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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校对接是国家既农超对接之后推出的又一项鼓励农产品产

销一体化的直销流通模式。高校食堂是餐饮业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高校承担着两千万左右大学生的日常饮食和营养摄

入。有效的搭建农产品“出村进高校”的绿色流通渠道，成

为了后疫情时代突出关注的问题，也关乎广大师生的健康。建立

和实施一套科学、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机制势在必行。随着疫情防

控逐渐常态化，探索出一种高效率、高品质的农校对接供应链管

理模式是本文的主要目标。从供应链视角，推出高校“下单”与

农民专业合作社“配餐”的精准对接模式，运用拉式供应链理论，

将高校食材仓库前置到合作社“菜园子”，以现代化EDI为技术

手段，通过对省内农校对接运营现状的分析，提出基于供应商管

理库存（简称VMI）的农校对接模式。因此，积极推动基于VMI

库存管理模式的农校对接模式对高校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实

际意义。

1  农校对接VMI供应商管理库存的若干理论

1.1概念界定

1.1.1农校对接的概念

“农校对接”即农产品与高校食堂直接对接，高校食堂需要

什么，农民就生产什么，既可避免生产的盲目性，稳定农产品销

售渠道和价格，同时，还可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通过

直采可以降低流通成本20%~30%，给学生带来实惠。

1.1.2 VMI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概念

VMI全称Vendor Managed Inventory,即供应商管理库存。

它是一种在供应链环境下的库存运作模式，本质上，它是将多级

供应链问题变成单级库存管理问题，相对于按照传统用户发出订

单进行补货的传统做法。

1.2高校开展VMI农校对接模式的目的及意义

“菜园子”直达“菜篮子”，其目的就是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

农校对接供应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农业、农民与高校的相互接触

沟通，具体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销售与高校食堂采购之间形

成终端间的直接供销关系。建立VMI农校对接运营模式其意义主

要有几下几个方面：

1.2.1 农校对接VMI 模式有效性和反应性并重。马歇尔·

费舍尔根据供应链产品的特点将供应链划分为有效性供应链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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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供应链，认为供应链设计要以产品为中心。根据产品生

命周期、需求预测、产品多样性与交货提前性、服务市场的准

则等，将产品分为功能性产品和革新性产品。对应此项目，农

校对接后，VMI模式下供应链在效率性和反应上都将具有足够柔

性，对于日常功能性产品，通过与合作社的紧密合作加快库存

周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食材质量；对于革新性产品，通过多

家合作社之间的合作，优化产量和库存，满足师生多样化的饮

食服务需求。

1.2.2农校对接VMI模式是典型的拉式供应链管理。以师生

需求为驱动力，推动农产品流通企业与高校主体通过订单农业等

模式实现全面、深入、精准对接，在做好产品采购的同时，加强

农产品种植养殖、加工、仓储物流等投资项目的对接，引导农业

生产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采用先进生产加

工流通技术，打造产销稳定衔接、利益紧密联结的农产品全产业

链条，提高农民在农产品流通和加工环节的参与程度，让农民分

享更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1.2.3农校对接VMI模式高度的信息共享。信息共享可以弱

化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解决信息共享中的激励机制和信息

安全问题，同时可以提高农校对接供应链的运作效率，使整条供

应链获利更多。

2  传统农校对接模式存在的问题

2.1物流需求的非连续性

高校食堂对农产品的需求与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存在着不可调

和的矛盾.每年高校将近有4个月的寒暑假,这段期间的农产品需

求量大量减少。而此时正是许多农产品成熟的季节。这种矛盾既

给农产品供给方造成利益损失，导致“农校对接”物流运作的间

断性.增加物流运作成本。如果采用以高校或农户(农民合作社)

为主体的自营模式，难以解决闲季物流成本的分摊问题；但是，

如果选择以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物流运作,闲季时的“小批量配

送”必然会降低高校或农户(农民合作社)与物流方的讨价还价能

力,进而增加物流成本。

2.2难以实现信息的共享沟通

传统高校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易关系，彼此之间相互隔绝，信

息共享程度很低。供应链节点之间的企业之间的信息无法共享，

将导致企业决策事业变狭窄，无法适应高校食堂需求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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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降低对高校食堂的响应速度。高校无法直接和供应商

取得沟通，沟通有一定的障碍，供应商没有参与库存管理的过

程。较难保证农产品的及时性和新鲜度。

2.3高校与传统供应商之间缺乏足够的信赖

因为供应链的各参与成员是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实体，相

互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这一些利益冲突常常导致各成员之

间的对抗。习惯从自身角度看待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另一个

方面，传统供应商和高校之间往往会采取一系列防范和保护措

施，有保留的进行合作，致使农校对接供应链的效率受到了很

大的限制。

2.4供应链失衡

在传统的农校对接供应链模式中，高校和供应商都会追求

各自目标的最大化，而为考虑对整条供应链的影响，就会导致

供应链失衡。在这种失衡的情况下，由于高校和供应商之间的

信息不能共享，供应商也不参与高校采购的农产品的库存管理

活动。高校只能根据自身独立的预测和需求信息确定其运营策

略，在疫情期间这样的供应链失衡的状态，对于高校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都可能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因此会导致“牛鞭效应”

的产生，对供应链的整体效益产生负面影响。

3  VMI农校对接模式的优点及优化对策建议

3.1 VMI农校对接模式下可以有效避免物流非连续性的影响

“农校对接”物流是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到实现农产

品的销售环节的过程。合理的物流管理可以使“农校对接”过

程中的“小生产、贵流通、小市场”转变为“大生产、畅

流通、大市场”。无论是“农校对接”，还是高校从其他间

接渠道进行采购，合理的物流管理都是必不可少的。高校的需

求由于每一年都有将近 4 个月的寒暑假具有物流的非连续性。

VMI 农校对接模式参与到了高校的库存管理，可以有效的避免

物流的非连续性的影响。

3.2 VMI农校对接模式的信息共享程度高

在传统的农校对接的模式当中，供应商不直接的参与高校

的库存管理。而结合了 VM I 农校对接模式的合作社和高校之

间，沟通和信息共享交流都十分明晰。合作社可以很准确的分

析出高校的农产品的需求量，适应的高校食堂需求的不确定

性。合作社供应商也可以及时的提供新鲜优质的农产品。

3.3 合作社与高校建立深厚信赖基础，建立长期战略关系

合作社和高校之间要不断的协商，这样才能不断改进和完

善供应链系统。合作社可以很准备的预测高校的相应求，并非

常及时的做出响应。供应商和高校之间不再是相互对抗的关

系，而是为了完成彼此之间一个协同的目标的合作互利的关

系。上下游企业的真诚合作是供应链发展的基础，也是实施

VMI的基本条件，农校对接实施VMI供应链管理的为了降低高校

和供应商的成本。通过VMI 供应链模式的实施，高校和合作社

之间都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

3.4 VMI农校对接模式对需求的准确预测

V M I 农校对接模式可以很有效的避免“牛鞭效应”的产

生，合作社可以很精确的对高校的食材需求分析出相应的数

据。高校不必担忧库存管理，由合作社参与库存管理工作，节

省了高校的库存管理工作，也让高校可以避免“堆积”或者

“缺货”的情况。

4  结论

高校和合作社之间实施VMI供应链模式需要双方紧密合作,

但彼此之间又分别是不同的团体。供应商和高校之间要充分沟

通,将合作概念化并拟订框架协议。要在协议中建立VMI运作规

程，建立起对双方都有利的库存控制系统，确定处理订单的业

务流程、库存控制参数及库存资讯传递方式；要明确库存所有

权及转移时间订货责任等。VMI 的实施需要全体参与者的共同

努力。高校和农产品供应商之间的框架协议不可能包括所有可

能发生的情况，需要根据 V M I 完成的情况定期调整和更新计

划。合作社和高校之间畅通的交流和反馈渠道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VMI 成功地运用在供应链中，合作社将会扩展VMI 的管理

经验到其他活动领域,VMI 带来的成本节约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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