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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必要性、作用机制及 

效果评价探究 

张  磊, 向  南, 陈红华*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  要: 农产品电商逐渐成为农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之一, 其质量安全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现有关

于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的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 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论述和案例研究为主。本文从农产品电

商质量安全与相关利益主体关系入手, 对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归纳总结农

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农产品电商管控作用机制、管控措施和管控效果评估等内容, 认

为电商平台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社会多方资源, 一方面应与供应链上游建立利益联结的契约关系, 提高产

品质量; 另一方面应通过信息传递等完善消费者信任机制, 提高消费者认知和认可, 从而实现农产品电商可

持续发展。未来研究重点可着力于构建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评价指标体系、比较不同管控模式的作用效

果及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农产品电商的管控效率及经济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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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necessity, mechanism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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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nnels for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resh food issues have alway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all communiti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ainly based on qualitative discussion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sorted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as 

well a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measures of the control and control effect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start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and relevant 

stakeholder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commerce platform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ts own advantages and social 

resources, on the one hand, it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tract relationship of benefit connection with the upstream of the 

supply chain to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improve consumer trust mechanism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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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improve consumer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so as to achiev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resh food e-commerce. We can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differ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odes,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effect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in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e-commerce platform;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0  引  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以及国家

政策的支持, 农产品电商逐渐成为农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

之一。2019 年, 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3975 亿元, 比

2016 年增长了 1.5 倍[1]。农产品电子商务规模不断扩大, 品

类大幅增加, 几乎覆盖所有农产品大类; 其中生鲜农产品

是农产品电商销售比重最大的品类, 占到农产品网络零售

总量的 32.1%[2]; 农产品电商平台数量及类型不断增加, 

农产品电商体系已初步形成。基于货源组织、物流配送时

效、销售渠道等的不同, 可以将农产品电商平台划分为 3

类: 平台型电商(如拼多多、淘宝、天猫、京东等)、垂直型

电商(如每日优鲜、本来生活、顺丰优选等)以及融合型电

商(如盒马鲜生、京东 7fresh 等)[3]。 

无论是何种销售类型的农产品电商 , 质量安全问

题一直是制约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瓶颈之一。尽管农产品

电商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供应链, 减少了农产品流通环

节 , 但其经营本质与传统实体零售商并无区别 , 都是直

接与消费者对接的零售终端。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

所具有的鲜活性、非标准化、生产区域性、分散性、季

节性等特性, 同样导致农产品电商经营存在损耗多、保

鲜难、成本高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电商的可持续

发展 [4]。同时 ,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环境下农产品质量监

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等尚不完善,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较高 [5]。而农产品电商平台具有经营主体多、销售量

大、销售范围广等跨地域、跨时间的虚拟性、复杂性等

交易特征 , 使得消费者更加关注农产品电商的质量安

全。因此,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是农产品电商面临

的关键问题。 

发挥电商平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中的作用是国

家政策支持的重要方向。“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健

全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监管体系”, 探

索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也是“十四五”期间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任务。近年来, 每年中央

“一号文件”均提出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信息平台, 

加强标准体系建设, 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检验检测体系

以提升农产品电子商务质量安全水平。2020 年, 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提到, 将进一步扩大“保价格、保质量、保供

应”的行动效果, 发挥电商平台的突出作用。那么, 在互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大数据等方面具有独特

优势的农产品电商是否有质量安全管控能力、如何发挥

管控作用以及管控效果如何是当前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关

键问题。 

现有研究针对传统农产品流通渠道质量安全风险、质

量安全问题及成因、质量安全治理措施及效果等方面展开

了诸多理论与实证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为农产品电商质量

安全管控的相关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而现有关于农

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系统地整合, 

凝练出更加明晰、普适的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机制, 

为更加有效地发挥电商平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中

的作用提供借鉴和参考。基于此, 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 从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与相关利益主体行为的关系

出发, 梳理国内外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原因、管控措

施及效果评价等内容, 归纳总结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

作用机制, 为丰富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相关理论与

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也对发挥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

政策设计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与相关利益主体行为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由整个供应链决定的 , 从“田间

到餐桌”整个过程中涉及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多个

环节, 这与农户、农业合作社等生产者、批发商、零售

商等流通企业、消费者的多主体行为以及政府的质量安

全监管有关。农产品供应链中相关利益主体趋利、机会

主义行为等加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6]。基于利益相

关者理论, 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链条中的责任主体都是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利益相关者。目前, 我国农产品电商供

应链中相关利益主体主要包括 : 生产者—(批发商)—电

商平台—消费者(图 1)。农产品电商作为“互联网+”背景

下农产品流通模式变革的核心主体, 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了传统农产品供应链, 但在生产、流通、消费等主要环

节中仍然存在诸多质量安全问题, 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电

商的发展, 这也是电商平台进行质量安全管控的主要原

因。充分了解农产品供应链中相关利益主体行为, 对电

商平台发挥质量安全管控的主体作用十分重要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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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与相关利益主体行为的关系主要

呈现出以下几点特征。 

 

 

 
图 1  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基本模式 

Fig.1  Basic mod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supply chain 

 
 

1.1  生产者行为决定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水平 

农产品供给决定了农产品电商的质量安全水平。目

前我国农产品电商的货源组织主要有农户、农业合作社、

龙头企业、自营基地以及农产品批发市场等, 这些供给主

体行为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

方面。 

(1)我国农业以小农生产为主, 小农户自身行为态度、

目标、认知水平以及禀赋状况对其安全生产行为影响较大。

一般而言, 小农户生产经营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受自然条

件约束和限制, 难以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 不注重生产资

料投入品的规范使用, 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7‒8]。 

(2)产业组织化程度、组织规模、组织结构以及市场激

励等是影响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涉农组织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生产经营的重要因素[9‒11]。而我国大部分农民专业

合作社规范性差、组织规模小, 制约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水平[11‒13]。 

(3)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特征导致生产者在整个供应

链中获利最低, 且农产品市场准入机制、检测、追溯等保

障体系不健全, 难以形成“优质优价”的良性循环, 致使生

产者高质量安全生产行为动力不足[14‒15]。 

因此, 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需通过外部的约

束和激励作用来影响生产者行为, 这一关系反映了农产品

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必要性。 

1.2  消费者行为反映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水平 

消费者作为实现农产品价值的最终受益者, 其购买

态度、意愿及行为等体现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需求和信

任度 , 这对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产生深刻的影响 , 

即消费者购买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控的有效程度[16‒18]。由于电商交易具有跨时间、跨空

间的虚拟性特征, 以及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具有搜

寻品、信任品、经验品的经济学特性, 消费者在购买农产

品时信息不对称、不完全, 此时有效的质量信号传递则显

得十分关键[19‒20]。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目标之一就是将农产品

质量安全信号精准传递给消费者, 提升消费者信任。产品

品牌、标签、认证、包装以及企业声誉等都会影响消费者

信任, 同时, 消费者对电商平台提供农产品相关质量信息

的认知和认可程度以及消费者的感知和体验[21‒23]都会进

一步影响其购买行为及支付意愿等。因此, 农产品电商通

过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完备的质量信号, 并做好在线沟通、

售后服务等工作以提升消费者体验感和信任度, 从而获得

消费者市场。这一关系则突显出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

的重要性。 

1.3  电商平台管控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近年来农产品电商发展迅猛, 企业融资方式和经营

模式多样, 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是农产品电商可持

续发展的瓶颈之一。农产品电商作为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供应链核心环节, 促进了农产品交易主体之间的供需信

息交流, 而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 

加剧了关于农产品外在形态、内在品质等信息的不对称, 

这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4‒5], 而消费市场决定了

农产品电商发展前景。因此, 电商平台旨在通过加强对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管控, 以提升用户体验和市场竞争力。 

除消费者需求对农产品电商质量管控行为具有重要

影响外,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行为还受企业战略目

标、经营规模、品牌声誉、资源条件、市场环境以及制度

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4‒25]。随着农产品电商消费市场

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农产品电商采取多样化的措施管控

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安全, 一方面严格货源组织市场准入

标准, 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26]; 另一方面, 在运输

仓储、零售交易、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管控, 以

降低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27‒29]。 

此外, 目前我国针对农产品电子商务流通体系的法

律法规尚不健全、市场监督与管理措施不充分等问题。在

此背景下, 国家政策也在着力推动发挥电商平台的优势, 

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质量安全水平。农产品电商平台具有

对接生产经营主体多、大数据信息传递快以及信息可追溯

等优势, 通过设立市场准入标准、实时监控交易数据等, 

实现有效对接农户行为, 且能够跟踪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

者的全过程, 对在此过程中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

产、包装、运输、仓储等信息进行追溯与分析, 从而保障

农产品电商的质量安全。这体现了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

控的可行性。 

综上,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与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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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

性。基于此, 可以充分展开农产品电商管控机制及影响效

应的研究和政策实践。 

2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作用机制及措施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

称和市场不确定[30]。如何发挥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作

用, 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 (1)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

管控本质是什么? 即电商平台质量安全管控的核心作用机

制是什么? (2)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措施有哪些? 如何

发挥作用? 

2.1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的本质是解决信息不

对称 

基于信息经济学等基础理论, 农产品电商质量管控

作用机制可以认为是通过质量安全管控一方面保证产品

质量, 另一方面凭借信息技术优势能够提供有效的质量

信息, 让农产品质量信号在供应链上下游之间进行有效

传递 [19‒20], 形成公开透明的消费者农产品交易市场 , 解

决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 进而实现农产品的

优质优价[31](图 2)。 

农产品电商作为买卖双方的交易平台和链接桥梁 , 

无法直接决定农产品质量的好坏, 但通过电商平台进行质

量管控, 可以降低商品质量不确定性, 并对生产者生产行

为产生影响, 进而提升商品质量。网络购买产品由于存在

实物与信息相分离、商品与售卖网站相分离、交易者在物

流空间上分离及付款与商品支付相分离的特征[32], 加上农

产品具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属性, 从电商平台购买

农产品, 买卖双方在产品质量信息占有方面更加不均衡, 

信息不对称现象比在实体店购买更为严重, 更容易导致劣

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现象发生[33]。 

农产品电商通过质量安全管控措施将消费者偏好传

递给供应链上游, 倒逼生产者为获得更广阔的销售市场

而提高产品质量 , 通过电商平台质量管控原则 , 促使生

产企业不断完备生产质量信息 , 提供给电商平台; 同时

电商平台提供的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信息也会促使消费者

愿意为安全农产品支付更高价格[34], 从而使质量信号因

电商平台管控而得以有效传递, 形成良好的信息闭环。最

终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 , 消费者获得优质农产品 , 生产

者销售收入得以提高, 而电商平台则会获得声誉和流量, 

进而实现盈利。 

2.2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涉及供应链各个环节 

根据农产品供应链的交易流程, 将质量安全管控措

施划分为 3 个阶段: 交易前的商品与市场准备阶段, 交易

中的信息展示与沟通阶段以及交易后的售后服务和承诺阶

段。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产品标准制定、商家资质审核、质

量认证、追溯与生产投入要求、产品检测、保鲜投入以及

消费者在线评价等[28‒29,35](图 3)。可以发现全流程管控的主

要目的是保障产品质量信息的有效传递, 降低产品质量安

全的不确定性, 使得交易双方能够识别有效的质量信号, 

为各方相关利益主体质量决策行为提供依据, 提高农产品

的交易效率[36]。 

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 关键在于增强供应链中相关利

益主体控制质量安全的能力, 完善协同管控的运行机制。

目前农产品零售业以农贸市场、连锁超市和电商等多种业态

并存。随着农产品电商市场份额的增加, 农产品零售业集中

度不断提高。这个过程中, 市场声誉机制、纵向契约协作机

制、质量安全认证机制、可追溯体系运行机制、风险点控制

机制以及质量信号传递机制等在控制质量安全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农产品电商控制质量安全能力逐步增强[19,37‒39]。农产品

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应立足产业化进程、科技进步和消费需

求变化等实际情况, 进行角色选择和职能定位, 选择内部控

制、外部协同和环境调适的质量安全管理路径, 设计完善的

质量安全管控系统, 制定社会化监管机制、运行机制[28,33]。 

 
 

 
 
 

图 2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作用机制 

Fig.2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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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措施 

Fig.3  Control measures of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2.3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模式多样 

农产品电商构建了集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为

一体, 同时具有质量检测和质量追溯功能的管控模式, 不

同的质量安全管控措施组合成多样化的管控模式, 主要包

括源头管控、物流管控、销售管控以及质量安全可追溯体

系等, 具体运作可分为自营模式、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

按订单集货模式和交易平台模式[40]。电商平台作为零售主

体, 不仅是面向产品质量安全的被监管对象, 更重要的是

承担着监管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

义务。电商平台应着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完善监

管机制、优化原有管理模式。 

基于供应链核心企业视角, 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

管理的模式可分为源头控制型、加工控制型、流通控制型、

终端控制型和营销控制型[41]。电商平台应探索出一种集标

准化生产、规范化控制、品牌化营销和信息化服务为一体

的现代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产业组织新模式, 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 建立信息披露和动态评价机制, 实现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管理的可持续发展[42]。而产业组织模式的不同导

致流通环节多少与流通渠道长短存在差异, 致使农产品质

量安全问题产生的隐患点与关键环节不同, 因此需要农产

品供应链协同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43‒44]。 

3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效果评估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效果受供应链各主体的质

量努力程度、信息共享程度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针对网

购食品市场的质量问题 , 在满足一定的市场条件下 , 电

商平台自愿对在线商家积极监管, 在线商家愿意为提高

商品质量努力 , 网购市场能够实现有效自治 , 各方利益

主体能够达到共赢[45]。同时, 消费者信任度、网站信息有

效性、产品诊断性和社会性等都会对网购平台质量管控

效果产生影响[46‒48]。 

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效果的测量, 现有文献多

基于信息不对称构建演化博弈模型 [20,44‒49], 探究相关利

益主体的策略选择, 进而分析对质量管控效果的影响。质

量安全管控效果的实证分析多集中于农户调查分析[14‒15], 

涉及企业的实证研究则很鲜见,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农户具有和消费者一致的单纯性、相似性、数据易得性

的特点, 而企业由于规模不同、产品不同、经营模式不同

等特点, 尤其是数据不易获取。有学者根据农产品供应链

中供应商和生产商不同行为策略的支付矩阵, 构建了供

应商和生产商质量安全投入的演化博弈模型, 结果表明

农产品供应商和生产商的质量安全投入策略与双方质量

安全投入的成本收益转化率密切相关[49‒50]。还有学者引

入有效抽检率, 构建了供应链视角下的食品原材料供应

商和食品生产商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以控制食品安

全风险[51]。此外, 还有学者提出发展冷链物流技术、加强

对供应链的监管、建立信息共享和公开机制、提高主体

成熟度并培养核心企业、建立流通质量安全标准、建立

信息追溯制度等对策用以提升管控效果[52‒53]。 

管控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借助农业互联网质量监督

平台的查询系统, 实现消费者和产业链各环节经营主体的

信息共享[54], 从根本上消除生产经营主体忽视质量安全的

侥幸心理, 减少产业链相关利益主体对农产品生产过程及

质量安全问题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敦促产业链上游的

利益主体积极严把投入品的质量关, 不断优化种植环境和

生产技术, 积极改善加工和储运条件, 完善质量检验和质

量追溯管理体系, 从而形成有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运

行机制, 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助推绿色无公

害和优质优价农产品品牌的形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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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及展望 

综合来看, 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问题涉及众多环节

和相关利益主体, 管控工作较为复杂。农产品电商是农产

品流通从生产到消费的关键桥梁, 在质量安全管理中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产品电商存在标准化程度低、

质量安全认证度低、组织化程度低、产业规模小等问题, 提

高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程度则显得十分必要; 与传统

零售商相比, 电商平台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具有一

定的资源优势, 其进行质量安全管控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行

性。因此, 探究电商平台质量安全管控不仅是电商平台企

业发展的需要, 更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 

对于如何发挥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作用, 激励

各方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努力的内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

入研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对策的研究, 一方面倡导

在宏观层面上通过有关法律、法规和质量安全体系保障产

品的质量安全; 另一方面, 建议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机

制设计, 比如契约交易、信任机制等, 运用市场机制来解

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诸如关键危害点控制、标准化生

产、认证制度和追溯制度等具体操作层面的制度也是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措施。 

现有研究关于电商平台质量安全管理的研究多从消

费者需求、政府监管等视角进行, 对电商平台管控手段、

模式等多采用定性描述与分析; 或者将电商平台的质量安

全管控作为一个变量, 采用计量方法探究其影响效果, 而

电商平台对农产品质量管控涉及到管控机制的原理和本

质、电商平台对农产品进行质量管控如何影响相关主体行

为选择等, 是需要进行系统研究的问题。 

关于电商平台质量安全管控机制及模式研究, 现有

文献多是基于电商平台不同的运营模式进行归纳总结, 或

者从农产品零售业态的发展进行具体的描述分析。从经济

学视角分析构建农产品电商质量安全管控评价指标体系、

比较不同管控模式的作用效果及发展趋势、深入研究农产

品电商的管控效率及经济效应等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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