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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粮食供应链韧性关乎粮食安全，探究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文

献研究法和专家访谈法，从预测能力、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成长能力 4 个维度确定影响粮食供应链

韧性的 20 个重要因素，构建 DEMATEL-ISM 综合模型并绘制 ISM 层级结构图。在探究各因素对粮食

供应链韧性的重要程度和影响力大小的基础上，识别其关键影响因素，并利用 ISM 将各因素划分层级，

明晰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政策支持、政策与市场变动、信息共享能力、数字技术

应用与创新 4 个因素是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也是最深层的根本因素。预测能力和成长能

力会对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产生影响，是韧性能力的基础，对粮食供应链韧性

起直接作用。该研究结论为我国粮食供应链韧性提升提供了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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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ilience of food supply chain is related to food security.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esilience of food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20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ilience of food supply chain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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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prediction ability, resistance ability, recovery ability and growth 

ability. The comprehensive DEMATEL-ISM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ISM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iagram is drawn.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of each factor on the resilience of 

food supply chain,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and the ISM was used to divide each factor 

into levels and clarif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ach fact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ur factors of policy 

support, policy and market changes, information sharing ability,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were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they were also the deepest 

fundamental factors. Predictive capability and growth capability affect the resistance and recovery 

capabilities of the grai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resilience capability, directly 

influenc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grain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argete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grain supply chain. 

Key words: foo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food security; DEMATEL-ISM model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确保粮食供应链的稳定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自

然灾害、战争、疫情、贸易冲突等因素对粮食供

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性造成了严重影响。加之我国

面临的农业基础设施滞后、种业不强、部分粮食

进口结构不优等问题，进一步加大了粮食供应链

的风险，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一定影响。因此，

探究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发现粮

食供应链中潜在的瓶颈和脆弱环节，从而更好地

预测和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并基于此，

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粮食供应链韧性，进一步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国内外学者针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相关研究，研究分析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供

应链面临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供应链内部各环

节业务能力和韧性能力与属性特征等方面。首先

是在供应链面临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方面，供应

链发展态势及韧性提升受到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

的复杂形势的影响。增强国际国内双循环有利于

我国供应链韧性建设的提升[1]。数字时代催生了

供应链数字化发展，数字科技平台对于构筑供应

链韧性新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2]。Janina

等[3]和 Ioannis 等[4]分别从区块链技术角度和大数

据分析视角探究了敏捷性、协作性和供应链再造

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提出利用供应链主体间的

协作能力和供应链平台的运营能力，可以有效强

化供应链韧性[5-6]。陶亚萍认为，我国粮食供应链

韧性的创新途径应在基础维稳、技术融合、金融

支持、安全屏障等层面上取得[7]。其次是在供应

链内部各环节业务能力方面，供应链各环节相互

影响，需要不断进行动态管理[8-9]。信息的共享与

交换作为供应链协同创新的基石，对提高整个供

应链韧性具有重要影响[10-12]。优化流通价值链、

完善配套服务等措施，能够增强农产品供应链的

韧性[13]。最后是在韧性能力与属性特征方面，吸

收、适应以及恢复能力被定为供应链韧性的衡量

指标[14]。在此基础上，汽车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

响因素得到了深入研究，具体涵盖了预测、适应、

反应、恢复、学习 5 个能力维度[15]。同时，供应

链韧性的 3 个前因变量，即可见性、响应性和灵

活性[16]，会对供应链韧性管理产生影响。通过系

统性地探究，发现供应链灵活性、敏捷性、重塑

性、可视性以及供应链合作对供应链韧性具有显

著影响[17]。尤其是鲁棒性和适应性在供应链韧性

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处于关键地位[18-19]。 

综上，关于供应链韧性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工

业制造业，较少关注易受到自然天气影响、地缘

政治威胁等的粮食供应链韧性。目前直接研究粮

食供应链韧性的文献较少，且均侧重于机制理论

和宏观政策的定性研究，缺乏对粮食供应链韧性

影响因素的研究。粮食供应链韧性是由众多影响因

素共同决定的，采用决策实验与评价实验室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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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TEL）和解释结构模型[21]（ISM）相结合

的方法，对探究影响因素之间的系统性和层次性

具有较好效果。因此，本文以粮食供应链韧性为

研究对象，基于文献研究、专家访谈识别出粮食

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 DEMATEL- 

ISM 模型量化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将各因素间的

作用逻辑可视化，并提出强化粮食供应链韧性的

实践建议，保障粮食供应链稳定运作。 

1  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识别及模型构建 

1.1  因素识别 

在中国知网检索主题“粮食供应链韧性”，发

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宏观政策解读层面。

鉴于粮食供应链韧性相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尤

其对于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并没有

展开系统的讨论。本文在学者 Chang[22]和王娟娟[23]

构建的粮食供应链韧性体系基础上，从风险管理

和韧性能力两个视角，梳理了粮食供应链韧性的

影响因素。主要通过中外文数据库检索“粮食供

应链”“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及“grain supply 

chain”“food supply chain”“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resilience”等关键词，以及从粮食

供应链的内部核心环节、供应链节点衔接、供应

链外围环境角度识别关键风险点并对应分析风险

抵抗能力，整理出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

此外，为保证因素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邀

请了相关专家对初步识别的因素进行修订，最终

得到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其中，

指标体系主要包括 4 个一级因素，即预测能力、

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成长能力，以及 20 个二级

因素，如表 1 所示。 

1.2  模型构建 

1.2.1  构建 DEMATEL 模型 

确定直接影响矩阵。将已筛选出的粮食供应

链韧性影响因素记为 Fi(i=1,2,…,20)，邀请 15 位

从事粮食供应链相关研究的专家（10 名来自各高

校专家，5 名为粮油企业高层管理者）填写问卷，

采用 3 标度法（其中 0、1、2、3 依次表示无、弱、

中、强影响）对因素间作用关系进行打分。回收

汇总全部专家意见，为有效消除个体的主观影响，

采用平均法综合 15 位专家的评分结果，计算出各 

 

表 1  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supply resilience 

一级因素 编号 二级因素 解释说明 

F1 政策与市场变动 政府政策调整和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F2 需求变化 消费者需求的波动和结构的变化 

F3 粮食生产计划 科学规划粮食的种植结构、生产规模和布局 

F4 风险管理 对潜在风险的准确识别及有效应对策略的制定 

F5 供应链可见性 通过信息透明度实时监控供应链各环节的能力 

预测能力 

F6 风险预测能力 通过建立风险预测系统提前识别潜在风险的能力 

F7 自然因素 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地理环境和自然灾害等带来的影响 

F8 供应商稳定性 与可靠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F9 应急保障能力 应对突发状况及时采取措施保障粮食供应的能力 

F10 粮食储备与调控 调整储备量以保持市场的稳定 

抵抗能力 

F11 上下游之间的协作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及协同行动的速度 

F12 财务实力 拥有恢复和维持正常运营的财务资源能力 

F13 物流网络 确保粮食运输安全的高效物流网络 

F14 故障恢复速度 供应链某环节出现故障时恢复正常运行状态的速度 

F15 供应链结构 供应链结构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恢复能力 

F16 政府支持 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及基础设施建设 

F17 信息共享能力 供应链中各环节间的信息共享及相互学习的能力 

F18 信息更新速度 供应链各主体获取市场动态、政策变化等信息的速度 

F19 知识获取能力 供应链各主体快速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创新能力 
成长能力 

F20 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 数据分析、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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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αij。当均值 αij∈[0,0.75)时，Aij=0；当均值 αij∈

[0.75,1.5)时，Aij=1；当均值 αij∈[1.5,2.25)时，Aij=2；

当均值 αij∈[2.25,3)时，Aij=3。得到初始直接影响

矩阵 A。 

计算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采用最大值归一

化的方式对初始直接影响矩阵中的数据进行处

理，即矩阵 A 中的每一个数值除以各行之和的最

大值，得到规范直接影响矩阵 B。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 T=B(I–B)–1，

其中，I 为单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 T 中第 i 行元

素之和为 Fi 因素的影响度 Di；矩阵 T 中第 j 列元

素之和为 Fj 因素的被影响度 Ej。中心度 Mi 是因

素的影响度与被影响度之和，反映各因素对系统

的重要程度；原因度 Ri 是因素的影响度与被影响

度之差，揭示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力大小。原因度

大于 0 代表该因素为原因因素；反之，代表该因

素为结果因素，其更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计算

得出相关指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的 DEMATEL 分析表 

Table 2  DEMATEL analysis tabl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因素 影响度 D 被影响度 E 中心度 M M 排名 原因度 R 因素属性 

F1 5.969 3.668 9.637 16 2.301 原因因素 

F2 5.149 3.947 9.096 19 1.203 原因因素 

F3 4.961 5.588 10.549 14 –0.627 结果因素 

F4 6.209 7.976 14.186 2 –1.767 结果因素 

F5 6.197 6.887 13.084 6 –0.690 结果因素 

F6 6.023 7.634 13.657 4 –1.611 结果因素 

F7 5.419 0.000 5.419 20 5.419 原因因素 

F8 5.723 6.726 12.449 12 –1.002 结果因素 

F9 5.473 8.624 14.097 3 –3.151 结果因素 

F10 5.432 6.806 12.237 13 –1.374 结果因素 

F11 5.744 7.196 12.940 7 –1.452 结果因素 

F12 5.318 3.934 9.252 18 1.385 原因因素 

F13 6.210 6.667 12.877 9 –0.457 结果因素 

F14 5.580 7.950 13.530 5 –2.370 结果因素 

F15 6.858 7.380 14.238 1 –0.522 结果因素 

F16 6.302 3.334 9.635 17 2.968 原因因素 

F17 6.750 6.174 12.924 8 0.575 原因因素 

F18 6.402 6.286 12.688 10 0.116 原因因素 

F19 5.275 4.518 9.792 15 0.757 原因因素 

F20 6.409 6.108 12.517 11 0.301 原因因素 

  

1.2.2  构建 ISM 模型 

确定整体影响矩阵。整体影响矩阵 G(G=gij）

为综合影响矩阵 T 与 n 阶单位矩阵 I 之和。 

计算可达矩阵。为简化并明确层级结构的划

分，需要引入阈值 λ，剔除整体影响矩阵 G 中影

响因素关联较小的值。为了获得最佳的系统结构

模型，本文利用统计分布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T 的

均值与方差之和来确定阈值 λ（λ∈0,1），计算得

出阈值 λ=0.34。当整体影响矩阵 G 中的元素大于

0.34 时，则可达矩阵元素为 1，反之为 0。其次，

自身到自身总是可达的，即恒取 kii=1。计算得到

可达矩阵 K。 

划分层次结构。可达集 R(Fi)是可达矩阵 K 中

Fi 所在行中所有得分为 1 的列因素的集合，先行

集 Q(Fi)是可达矩阵 K 中 Fi所在列中所有得分为 1

的行因素的集合。求二者的交集，记为 Z(Fi)，将

交集与可达集中相同的元素划分为同一层级，将

已分层的因素去除，重复操作，将全部因素划分

为相应层级。得到具体层级结构如下表 3 所示。

根据层级划分结果，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可视化，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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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层级结构表 

Table 3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因素 可达集 R(Fi) 前因集 Q(Fi) 交集 Z(Fi) 分层 

F1 1,4,5,6,8,9,10,14,15 1 1 Ⅳ 

F2 2,4,9 2 2 Ⅱ 

F3 3,9 3 3 Ⅱ 

F4 4,5,6,8,9,10,11,13,14,15 1,2,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4,5,6,8,9,10,11,13,14,15 Ⅰ 

F5 4,5,6,8,9,10,11,13,14,15 1,4,5,6,11,13,15,16,17,18,20 4,5,6,11,13,15 Ⅲ 

F6 4,5,6,8,9,10,11,13,14,15 1,4,5,6,7,8,9,11,12,13,14,15,16,17,18,19,20 4,5,6,8,9,11,13,14,15 Ⅲ 

F7 4,6,7,9,10,14 7 7 Ⅳ 

F8 4,6,8,9,11,14,15 1,4,5,6,8,11,13,15,16,17,18,20 4,6,8,11,15 Ⅱ 

F9 4,6,9,10,14,15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4,6,9,10,14,15 Ⅰ 

F10 4,9,10,14,15 1,4,5,6,7,9,10,13,15,16,17,20 4,9,10,15 Ⅱ 

F11 4,5,6,8,9,11,14,15 4,5,6,8,11,13,14,15,16,17,18,20 4,5,6,8,11,14,15 Ⅱ 

F12 4,6,9,12,14 12 12 Ⅳ 

F13 4,5,6,8,9,10,11,13,14,15 4,5,6,13,14,15,16,17,18,20 4,5,6,13,14,15 Ⅲ 

F14 4,6,9,11,13,14,15 1,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4,6,9,11,13,14,15 Ⅰ 

F15 4,5,6,8,9,10,11,13,14,15,17,18,20 1,4,5,6,8,9,10,11,13,14,15,16,17,18,20 
4,5,6,8,9,10,11,13,14,15,
17,18,20 

Ⅰ 

F16 4,5,6,8,9,10,11,13,14,15,16 16 16 Ⅳ 

F17 4,5,6,8,9,10,11,13,14,15,17,18,20 15,17,18,20 15,17,18,20 Ⅳ 

F18 4,5,6,8,9,11,13,14,15,17,18,20 15,17,18,20 15,17,18,20 Ⅳ 

F19 4,6,9,14,19 19 19 Ⅳ 

F20 4,5,6,8,9,10,11,13,14,15,17,18,20 15,17,18,20 15,17,18,20 Ⅳ 

 

 
 

图 1  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图 

Fig. 1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2  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2.1  DEMATEL 模型结果分析 

2.1.1  中心度分析 

根据表 2，供应链结构这一因素的中心度居

首位，其次，风险管理和应急保障能力的中心度

排名靠前，其值均超过 14，表明这 3 个因素对粮 

食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在韧性能力

方面，风险管理属于预测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属

于抵抗能力。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识别及评估潜

在风险，减少供应链中的不确定性，而应急保障

能力能够使供应链参与者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快速

响应，保障供应链的稳定运行，二者通过影响韧

性的预测和抵抗能力进而提升供应链韧性。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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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尽管我国粮食供应链体系在不断地发展和完

善，也加强了粮食仓储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流通的效率和安全性。但由

于我国地域辽阔，粮食主产区和消费区分布不均，

加上物流体系仍存在一些瓶颈和短板，导致部分

地区和时段的粮食流通不畅。因此，需要在优化

粮食供应链结构的基础上，加强供应链的应急保

障能力，通过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机制，提升供

应链韧性，实现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1.2  原因度分析 

原因度可以反映影响因素的类别，正值为原

因因素，负值为结果因素。表 2 中，原因因素按

影响强度大小排列，前 3 位为：自然因素、政策

支持、政策与市场变动。其中，自然因素原因度

最大，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最大，改变难度也最

大。因此，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需要政府的政策

支持作为重点手段，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贷款支持、创新政策等措施提高粮食供应链韧性

的稳定性。同时，要重点关注政策与市场变动对

其他因素产生的影响。价格波动、供需关系变化、

市场竞争压力等都会对粮食供应链韧性产生影

响。应急保障能力作为结果因素且原因度最小，

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粮食供应链韧

性能力塑造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影响应急保障

能力的原因因素，通过控制这些因素来提高整个

供应链的应急保障能力。此外，从韧性能力的角

度来看，结果因素集中于预测能力、抵抗能力和

恢复能力 3 个维度，说明成长能力可以影响韧性

的预测、抵抗和恢复能力。成长能力维度的因素

能够使粮食供应链升级优化至更理想的状态，对

粮食供应链韧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

粮食供应链韧性提升的基础。 

2.1.3  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 2 的测算结果，从中心度的角度来看，

排名靠前的因素，如供应链结构、风险管理、应

急保障能力、风险预测能力均属于结果因素，其

因素本身对粮食供应链的韧性产生较强影响，但

属于较难控制的因素，且驱动力较弱，因此不属

于关键影响因素。从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的角度来

看，除结果因素外，政策支持、政策与市场变动

的被影响度较低，影响度较高的为信息更新速度、

信息共享能力、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故政策支

持、政策与市场变动、信息更新速度、信息共享

能力、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是影响我国粮食供应

链韧性的关键因素。 

2.2  ISM 模型结果分析 

ISM 建模所构建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图 1），

清晰地反映出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间的相互

影响关系及结构层次。20 个粮食供应链韧性影响

因素被分为 4 个层级，不同层级间的影响因素呈

现出异质性特点。 

2.2.1  直接影响因素分析 

第Ⅰ层位于递阶结构模型的表层，其中因素

包括风险管理、应急保障能力、故障恢复速度、

供应链结构，属于粮食供应链韧性的直接影响因

素。风险管理帮助粮食供应链识别和评估可能出

现的风险和威胁，有助于增强粮食供应链韧性的

预测能力。例如，粮食供应易受市场需求波动的

影响，风险管理团队可以通过市场调研和数据分

析，了解需求状况、市场趋势以及竞争态势等信

息，预测未来市场需求的波动趋势，以此调整生

产和采购计划，确保供应链的适应性。在突发情

况下，粮食供应链可能会出现中断或受到严重影

响，此时对应急粮食资源的调配、运输和分配等

方面的应急保障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当

粮食供应链中的某个环节出现故障或中断时，如

生产设备故障、物流运输延误等，快速恢复正常

运营对于保障粮食供应的连续性至关重要。较快

的故障恢复速度可以减少中断时间，从而降低损

失，并保持供应链的稳定运作。粮食供应链的结

构包括供应商、生产商、加工商、分销商和消费

者等多个环节，各环节之间的连接方式和组织关

系决定了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直接影

响着供应链的韧性水平。故障恢复速度和供应链

结构都属于恢复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属于抵抗能

力，在粮食供应链出现危机时，其韧性必然会受

到扰动，此时预测能力失效，抵抗能力和恢复能

力的水平高低直接会影响韧性波动程度。 

2.2.2  过渡影响因素分析 

位于中间第Ⅱ层、第Ⅲ层的影响因素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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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因素与根本影响因素的过渡因素。过渡

因素是整个结构模型的中心节点，具有承上启下

的作用，其既受底层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影

响表层因素，对整个影响系统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位于第Ⅱ层的需求变化和粮食生产计划无输入节

点，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且都属于预测能力，

但会对第Ⅰ层中的应急保障能力因素造成影响。

供应商稳定性、粮食储备与调控、上下游之间的

协作三个因素均属于抵抗能力，对第Ⅰ层的所有

因素都会产生影响，自身又受到第Ⅲ层所有因素

的影响。其中，第Ⅲ层的供应链可见性、风险预

测能力属于预测能力，物流网络属于恢复能力。 

2.2.3  根本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层级不断提高，由表层逐渐向深层过渡。

最底层的影响因素属于粮食供应链韧性最根本的

影响因素，虽不会直接影响到粮食供应链的韧性

水平，但却对其他因素有重要影响，同时对整个

影响系统起到基础性作用。其中，信息共享能力、

政策支持、信息更新速度、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

四个底层因素共同影响着第Ⅲ层的因素，且除政

策支持外，其他三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需要重

点关注。 

2.3  DEMATEL-ISM 模型结果分析 

经 DEMATEL 模型得到的关键影响因素，即

政策支持、政策与市场变动、信息更新速度、信

息共享能力、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同时隶属于

ISM 模型的第Ⅳ层，是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根本影

响因素，但因其处于深层而容易被忽视。其中，

政策支持和政策与市场变动两个因素的原因度居

前三，信息共享能力和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两个

因素的影响度居前三，且输出节点最多，这些因

素在整个影响因素体系中对韧性水平的扰动较

大。因此，在粮食供应链韧性塑造过程中，应重

点关注这些因素。此外，ISM 模型得到的直接影

响因素中，风险管理、应急保障能力、供应链结

构 3 个因素与 DEMATEL 模型中心度分值位居前

三的因素相对应。其中，应急保障能力是输入节

点最多的因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应优先考

虑其对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所发挥的作用。

在 ISM 模型中的过渡影响因素中，风险预测能力

和供应链可见性的中心度分值分别居整个系统的

第四、第六位，这表明其在整个体系中有这较为

重要的地位。根据 ISM 模型分析结果，上下游之

间的协作、粮食储备与调控以及供应商稳定性是

主要的输入和输出节点因素，且在 DEMATEL 模

型的被影响度计算中分别居第六、八、九位，表明

它们是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的重要着力点。 

3  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提升策略 

3.1  加强信息共享，优化粮食供应链流程 

信息共享能力和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作

为深层的根本影响因素，也是关键影响因素，它

们共同作用于供应链可见性和风险预测能力。在

整个粮食供应链中，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共享能

够提高透明度，使粮食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实时

获取所需的信息，如库存状况、物流进度、销售

数据等，这有助于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可见性，增

强预测能力，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对于提

高信息共享能力，需要建立统一、标准化的信息

平台，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一是通过利用云计

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建立数据仓库和数据分

析系统，对供应链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存储和分

析，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二是应积极探

索数字技术在粮食供应链中的新应用场景，如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可以用于粮食种植、收

获和加工过程的模拟和优化。高效的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是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关键支撑。三是

加强各参与方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建立互信机制，

促进信息共享的意愿和动力。通过建立统一的信

息平台、加强信息共享与协作、推进数字化转型

以及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等措施，可以提高粮

食供应链的效率和可靠性，提升其在面对外部冲

击时的预测能力和抵抗能力。 

3.2  强化粮食供应链风险评估，完善应急保障体系 

风险管理、应急保障能力和供应链结构是粮

食供应链韧性的直接影响因素，同时也是中心度

较高的因素，应重点考虑。一是建立健全全国粮

食生产、流通、储备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定

期对粮食供应链进行风险评估，识别可能对供应

链产生影响的因素，如天气变化、病虫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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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等，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二是建立

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保障体系，确保

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响应，保障有足够的粮食

储备可供调配。三是优化粮食储备布局，确保主

销区、主产区粮食储备量均衡，防止出现区域性

短缺或过剩。四是优化物流网络，合理规划物流

路线，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可以在

关键节点预留一定的冗余能力，以应对高峰期的

需求。 

3.3  加大粮食供应链投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政府应加大对粮食供应链基础设施的投资，

如仓储设施、物流配送体系和信息技术等，以此

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为鼓励企业提高供应链管理能力，政府可以提供

税收优惠或直接补贴，如给予采用先进供应链技

术的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同时鼓励创新与技术

研发，加大对粮食供应链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支持

力度，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模式来提高供应

链的效率和韧性。此外，在面对市场波动时，政

府应灵活调整相关政策，可以通过价格支持、进

口限制等手段，来保持市场的稳定性和防止恐慌

性购买。政府还要与粮食供应链上的利益相关者

保持良好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共同解

决问题，以增强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 

3.4  拓宽多元化供应渠道，推进国际粮食供应链

合作 

为降低对特定地区或国家的粮食供应依赖，

国际粮食供应链应致力于实现供应渠道的多元

化。为此，可以加强与南美、非洲、东欧等地区

的粮食合作，积极开拓新的粮食进口来源，扩大

进口渠道，提高粮食供应的多样性。同时，鼓励

国内粮食企业“走出去”，通过参加国际农产品展

销会、建立海外仓储和分销中心等方式，提高国

内粮食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拓展

国际市场。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先进农业技术的合

作和交流，旨在通过引进先进的粮食种植技术和

粮食加工技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

生产成本，增强国内粮食的竞争力。此外，各国

应强化在粮食生产、贸易及储备等关键领域的国

际合作，共同面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挑战，提升全

球粮食生产的整体效率和稳定性，为全球粮食安

全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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