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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频繁发生的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给我国农户带来重大损失。在分析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特点的

基础上,根据突发事件风险来源,将农户风险分为3种: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生产风险,并提出农户独立应对突

发事件存在应急能力和方法欠缺、信息获取渠道狭窄、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不足等因难。针对3种不同类型的

突发事件风险,从供应链网络的视角提出3种应急组织模式:应对自然风险的政府与农户组织相结合的应急模

式,应对市场风险的供应链横向联盟应急模式和应对生产风险的供应链纵向联盟应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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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如“三聚氰胺奶

粉”“柑橘生蛆”“瘦肉精”“卷心菜、白菜等多种蔬菜

滞销”等。纵观这些突发事件,大部分都发生在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的源头———农户。面对突发事件,由
于受到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农户通常无法进行

及时有效的应急响应,最后只能独自承担突发事件

带来的损失。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应急模式应对

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以保障食品安全、减少农户损

失成为农产品供应链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于农产品突发事件研究,很多学者从突发事

件的分类、成因、影响、危害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陈

传波对农户可能遭受的资产风险、收入风险和福利

风险进行了分析[1]。王为民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突发事件的特点与成因进行了分析[2]。罗艳等采用

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建立4类突发事件(病虫害、
过量使用农业投入品、危化品泄露、气象自然灾害)
的危害度评价模型[3]。陈原提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

供应链协调管理系统[4]。汪普庆等指出农产品供应

链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其提供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越

高[5]。上官秋艳等通过对影响突发事件可挽救性大

小的关键因素分析,建立了一个可量化的“可挽救

性”评估模型[6]。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关于农产品突发事件的

应对策略研究,大部分限于供应链上的单个节点成

员,鲜有从供应链网络的角度研究生鲜农产品突发

事件的应急组织模式问题。张宁等认为单个成员的

能力和资源是有限的,往往无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的冲击。供应链节点成员间的联盟或协作,通过合

同或契约的方式实现风险共担、资源和利润共享,是
一种更有效的应对供应链突发事件风险的方法[7]。
为此,本文通过对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特点及突

发事件中农户风险的分析,从供应链网络的视角

探讨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中农户风险的应急组织

模式。

  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理论及文献
综述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近年来管理领域出现的一

门新兴学科。由于突发事件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
其发展途径、演变规律以及严重程度都难以预测,且
经常伴随着次生、衍生事件。因此,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具有多主体、多因

素、多尺度、多变性的特征,其核心是科学化、系统化

的综合应急管理系统[8]。计雷等认为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是指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为了降低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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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危害,达到优化决策的目的,基于对突发事件

的原因、过程及后果进行分析,有效集成社会各方面

的相关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控制和处理的过

程[9]。大部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理论主要针对自然

灾害、交通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企业生产领域

和经济金融领域等常规类型的突发事件[10],研究热

点集中在应急管理体系、应急处理中决策辅助方法

和评估问题等,应急管理组织模式是应急管理体系

设计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应急组织模式对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的有效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美国学

者Trainor应用社会网络理论研究了美国911应急

反应网络的组织结构和协调模式,认为网络协作模

式在应急救援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1]。David等人

比较了应急管理中命令控制模式与应急人力资源模

式2种组织模式对应急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僵化、
官僚式的命令控制模式导致无效的应急反应,而柔

性的、有可塑性的组织配置模式更有效[12]。Sang
等对地方一级的应急管理网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

明应急管理网络中参与者的集体感知准确性与应急

支持功能的集中度有强正相关关系,参与者的集体

感知准确性和应急支持功能的集中度是构建有效网

络的关键指标[13]。Paul等人提出了社区应急反应

网络的概念,认为居民和急救人员在应对重大灾难

时应信息共享,及时进行沟通和协调[14]。国内学者

薛澜等人从时间序列、组织行为和决策过程3个方

面阐述了管理体系的建设[15]。熊炎从组织演进的

角度研究应急组织的发展,认为应急组织应以“网络

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应急组织应当以观测站、
预警中心、行动小组为核心节点形成网络辐射的连

接状态,任何一点产生的信息资源应当以最快的速

度与整个网络的其他节点分享,打破原有金字塔结

构中上传下达的缺陷,使信息传递更加流畅,使组织

行动更加迅捷[16]。
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特征决定了应急组织模式

的重要性。应急组织模式直接影响着突发事件应急

的效果,网络式组织模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应急组

织配置模式。它已经在交通事故灾难、公共突发事

件等领域中有较多的应用和研究,但在农产品突发

事件中却鲜有关于网络应急组织模式的研究。本文

基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网络的视角研究生鲜农产品

突发事件的应急组织模式问题,为生鲜农产品突发

事件的应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

思路。

  二、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的特点与
农户风险

  1.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的特点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社会危害

的紧急事件,因而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公共性、多
样性等特点。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除具备一般突发

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外,还具有时效性、
直接性与危害性等特点。

(1)突发性。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通常是突然

发生的,从萌芽、发生、发展到最后结束,持续时间非

常短,有时是突然爆发的,而且蔓延速度非常快,令
人难以预料。如今,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类有害生

物、病虫害及有害物质日益增多且传播速度不断加

快,传播范围也更加广泛,加快了突发事件发生的频

率。例如,2008年的四川广元“蛆虫柑橘”事件,本
来是常见的果树病,经过手机短信的快速传播,在短

时间内引发消费者恐慌,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柑橘滞

销,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2)不确定性。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具有不确

定性,人们对于其是否会发生,发生的时间、地点、方
式以及危害性严重程度往往都难以预测。事件发生

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类别和级别可能会发生

变化,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变得难以预测,有时

甚至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演变成一种综合性的

社会危机。例如,三鹿企业的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不
仅直接导致一个企业破产,而且引起消费者的信任

危机,给我国乳制品行业带来沉重打击。
(3)时效性与直接性。与其他突发事件相比较,

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应急的时效

性与受害的直接性。一方面,生鲜农产品属于短生

命周期产品,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及时,
可能几天之类产品就会腐烂变质。另一方面,无论

突发事件发生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哪一个环节,
如生产、流通或消费环节,都会直接对生产者的收

益产生重大影响,即农户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例

如,“毒香蕉”“三聚氰胺”奶粉、禽流感等事件都直

接影响到农产品的销售,给我国农户造成重大的

经济损失。
(4)危害性。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不仅会造成

农业经济损失,而且甚至会对社会心理造成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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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引发社会危机,影响国家安定。例如,2005年

爆发的禽流感疫情不仅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家禽养殖

业、快餐业、旅游业和服装业产生严重冲击,造成巨

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全球性心理恐慌。

2.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中农户的风险来源

综观近年来发生的主要生鲜农产品突发事

件,其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生产污染、谣言、信息

不对称等。根据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风险的来

源,农户面临的风险主要有3类:自然风险、市场

风险和生产风险。
(1)自然风险。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发的

国家之一,如1999-2000年的大范围干旱、2005年

的禽流感、2008年的南方雨雪冰冻、2009-2010年

的云南干旱等都是几十年不遇的极端灾害事件。总

体来说,农业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干旱、洪涝、台风、冰
雹、雪灾、虫灾、动植物疫情等。这些自然灾害会对

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户收益造成重要影响。例如,

2009年我国因干旱、洪涝、地震、台风等导致农作物

受灾面积达4721.4万hm2,因灾直接经济损失

2523.7亿元[17]。还有近年的禽流感、猪蓝耳病、香
蕉黑毒病等。

(2)市场风险。生鲜农产品农户的市场风险来

源主要包括价格突变、谣言、流通渠道不畅、供求信

息不对称等。对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营,社会化的

大市场蕴含着极大的风险。近年来,我国畜产品、水
产品、水果和蔬菜等生鲜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居民

的消费需求增速却逐渐下降,加上供求信息不对称,
销售渠道不畅通,最终导致我国生鲜农产品生产总

体过剩的情况日益加剧,农业市场风险逐渐增加。
每年生鲜农产品滞销事件(如白菜、土豆、龙眼、苹果

等)轮番出现,给广大农户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

面,谣言也是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市场风险的一个

重要因素。例如,2008年的柑橘生蛆、毒香蕉事件

其实都是谣言所致[18]。
(3)生产风险。农户是生鲜农产品的主要生产

者,来自农户的生产风险因素主要有生产资料质量

安全(农药、化肥、激素等生产资料滥用)、资源环境

污染(耕地、水资源污染破坏)等。由于经济利益的

驱使,农户为了提高产量与收入,种植过程违法使用

禁用农药,养殖过程中添加瘦肉精、氯霉素等违禁药

物,导致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如“瘦肉精”、三
聚氰胺奶粉、苏丹红红心鸭蛋、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

等事件,都暴露出我国生鲜农产品生产中隐含巨大风

险。近几年发生的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见表1。
表1 近几年发生的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

发生时间 事件 原因

2005年10月 内蒙古、安徽、湖南等地出现禽流感疫情

自然灾害2007年7月 25省发生猪蓝耳病

2009年10月 西南五省旱灾

2008年7月 “三聚氰胺”奶粉

生产污染
2009年2月 “三聚氰胺”问题鸡蛋

2010年1月 海南“毒豇豆”事件

2011年3月 “瘦肉精”事件

2007年3月 海南“毒香蕉”事件

谣言2008年10月 四川广元“蛆虫柑橘”事件

2011年5月 “膨大剂”谣言致四川海南等地西瓜滞销

2008年8月 山东生猪滞销压栏

信息不对称

2011年8月 广西北流荔枝龙眼滞销

2011年10月 内蒙古土豆滞销

2011年11月 山东、安徽、辽宁、新疆等多地白菜滞销

2012年1月 山东、山西等地苹果滞销

  3.农户独立应对风险的困难

我国农户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主要有3种,分
别是政府主导的农业风险管理、市场化的农业风险

管理工具和农户自主的农业风险管理,以农户自主

的农业风险管理为主。学者向仕容的研究表明,农
户家庭自主的农业风险管理通常会采取事前和事后

2种策略[19]。事前风险应对措施主要包括根据以往

气候特征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种植、采用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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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储蓄或资产积蓄等;事后应对措施包括减少

费用、变卖资产、借款等[19]。但由于我国大部分农

户文化素质相对较低,风险管理意识薄弱,资金、技
术和信息获取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农户自主的农业

风险管理效果甚微。总体来说,农户独立应对突发

事件主要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
(1)应急能力与方法欠缺。我国多数农户科技

文化素质较低,应急知识、技能与方法相对不足,发
生突发事件时往往束手无策。另一方面,我国生鲜

农产品大部分是单个农户独立生产经营,规模小,组
织化程度低。突发事件发生后由于受到自身能力与

资源有限的约束,不能有效地降低或转移突发事件

风险。
(2)信息获取渠道狭窄。一方面,受地域经济发

展水平和教育程度的制约,农户对信息的敏感度较

低,信息意识淡薄,信息获取手段落后。另一方面,
信息获取渠道单一,信息资源占有量也不平等。我

国丰富的农业信息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农业院校、

科研机构等部门,由于沟通渠道缺乏,这些信息往往

无法被农户及时获取和有效利用。例如,每年出现

的卷心菜、洋葱、苹果等滞销事件就是典型的由于信

息不对称引起的。
(3)无法快速获取资源并进行有效配置。突发

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特征,一旦

爆发,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取专业的人力、设施、技术、
信息等各种资源并对其进行有效配置。这种资源获

取与配置能力往往也是小规模农户所不具备的。

  三、基于供应链网络的农户风险应
急组织模式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是由农户、批发商、零售商等

节点构成的网络系统,只有供应链成员联合起来共

同应对突发事件,才能突破各种约束与限制,建立更

有效的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因此,基于

供应链网络的视角提出3种农户风险应急组织模

式,如图1。

图1 基于供应链网络的农户风险应急组织模式

  1.应对自然风险的政府与农户组织相结合的应

急组织模式

自然灾害具有影响范围广、影响面宽、损失严重

的特点。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强烈的依赖性使得自

然灾害的发生可能使其受到重大影响,而首当其冲

的就是农户。面对强大的自然灾害和巨大的经济损

失,农户往往束手无策。究其原因,除了农业基础设

施薄弱、农户抗灾能力脆弱等之外,根本原因在于缺

乏科学明晰的应急管理模式,政府、社会、个人三者

之间的定位不科学,要么完全依赖政府,要么完全依

赖市场[20]。结合自然灾害的特点以及我国农村发

展的实际情况,可采用政府与农户组织相结合的自

然灾害应急组织模式。
政府的灾害救济除了包括抢救、转移和安置灾

民;调拨救灾物资,发放救灾粮款;帮助灾民重建家

园、恢复生产;提供优惠或补贴贷款等临时措施外,
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期的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应急模

式,如建立农业自然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复合型

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及灾害预防制度、建立各种自然

灾害救助体系及救助制度等。一旦出现自然灾害,
应急管理部门能快速反应,及时对灾害进行识别和

评估,采取科学的应急方法,有效降低其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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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另一方面,相对于农户的受灾损失程度,政府主

导的灾害救济毕竟是有限的。此时,农户可以自发

形成组织共同实施一些救灾措施,同时,农户买一些

农业保险以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对于生鲜农产品

的生产者而言,农户购买农业自然灾害保险意义是

十分重大的。例如,2008年8月25日,山东省栖霞

市南部10个乡镇的0.67万hm2 苹果园遭受罕见

强冰雹袭击,受灾面积达到146.7hm2。由于栖霞市

是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首批试点县,灾情发生

后,栖霞人保立即组织专家对投保果园受灾情况进

行定损,当场发放保险金200万元,帮助果农迅速恢

复生产。据统计,自农业保险开展以来,栖霞市共遭

受冰雹、龙卷风、暴风袭击的灾害6次,有213.3
hm2 苹果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保险公司共发生理

赔支出370万元,大大减少了入保果农的损失[21]。
因此,如果农户事先购买牲畜保险、家畜家禽保险、
水产养殖保险等,一旦发生虫害、动植物疫情、水涝

灾害等突发事件,将会得到保险企业提供的部分资

金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户的经济利益。

2.应对市场风险的横向联盟应急组织模式

长期以来,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是导致我

国农户抗市场风险能力弱的重要因素。首先,一家

一户的小农经营与市场经济下的大市场存在严重的

信息不对称,农户难以得到准确、完整的市场信息,
生鲜农产品生产品种、数量或种植面积等主要靠农

户主观感觉决定,引起某一时期某种产品大面积种

植或大量生产,最后导致此种产品严重滞销,而与此

同时其它有些产品却供不应求。再次,农民经营组

织化程度低导致农户在下游批发商或零售商面前缺

乏议价能力,应对市场环境应变能力不强,也是造成

农户抗市场风险能力弱的原因。因此,如果能将分

散的农户联合起来,建立农户联盟或合作组织,实现

有组织、有规模的生产,不仅能提高农户在农产品供

应链中的话语权,还能大大增强单个农户抗市场风

险的能力。
农户联盟是指同一区域或跨区域的生鲜农产品

农户联合起来形成联盟,共享生鲜农产品生产和销

售的信息、技术、设施等资源,形成规模化生产与销

售。具体的形式可以有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生鲜农

产品协会、合作社联盟等。
(1)生鲜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我国2006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合作社法》对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

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

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由于生鲜农产

品具有生鲜易腐、不易存储、销售季节性强等特点,
如果成熟后销售不及时或滞销,农户将会损失惨重。
因此,同类生鲜农产品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是降低

市场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湖北恩施州宣恩

县几个村联合成立黄金梨合作社,合作社下设市场

信息部、技术服务部、农机服务队等,对社员实行统

一技术指导、统一生产管理和统一销售。经过合作

社的经营与管理,2010年黄金梨成功进入武汉和恩

施州市场,平均售价超过8元/kg,其中精品果达到

10元/个[22]。
(2)生鲜农产品专业协会。与专业合作社相比,

生鲜农产品专业协会与会员的关系相对松散,是非

产权基础上的服务联合,它主要提供农业技术与信

息、资源等服务。目前,我国一部分生鲜农产品出现

结构性、区域性过剩现象,其中市场信息滞后、销售

渠道不畅通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生鲜农产

品专业协会可以为农户提供市场供求信息,并且针

对不同特点的生鲜农产品提供不同的销售方式和销

售渠道,使农户的产品能及时销售到市场,有效减少

滞销类突发事件的发生,降低市场风险。
(3)生鲜农产品合作社联盟。同一区域或跨区

域的同类生鲜农产品合作社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合作

社联盟,建立生鲜农产品互联网,共享各类生鲜农产

品的市场需求信息,充分发挥合作社的联动效应,整
合各合作社的产品优势和资源优势,打造各类不同

产品的品牌效应和区域效应,形成各类产品独特的

市场竞争力。这样将分散的小农生产与市场经济的

大市场联结起来,最终形成生鲜农产品专业化生产、
规模化销售的格局,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当遭遇需求突变、谣言等突发事件时,农户能有

效利用联盟的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优势,在联盟

的指导下实施科学的风险防范与应对策略,减缓突

发事件给农户带来的冲击。例如,2007年“毒香蕉”
事件,如果有农户联盟及时辟谣,为农户提供香蕉市

场供求信息或香蕉保鲜技术,就不至于导致被收购

商压价或香蕉烂在地里的后果。因此,建立农户联

盟或合作组织,不仅能促进生鲜农产品产业规模化

生产,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经济收益,而且能有效提

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农户的市场谈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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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效增强农户抵抗突发事件风险的能力。

3.应对生产风险的纵向联盟应急组织模式

由于我国大部分生鲜农产品由农户分散生产经

营,很难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近几年爆发的

“毒豇豆”“三聚氰胺鸡蛋”“瘦肉精”等突发事件,充
分暴露出我国生鲜农产品生产标准化缺乏、追溯体

系不健全、质量监管缺失等问题。基于供应链的纵

向联盟应急模式,即供应链上的农户或农户组织与

批发商、零售商等通过各种合同或协议结成资源共

享、风险共担的战略合作联盟。具体模式包括“农户

联盟+批发市场”“农户联盟+超市”“农户联盟+公

司”等。
(1)“农户联盟+批发市场”模式。农户联盟通

过协议与销地批发市场建立长期供销关系,销售大

批生鲜农产品。这样不仅能减少中间交易环节,降
低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实施生鲜农产品追溯体系,
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2)“农户联盟+超市”模式。农户联盟与大型

超市签订合作协议,农户联盟负责保证产品质量与

运输质量,产品成熟后直接配送到超市。这种模式

可以使生鲜农产品从分散的农户通过超市直接到达

消费者手中,减少许多中间环节,既有利于保证产品

的质量,降低交易成本,又能有效防止生鲜产品大量

滞销等突发事件的发生。
(3)“农户联盟+公司”模式。与“农户联盟+超

市”模式不同的是,“农户联盟+公司”模式是通过订

单牵拉模式满足公司的产品加工需求。农户联盟与

公司签订协议,农户按照订单要求生产产品,包括农

产品的施肥、喷药、采摘、包装、运输等都按照订单的

要求进行,实现按需生产供应。“农户联盟+公司”
能有效降低农户生产风险,减少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的发生,而且能取得农户与公司的双赢。
通过建立农户与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联盟,一

方面能预防生产风险的发生,如超市、批发商等可以

通过合同约束农户的生产行为,通过建立农产品安

全管理体系和质量追溯体系,要求农户实行集产地

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加工包装于一体的农业

标准体系,实施标准化生产,加强对农户生产过程的

监督与管理,将能有效提高我国生鲜农产品生产质

量安全水平,减少生产污染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另

一方面,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下游联盟成员和农户能

共同对应突发事件,而不是由农户单独应对,这不仅

能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响应性,而且能有效降低突发

事件给农户带来的损失。

  四、结 语

生鲜农产品突发事件不仅给农户带来重大损

失,对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而且

可能影响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建立生鲜农产品

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降低农户风险是农产品供应链

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生鲜农产品突发

事件中农户风险及农户独立应对突发事件存在问题

的研究,基于供应链网络的视角提出3种应急组织

模式:应对自然风险的政府与农户组织相结合的应

急模式、应对市场风险的供应链横向联盟应急模式

和应对生产风险的供应链纵向联盟应急模式。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横、纵向联盟的组织设计、应急机制设

计以及风险利益共享契约设计等是进一步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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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EmergencyOrganizationalModelofFarmers’Risk
inEmergencyofFreshAgriculturalProduct

XUJuan,LIXue-ting,TUTao-tao,BAOYu-ze
(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CenterofHubeiRuralDevelopment,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Frequentaccidentsinfreshagriculturalproductsupplychainhavebroughthugelossesto
China’sfarmers.Basedontheanalysisonthefeaturesofemergencyinfreshagriculturalproductsupply
chain,thispaperdividesriskoffarmersintothreetypesinaccordancewiththesourcesofemergency:

naturalrisk,marketriskandproductionriskandputsforwardsuchproblemsaslackofemergencyre-
sponsecapabilitiesandmethods,narrowaccesstoinformation,andlimitationofresourcesandconfigu-
rationcapability.Finally,fromtheperspectiveofsupplychainnetwork,threekindsofemergencymodes
areputforward,includingthecombinationofgovernmentandfarmers,horizontalallianceandlongitu-
dinalallianceofsupplychain,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emergencymanagementandre-
ducefarmer’slossescausedbyemergencies.

Keywords freshagriculturalproducts;supplychain;riskoffarmers;qualityandsafetyofagricul-
turalproducts;supplychainofagriculturalproducts;disrup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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