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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了国内外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研究的进展,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

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分散性为农产品供应链的安全监管埋下隐患;农产品产销各

环节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的差异性导致安全监管难;农产品供应链重市场供求信息轻质量安全信息的现状致

使监管乏力。探讨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的可行性及存在的困难,构建了基于物联网技术

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框架,提出了完善这一体系的4点举措:加大对农产品物联网技术的投入,提高农

产品安全监管的现代化水平;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信息平台的建设,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共享程度;加
强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体制和机制建设,形成全方位的质量安全监督机制;加快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农

产品物联网建设、监管模式的示范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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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以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
成为当前社会焦点之一,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
从近几年的农产品安全事件看,农产品安全问题不

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也给农产品生产企业乃至

整个农产品供应链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严重影响

了整个食品产业的持续发展,制约了我国食品企业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步伐。同时,农产品安全事件

也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失,影响着我国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解决农产品安全

质量问题,保障农产品的质量,构建全面、有效的农

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由于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是一个长而复杂的供应

链条,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运动过程涉及农

资供应商、生产者、加工者、中间商(包括批发商、分
销商、零售商、物流服务提供商等)和消费者等,这种

“点多、线长、面广、错综交叉”的农产品供应链特征,
使得农产品安全监管难度很大。随着网络信息技术

的发展,物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

应用,而且发达国家利用物联网技术对农产品供应

链进行质量安全管理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如

能运用物联网技术对农产品生产(种植、养殖)、加
工、包装、存储、运输、交易到消费等全过程进行覆

盖,实现对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的数据采集和有效

监测,真正实现全程质量安全无缝监管,当前食品质

量安全问题也能得到有效地解决。本文拟通过回顾

运用物联网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方面的研究

进展,基于我国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

和成因,分析运用物联网技术解决农产品供应链安

全监管的可行性和困难所在,并构建基于物联网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框架,提出完善体系的举

措,为促进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可资参考的

思路。

  一、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关于物联网与农产品安全问题的研究

成果主要包括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的

运用,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信息传输、
收集与集成研究,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安全的事后

溯源责任的研究等3个方面。

1.物联网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的运用

有学者从农产品供应链的产生着手,探讨了物

联网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由于农产

品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农产品的生产越来越专业化,
生产者为了降低市场风险,对农产品生产资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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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农产品流通、农产品运输和仓

储、农产品包装和销售等环节进行了产供销的一体

化的供应链管理[1-5]。农产品供应链信息共享、风险

共担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环节点的不安全因素都

会产生农产品安全问题,而且会导致整个农产品供

应链的安全危机和社会稳定[6]。因此,为了保证农

产品供应链的安全,运用农产品物联网的 EPC、

RFID、GPS、ONS和PML等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

各环节建立实时、全面的电子化信息,实现农产品在

各环节的履历和身份的追踪和监督,保证食品安全

实时监管[4-7]。孙剑等提出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初始

机理是基于农产品生产者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供求

关系的一体化整合来适应市场变化[5],农产品安全

问题并非农产品供应链产生的初始动因,但是在一

个整合的农产品供求链条中无缝嵌入食品安全追踪

信息,不仅补充了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食品安全监

管的技术缺陷,同时也有利于农产品供应链的供求

关系管理的优化。

2.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信息传

输、收集与集成

张丽等认为农产品物联网是把农产品生产的各

环节基于RFID技术的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无限

传感技术和GPS与信息系统建立非接触的信息交

互处理,形成农产品物质世界与信息世界之间的农

产品信息高效转换、处理和反馈[6]。邱鹏认为农产

品物联网是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载体实现农

作物生长、农产品流通等环节信息的集成[8]。罗利

平等认为目前对农产品物联网的卓越有效研究主要

体现在将物联网的若干技术运用到对农产品质量信

息的 获 取 方 面[9],例 如 监 测 动 物 的 饲 养 环 境 信

息[10];利用射频识别技术对果树信息的监测等[11]。
虽然许多研究成果对农产品物联网信息的实时采集

研究比较深入,但对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农产品质

量 信 息 的 采 集 和 质 量 监 管 的 运 用 和 研 究 并 不

深入[9]。

3.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事后责任

溯源

现有的文献主要基于物联网的信息采集和查询

技术实现农产品安全的事后追溯研究[9,12-13]。如:
法国和荷兰等国的畜产品的质量安全责任追溯体

系[14];英国的家畜质量跟踪系统(CTS)[15];日本的

农产品质量市场追溯系统[16];澳大利亚的牲畜追溯

识别计划[17];加拿大的牛肉制品的标识制度等[18]。

我国学者从农产品供应链角度探索了EPC技术在

水产品和粮食及其加工食品的质量安全责任追溯系

统中的应用[19-20]。Smith等和白红武等认为农产品

质量追溯系统能够在整个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中记

录并存储农产品质量信息,当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发生后,可以及时查询到安全问题源头,并对造成安

全事故的个人或组织进行有效的事后惩罚[7,12]。

Simon等认为农产品安全责任追溯系统的运用是控

制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并明确与农产品

经营的相关者的安全责任[21]。虽然基于农产品物

联网的农产品安全事故的事后责任追溯具有重要意

义,但更有效的方式应该在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

过程中及时消除农产品安全隐患,避免伤害事件发

生后进行惩罚式的被动管理。
纵观现有的研究,多数文献主要探索物联网技

术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信

息追溯和事后安全事故处理等,对于如何对农产品

供应链中的产品安全问题的即时处理和监管问题很

少涉及。

  二、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安全监管问
题与成因

  由于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初始机理是基于农产品

生产者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供求关系的一体化整合

来适应市场变化,农产品安全问题并非农产品供应

链产生的初始动因[5]。同时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依靠分散农户开展农产品生产,
依赖个体商贩从事农产品初始运输、产销地的批发

市场和销地批发,缺少安全储藏条件,甚至终端销售

也有众多个体小商贩参与完成。这些因素必然给农

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带来困难。

1.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分散性为农产品供应链

的安全监管埋下隐患

农产品供应链产生于农产品市场需求快速变

化,而单个农产品经营者很难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的背景下,为了应对农产品需求市场快速变化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农资供应商、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者、
农产品运输和流通商以及销售者之间建立了分工明

确、风险共担、利益和信息共享的产销一体化的管理

模式。虽然农产品供应链管理解决了降低交易成

本、稳定了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但农产品供应链

“点多、线长、面广”等特点,导致整个农产品供应链

的农产品安全监管难以落实。例如,农产品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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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的水、土和生产资料的污染可以产生下游加工、
流通和销售环节的食品安全责任问题;同样在加工

和流通过程中也出现了双汇瘦肉精、三鹿奶粉等事

件,导致整个供应链的安全危机。从农产品供应链

形成的机理看,农产品交易效率和市场变化的适应

性是其形成的内生驱动力量,而农产品安全问题却

是农产品供应链形成的外部制约因素。因此,农产

品的安全问题在农产品供应链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

的必然性。

2.农产品产销各环节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的

差异性导致安全监管难

我国农产品产销供应链条存在供应商、生产加

工商、流通商和销售组织等各环节,而各环节的组织

性质不同,组织之间分工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质量

标准和评价体系。其中农产品生产资料的质量标准

和评价体系与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的农产品质量标

准和评价体系显著不同,而且农产品在运输、仓储、
包装和销售等环节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也存在行

业差异。这些差异性使得安全管理很难协调,必然

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出现安全“缺口”。
从农产品供应链的安全监督方面看,各环节的

安全监督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分类监督,造成农产品

供应链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主体多、部门交叉、令
出多门,易出现重复监管和相互推诿的尴尬局面,从
而造成农产品供应链外部质量监督体系的不连续

性,导致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如农夫山泉的“质量

门”事件,中国百胜鸡肉原料供应事件等。

3.农产品供应链重市场供求信息轻质量安全信

息的现状致使监管不力

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之间市场供求信息共享

程度高,但农产品安全信息的共享程度很低。各环

节存在安全监管系统独立,安全信息分散,相互之间

无法兼容。同时,由于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处于

初级阶段,供应链中的组织信息获取、分析和处理能

力具有显著差异,例如在供应链条中分散的小农户

对市场供求信息的获取都显得力不从心,更难以获

取并处理农产品安全信息了。因此,在我国农产品

供应链中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在供应链的部

分环节中建立了信息交流和质量追溯监控平台,具
有一定实力的生产企业和流通主体开始制定和采用

各自的农产品安全追溯编码,形成局部农产品安全

信息管理,但整个农产品供应链没有形成一个统一

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其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在供

应链上、中、下游之间缺乏实现质量安全监控的公共

载体,造成供应链主体在质量安全方面彼此预留“缺
口”或“缝隙”,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22]。

  三、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
链安全监管的可行性分析

  物联网是指通过红外感应器、射频识别、全球定

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把指定物品与

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

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物联

网通过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实现信息源和物理源的空

间融合,将事物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人与

物、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社会环境之间无处不在的

高效化信息交互,并通过信息分析平台服务模式使

各种信息技术融入到整个社会行为中[21]。基于物

联网的农产品供应链的安全监管就是充分运用互联

网、数据库和3G通讯技术,实现农产品市场准入、
认证信息查询、市场巡查、市场预警以及移动执法等

功能,其核心是在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中嵌入

物联网监控(追溯)平台和建立监控、预警机制,以完

成对农产品供应链条的全程质量安全监管整合[23]。
通过构建生产资料提供者、生产者、加工者、农产品

流通者以及农产品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智能共享、处
理平台,可以解决农产品供应链中薄弱的安全监管

技术和功能、质量安全信息的不对称、监管主体不

清、监管过程混乱、监管对象分散和技术瓶颈等

问题。
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监管在理

论和技术上具有可行性,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供应链

安全管理既缺乏基于物联网的硬技术,也缺乏在实

践中不断积累的运营经验和协调能力,基于物联网

的农产品供应链的安全监管模式还没形成。在实际

运行中要把一个基于市场导向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模式与基于安全导向的无缝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整合

起来,形成一个新型的农产品经营模式,在技术上、
观念上和制度上面临着较大的困难[24]。

首先,农产品供应链的安全监管缺少软硬件建

设。目前,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的信息读入技术、
信息采集技术、信息收集和集成技术,以及自动安全

预警系统技术建设落后,缺少大量专业技术人员、技
术设备和管理人才。例如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中心(作为安全监管执行平台)在数量上远远不

能满足农产品检测要求,基层安全监管中心检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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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设施、技术人员配备不够,运行机制不完善,质量

安全监管手段简单。许多质量检测仅靠人员运用传

统的“望、闻、问、切”手段进行,对许多农产品添加

剂、化学残留、微量物质含量、卫生安全指标等是否

合格,无法获得科学检测结果。而且对品种多、鲜活

性强、流通要快速等特点的农产品快速检测技术研

究开发不够,导致一些鲜活的农产品安全问题不能

及时发现和处理[25]。
其次,农产品供应链安全技术标准和信息与国

际接轨不够。目前我国农产品供应链已经与国际农

产品供应链接轨,大量农产品通过国际供应链出口

到国际市场,但质量安全问题也是频频发生,其主要

原因是安全标准和安全信息对接不够。我国是农业

大国,农产品出口量的增加是必然趋势,如何参与国

际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安全信息和安全标准的国

际对接将是首要工作。如供应链中的水土安全标

准、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有机或绿色种养流程标

准、物流和包装国际标准等。同时加强国内农产品

供应链管理中的农产品技术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体

系的对接。通过技术信息、质量安全信息的规范引

导,改善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的管理,以提高

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
链安全监管体系的构建及实施

  1.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

系的构建

根据文献研究成果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如

图1所示的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的安全

监管应用框架,该框架主要运行流程和机制如下。

图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框架

  第一,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质量安全信息的

采集和集成。根据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拟设计采

用带射频的EPC电子标签技术和EPC身份卡实时

记录农产品标的物从种植(养殖)、施肥、采摘到加

工、销售流通、消费全流程各控制环节的主要质量安

全信息,通过GPRS、3G以及互联网等网络技术将

供应链上的关键质量点控制数据实时上传监管数据

库,并利用具有防伪性EPC电子标签绑定在产品个

体上,在整个绿色供应链上赋予个体产品乃至分割

产品完整的自上而下信息追踪记录,从而提供迅捷

的上下双向的追溯依据,为政府对统一农产品安全

的监管、召回和预警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为消费者

对消费品行使知情权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数据中心。
从而完成农产品整个供应链的质量安全信息采集和

集成。
第二,运用互联网、数据库、通讯网、广电网和行

业专网之间的信息传递。通过互联网把信息向通讯

网、广电网和行业专网传递。具体信息包括农产品

种植、养殖的土壤、温度水分的监测,以及利用各种

生物传感器监测病虫害信息;在流通过程中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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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流通、储存、运输、批发和零售等环节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信息。这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

链的各环节质量安全信息的集成弥补了农产品供应

链关于质量信息共享程度低的问题。
第三,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安全预警机制。

通过互联网向行业专网和其他网络传递农产品供应

链质量安全信息,在智能安全预警系统对输入的农

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质量安全信息进行自动处理,
并自动预警;行业专家根据数据特征的分析,结合经

验和知识对存在的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安全隐患

做出人工安全预警。2种预警机制相互补充,相互

修正,实现预警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从而解决农

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不一致的

问题。
第四,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质量安全监管机

制。根据预警机制,可以把智能自动预警和专家预

警结果传递政府质量安全监督部门,政府安全监督

机构对农产品供应链中具有质量安全隐患的主体经

营活动进行重点监管和强制改进知会。农产品供应

链中的各成员可以通过互联网或其他网络获得智能

系统和专家对本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安全预警

结果,自觉消除安全隐患,实现自我质量安全监管。
该监管机制可以解决农产品供应链中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令出多门或相互推诿现象,实现了从农业生

产资料供应始点到消费终点的全程无缝质量安全

监管。

2.实施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

管体系的对策

利用物联网技术解决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
既体现了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与农产品安全信息信

息系统的整合问题,又客观要求农产品经营现代技

术应用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结合我国实际,基于物

联网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还需

要如下制度和措施的保障。
(1)加大对农产品物联网技术的投入,提高农产

品安全监管的现代化水平。通过对农产品物联网技

术载体的电子产品代码(EPC)技术,射频识别技术、
红外感应器技术、GPS和激光扫描器技术等质量安

全信息的建设,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各生产经营环节

的质量安全信息的传输和收集的现代化水平。按约

定的协议,把所有农产品供应链中的质量安全信息

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并通过相关信息交换设备和通

讯设备进行信息数据的处理和传递,建立统一的信

息读入系统、信息传输系统、信息集成和处理技术、
信息开放传递系统以及自动和人工预警系统。实现

农产品安全信息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

管理等技术的网络虚拟一体化。通过网络信息技术

的虚拟整合,实现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的信息化

和现代化。
(2)加强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信息平台的建设,

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共享程度。首先在大型农

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企业之间建立新型的网络商

务与信息化平台,继而逐步扩展,在整个行业中建立

并广泛应用这一平台,然后针对供应链中不同产品、
不同环节的特点,将农产品生产、流通、仓储、销售等

各个环节相关信息通过电子签名写入“无源电子安

全标签”(电子标签里包含有不可更改的产品相关责

任信息),并通过物联网技术,对农产品的各项关键

数据进行采集,实现数据分析和智能处理,形成完整

的信息库,并提供一致、高效的数据查询、追溯机制,
建立起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平台)。并以此为

基础,搭建基于供应链一体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供

应链公共信息平台,实现食品供应链运作全过程的

溯源监管,以及多部门的信息流、货物流、工作流的

同步和信息共享,提高农产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1]。其次,政府要对运输设施、流通节点

设施、物联网信息设施等基础平台加大资金投入,促
进农产品信息平台、物流平台、质量安全平台等的建

设,实现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畅通和信息共享,提升

农产品供应链的安全水平。
(3)加强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体制和机制建

设,形成全方位的质量安全监督机制。农产品供应

链过程不仅是一个商业过程,也是社会公益过程,
虽然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等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同

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导向,但食品安全是所有主体的

共同社会责任,因此,由政府牵头成立跨产业、跨部

门的专门机构来统筹和推进物联网在农产品供应链

中的相关应用工作,确保公众安全的价值导向,运用

物联网和供应链管理技术等现代化手段,明确各方

权责,形成多方联动、共同参与的机制,将有效解决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监管与防范缺失问题。同

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机制,农产品供应链的

安全监管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公众的责任,
农产品安全监管不能政府监管部门一家权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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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社会公众集体监管[26-28]。可以通过网络平台

和信息将农产品供应链安全信息向供应链主体、消
费者、社会其他公众公开,实现对农产品物流各个环

节的实时的全社会监管机制[29]。
(4)加快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的农产品物联

网建设、监管模式的示范和推广。首先,要加快基于

农产品物联网技术应用的示范和推广。国家相关部

门成立标准与规范制订委员会,针对农产品领域的

不同特性,不同的读写终端、电子标签、通信技术、安
全策略、追溯技术等制订出相应的“安全电子标签”、
电子标签的安全读写系统、物联网接入体系、溯源体

系等全国统一的标准与规范,用统一的标准要求农

业企业从原材料、生产加工、流通、仓储、销售等环节

按规范实施[30-31]。其次,要加快基于物联网的农产

品供应链安全监管模式示范和推广,工业和信息化、
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开展各项资金扶持物联网在农

业领域的安全示范项目,邀请优势企业积极参与,为
产业战略布局和推广应用起到示范效应。通过解

决技术难题、加快技术转化率、积极推广应用,以
点带面,实现物联网技术服务于农产品供应链安

全监管。

参 考 文 献

[1] 高红梅.物联网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J].商业时代,

2010(22):40-41.
[2] 李建伟.物联网背景下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J].河南农业科

学,2011,40(8):10-12.
[3] 向伟.农产品供应链中物联网应用及采纳影响因素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2.
[4] 禄琳,刘凤山.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研究[J].现代

化农业,2012(7):57-59.
[5] 孙剑,李崇光,李艳军,等.我国农产品供应链形成机理与管理

实践的影响因素[J].管理现代化,2008(6):50-52.
[6] 张丽,余华,马新明.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系统

平台[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0(40):216-215.
[7] SMITHGC,TATUMJD,BELKKE,etal.Traceabilityfrom

aUSperspective[J].MeatScience,2005(71):174-193.
[8] 邱鹏.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安全监控系统与决策系统研究

[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2.
[9] 罗利平,蒋勇.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大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

系[J].中国科技论坛,2012(12):127-133.
[10]DARRMJ,ZHAOL.Awirelessdataacquisitionsystemformoni-

toringtemperaturevariationsinswinebarns:TheEighthInterna-

tionalLivestockEnvironmentSymposium(ILESVIII),2008[C].

Brazil:IguassuFalls,2008.
[11]AMPATZIDISYG,VOUGIOUKASSG.Fieldexperiments

foreval-uatingtheincorporationofRFIDandbarcoderegistra-

tionanddigitalweighingtechnologiesinmanualfruitharves-

ting[J].ComputersandElectronicsinAgriculture,2009,66
(2):166-172.

[12]白红武,刘贤金,孙立荣.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

统[C]//Proceedingsof2010Fir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Cellular,Molecular Biology,Biophysicsand Bioengineering
(Volume7),Dec25-2010.齐齐哈尔:2012:360-363.

[13]RUIZ-GARCIAL,STEINBERGER G,ROTHMUND M.A

modelandprototypeimplementationfortrackingandtracing

agriculturalbatchproductsalongthefoodchain[J].FoodCon-

trol,2010,21(2):112-121.
[14]陈生斗,宋丹阳,陈晨,等.法国、荷兰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的发

展及其启示[J].世界农业,2007(1):43-47.
[15]HOBBSJE.InformationAsymmetryandtheroleoftraceabili-

tysystems[J].Agribusiness,2004(20):397-415.
[16] MASSIMO B,MAURIZIO B,ROBERTO M.FMECAap-

proachtoproducttraceabilityinthefoodindustry[J].Food

Control,2006(17):137-145.
[17]SCHWAGELEF.TraceabilityfromaEuropeanperspective

[J].MeatScience,2005(71):164-173.
[18]HARUNB,JOHNDL.Meatslaughterandprocessingplants

traceabilitylevelsevidencefromIowa[C]//NCR-134Confer-

enceonAppliedCommodityPriceAnalysis,Forecasting,and

MarketRiskManagement:Iowa,2007:16-17.
[19]高飞.基于EPC物联网技术的水产品供应链管理体系研究

[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
[20]孙宏岭,周行.物联网背景下集成化粮食供应链管理构建的研

究[J].中国粮油学报,2011(3):124-128.
[21]SIMONT,THIBAUDM,NATHALIES.Deliveriesoptimiza-

tionbyexploitingproductiontraceabilityinformation[J].Engi-

neeringApplication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2009(2):1-12.
[22]胡莲,刘仲英.基于质量安全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研究

[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9(21):56-60.
[23]赵宝芹,刘声亮.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流通过程中食品安全监控

系统[J].物流技术,2011(6):32-34.
[24]李长健,韦冬兰.关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探究

[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1(6):58-66.
[25]陈幼红.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探索与研究[J].科技

管理研究,2011(16):215-218.
[26]冯亮,幺攀,孙洪峰.物联网环境下供应链仓储管理系统分析与

设计[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2(6):70-71.
[27]桑娟萍.关于物联网的供应链管理发展趋势研究[J].中国商

贸,2012(1):134-135.
[28]祁春节,王伟新,魏金义.我国农产品产销价格的联动性实证分

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6-11.
[29]浦徐进,朱秋鹰,蒋力.“农超对接”供应链的纵向合作研究———

45



第4期 陈秉恒 等:基于物联网的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监管问题研究  

通道费、收入分享和Pareto改进[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2(6):50-54.
[30]窦欣.基于物联网的我国食品供应链安全策略研究[J].生态经

济,2012(5):144-145.
[31]龙江.面向物联网的供应链协同管理优化[J].国际商务研究,

2011(5):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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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firstreviewsthedevelopmentofstudyonsafetymanagemementofagricultur-
alproductssupplychainbasedoninternetofthingsfromhomeandabroad,thenanalyzesthemainprob-
lemsandcausesinsafetysupervis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supplychain,forexample,disperstiveness
ofagriculturalproductsproductionandsaleshidesomedangersforsafetysupervisionofagricultural
productssupplychain;differencesbetweenqualitystandardandevaluationsystemofeverylinkofagri-
culturalproductsproductionandsaleshavemadeitdifficulttosupervisefoodsafetyandattachingim-
portancetomarketsupplyanddemandinformationandneglectingqualitysafetyinformationinagricul-
turalproductssupplychainhavecausedtheinadequacyofsupervision.Thispaperalsodiscussesthefea-
sibilityanddifficultpointsofsafetysupervisioninagriculturalproductssupplychainandconstructsthe
basicframeworkofsuchsupervisionsystembasedontechnologyofinternetofthings.Finally,thispaper
proposesfourcountermeasuresonhowtoperfectthissystem.First,strengtheningtheinvestmentin
technologyofinternetofthingsandimprovingthemodernizationofsafetysupervisioninagricultural
products;secondly,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informationplatformofeachlinkofagricultural
productssupplychainandpromotingthesharingofqualitysafetyinform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

thirdly,intensifyingconstructionofqualitysafetysystemandmechanismofagriculturalproductssoas
toformall-roundqualitysafetysupervisionmechanism;finally,quickeningtheconstructionofinternet
ofthingsofagriculturalproductsrelatingtotheirqualitysafetyaswellasthedemonstrationandpopu-
larizationofsuchsupervisionmodels.

Keywords internetofthings;circul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supplychainsofagricultural
products;foodsafety;safety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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