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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保障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重要措施。优化食品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食品制造和保障体系，是战胜新冠疫情、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稳定我国制造业优势的基础

和前提。介绍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概念和相互关系；讨论了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如何优化和稳定食品产业链供应链，控制食品产业链供应链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提出了打造我

国食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技术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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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zing and stabilizing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ar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a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of food, and stabilizing manufacturing 

and supply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to ensure a complete victory against Covid-19,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o enhan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defin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each another, as well as 

discusses on how to optimize and stabilize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to reduce the risk of spread of 

Covid-19 throughout food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A proposal to build a technical strategy of food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 in China is also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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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疫情对世界范围的产业链供应

链，以及人员流动持续冲击背景下，保障消费者

健康所采取的严格隔离措施与优化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食品有效供给形成了新的冲突。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强

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

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 [1]。中央明确提

出，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打造

新型产业链供应链的新任务。然而，优化食品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食品制造和供给，是战胜

新冠疫情，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制

造业优势的基础和前提。在疫情防空常态化阶段，

如何优化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传

播病毒的风险，已引起了政府、产业和学者的普遍

关注[2-4]。 

1  产业链 

产业链是指参与产品生产过程的所有行业或

社会单元及组成顺序。产业链可以被看成是在同

一产业中，和/或相关产业间所有行业或单元的综

合。行业或单元在微观水平上可代表一个人，如

独立的生产者、一个企业家等；在宏观水平上，

行业或单元可代表为共同目标而协作的团体，如

一个部门、公司、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等[5]。产

业链属于产业经济学概念，简言之，产业链是各

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

据特定的逻辑关系、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

条式关联关系的表现形式[6]。 

产业链包含企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空间

链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相互对接和均衡发展，

形成了产业链。这种“对接机制”是产业链形成

的内在模式，作为一种客观规律，它像一只“无

形之手”，调控着产业链的形成、结构和规模。其

目的和效果是他们可以潜在地工作在一起，进而

为社会、消费者和自己创造价值，增加利益。 

食品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保

障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食品产业链由动植物生

产、储运、制造、分销、消费五个环节组成，是

链条最长的产业，涉及到一产、二产和三产，同

时也涉及到农民、工人、服务从业者和消费者（图

1）。因此，食品产业也是容易受到危机冲击的产

业[7]，特别是与食源性相关的流行病的突然和大

面积爆发。 

 

 
 

图 1  食品产业链供应链及其网络结构 
Fig.1  Food industry chain supply chain and  

its network structure 
 

2  供应链 

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从配套原料、零

件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再由销

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制造商、供应

商、分销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接成网链结构（图

1）。供应链包括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零售

商以及最终消费者，涉及上下游的链接，也涉及

企业内部部门之间的对接。供应链一般除了包含

物流，还包含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个流程。

当前，信息流由于网络、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

发展，已迅速地改变了供应链的结构和联系机制，

加快了供应链的发展。但高度关联的供应链在出

现危机或障碍时，造成的影响力也会成倍增加[8]。 

从供应链的结构模型可以看出（图 1），供应

链是一个网链结构，节点企业和节点企业之间是

一种需求与供应关系。在产业实践中，由于是不

同企业，或者是不同部门对接，因此，与产业链

相比，供应链更具有动态性、响应性、交叉性和

复杂性等特点。 

由于食品组成的多样性和性质的复杂性，如

产品形态、储运条件、保质期和安全要求等属性

差异，食品供应链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因此，

要求供应链应有尽可能快速地响应需求方诉求的

机制。在危机时期或疫情防控条件下，供应链还

与消费者的迫切需求，甚至与生存和发展息息相

关。故，社会、政府和消费者对其响应速度会提

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3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系 

供应链是从保障需求的角度考察链条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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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产业链则是对不同产业或产业单元

而言。产业链是客观存在的，而在不构成供应关

系时，供应链就不存在。产业链是供应链的物质

基础，而供应链则是针对某一产业链和市场或需

求而言。产业是通过企业和企业的产品关系来表

现的，即产业链有企业和产品两个节点，而供应

链只有企业或需求一个节点。在产业体系中，产

业链和供应链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

体[9]。 

同一个产业或不同产业的企业，都是以产品

为对象，以投入产出为纽带，以产品增值为导向，

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依据特定的逻辑联系和

时空布局，形成上下关联的、动态的网链结构或

模式（图 1）。产业链更注重战略、宏观、定性等

方面的研究和应用，而供应链则更注重微观操作、

运行管理、定量等方面的开发和应用。在新冠疫

情防控背景下，对供应链的这种传统认识正在受

到挑战。然而，面对新的任务和挑战，针对供应链

的宏观战略和理论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 

产业的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通过信息

流、实物流和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

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即将制造商、供应商、分销

商，直至最终用户链成完整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供应链是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

提供给最终用户活动的企业或企业单元所形成的

网链结构。 

4  新冠疫情背景下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作用 

在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和防控

过程中，完善的产业链和有效的供应链在保障国

内民生需求，促进经济和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毋容

置疑。甚至，在全球供应链面临威胁的背景下，

供应链对恢复世界经济，保障产业复苏也在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例如，2020 年，在世界物流数量

显著降低和供应链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中欧班列

开行 1.24 万列、发送 113.5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

长 50%、56%。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3 600

列、发送 19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73%、80%[10]。

然而，随着疫情全球扩散和迅速传播，以及病毒

自身耐低温的特点，产业链和供应链又成为病毒

传播的新载体[11]。例如冷链水产品，冷链肉制品，

甚至冰糕都可能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载体。一些

新冠疫情的早期发现或传播地点，都与这些产品

有关。如，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

批发市场，大连厦门进口南美白虾[12]，以及天津

津南的雪糕等等。因此，只讲产业链供应链的有

效性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产业链供应链的质量

和安全，特别是食品安全和环境卫生，作为及其

紧迫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3]。同时，还需要产

业政策、产业经济、产业技术、食品安全和流

行病学专家跨学科的合作，共同面对这一新的

挑战 [14-15]。  

5  优化我国食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建议 

第一，用现代技术提升产业链的协同效率。

加快 5G 网络的建设进度，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

的工业互联网，发展新型智能化计算设施，实现

信息、技术、产能和需求等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对

接，通过制造业的智能化，提升产业链的协同效

率。重点和难点是用现代技术提升传统、大宗食

品产业链的协同效率。 

第二，用现代技术改进供应链的高效性。通

过 5G 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互联网、智能化物流

和大数据运算等数字技术，改造和创新供应链，

形成适应网络管理、智能化物流、保证物流环境

安全、快捷高效的供应链网络，提高供应链的响

应速度和经营效率。其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提升食

品供应链的环境安全和供应链的高效性，防止供

应链的物流和人流传递，或交叉运行，避免供应

链成为疫情传播的新载体。 

第三，用现代技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性。用食品原产地溯源、追溯和区块链技术保障

产品的产地、制造厂家和物流路径，用良好制造

规范（GMP）控制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环境，用控

制技术体系（如 HACCP）避免产业链供应链成为

疫情传播的载体或渠道。其重点是研究新冠病毒

在食品，特别是冷链条件下的传播特点或机制，

提出相应的控制或阻断技术。 

产业链供应链的维系是保障民生、经济和社

会秩序的重要标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不仅是应

对经济风险挑战、战胜疫情的关键之举，更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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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长远，巩固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

手段。产业链供应链处于生命安全线的中枢地位，

而食品产业链供应链则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和

前提。只有食品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整、畅通，

才有市场主体的稳定，也才有基本的民生稳定和

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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