AGI0

1895 
岳普湖县孜然协会 2016年 

103 尼雅羊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2061 
民丰县畜牧兽医站 2017年 

104 于田麻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 

AGI0

2062 

于田县动物疫病控制与诊断

中心 
2017年 

105 
石河子一四三

团蟠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11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

四三团 
2017年 

106 下野地西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11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

三四团 
2017年 

107 
新疆兵团七十

三团大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11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

十三团 
2017年 

108 
新疆兵团八十

四团色素菊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11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

十四团 
2017年 

109 
塔里木垦区马

鹿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11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马

鹿协会 
2017年 

110 
塔里木垦区马

鹿花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11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马

鹿协会 
2017年 

111 木垒长眉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2243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动物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2017年 

112 尉犁罗布麻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AGI0

2374 
尉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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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吉木萨尔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 

AGI0

2375 

吉木萨尔县动物疾病预防与

控制中心 
2018年 

114 
新疆兵团五团

苹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37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五

团 
2018年 

115 炮台甜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37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

二一团 
2018年 

116 达因苏牛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37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一

六五团 
2018年 

117 温宿大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

苏地区 

AGI0

2451 
温宿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2018年 

118 
新疆兵团一八

四团苹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52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一

八四团 
2018年 

119 
新疆兵团一七

O团沙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AGI0

252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一

七 0 团 
2018年 

120 南湖哈密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地区 

AGI0

2594 

伊州区南湖乡农业（畜牧

业）发展服务中心 
2019年 

121 哈密羊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地区 

AGI0

2595 
哈密市畜牧工作站 2019年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查询系统 http://www.anlu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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