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产食品供应链定量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农产食品供应链定量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811179873

10位ISBN编号：7811179873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荷）奥德斯蒂　编著，洪岚，赵娴　主译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产食品供应链定量分析>>

前言

SCM（supply chain management）是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一项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制造业精益需求的推动下，SCM已广泛运用于一些制造业中，并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发达国家农产食品部门已注意到SCM在制造业中的成功，并将其纳入农产食品的生产经营运作，在食
品品质保证、可追溯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国内外有不少关于农产食品供应链的研究文献。
这些文献有从竞争力、战略发展、合作伙伴评价、电子商务、交易成本等方面，也有从农产食品具体
种类，如红肉（red meat）、蔬菜等，对农产食品供应链进行分析。
但多数文献仍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很少。
Springer出版社推出的这本书，是农产食品供应链定量分析的集大成者。
该书构建了农产食品链中成本、利益、效率和风险的定量分析框架。
从5个方面对农产食品供应链进行了定量分析。
这5个方面为：农产食品链中成本、利益和风险分配；农产食品链中的绩效衡量；农产食品链的模型
构建；农产食品链中的信息价值；以及供应链组织和供应链绩效。
该书最大特点是定量分析的视角全面，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新颖，这已得到业内多数学者的推崇。
我们选择该书，将其译成中文，是为了便于目前的农产食品流通的研究人员，以及经营管理者，了解
国外农产食品供应链的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通过借鉴，寻找适当的方法，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严重
的食品安全问题，提高农产食品经营企业的竞争力。
众所周知，我国现处于农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时期。
苏丹红鸭蛋、问题牛奶、问题奶粉、地沟油、毒大米、毒豇豆等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涌现，让普通百
姓对其餐桌充满了恐慌。
而通过供应链运作，以保证食品品质，让食品质量可追溯，其成效已得到国内外业界的普遍认同。
因而，这样一本有关农产食品供应链定量分析的中文版图书的问世，将为研究者、经营管理者探索农
产食品供应链运作，提供切实可行的探索思路和方法。
该书有一些计量经济学模型，但不晦涩难懂，适用于那些愿意了解国外农产食品供应链定量分析的研
究人员、经营管理者，以及大专院校的相关专业的本科牛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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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农产品生产的全球化和国际化，竞争和获取竞争优势的战场正从现货市场上经营的单个企业，转
向供应链和网络。
因而，供应链内企业间的协调机制变得更加重要。
在供应链和网络研究中，像成本、效率、风险和投资分析之类的话题，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证上的关注
。
然而，这些绩效衡量对单个公司、供应链和网络的连贯性是极其重要的。
    本书通过讨论农产食品链中的绩效、风险与投资的定量分析的可能性与边界，旨在这些问题上提供
观点一致的看法。
本书还从不同的经济学科中，采取多种方法，分析农产食品供应链复杂体系，并开发适宜的管理决策
支持模型。
本书的研究创新和讨论重点得到一个为促进该领域进步的国际论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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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有品牌与连锁品牌法国消费法典第1.112.5条是这样定义自有品牌的：“一个产品，在其特征
已由组织它零售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所确定，并且它们在销售该产品时已拥有该产品的品牌，则该产品
被视为自有品牌。
”零售商从产品特征和产品技术两个方面，界定了产品的质量规范。
自有品牌大约20年前就被创立了，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被食品加工业用于产品转化。
自有品牌被定位于价格等于或低于那些食品加工商的名品牌的细分市场上。
自有品牌的创立，导致了供应链上的垄断势力平衡的变化，而有利于零售业。
加工产品方面的自有品牌非常成熟，但直到现在，鲜活农产品部门的自有品牌仍然缺少。
鲜活农产品部门的机制运行如下所述：鲜活农产品市场上几乎不存在差别化。
比如，肉、水果和蔬菜。
自有品牌事实上不存在，零售商也没有推出任何有关产品原产地或质量认证的产品。
在一般的产品市场，产品异质性有时相当高。
然而，市场的表现就是这样，异质产品并没有获得价格差异，不论是在中间环节（加工商——批发商
——零售商关系），还是消费环节。
零售商的中央采购部门从某个现货市场的中间商（如屠宰场的经营摊点、批发商）购买这些产品。
现货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由当天情况而定。
在购进与出售方面，客户和供应商之间没有承诺。
疯牛病危机的到来，产品差异化和认证的总体缺乏成了一个猝不及防的严重问题。
商业化的产品缺乏安全保证，以及产品特征的不确定性，促使消费者要求生产过程更加透明化。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信息、相关供应商的承诺以及产品特征方面的预期，零售商从危机一开始就决定改
变其采购的惯例，并以如下方式改组其供应链：零售商敦促加工商以协会或共同体的形式共同合作，
并与这些新组织缔结供应合同。
这些直接协议的目的，就是要构建“安全的”生产群体，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有更高质量和食品安全保
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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