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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s related to people’s health, and also the focus of societ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food 
supply chain in the procurement and inventory, sales, outsourcing, capital and informatization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od supply chain by the 
fourth party logistics platform innovation model, through the use of the fourth party logistics in-
novation platform. With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and advanced inventory management models,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upply chain financial service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sources in the supply chain are integrate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od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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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关乎人们的健康，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目前食品供应链在采购与库存、销售、外

包环节、资金以及信息化等问题，提出以第四方物流平台创新模式提升食品供应链绩效的方法，通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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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四方物流创新平台提供的集中采购与先进库存管理模式、集成化的信息技术以及供应链金融服务，

来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提升食品供应链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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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不断被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例如 2008 年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令民众哗然，2011 年

“瘦肉精”问题的爆发，同样让全民震惊。这些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问题，让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

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在震惊于食品行业的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忍不住反思导致这些问题爆发的深

层次原因。经过我们的了解发现，食品企业自身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例如：原料价格上涨，装卸搬运等

物流成本过高，导致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涨，给食品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资金压力；而食品企业由于

行业利润率低，行业竞争激烈，企业融资又十分困难；还有食品供应链涉及的环节较多，很难完全把控

各个环节的质量。这些难题很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诱因。要解决食品行业的安全问

题，提升食品供应链的绩效，需要从这些难题入手。 
针对目前食品企业面临的难题，本文提出利用第四方物流创新平台，将平台管理融入到食品供应链

的各个环节中，通过集成物流外包服务、供应链金融平台以及信息化技术，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提

升食品供应链的绩效。 

2. 文献简述 

食品供应链历来是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都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食品供应链的发展以

及食品供应链的评价方式等。例如：Hobbs 等提出纵向集成已经成为农产品供应链发展的趋势，目前的

技术革新、政策和社会因素影响了人们交易的方式，导致了农产品的纵向集成程度越来越高[1]。Vorst
等提到食品供应链管理的目的就是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提高食品供应链的绩效[2]。Yakovleva 等指出食

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是其重要特性，并且提出了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的绩效评价指标[3]。食品行业有

其特殊性，食品的质量管理与安全管理一直是研究的焦点，例如：张煜等提出了构建包含追溯性、透明

性、检测性、时效性和信任性在内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型框架[4]；陈彦长等提出基于技术路线图的辐照食

品管理模式，来提升食品安全管理[5]。Raspor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详尽的分析了食品供应链的安全管理

的内涵[6]。Kelepouris 等提出了在食品供应链管理方面，可溯源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通过采用 RFID
技术实现供应链的可溯源性，从而提升食品供应链安全性[7]。由此可见，对于食品供应链整体的评价，

不仅要考虑其效率，也要考虑其安全性。 
部分学者也关注到了第四方物流模式对于食品供应链的影响，但是研究大多集中在第四方物流模式

对于供应链下游的影响，例如 Hingley 等的研究提到大多数食品从业人员相信第四方物流会减弱食品零

售商的动态性但同时会给企业带来潜在的利益，对于食品零售商来说，横向协作带来的对供应链的控制

收益比成本效率的收益更重要[8]。Bourlakis 等提出第四方物流需要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公司的紧密合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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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食品零售商的物流运作，并且信息化对于第四方物流公司极其重要[9]。 
但是，第四方物流对于供应链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供应链的下游部分。我们通过分析第四方物流

的发展历程可以了解到，第四方物流是在物流业务外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是联系第三方物流与

核心制造企业之间的桥梁，并且它区别于其他模式的原因在于，能够提升供应链整体的绩效。例如：Herz
等提出许多大型的制造企业纷纷将物流业务外包，导致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快速发展，采购全球化、提前

期缩短、以顾客为导向、物流业务外包等趋势是导致制造型企业青睐第三方物流公司的主要原因[10]。韩

立清提出由于目前竞争日益聚焦于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第三方物流缺乏当前竞争所需的综合技能、集

成技术、战略和全球扩展能力，而第四方物流的出现恰恰可以弥补此方面的不足[11]。Kutlu 等认为第四

方物流是将企业或者某个行业的供应链整合，协同不同的第三方物流公司运作，并且提供第三方物流无

法提供的技术服务，供应链咨询服务和供应链解决方案[12]。田歆站在复杂科学的角度阐述了物流模式的

演化过程，分析了包括第四方物流在内的各种物流模式的含义和区别，并且提出了第四方物流与其他物

流模式不同的地方在于：物流运作范围延伸到供应链两端，能够支持企业上下游协同合作，并且能够提

供供应链整体解决方案[13]。 
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只关注到了第四方物流对于食品供应链的下游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分析采用

第四方物流平台对食品供应整体链绩效的影响，特别是对食品供应链核心企业——食品制造企业的影响。

本文提出以第四方物流平台整合以食品制造企业为核心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契合当前以创新驱动顶层设

计提升食品安全的思路[14] [15]。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调研多家食品企业，提出了针对目前食

品供应链现状的改进策略，以此整合食品供应链上下游资源，提升食品供应链的绩效。 

3. 食品供应链现状分析 

我们选取漯河市的各大中小食品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漯河市是我国的首个“食品名城”， 也是我国

食品工业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它涵盖了多层次的企业类型，既包括了亚洲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

集团、享誉全国的方便面生产企业南街村等大型知名企业，也包括了龙云集团、喜多多食品等中型食品

企业，以及众多的中小食品企业，并且全市规模以上食品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 57.4%。目

前，我国食品企业众多，但是全国规模以上的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总数并不多，

占食品工业企业总数的比例较低，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食品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小食品企业，因此

可以认为漯河市中小食品企业的所面临的问题能够集中反映出我国食品供应链管理的问题。所以，本文

选取漯河市作为调查对象，就既保证了样本容量的丰富性，也可以保证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国内的食品工业巨头双汇集团等知名食品企业，在供应链的集成化管理上，已

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中小食品企业，由于其自身条件限制，在供应链的进、出两端，以及整体的管

理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中小食品企业目前的现状，本文从采购与库存、销售、外包环节、资金

缺口、信息化水平五个方面将调查的结果总结如下： 

3.1. 采购与库存 

目前食品企业的采购过程的采购工作都是自主完成的，由于食品加工企业本身的特性，对农产品等

原料的需求量较大，同时，虽然食品加工中的所需辅料(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种类繁多，但单个的采购

量却不大，这导致企业的采购工作相当繁琐。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食品行业原料采购存在公共部分，

大部分企业对面粉、白糖、小麦都有较大需求，这说明，集中采购的模式是具有推广的潜力的。 
此外，我们还发现，目前约有 50%的食品企业已经开始实行 VMI (Vendor Management Inventory)服

务，在没有开展 VMI 服务的这部分企业中，有意愿开展该业务和无意愿开展该业务的企业各占一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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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企业在分散采购的情况下，单个企业的采购数量有限，这不仅导致食品企业的独自的议价能力较弱，

也导致了企业受采购原料的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并且不利于企业的库存管理。尽管已有部分企业采取 VMI 
(Vendor Management Inventory)模式库存管理模式，但是比例仍不高，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上游供应商对于

开展 VMI 模式的热情，限制了 VMI 模式的推广。食品企业采购中的难题影响到了企业的采购成本，同

时也影响到了企业的整体效率。未来需要不断推广先进的采购模式与库存模式，来帮助企业降低库存成

本，提高运作效率。 

3.2. 销售 

调查显示，目前超过 50%的中小食品企业的主要销售渠道是通过批发商进行销售，部分企业选择通

过代理商来进行销售，仅有非常少量的企业尝试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但是大部分企业都表示出了对于网

络平台销售的兴趣。目前食品企业的主要的人力成本都集中在销售环节，食品制造企业对于产品销售环

节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大多数中小食品企业有较为稳定的客户群，普通的销售人员的主要工作是保持与

客户沟通渠道的畅通，并且维持与客户的关系。 
从食品企业主要通过批发商这一渠道来进行销售的现状，可以看出食品企业目前的销售方式依然较

为传统。由于食品制造商没有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导致产品的附加值偏低，企业生产的收益率不高。

尽管已经实现网络平台销售的食品厂商非常少，但是大部分企业已经认识到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并

且表示出对网络销售平台的强烈兴趣，希望能够将产品的价值链延伸到网络终端。企业之所以热衷于网

络平台，原因在于，食品中小企业受其自身规模与能力的限制，往往在整体管理上采取较为保守的做法，

销售上也是如此，大多是维持现状，而对于开拓新的市场，投入非常有限，导致企业难以打开新市场，

而网络化，平台化，将会使得开拓新市场的成本变低。这说明未来中小食品企业需要依靠网络平台来帮

助其开拓新市场，精简销售团队的人力资源配置，提升销售能力。 

3.3. 外包环节 

调查结果显示，企业最希望得到改进的方面是企业的生产与物流环节，大部分食品企业选择将物流

业务外包，并且外包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配送方面。企业在选择物流提供商时，最为关注的是服务价格、

企业信用、服务水平和网络覆盖范围四个方面。尽管食品企业物流外包业务的比例超过了 60%，但是企

业对于外包后的物流服务的整体满意度并不高。 
随着食品行业近几年的发展，企业对于业务外包有了更深的认识。物流业务外包正逐渐成为一种趋

势，在目前专业化竞争的形势下，外包物流业务可以降低食品制造企业的成本，同时有助于食品企业更

专注于自身的生产。但是由于食品企业在选择物流提供商时缺乏明确的判断指标，导致企业选择的物流

服务提供商难以保障服务质量，同时，中小食品企业受自身的条件的制约，在物流外包业务后，由于缺

乏对于物流业务的外部约束力，造成了企业迫于成本压力而选择将物流业务外包，但是外包后物流服务

质量又无法保障的两难局面。食品企业未来需要依靠第四方组织来统一协调管理第三方物流，保证物流

业务外包后的服务质量。 

3.4. 资金缺口 

在我们调查的企业中，超过 70%的企业存在资金缺口，并且企业在寻求贷款的过程中，也遭遇到了

各种手续的问题，例如超过 50%的企业面临过抵押物不足的问题，约 47%的企业面临无法找到担保人的

问题。对于供应链金融服务，企业都表现出迫切的需求，超过 80%的企业表示愿意接受供应链金融服务，

但是仅有约 6.5%的企业已经接受过此类服务。 
资金问题正成为制约中小食品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市场上没有出现好的解决企业资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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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造成了中小食品企业对于贷款的需求难以解决满足的局面。资金问题又影响了企业升级食品加工

设备的进度以及食品企业产能的提升。所以，未来在中小食品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解决企业的资

金缺口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3.5. 企业信息化 

调查显示，食品企业对于信息化服务水平的需求正逐步提高。我们调查的食品加工企业，大多认为

与上下游共享物流信息对于企业最为重要，也有少部分企业希望通过信息化服务共享渠道信息，拓宽产

品的销售渠道。目前企业采用信息化技术管理的业务，主要集中在财务、订单和仓储管理方面，其他业

务的信息化水平都偏低。目前食品企业也开始逐步引入各种信息化信息技术，例如：约有 40%的企业已

经开始使用条形码技术，28%的企业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8%的企业正在使用射频识别技术和红外感

技术。在食品安全越发受到重视的今天，超过 75%的企业都表示对于食品溯源有需求。 
目前，食品行业竞争激烈，并且企业的运作也逐步转向精细化，信息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

的运作效率，食品企业已经认识到了信息化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并且也在逐步引入信息化技术，但是对

于中小食品企业而言，受其自身的规模限制，如果不依靠整体产业集群的力量，很难达到较高的信息化

水平。未来需要专业化公司为食品企业提供定制化的信息服务，同时为食品行业打造信息化的管理平台，

来帮助食品企业提高其信息化水平。 

4. 第四方物流平台提升食品供应链绩效策略研究 

针对食品供应链的现状，本文提出第四方物流平台提升其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的。本

文中所提到的第四方物流平台，指的是第四方物流企业主导，食品供应链上其它企业共同参与，一同搭

建的供应链管理平台。针对前文提出的食品供应链现存的问题，本文制定了相应的优化策略，如图 2 所

示。下文将着重探讨第四方物流平台将如何从供应链上游、下游、以及供应链整体来提升食品供应链绩

效。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food supply chain by the fourth party logistics platform 
图 1. 第四方物流平台提升食品供应链绩效的理论框架 

4.1. 第四方物流平台对供应链上游的优化 

第四方物流对供应链上游的优化，主要集中在对于食品供应链的原料采购与库存管理的优化上。第

四方物流通过为食品加工企业搭建联合采购的服务平台，实现大宗商品的联合采购模式，协助企业开展

VMI、CPR (Continuous Replenishment Programs)库存管理模式，从而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与采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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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ourth-party logistics platform to improve the food supply chain 
图 2. 第四方物流平台改进食品供应链问题示意图 
 

采取联合采购模式，可以增强企业在采购原料时的议价能力，从而能够缓解农产品等原料价格波动

对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对于食品供应链而言，集中采购的模式更有利于 VMI、CPR 的开展，从而可

以为企业提供不间断的原料供应，同时降低企业库存及库存成本。食品加工企业在生产中还需要用到一

些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等辅料，由于辅料的品种众多，并且单个食品企业需求量不大，企业单独采购

往往成本较大，而在第四方物流主导的联合采购的模式中，由第四方物流集中管理辅料采购，可以优化

企业采购的批量与周期，从而为企业节省成本。在以后的发展中，还可以利用第四方物流的资源优势，

逐步引入 RFID 等物联网技术，实现食品原料的可溯源性，从而实现从源头上监控产品的质量。 

4.2. 第四方物流平台对供应链下游的优化 

第四方物流平台对供应链下游的优化，主要体现在销售端的优化上，集中在销售网络的搭建、食品

的发货与补货策略、以及产品的质量检测上。 
在食品的销售网络搭建上，网上销售也将成为重要的一部分，第四方物流平台通过为食品供应链搭

建相应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网络销售的终端服务，同时协同第三方物流完成配送服务，能够保证产品

的运输准时与准确。通过网络平台，第四方物流平台为产品的推广实现定制化的网络营销服务，拓宽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供应链的竞争力。 
第四方物流平台的集成模式还能够提高食品零售商协同的水平，通过协同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完成食

品的配送服务，依托第四方物流搭建的信息平台，食品制造企业可以与零售商实现信息共享，同时通过

第四方物流平台对食品销售预测信息的综合处理，将需求信息传递给食品制造企业，更加有利于食品制

造企业的准时化生产，提升供应链效率。 
第四方物流平台作为独立于食品加工企业之外的第三方组织，在对产成品的检验上更具有公正性。

在食品企业横向协同的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第四方物流平台整合供应链资源来完成食品企业所需要的

检测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的管理风险。 

4.3. 第四方物流平台对供应链整体的优化 

第四方物流平台通过对供应链的三大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优化，来解决食品企业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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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缺口、信息化三个方面的难题。食品企业在供应链管理环节有比较多的地方亟需改进，而第四方物

流平台正好可以为食品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供应链的一体化服务，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fourth-party logistics optimizati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图 3. 第四方物流优化供应链管理示意图 

 

在食品企业外包物流服务方面：首先，在多个食品制造企业横向协同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第四方

物流通过集成化管理第三方物流，选择合适的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完成企业的物流外包业务，并且

将第三方物流与企业的纵向协同扩展到第三方物流与多个食品供应链的整体协同，从而提升供应链物流

效率。其次，在第四方物流平台的管理模式下，开展 VMI、CPR 服务更加便利、便捷，能够为企业降低

库存成本，提高采购效率。再者，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实现食品的可溯源性将变为现实，第四

方物流可以利用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引入物联网技术，提升食品的安全性。 
在解决中小食品企业资金缺口方面，第四方物流平台的运作模式能够整合供应链的优势资源，为中

小食品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服务。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开展，可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加快产品的流

通，从而加快企业的资金周转率，从而能够降低食品企业的运作风险，同时提升供应链的整体鲁棒性。 
在食品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中，第四方物流平台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第四方物流可以通过为企业

搭建企业信息服务平台、采购信息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等信息系统，来帮助企业实现精益管理。通过各

信息系统的对接，可以方便食品制造商与供应链上下游实现信息共享，也便于企业对生产、销售、物流

等各个环节的监控，通过对各种信息系统的加工处理，可以为企业的生产过程提供决策支持。 
食品供应链有其特性，往上游可以延伸到农业生产者，往下游则可以延伸到餐饮行业与消费者，而

供应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食品质量的问题都会导致食品安全问题，这就导致社会对食品企业的供应链管

理水平要求更高。第四方物流平台对于食品供应链整体的优化，不仅仅体现在以上方面，还能够对食品

供应链的各个参与节点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改善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为各个企业的质量管理与标

准化建设提供咨询服务，在实现各个企业规范化运作的基础上，协调供应链各个节点的关系，提高供应

链的响应性；食品供应链的建立大多数依托农产品基地，同时也倚靠交通枢纽，第四方物流的管理模式

的引入更是可以促进食品加工业的产业集群，打造食品工业基地，带动整体的产业升级，优化整体的资

源配置，提高食品供应链的运作效率。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7172


熊峰 等 
 

 

DOI: 10.12677/ass.2019.87172 1257 社会科学前沿 

 

5. 结论与展望 

第四方物流创新平台的管理模式是供应链管理的一种新方式，能够整合供应链上下游的资源，提升

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通过我们的分析可知，第四方物流平台能够从供应链上游、下游以及整体优化食

品供应链，提升食品供应链的绩效。第四方物流平台的创新驱动模式，在转变发展方式和提升食品供应

链绩效方面，具有较好的先进性与适用性。因此，搭建第四方物流平台，以此促进中小食品行业抱团发

展，是提升食品供应链绩效的有效途径。 
第四方物流管理平台，是在新的时期探索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升食品供应链绩效的新思路。未来

要彻底根治食品安全问题，需要政府将第四方物流平台的制度体系融于食品行业的流程设计之中，以此

实现食品行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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