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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的微观解理 :企业与农户和谐共生
3

———基于供应链管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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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城乡和谐共生的一个微观体现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企业与农户共生不仅有利于实现整个

供应链竞争力的提升 ,实现企业与农户共赢 ,而且对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

意义。涉农供应链中共生关系的发展遵循一条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路径 ,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维

系和强化是涉农供应链构建、发展的关键。因此 ,应营造有利于共生关系发展的良好共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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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croscopic v iew on overall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 is harmon ious co - ex istence between enterpr ises and farmers

—V iewpo in t ba sed on supply cha in managem en t

PENG J ian - fang

(School of B usiness P lann ing, Chongq 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 ity, Chongq ing 400067, Ch ina)

Abstract: A s the m icroscop ic view on urban - rural harmonious co - existence, the co - existence between enterp rises and farmers

based on supp ly chain management is not only helpful to upgrading total supp ly chain competence to realize win - win between the

enterp rises and the farmers but also is of deep significance to realizing urban - rural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m ing mechanism and consolidating path for constructing co - existence relation

between the enterp rises and the farmers and points out that constructing good co - existence environmen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 -

existence rel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enterp rises and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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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的市场竞争 ,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

竞争 [ 1 ]。在农业领域 ,则表现为涉农供应链与涉农

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涉农供应链是以伙伴式的共

生关系为纽带 ,以实现整体利益或增值为目标 ,由

农户、涉农企业以及顾客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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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网链结构模式。与此相适应的供应链管理则是

以整体、集成和协同思想为核心 ,以有效响应市场

需求、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 ,通过整体最优来提高

成员各方的竞争力或福利水平。供应链管理
( SCM )作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背景的创

新管理模式 ,其崛起客观上为我国正在实施的农业

产业化经营战略拓宽了竞争的微观管理视角 ,并引

领整个农业及涉农产业走向全面协同和塑造核心

竞争能力的时代 [ 2 ]。

之所以如此 ,从最具能动性的因素看 ,是供应

链管理环境下农户的主体地位也同企业一样得以

凸显 ,真正实现了“1 + 1 > 2”的功效。在供应链管

理环境下 ,所要解决的已不仅仅是分散的农户小生

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应对不断变化的

需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挑战 ,是要解决

整体竞争的问题 ,不是实现企业或农户单方盈利的

问题 ,而是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总体效益实现企业

与农户双赢为目的 (实际上是多赢 ,这里只强调企

业和农户 ) ,而这些 ,无不预示着企业与农户合力而

为、共生共存的重要性。

当前 ,我国在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

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城乡统筹

协调发展的重大政策 ,为工农业交融发展创造了条

件。作为城乡和谐共生的一个微观体现 ,供应链管

理环境下企业与农户共生不仅有利于实现整个供

应链竞争力的提升 ,实现企业与农户共赢 ,而且对

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而深

远的意义。

二、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内涵

“共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 1879年由德国生物

学家德贝里 (Anton de Bary)提出。他将共生定义为

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随着共

生研究的逐渐深入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 , 20世纪五

六十年代后 ,“共生 ”的思想和概念已不为生物学家

所独享 ,逐步引起人类学家、生态学家、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甚至政治家的关注 ,一些源于

生物界的共生概念和方法理论在诸多领域内正在

得到运用和实施。甚至有社会学家提出 ,当今人类

社会正迈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 ”[ 3 ]。

农户与企业作为农产品供应链中上下游的两

个节点 ,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上游农户产

出的农产品作为下游企业的原材料 ,经过加工或流

通增值 ,转移到顾客手中 ,农产品的质量、稳定的供

货直接关系着后续环节乃至整个供应链的成败 ,而

企业对原材料的持续购买则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

市场。而且 ,在这种上下游的联结中 ,由于农户专

注于农产品生产 ,企业专注于农产品加工或流通 ,

两者优势互补、密切协作 ,极大地提升了整个供应

链的竞争能力 ,实现农户与企业共同进化。供应链

管理环境下的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有别于传统的

企业与农户关系 ,它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供需基础

上的基于各自核心专长的战略外包和战略协同的

企农关系 ,它更强调“互补性 ”、“协同性 ”、“增值

性 ”和“共赢性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

(1)它反映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

关系 ,这种源于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日益

密切的同一供应链上下游成员依存关系 ,能在专业

分工与优势互补中促进供应链向更具竞争优势的

方向演化。共生过程是企业与农户为准确响应市

场而达成的共同进化过程 ,也是依托供应链这一共

生体 ,按供应链管理的内在要求产生新的共生能

量 ,推进共同进化的过程。共同激活、共同适应、共

同发展是共生的深刻本质。共生为企业和农户提

供理想的进化路径 ,这种进化路径使企业和农户在

相互激励中共同进化。
(2)协同是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本质特征之

一。共生并不排除竞争 ,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有所

不同的是 ,企业与农户的共生不是相互排斥和相互

厮杀 ,而是相互吸引和相互合作 ,不是各自性质和

状态的丧失 ,而是继承和保留各自的性质和状态 ,

不是相互替代 ,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3)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反映了农户与企业作

为供应链上下游成员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关

系 ,其产生与发展是物质、信息和能量关系作用的

直接结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体现为共生经济

要素的供求关系 ,这种关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利益

关系 ,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利益

关系作用的结果 ,一旦利益关系消退或消失 ,这种

关系就消退或消失。
(4)供应链管理环境下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

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而且影响整个供应

链的存在与发展 ,还会影响链外的其他企业和农户

的存在与发展 (积极的、消极的或中性的示范效

应 )。
(5)进化是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发展的总趋

势和总方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是进化的一致方向 ,

正因为如此 ,以企业与农户为基本细胞的组织以及

人类社会才不断得以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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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农供应链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与强化

路径

涉农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

几个阶段 : (1)接触交易阶段 ,双方更关注合作中交

易的价格 ; (2)相互信任阶段 ,涉农企业更关注农产

品品质 ,农户更关注涉农企业提供的产前、产中、产

后服务 (一般情况下价格稳定 ) ; (3)合作联盟阶段 ,

双方更关注整个供应链竞争力的提升。在此基础

上 ,我们构建一个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发展模

型 ,模型中 ,纵坐标代表共生伙伴参与程度 ,横坐标

代表共生程度。模型表明 ,随着共生程度的增强 ,

共生伙伴中的一方参与到另一方生产经营活动中

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尤其是涉农企业作为供应链

的核心成员参与农户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越来

越高。

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

也是两者信任关系发展的过程。通过类比供应链

中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强化过程 [ 4 ]
,我们不难得出涉

农供应链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及共生关系的形

成与强化路径。

1. 涉农供应链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

将共生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即规范型共生、

特征型共生、过程型共生。规范型共生产生于建立

一套激励涉农企业与农户采取合作行为、阻止两者

之间相互欺骗的规范 ,以增加合作的收益 ,提高欺

骗的成本 ;特征型共生产生于涉农企业与农户之间

在地域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的相似或相近 ;过程

型共生产生于行为的连续性 ,长期持续和可靠的相

互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相互之间的共生关系。

在涉农企业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 (现阶段更多地表

现为“大户”、“能人 ”、“优势农户 ”,这类农户可以

看作“微小企业 ”。可见 ,由涉农企业与农户构建的

供应链可以看做是工业型供应链的一个特例 )、构

建并优化供应链的过程中 ,上述三种共生机制均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1)规范型共生。对于涉农企业而言 ,拟订一

个能够确保与农户实现双赢的供应链协议是建立

规范型共生的基础。协议拟订过程中 ,应与农户进

行充分协商 ,必要时还要听取农户代言人 (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政府 )的意见。协议至少应包括

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

机制。以利益共享为纽带 ,是企业与农户和谐共生

的关键。没有合理分享 ,就没有企业与农户的和谐

共生。作为供应链核心的企业要把农户应该得到

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 ,要让农户不仅能得到一次销

售的收益 ,还能分享加工增值、二次销售的利润 ,只

有这样 ,才会有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长远获取 ,才

能真正推动供应链的发展 ;第二 ,建立有效的风险

防范机制 ,规定违背协议受到的惩罚 ,加大欺骗和

逃逸的成本 ,稳定供应链的合作关系。
(2)特征型共生。本土成长起来的涉农企业 ,

或与当地文化充分融合的外来涉农企业 ,由于相似

的地域文化形成的地域情结 (其企业文化更容易被

农户认同 )能够使供应链拥有强大的凝聚力 (或挑

选合适的农户 ,农户的合作、开拓意识也可看做一

种“微小企业 ”文化 ) ,并能减少矛盾和冲突 ,强化共

生关系和合作行为的连续性。
(3)过程型共生。供应链中的共生关系是一个

动态强化、相互诱导的过程。如果涉农企业与农户

之间彼此合作 ,随着相互关系的发展 ,供应链整体

收益和链中成员的收益都得以提高 ,共生关系会进

一步深化。此时 ,为了长期享受供应链整体竞争力

提高所带来的收益 ,避免重新寻找合作伙伴、加入

新的供应链可能导致的损失 ,涉农企业与农户往往

会珍惜已有的合作关系 ,而不会对对方采取机会主

义行为 ,也不愿从当前所在的供应链中逃逸出去 ,

且自觉强化对供应链的向心力。但如果一方利用

委托代理关系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实施欺骗 ,则必

然对对方产生相反的诱导 ,使共生关系恶化 ,供应

链稳定不复存在 ,甚至出现供应链重构。

2. 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强化路径

涉农供应链中共生关系的发展遵循一条循环

往复、螺旋上升的路径 (如图 1)。涉农企业在供应

链构建之前 ,要尽可能挑选素质 (文化素质、市场经

济素质、信用程度 )较高 ,具备一定合作、开拓意识

和实力的农户 (即前面提到的“大户 ”、“能人 ”、“优

势农户 ”)作为供应链合作伙伴 ,以便更容易建立特

征型共生关系 ,减少志趣相异导致的猜疑和摩擦。

随着供应链协议的生效 ,涉农企业与农户通过磨合

期加强相互交往和了解 ,在双方遵守协议、信守诺

言 (农户按要求生产、企业按协议价收购以及按协

议返利 )的过程中 ,共生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由

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 ,已经签订的供应链协议可

能存在纰漏 ,但只要双方本着真诚、长远合作的态

度 ,就可以对协议进行修订完善。正如协议不断完

善一样 ,涉农企业与农户的分歧逐渐缩小 ,合作意

识增强 ,逐步实现共生融合 (特征型共生加强 )。如

此不断深化 ,共同致力于改进供应链管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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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强化路径示意图

四、营造共生环境 ,促进涉农供应链发展

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维系和强化是涉

农供应链构建、发展的关键 ,因此 ,营造有利于共生

关系发展的良好共生环境非常重要。

1. 完善契约。在实行伙伴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建

立供应链共生关系 ,在充分协商、相互尊重的基础

上签订并完善供应链契约 (协议 ) ,明确各自的权利

与义务并严格遵守。涉农企业与农户都应发扬契

约精神 ,对对方负责、对长远利益负责、对整个供应

链负责。

2. 增进互信。加强涉农企业与农户的相互参

与 ,在参与中增进了解和信任。如涉农企业帮助农

户改善生产条件 ,预付定金、贴息贷款 ,提供生产资

料、技术服务 ,利润返还等都能极大地赢得农户的

信任。在市场波动时 ,涉农企业的让利于民更是建

立互信的关键 (农户的合作也很重要 )。

3. 文化培育。文化素质的高低对供应链成员之

间的共生合作关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涉农

供应链的文化培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程 ,包

括企业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建设两方面。企业文

化建设应着重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涉农企业

的存在和发展要与“兴农 ”联系在一起 ,做到“己以

为人 ,己以予人 ”,才能实现“己愈有 ,己愈多 ”的目

标。目前 ,乡村文化建设作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

要内容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包括实用技能培

训、市场经济培训、精神面貌改善在内的乡村文化

建设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农户的小农意识 ,大大提

高农户的生产素质和市场经济素质 ,有利于合作精

神的培育 ,也有利于吸引更多合格的农户参与到涉

农供应链中来。

4. 组织保障。农户作为涉农供应链中重要但处

于弱势的一方 ,需要有代表自身话语权、维护自身

权益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借助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 ,农户能有效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 ,

获得技术支持、资金便利和更多的产业链利益。另

一方面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能有效约束农户

的生产经营行为 ,使其更注重集体得益而不是个人

得益 ,有利于与涉农供应链保持战略协同。对于涉

农企业而言 ,要积极倡导企业协会建设 (如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 ,营造学习氛围 ,培养企业大局

意识、品牌意识 ,约束企业不良行为 ,避免恶性竞争。

5. 政策支持。首先 ,政府要本着开放、公平、竞

争的理念 ,尽可能的吸引多个不同的有实力的企业

参与当地的涉农供应链竞争 ,使作为供应链核心成

员的涉农企业切实担负起带动农户致富的责任 ,并

从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方面着手 ,

为其营造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 ,以此为基础 ,培育

一批大企业、大集团 ,使其真正具备引领供应链发

展 (协同、增值、共赢 )的实力。其次 ,政府要大力营

造“与农共生”(政府与民共生、城乡共生 )的社会氛

围 (为企业与农户共生提供表率 )。如 :为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提供政策和法律环境保障 ;通过政府补一

点 ,龙头企业拿一点 ,从基地农户的销售收入中提

一点等筹资渠道 ,建立风险基金 ,搞好农业自我保

护 ;改善农业投、融资环境 ,改革户籍制度、农地流

转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 ,扶持发展“大户 ”、“能

人”、“优势农户 ”,引导其走规模化经营、农户企业

化经营之路。

总之 ,在供应链竞争时代 ,单纯的企业 (或农

户 )发展战略不可能实现企业与农户两个合作主体

中任何一个的和谐、稳定发展 ,唯有建立在共生关

系基础上的共生战略才是企业与农户的理性选择。

企业与农户的和谐共生实际上是企业与众多农户

的和谐共生 ,会带动某个区域的和谐共生 ,最终实

现城乡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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