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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筑安全可控、循环畅通、高质高效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是新发展格局下稳定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依

托。本文分析了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智慧化转型的迫切需求，论述了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体系框架，总

结了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现有成效，凝练了供应链各环节数字化水平不均衡、“信息孤岛”现象显著、配套支撑体

系建设短板突出等制约发展质量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提出了面向2035年农产品智慧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思

路与目标，建议采取深入开展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构建省级农产品供应链综合管理服务大数据平台、推动

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完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等重点举措，切实推动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建设并

发挥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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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safe and controllable, unimpeded circulation,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smart supply chain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ep to stabilize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urgent need of smart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system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framework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rt supply chai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mart supply chai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our country and the main 
weaknesses.The unbalanced digitization level of each link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obvious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data island, 
and the prominent weakness of suppor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the core issu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supply chai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goa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rt supply 
chai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2035. The key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rt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e in-depth research on key core technologies of smart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platform for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promo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ll links of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to deep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raceability system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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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 

“逆全球化”风潮割裂全球发展，人口老龄化挑战

国内经济结构，消费不足约束国内市场潜力充分释

放，基于此，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成为一个

重大科学课题。“十四五”规划纲要着重强调，开

展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

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还需解决许多重大

问题，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

生动力和可靠性，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起点，构筑供需深度融合的农产品供应链，

建设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充分

满足国内消费市场需求，实现产业价值最大化已经

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

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科技加速向农业农村

领域延伸和渗透，弥补和改造了传统农产品供应链

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高效整合了商流、物流、

信息流和资金流，推动了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朝可视

化、生态化、集成化、智能化方向发展[1]，为新发

展格局下安全可控、循环畅通、高质高效的农产品

供应链体系构建提出了新方向和新思路。

目前，学界对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的研究主

要从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的发展态势、演进逻

辑、运作模式等方面展开。在发展态势方面，认为

基于数字科技构建而成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将实现

供应链上行渠道多元化、供应链信息流通高时效、

供应链节点需求响应[2,3]，实现采购、仓储、生产加

工、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的虚实结合，惠及农

户、物流商、售端和消费者等多方利益，实现资源

配置的帕累托最优[4]。在演进逻辑方面，认为农产

品供应链智慧化转型的核心要素涵盖数据驱动和市

场驱动两个维度。数据驱动是将消费者数据、供应

商数据、生产商数据建立关联[5]，通过数字科技进

行挖掘与处理，不断完善供应链生态体系，为链条

上的各类主体创造新的价值；市场驱动则是以消费

者需求为核心，通过智慧化的供应链为服务主体传

递价值。在模式研究方面，将农产品供应链主要分

为链主型供应链模式、平台型供应链模式、生态型

供应链模式、智慧供应链模式，认为智慧供应链的

本质是“拉式供应链”，而不是“推式供应链”[6,7]。

整体来看，已有研究多是围绕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

系建设的诸多方面开展研究，拘泥于智慧供应链体

系建设本身，未将其置于新发展格局视阈下，从宏

观视角出发，就发展态势、构建机制、关键问题和

建设路径开展研究。

为充分阐释新发展格局下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和

智慧化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本文在阐释农产品

智慧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内涵与架构的基础上，以全

国主要农产品出产大省、长江三角洲（长三角）重

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安徽省为例，剖

析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现状与短板，提出

新发展格局下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目标与重点任务，以期为农产品供应链由传统

向现代化、智慧化转型升级，助力农业现代化提供

参考。

二、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必

要性及特征分析

（一）新发展格局下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智慧化转型

的核心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

阻，既需要“联”，更需要“通”，各类生产要素的

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进行有机衔

接，实现流转循环，形成高效的现代流通供应链体

系[8]。因此，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迫

切需要形成完整、稳定、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实现

产业互联互通、供需稳定平衡和高效匹配。农业作

为国民经济的前端产业，农产品的多功能性为农业

和工业部门间的产业链纵向一体化创造了条件。畅

通农业“双循环”，构建安全、协调、稳定的农产

品供应链是国民经济“双循环”的起点，也是我国

实现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根基和先决条

件[9]。但是，区别于工业供应链，受农产品易腐性、

季节性、难以标准化等特点的影响，我国传统农产

品供应链一直存在着分散生产经营、市场意识薄

弱、供需信息失衡、监管缺失、供应链冗长、产后

损耗率过高等问题，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处于粗放集

成和松散协同的局面，整体运作效率低下，无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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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新发展格局下对循环畅通、供需精准、高质高效

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需求。如何运用新技术、新

方法和新理念，撬动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向智慧化转

型升级，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立足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

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攻方向。随着我国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传

统供应链技术相结合催生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将

为弥补传统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短板、促进农产品供

应链体系优质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

（二）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释义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指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产品供应链进行

深度融合，推动农产品供应链全流程的透明管理、

快速响应、无缝链接、高效信息共享与协同，实现

农产品供应链从农产品到餐桌全环节的智慧化转

型，形成基于数据驱动的农产品供应链生态系

统[10]。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的核心要义是将农产品供

应链上的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业务流汇

聚形成一个闭环生态圈，实现要素集成化、运营可

视化、组织生态化、决策智能化，从根本上重塑传

统农产品供应链系统中的种养端、加工端、流通

端、营销端各环节与各主体的生产关系和利益结

构，促使供应链结构向扁平化、网络化转变，从而

提升农产品供应链韧性。

（三）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高质量发展框架构建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框架由 3个核心部分组

成（见图1）。一是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综合管理平

台。平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

数字科技为驱动，将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

工流通企业等供应链各节点串联为一个整体，改变

传统的以田间经纪人、合作社、批发市场等角色为

核心的供应链模式，构建以数字化综合平台为载体

的发展模式。二是农产品供应链数据分析与协同系

统。通过对生产端智慧种养管理、加工端智能分级

分选与检测、流通端智慧仓储物流、消费端精准营

销与新零售的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和处理，对农产品

供应链上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各类数

据进行实时采集、多端融合和智能处理，实现供应

链各环节与全节点的高效互动、精准匹配，开展从

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全方位、可溯源的数字化管

理[8]，形成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业务流

五流合一的大数据分析管理体系，优化资源配置，

预测市场需求，提高农产品供应链协同能力。三是

新型农产品供应链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化平台或系

统，强化产业融合，突破传统的以农贸市场为中心

农产品供应链多层级圈层，打造去中心化、垂直型

图1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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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生态圈，形成全过程、全要素、全链路、全

场景的可视化、透明化、智能化、可预测的农产品

供应链生态[11]，最终形成低损耗、低成本、短半

径、信息高度对称、供需均衡的供应链体系。

三、我国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成效与

短板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安徽省是国家重要农产品供给基地，也是长三

角地区重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多个

国家战略重要支点与国内大市场联通枢纽的交错叠

加，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地缘优势明显。2022年，

安徽省生产的粮食和肉类产量占长三角地区的

48%，蔬菜产量占 23%，水果产量占 32%，约 30%

的农产品加工品销往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12]。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安徽省相

继出台了“数字江淮”“两强一增”“数字皖农”等

行动计划与方案，积极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服务全链条数字化布局，推动农产品供应链数

字化转型，强化在“双循环”中的比较优势和重要

地位。2021年，安徽省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达到

52.1%，高于全国 26.7个百分点，数字科技赋能农

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进程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

系的核心要素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加速[13]。安徽省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具有较强

代表性，但也存在若干短板问题亟需突破，对其开

展梳理和分析，可为我国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

设提供参考。

（一）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成效

1. 供应链各环节数字化转型进程加快，数据协

同和共享的基础与能力不断提升

一是在生产端，围绕农业物联网试验示范、供

应基地数字化基础设施提升、生产过程管理数字化转

型等方面取得了实效。安徽省近年来已成功打造农业

物联网示范点 300个、数字农业应用场景 1196个，

形成了“物联网+生产模型+大田种植”“物联网+智

能装备+病虫害自动测报防治”“物联网+测土配方+

水肥一体化”等多种应用模式。基于 209家种养基

地的问卷调研结果显示，约90%的种养基地已经实

现了生产区域无线网络全覆盖，50%以上的种养基

地实现了种养殖生产计划、投入品使用等过程管理

的数字化。二是在加工端，着力打造了一批面向长

三角市场的绿色农产品智能加工供应基地，部分基

地如安徽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松鼠云詹氏食

品有限公司已建造了数字化生产车间，在加工基地

已初步应用农产品采后智能分级分选、无损检测和

智能包装等采后智能处理设备。调研数据显示，各

类加工基地的农产品自动分拣、自动分级和自动包

装的实现率已经超过35%。三是在流通端，农产品

仓储与物流重点环节的数字化应用趋于成熟。基于

41家仓储物流企业的调研分析显示，仓储设施温 / 

湿度监控系统、仓储信息管理系统、物联网系统应

用率分别达到 60%、36%、40%，约 70%的物流企

业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智能运输管理系统、配送车辆

远程监控系统和冷藏车辆温 / 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其中，冷藏车辆温 / 湿度自动控制系统应用比例达

到64%。四是在营销端，农产品电商产业规模持续

壮大，农产品精准营销驶入“快车道”。2021年，

安徽省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

22.4%，位居全国第4位[13]。部分规模较大的电商经

营主体如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搭建中央产

品控制云平台，将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深入运用

到市场营销各个环节，及时有效地抓取平台供应链

中供应商的市场行情和消费者的产品反馈，定制营

销策略与方案，实现产品的精准营销。

2. 数据驱动下透明、稳定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初

步形成

自2003年起，我国开始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系统建设，目前已经初步构建了国家 ‒ 省 ‒ 市三级

追溯平台体系，不仅为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责任可究、过程风险可控提供了渠道，也为质量追

溯系统内采集和产生的供应链各环节数据进行整合、

集成和分析提供了高效平台[14,15]。2016年，安徽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追溯平台正式上线；截至 2022年

7月，入驻该平台的生产经营主体达到20 518家[16]。

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农产品

供应链主体的质量追溯系统应用率分别达到了

84%、67.95% 和 61.83%。其中，约 95% 已应用农

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企业实现了与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平台的对接，50%以上的企业在追溯

平台中录入了原材料产地、生产者、投入品使用情

况、产品出库 / 入库管理、产品质量检验检疫等信

息。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追溯平台根据实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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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信息与数据开展统计，可快速生成农产品质量

安全数据，对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作出快速分

析，同时对已销售的农产品开展溯源码跟踪监测。

基于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高效建设的透明、稳定农产

品供应链生态圈已初具规模。

（二）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主要短板

1. 供应链各节点的数字化水平不均衡，数据分

析与协同能力受限

农产品智慧供应链的核心节点包括生产端、加

工端、流通端和消费端4个环节，其中，流通端和

消费端的运行主体主要为大中型仓储物流和商贸企

业，这类企业多数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

力，内部流程管理和业务环节的数字化水平较高。

例如，仓储物流企业内部管理数字化水平以及仓储

物流等各类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势头良好。调研

数据显示，64%的仓储物流企业拥有专门的数字化

技术人员并定期组织开展数字系统或设备的培训，

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提供了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消费端是以各类农产品电商主体为核心开展精准营

销与新零售，目前发展势头尤为强劲，规模和质量

均不断攀升。

对比流通端和消费端，生产端和加工端的数字

化转型速度相对较为迟缓。生产端运行主体主要为

小农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或小型合作社，由于

文化素质不高、经营分散、信息获取渠道不畅等原

因，使其在面对价格较高和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数字

化技术或产品时，接受度和使用度均不高。从调研

数据来看，种养基地仅在种植或养殖计划与记录的

管理方面初步实现了数字化应用，在病虫害调查记

录、苗情监测记录、用药记录等复杂环节的管理仍

依靠传统人工。加工端处于农产品智慧供应链“承

上启下”的核心位置，是供应链上游和下游之间的

纽带，却是当前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最薄弱环节，存

在企业规模小、核心数字技术装备落后、加工转化

和增值率低等诸多问题。2021年，全国与安徽省农

产品加工转化率仅分别为 70%、65%，与发达国家

的水平相比约低20%[17]。调研数据显示，初加工环

节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多集中在自动分级分选、清洗

与包装等环节，无损检测、智能分割、自动烘干等

智能设备的应用率均低于15%。可以看出，作为一

个生态圈，各节点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导致农

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呈现出明显的“头重脚

轻”现象，信息传递环节过长[18]，数字技术赋能供

应链协同发展能力的提升明显不足。

2. “信息孤岛”现象显著，基于大数据平台的

供应链生态圈尚未建立

随着数字科技应用于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

等领域程度的不断加深，农产品流通数据呈现爆发

式增长态势，如单批次苹果从采后预冷、运输、贮

藏到销售整个流通环节的实时监控数据量（即品种、

温湿度、果品品质、果品损耗、硬件操控参数、能

耗量等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可高达太字节级甚

至拍字节级。但是，由于农产品供应链比较长且复

杂，涉及种植、养殖、采后处理、初加工、仓储、

物流、营销等多个环节，而不同环节的各类主体包

括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等多种类型，整

体发展水平和生产经营特点各异，数字化基础设施

水平和数字科技应用水平差异较大，导致各类主体

在供应链上的数字化参与程度参差不齐、数据标准

不齐、数据存储格式不一致，致使数据采集存在一

定困难，增加了信息流通的难度，带来了信息不对

称的现象，客观上形成了供应链上的断点与堵点。

由于供应链各节点都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通常仅关注各自领域或个体的数据和信息，相互之

间无法进行数据共享和业务集成，各环节之间的联

系与沟通较为松散，商流、物流、信息流、业务

流、资金流尚无法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完整、准确、

及时的采集与整合；基于大数据开展农产品市场智

能分析、数据挖掘、监测预警等深度应用仍停留在

概念层面。同时，受供应链各环节数字化发展程度

深浅不一的限制，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追溯系统在供

应链集成化、可视化、一体化发展中的效能尚未能

充分发挥。安徽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追溯平台建设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生产端应用率依

然不高，存在系统或平台录入信息不完整、不全面

且人工参与较多的现象，如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

全信息追溯系统未应用率达到38.17%，加工流程信

息、运输信息、原材料产地信息等数据完整率低于

40%，个别低于 23%。供应链全环节、全流程的信

息数据采集不畅、共享受限形成“数据孤岛”和信

息壁垒，导致目前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抗冲击的

韧性不足、质量保障体系脆弱等，数字科技赋能供

应链韧性提升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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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套支撑体系建设短板突出，供应链效率提

升受限

基于安徽省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分

析表明，配套支撑体系建设中的短板如基础设施建

设、标准体系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困境最为突出，

已经成为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

① 当前，农产品智慧供应链配套基础设施的短板主

要集中在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搭建方面。农产品

产地和部分田头市场适度规模的预冷、贮藏保鲜等

冷链设施较为缺乏，冷藏车、产地冷库和流通型冷

库建设尤为不足[19]。调研数据显示，有52%的冷链

物流企业认为，产地预冷、冷藏和配套分拣加工等

设施建设滞后对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发展造成了阻

碍，约 92%的合作社没有冷藏车。② 初加工、仓

储与物流环节的标准体系建设较为不足，缺乏农产

品产地预冷、分级包装、储藏保鲜等方面的管理规

范和基础标准，如数据采集、传输、处理、通信等

标准，加上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及监管体系的不完

善，供应链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与处理标准更是严重

缺失，导致不同环节之间的信息难以有效衔接，数

据效益无法充分发挥[20]。③ 完善的农产品智慧供应

链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建立，缺少具备专业冷链物流

技术与管理技能的专业人员，数字化、自动化与农

产品供应链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稀缺，难以满

足智慧供应链发展需求。调研数据显示，61.2%的

家庭农场、78.2%的合作社和 48%的企业认为，缺

乏数字化专业人才是目前自身生产经营管理数字化

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四、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与举措

（一）发展思路与目标

面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与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从当前到2035年，我国农产

品智慧供应链体系高质量发展需紧紧围绕畅通国内

大循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主线，以提升农

产品供应链管理效率与运作质量为核心目标，遵循

“强节点、建链条、优网络”的发展思路，推动农

产品供应链上下游间的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

流、业务流五流合一，以数据共享开放、关键技术

集成、智能装备使用、质量品牌建设、产业主体协

同为支撑，重点突破农产品产地透明化管理、农产

品智能处理加工、农产品智慧仓储物流、农产品精

准营销、农产品供应链智能管理等领域的关键技术

与装备，加快推进种养、加工、流通、营销等环节

的数字转型，建立健全农产品智慧供应链技术体

系、标准体系与产业体系，提高农产品供应链数字

化、智能化、网络化水平。

到 2035年，基本解决省级农产品供应链各行

业、各部门的“信息孤岛”问题，建成农产品智慧

供应链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实现农产品产业链全程

数字化、供应链网络集群化、价值链服务增值化以

及行业监管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农产品智慧供

应链关键技术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农产品智慧供应

链设施设备、服务体系、科技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精准种养管理、智慧仓储物流、预测营销、供

应链云平台、无人自主智能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在农

产品流通营销中得到规模化应用，农业供应链金融

及供应链诚信体系进一步发展，全面实现农产品供

应链管理服务数字化和智能化。面向2035年的农产

品智慧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技术路线如图2所示。

（二）重点举措

1. 深入开展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研

究，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聚焦生产智能化、加工绿色化、流通高效化、

营销精准化等关键领域的核心需求，重点支持科研

院校和企业等机构围绕农资精准投入与控制，农产

品产地精准布局与精准排产、产地环境智能管控，

农产品智能分级分选、智能加工包装、农产品品质

与安全智能快速检测，数字云仓、智能冷链物流、

冷链环境监测与品质维持，农产品区块链溯源，市

场监测预警与风险精准防控，用户画像分析等关键

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开展自主创新与联合攻关，

推动数字化产品与装备向适农化和实用型落地转

化，从源头提升供应链创新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

可控。

2. 构建省级农产品供应链综合管理服务大数据

平台，促进供应链效率提升

加快建设省级农产品供应链综合管理服务大数

据平台，推动农产品供应链资源集聚和共享，整合

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环节的海量数据，探索

基于大数据的农业生产区域布局，为农业生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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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发展提供超前性规划、指导与服务。平台要

充分聚焦区域优势特色品种，加快建设全产业链数

据资源体系、数据清洗挖掘和分析服务模型、农产

品市场和产业损害监测预警体系，为涉农经营主体

提供生产情况、市场价格、供需平衡等服务；同

时，以平台为依托，重点拓展农事服务、物流服

务、质量管理、追溯服务、金融服务、营销服务、

研发设计等功能，为供应链主体提供采购执行、物

流服务、分销执行、融资结算、商检报关等一体化

服务，实现农产品供需双方需求、库存和物流信息

的实时共享，加速供应链上下游主体的数据互通，

促进全链融合。

3. 推动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数字化转型向纵深

发展，提升供应链韧性

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产品供应链场景的深度

融合，利用数字技术探索场景应用，让场景应用数

图2　面向2035年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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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技术，助力供应链全流程全环节数字化转

型[10]。重点开展种养基地生产过程管理数字化改造

与提升，强化农产品透明加工基地建设，鼓励骨干

流通企业、农产品物流园区、农贸市场开展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构建稳定、高效、低成本运行的农产

品冷链物流网络，接续推进“互联网+”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程，探索农产品网络营销新业态、新模

式，深化农村电商发展。

4. 完善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促进供应链

透明度提升

推动农产品供应链全环节信息采集标准体系建

设，规范追溯数据采集指标、编码规则、传输格

式、接口规范等共性基础标准，实现不同环节之间

的数据互联互通、产品全过程可通查通识，从基

础层面打破供应链“信息孤岛”困局；完善国家 ‒ 

省 ‒ 市三级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在省级农产品供应

链综合管理服务大数据平台框架之下，强化区域性

农产品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建设，推动产地

环境、农业投入品使用、农事生产过程、检验检

疫、加工包装、冷链物流、批发销售等关键环节信

息上链，实现供应链全程、全面可追溯，构建“从

农田到餐桌、从枝头到舌尖”的农产品全链条可追

溯质量安全管控体系。

五、结语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以数字科技

撬动传统农产品供应链向循环畅通、供需精准、高

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产品供应链体系转变，搭建高韧

性、高弹性的农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已经成为保

障农业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农

产品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进程中面临供应链节点数

字化水平不均衡、“信息孤岛”现象显著、配套支

撑体系建设短板突出等问题。面对2035年我国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

标，为走出一条“数据驱动、主体协同、管理高

效、安全可控、柔性可调、体系完整”的中国特色

智慧供应链发展道路，建议从以下3个方面给予政

策支持与保障。

一是优化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加强对农产品

智慧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宏观指导，建议由省级农业

农村、工信、发改、科技、财政等部门联合组织编

制区域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发展的专项指导意见和规

划，合理布局重大应用示范和产业化项目，明确面

向2035年的区域农产品智慧供应链发展重点任务和

保障措施；二是加强产业平台和人才体系建设，发

挥农业科教资源和平台集聚优势，突出涉农高校、

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创

新平台的引领作用，支持开展农产品智慧供应链重

大共性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和成熟化应用，加强供应

链相关学科建设，建立与企业联合的人才培养机

制，培养跨学科、复合型、创新型供应链管理专业

人才，尤其要注重智慧物流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三

是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标准体系建设，积

极支持农产品冷链设施建设，重点部署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 / 互联网协议第6版 / 窄带物联网 / 智能连

接终端等在仓储物流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批发

市场的应用，鼓励建立产地冷链仓储设施与冷链物

流配送网点，打造区域农产品冷链物流枢纽，加快

制定 / 修订农产品数字化供应技术标准，构建覆盖

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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