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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杜红梅所著的《中国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机制研究》从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视角，基于农业经济学和
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了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机制形成的理论依据、原则和途径。

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对绿色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各主体之间的耦合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侧重对加
工企业与原料生产者参与农产品绿色供应链的边界问题，“加工制造商+零售商”供应链中的产品定
价、利润分配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中国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机制研究》运用相关计量经济模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创新
农产品绿色供应链耦合机制的系列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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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拓宽粮源渠道。
近年来，公司通过吸收合并，将粮源覆盖扩大到平江县安定、加义、三市等10个乡镇，辖区有水田面
积31.2万亩，占全县水田面积57.3万亩的55%，是平江县主要粮食生产基地。
全年可提供商品粮早稻3万吨，中晚稻5万吨左右。
同时，公司通过“平江县优质稻种植协会”，与农民互惠互利，开创了平江县优质稻从无到有、从无
序自发到有序组织引导的新局面，2007年，以“一村一品”的模式在平江县23个主产粮的乡镇建立优
质稻生产基地18万亩，实行订单农业，与会员签订订单7800份，订单合同2.6万吨。
2007年全年准政策性及自有粮收购达1.82万吨，全年常年储粮2.5万吨，为公司大米加工提供了足够的
原粮保障。
　　（2）不断升级技术。
公司通过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改造，现精米生产线技术工艺完善，设备国内行业领先。
在2003年投资38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后，根据市场发展需要，2007年，公司又争取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技改贷款350万元（财政贴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通过加强硬件建设，一是带动产品朝高档次方向发展，提升和挖潜了原粮价值；二是扩大了规模，为
实现农民手中余粮最大限度商品化夯实了基础，为农民粮食种植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2007年，公司加工大米17000吨，其中高档大米8000吨，实现产值1. 02亿元，创利税600万元。
　　（3）产业扶贫，工业反哺农业。
充分发挥农技部门和农技员的作用，开展科技下乡服务。
2007年，公司为农民提供优良品种12个，下乡180人次，提供价值8万元的种子、资料等帮助培训和现
场指导生产，为订单农业提供技术保障。
对贫困农户垫支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成本，共垫支82万元，通过收购粮食予以抵扣。
同时，协调各乡镇信用社的关系，为种粮大户、部分贫困农户担保小额农业贷款，累计担保额192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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