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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商业经济与管理»创刊于 １９８１ 年ꎬ先后获“全国百强社科期刊” “全国高校三十佳

社科期刊”“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等荣誉称号ꎬ连续入选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ꎮ “流通经济”是«商业经济与管理»特色核心栏目ꎬ自 １９９８ 年设立以

来ꎬ刊发了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ꎬ引用率和转载率在全国经济类期刊中名列前茅ꎬ多篇论文获省部

级以上优秀成果奖ꎬ相关观点被政府部门采纳ꎬ如本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关于“义乌商圈”形成机理

与发展趋势的研究»一文所提观点曾获习近平总书记批示“作者对义乌经验进行了长期研究ꎬ所提

建议很有参考价值”ꎮ 为建设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ꎬ更好地为现代商贸流通智库建设服

务ꎬ进一步提升现代商贸流通研究影响力ꎬ自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始ꎬ本刊将“流通经济”栏目更名为“现

代商贸流通”ꎮ 本栏目将继续秉承“经世致用、学术一流”办栏理念 ꎬ依托全国高校唯一研究商贸

流通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ꎬ聚焦大数据时代商贸流

通理论研究ꎬ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ꎬ对现代商贸流通重大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展开研究ꎬ
为国内外学者创建一个更好的学术交流平台ꎬ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商贸流通理论ꎬ促进我国现

代商贸流通产业建设发展ꎮ

“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
服务融合商业模式

但　 斌ꎬ刘墨林ꎬ邵兵家ꎬ刘　 益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ꎬ重庆 ４０００４４)

摘　 要: “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与生活性服务不断融合ꎬ持续推动着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的商业模式发展与革新ꎮ文章通过分析“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

趋势ꎬ进而提出了“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ꎮ在此基础上ꎬ考虑供

应链中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融合ꎬ总结出“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

式的两种表现形式ꎬ即依托产品提供增值服务、以服务体验拉动产品消费ꎮ最后ꎬ“互联网 ＋ ”生
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商业模式革新给供应链传统企业带来冲击ꎬ促使其在新的商业模式中做出改

变ꎬ进而分析了供应链传统企业面向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转型问题ꎮ
关键词: “互联网 ＋ ”ꎻ生鲜农产品供应链(ＦＳＣ)ꎻ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ꎻ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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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斌ꎬ刘墨林ꎬ邵兵家ꎬ等. “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 Ｊ] . 商

业经济与管理ꎬ２０１７(９):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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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生鲜农产品作为一类关乎民生的重要产品ꎬ一方面是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ꎬ事关千家万户的日

常生活ꎻ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ꎬ因为在农村家庭总收入的绝大部分经营收入中ꎬ生鲜农产品

销售收入是其重要来源ꎮ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提高与消费升级ꎬ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的消费品质要求越来

越高ꎬ与生鲜农产品关联的生活性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加ꎬ如烹饪指导、保健养生、生态旅游等ꎬ这要求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在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同时能提供相关服务ꎮ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生鲜)农产品行业中服务

的发展ꎬ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ꎬ明确提到“推进农业与旅

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及“积极探索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 [１]ꎻ２０１６年商务部发布的

«关于促进农村生活服务业发展扩大农村服务消费的指导意见»指出ꎬ“创新农村生活服务模式ꎬ增强服务

供给能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服务” [２]ꎬ推动着(生鲜)农产品行业向生活性服务业的持续渗透ꎮ
当前ꎬ“不仅卖产品ꎬ更需卖服务”逐步成为了生鲜农产品行业的发展趋势ꎮ因此ꎬ开展关于生鲜农产品与

生活性服务融合发展的研究ꎬ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ꎮ
迄今为止ꎬ在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融合发展的研究方面ꎬ比较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的研究文献ꎬ与之

关联的研究主要是从依托生鲜农产品提供生活性服务等内容展开ꎮ这方面的文献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一
是围绕“与生鲜农产品关联的生活性服务的作用与价值”ꎻ二是围绕“为什么生鲜农产品经营企业需要提供

‘产品 ＋服务’”ꎻ三是围绕“生鲜农产品行业新型业态如何实现融合发展”ꎮ首先ꎬ围绕“与生鲜农产品关联的

生活性服务的作用与价值”这一问题ꎬＣｈａｍｈｕｒｉ 和 Ｂａｔｔ(２０１３)研究了顾客购买生鲜农产品的商店选择行为ꎬ
发现倾向于在现代零售店购买的顾客更重视便利性、娱乐性等服务ꎬ而倾向于在传统市场购买的顾客更偏好

商家提供的肉类切碎、去皮等个性化服务[３]ꎬ由于顾客购买生鲜农产品的同时会消费服务ꎬ因此强化服务质

量有利于顾客感知价值的提升(张均涛等ꎬ２００８) [４]ꎻ丁宁(２０１５)研究了流通创新对农产品质量水平提升的作

用机理ꎬ其中提到提供农产品质量信息查询等便捷服务会促进安全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和溢价销售ꎻ[５]汪旭晖

和张其林(２０１６)探讨了电子商务如何破解生鲜农产品流通困局的问题ꎬ指出服务是消费者评判是否满意生

鲜电商的重要因素[６]ꎬ而姜丽媛和吴小丁(２０１６)以礼品生鲜为特定研究对象ꎬ分析其是否适合在网络进行销

售ꎬ其中指出网络售后服务是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ꎬ有助于消除消费者感知风险[７]ꎮ
其次ꎬ围绕“为什么生鲜农产品经营企业需要提供‘产品 ＋ 服务’”这一问题ꎬＫｎｏｗｄ(２００６)以农场为

研究对象ꎬ基于案例研究分析了农场如何发展旅游的问题ꎬ指出农场可以适当提供旅游服务ꎬ进而带动当

地农产品及增值产品的销售[８]ꎻ此外ꎬ农场提供附加的娱乐、消遣等服务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顾客感知价

值ꎬ并增加农场的盈利(Ｃｈｏｏ 和 Ｐｅｔｒｉｃｋꎬ２０１４) [９]ꎻ赵苹和骆毅(２０１１)以“菜管家”与“Ｆｒｅｓｈｄｉｒｅｃｔ”为例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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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指出农产品电商企业需完善服务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１０]ꎻ欧阳桃花和武光(２０１３)则以“朗坤”和“联
创”为例对农业物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展开研究ꎬ指出企业以农产品与服务为核心ꎬ提供营养分析、菜谱介

绍等个性化增值性服务均有助于顾客价值的提升[１１]ꎻ张应语等(２０１５)开展了 Ｏ２Ｏ 模式下生鲜农产品购

买意愿的研究ꎬ指出生鲜电商在销售生鲜农产品的同时应保证顾客服务ꎬ这有助于增强顾客感知价值并降

低其购买风险ꎬ进而促进生鲜农产品的销售[１２]ꎮ
最后ꎬ围绕“生鲜农产品行业新型业态如何实现融合发展”这一问题ꎬ苏毅清等(２０１６)构建了我国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状况的分析框架ꎬ重点关注农业与餐饮、休闲等生活性服务业的有机整合ꎬ这有助于实

现产业链延伸、农民增收等[１３]ꎻ具体来说ꎬ历无畏和王慧敏(２００９)认为创意农业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创

新ꎬ将创意与农业相融以提供具创意性的农产品与服务ꎬ可有效提升产业价值[１４]ꎻＺａｓａｄａ(２０１１)则对多功

能城市周边农业展开综述性研究ꎬ指出发展包含住宿、娱乐等服务的多功能农业ꎬ有助于依托产地优势进

行直销[１５]ꎬ并且通过农产品生产与服务的深度融合ꎬ提供多元的产品与服务组合ꎬ有助于发展农业体验经

济(丁静和张哲ꎬ２０１５) [１６]ꎻ而梁学成(２０１６)探讨了服务的多元化发展路径ꎬ认为应培育与壮大观光农业

等新兴服务业ꎬ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产品[１７]ꎻ邱晔和黄群慧(２０１６)基于美学经济视角建立了休闲农业的

分析框架ꎬ指出提供具深度体验性的休闲农业产品及服务ꎬ能有效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ꎬ进而创

造体验价值[１８]ꎻ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课题组(２０１６)则研究了农业供给侧改革下的新农人发

展问题ꎬ认为新农人应发展休闲、观光与旅游等服务业ꎬ探索产业深度融合ꎬ进而实现农业增值[１９]ꎮ
梳理上述文献发现ꎬ针对第一类研究问题ꎬ更多是关注生活性服务对消费者感知价值等方面的影响与作

用ꎻ针对第二类研究问题ꎬ主要是从企业层面研究提供产品及附带提供服务的问题ꎬ对生鲜农产品经营企业

通过提供增值服务以提升价值有一定的参考作用ꎬ但并未从供应链范畴去考虑生鲜农产品融合服务实现价

值创造的问题ꎻ针对第三类研究问题ꎬ重点是关注生鲜农产品行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产业融合问题ꎬ并未具

体分析产品与服务的融合问题ꎮ总体来说ꎬ有关于供应链中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融合问题尚待深入思

考与研究ꎮ此外ꎬ生鲜农产品作为一类特殊的农产品ꎬ具有易腐性、时鲜性、高损耗和区域性等特征ꎬ与生鲜农

产品关联的生活性服务则具有互动性、体验性等特征ꎬ所以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融合在响应时间、感
知质量、服务过程以及供应链成员协同性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ꎮ而在现实中ꎬ传统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存

在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等问题ꎬ一定程度上给供应链中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有效融合带来了障

碍ꎮ不过ꎬ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ꎬ尤其是“互联网 ＋ ”行动计划(李克强ꎬ２０１５) [２０]、“互联网 ＋现代农业”(国
务院ꎬ２０１５) [２１]以及“互联网 ＋三农”(万宝瑞ꎬ２０１５) [２２]的提出ꎬ一方面ꎬ为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融合

提供了契机ꎬ促进生鲜农产品及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与匹配ꎻ另一方面ꎬ作为国家战略为我国生鲜农产品

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ꎬ持续推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商业模式向产品服务融合方向革新ꎮ
鉴于此ꎬ本文对“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ꎬ提出“互联网 ＋ ”生

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ꎻ在此基础上ꎬ考虑供应链中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差异化

融合ꎬ总结出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两种表现形式ꎻ最后ꎬ从生鲜农产品销售商、生产商视角出发ꎬ分
析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传统企业面向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转型问题ꎬ以期为“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

产品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ꎮ

二、 “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 ＋ ”环境下服务经济、体验经济等迅速发展ꎬ助力生活性服务渗透并融合至生鲜农产品行业ꎮ与
此同时ꎬ生鲜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发生转变ꎬ从“物质消费”向“生活体验”更新与升级ꎬ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面临

更为复杂的竞争环境ꎬ进一步驱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向生活性服务业延伸、跨界与融合ꎮ为明确“互联网 ＋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方向ꎬ本文重点分析“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趋势ꎮ

(一) 供应链由提供产品向提供服务延伸

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ꎬ促使生鲜农产品产业加快互联网化ꎬ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成员开始借助互联网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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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生鲜农产品相关的业务ꎮ此外ꎬ伴随着生鲜消费者消费理念的更新与升级ꎬ与生鲜农产品相关的生活服

务市场开始兴起ꎮ依托互联网拓展生活服务市场逐渐成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重点之一ꎮ因此ꎬ现有生鲜农

产品市场逐步涌现出大量涉足生活性服务业的生鲜电商企业ꎬ如“豆果美食”“味库”“沱沱工社”以及“爱大厨”
等ꎬ通过融合生活性服务向生鲜农产品产业链上下游延伸ꎬ打造与生鲜农产品关联的多样化服务消费体验ꎮ

(二) 供应链竞争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向

“互联网 ＋ ”环境下行业边界愈发模糊ꎬ行业融合、领域交互成为新趋势ꎮ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传统意义

上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格局被打破ꎬ显现出跨界融合生活性服务业的趋势ꎮ区别于同质化的产品竞

争ꎬ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的生鲜农产品业务ꎬ逐步开始寻求与跨行业企业的合作ꎬ推进生

鲜农产品产业链的延伸ꎮ相应地ꎬ服务差异化逐渐成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增值点ꎬ供应链成员开始注重

消费者的服务需求ꎬ以多样化的生活性服务实现生鲜农产品增值ꎬ进而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ꎮ

(三) 供应链绩效来自于产品与增值性服务的融合

当前ꎬ我国生鲜农产品市场仍然以传统市场(线下销售)为主ꎬ生鲜市场规模近万亿元ꎬ而生鲜电商渗

透率较低ꎮ不过ꎬ自２００５年我国出现第一家生鲜电商以来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ꎬ在２０１５年交易规模已达４９７. １
亿元ꎬ预计２０１７年交易规模将突破１０００亿元ꎬ渗透率达７％ ①ꎮ虽然相对于整个生鲜农产品市场ꎬ生鲜电商的

规模较小ꎬ不过其市场潜力巨大、发展迅猛ꎬ生鲜电商将带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其他成员进入加速发展期ꎮ
此外ꎬ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逐渐向产品与增值性服务融合的方向发展ꎬ衍生出多种新型服务ꎬ为传统生鲜农

产品市场注入新的活力ꎬ提升原有以产品销售为主的市场绩效ꎮ

三、 “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内涵

针对生鲜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转变与升级的现实问题ꎬ基于“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发

展趋势ꎬ本文提出“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ｆｒｅ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ꎬ简称 ＦＳＣ)的产品

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以下简称“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ꎬ如图１所示ꎮ在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中ꎬ生
鲜电商基于“互联网 ＋ ”平台连接 ＦＳＣ 其他关键成员(生鲜农产品提供者、生活性服务提供者、生鲜消费者

等)ꎬ打造产品资源与服务资源的集成网络ꎬ为生鲜消费者了解、获取资源提供便利ꎬ然后通过开展以需求

为导向的产品服务融合来满足生鲜消费者需求ꎬ最终实现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持续盈利ꎮ

图 １　 “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

８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７ 年

①艾瑞咨询. ２０１６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研究报告简版[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６－３０)[２０１６－０９－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 ｃ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６０９. ｈｔｍｌ.



(一) 基于“互联网 ＋ ”平台打造产品资源与服务资源的集成网络

“互联网 ＋ ”平台作为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ꎬ其定位已从传统的“销售平台”向“资源平

台”转向ꎮ生鲜电商作为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中的核心成员ꎬ建立具信息共享、资源集成与在线匹配等

功能的“互联网 ＋ ”平台ꎬ协同生鲜农产品提供者、生活性服务提供者等供应链成员以打造产品资源与服

务资源的集成网络ꎮ而集成网络作为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核心资源ꎬ不仅为生鲜消费者便捷了解、
获取资源提供有效途径ꎬ还为后续开展产品服务融合奠定了基础ꎮ在此过程中ꎬ生鲜电商依据平台定位、用
户需求等匹配生鲜农产品提供者、生活性服务提供者ꎬ快速组建供应链ꎬ基于“互联网 ＋ ”实现供应链成员

间的开放性协作ꎬ促进客户、渠道、品牌等资源的共享ꎬ形成互动、共赢的供应链关系结构ꎬ为构建资源集成

网络创造条件ꎮ此外ꎬ生鲜电商协同供应链成员持续输出产品资源与服务资源ꎬ借助“互联网 ＋ ”整合多渠

道资源以打造平台生态与集成网络ꎬ推出美食菜谱、养生套餐、生鲜社群、本地化烹饪与产地体验等项目ꎬ
同时连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拓宽网络辐射范围ꎬ有助于生鲜消费者快捷了解、获取产品与服务资源ꎮ

(二) 以需求为导向开展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相互融合

生鲜消费者的消费理念由单一的产品消费诉求转变为多元的产品与服务消费诉求ꎮ伴随着生鲜消费

者在“互联网 ＋ ”平台的交互愈发活跃ꎬ平台记录、积累并分析愈多的消费者行为大数据ꎬ有助于实现对产

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中消费者的数字化管理ꎮ此外ꎬ在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中ꎬ生鲜电商具有显著的数

据 /信息优势ꎬ能够依据互联网技术从产品、服务两个维度深度挖掘与分析消费者需求ꎬ进而匹配最合适的

生鲜农产品提供者、生活性服务提供者等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产品服务融合ꎮ针对商业模式中以消费者产

品需求为导向的产品服务融合ꎬ生鲜电商首先是匹配合适的生鲜农产品提供者为消费者进行“量身打

造”ꎬ共同协助生鲜消费者购买符合自身个性化需求的产品ꎬ旨在实现生鲜农产品的可定制化(营养套餐、
家庭配餐、食材搭配等)ꎬ然后通过主干冷链物流、末端生活性服务(储物柜暂存、送货到家等)ꎬ以新鲜、优
质的生鲜农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ꎬ创造出高于单一生鲜农产品的价值ꎮ针对商业模式中以消费者服务需求

为导向的产品服务融合ꎬ生鲜电商首先是匹配合适的生活性服务提供者进行“场景构建”ꎬ从消费者体验

视角打造与生鲜农产品关联的服务项目(生态旅游、厨师到家等)ꎬ构建符合生鲜消费者需求的消费场景ꎬ
激发并促进生鲜消费者进行体验式消费ꎬ进而带动生鲜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的场景消费ꎮ

(三) 提供产品服务融合以实现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持续盈利

“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盈利模式发生转变ꎬ区别于传统以“产品销售”为核心的盈利

模式ꎬ该商业模式是通过产品服务融合创造的价值溢价来实现持续盈利ꎮ伴随着生鲜消费者需求的满足与

价值的提升ꎬ生鲜电商以持续性的顾客参与型营销来增强生鲜消费者粘性ꎬ引导其从“即兴消费”转变为

“持续消费”ꎬ在其消费过程中持续提供合适的增值性产品服务融合ꎬ在有效提升生鲜消费者感知价值的

同时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成员带来更多盈利ꎮ在此过程中ꎬ生鲜电商基于“互联网 ＋ ”平台可获取生鲜消

费者购买、消费全过程的数据信息ꎬ及时有效地洞察、解决消费者进行产品购买与服务消费的反馈问题ꎬ进
而提升生鲜消费者的满意度与感知价值ꎬ有效促进消费者的持续消费ꎮ此外ꎬ生鲜电商开展对生鲜消费者

的粘性管理ꎬ利用互联网技术有效记录、识别与分析生鲜消费者生活方式ꎬ进而推出更具特色的服务项目ꎬ
引导生鲜消费者持续性地参与和交互ꎬ在此基础上向消费者提供更具价值的产品与服务ꎬ以生鲜消费者的

长期性、周期性与持续性的联动消费实现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持续盈利ꎮ

四、 “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

融合商业模式的表现形式

　 　 “互联网 ＋ ”环境下ꎬ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主要以“产品服务融合”为核心进行

商业模式革新ꎮ然而ꎬ供应链中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融合形式具差异化ꎬ导致该商业模式最终提供

的产品服务融合也具差异化ꎮ基于此ꎬ分析总结出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两种表现形式ꎬ分别是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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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提供增值服务、以服务体验拉动产品消费ꎮ

(一) 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依托产品提供增值服务的表现形式

依托产品提供增值服务作为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ꎬ主要围绕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

的既定需要ꎬ将相关的生活性服务融入其中ꎬ满足生鲜消费者的多样化和高层次需求ꎮ该产品服务融合商

业模式以相对固定的生鲜农产品需求为核心ꎬ拓展关联的生活性服务需求以寻求更多的消费点与盈利点ꎬ
进而借助增值性服务提升生鲜消费者的感知价值ꎮ

１. 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依托产品提供增值服务的关键流程ꎮ第一ꎬ依托产品融合衍生服务以拓展生

鲜农产品市场ꎮ生鲜农产品是消费者的日常必需品ꎬ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的短期需求具随机性ꎬ长期而言

则相对固定且具周期性ꎮ生鲜电商作为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核心成员ꎬ应思考如何扩大生鲜农产品市

场的需求ꎬ拓展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盈利范围与利润空间ꎮ因此ꎬ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主要是

以生鲜农产品为载体ꎬ依托产品提供与产品关联的衍生生活性服务ꎬ为传统生鲜农产品市场寻求新的需求

源ꎮ在此过程中ꎬ生鲜电商首先选择优质的生鲜农产品提供者、生活性服务提供者等入驻平台ꎬ协同开展内

容营销ꎬ输出产品 /服务资源ꎬ引流更多消费者访问平台和购买ꎮ其次ꎬ生鲜电商以“互联网 ＋ ”平台为接口ꎬ连
接微博、微信与直播等社交媒体以构建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多渠道社交网络ꎬ实现与生鲜消费者的双向

互动ꎬ同时协同供应链成员持续输出生鲜菜谱、营养搭配、养生信息等内容服务ꎬ刺激消费者自发分享与再传

播ꎬ进而基于聚合效应逐步扩张生鲜农产品市场的消费者群体ꎬ并激发消费者显现出社交、养生、健康等多层

次需求ꎮ总体而言ꎬ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主导生活性服务渗透至生鲜消费者的生活ꎬ逐步积累庞大的潜

在消费群体ꎬ寻求更多的消费需求点ꎬ为后续提供增值性生鲜农产品与创造更多商业价值奠定基础ꎮ
第二ꎬ以生鲜农产品及其增值性服务组合满足生鲜消费者的需求ꎮ依赖于生鲜消费者在平台交互中建

立的紧密联系ꎬ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面向的消费者逐步从“潜在消费者”向“目标消费者”转向ꎬ进而

有助于供应链成员开展精准推荐与精准销售ꎬ抓住消费者心理与购买特征ꎬ以生鲜农产品及其增值性服务

组合满足生鲜消费者的多样化和高层次需求ꎮ在此过程中ꎬ依据生鲜消费者在“互联网 ＋ ”平台交互过程

中产生并累积的消费行为数据ꎬ生鲜电商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ＬＢＳ 等)对其消费偏好、个体

特征等进行挖掘与分析ꎬ搭配相关生鲜食材形成多层次菜谱体系ꎬ推送给生鲜消费者以匹配其个性化需

求ꎮ此外ꎬ结合生鲜消费者的地理位置、消费情况等多维度信息ꎬ准确判断其消费场景ꎬ进而匹配合适的供

应链成员开展产品与服务的深度融合ꎬ根据生鲜消费者的个性化订单实现生鲜农产品的私人定制ꎬ最终以

增值性生鲜农产品满足生鲜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ꎮ总体而言ꎬ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主导生活性服务渗

透至生鲜农产品供应链ꎬ促进生鲜农产品在各个环节的持续增值ꎬ以消费者参与的全程渗透提升顾客感知

价值ꎬ进而形成周期性、长期性的消费ꎬ并且实现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成员的利润增长ꎮ
２. 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依托产品提供增值服务的典型案例ꎮ第一ꎬ依托产品提供养生服务的典型案

例ꎮ“豆果美食”是一家提供菜谱查询、生活资讯的美食 ＡＰＰꎮ它以生鲜消费者的品质化需求为切入点ꎬ通
过融合关联消费者健康、营养等的养生服务给生鲜消费者带来品质化的消费ꎮ“豆果美食”定位为“发现、分享

与交流美食的食谱类美食互动社区”ꎬ协同生鲜农产品供应商、生活性服务提供者以依托产品提供养生服务

的表现形式实现产品服务融合ꎮ一方面ꎬ“豆果美食”选择优秀的美食达人、养生专家等入驻平台ꎬ持续生产并

输出生鲜咨询、养生教学、营养生活等内容服务ꎬ打造菜谱体系、美食课堂、烹饪体验馆等以引流消费者参与

互动与体验ꎬ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的深度交互ꎻ另一方面ꎬ“豆果美食”匹配供应链成员为消费者提供生鲜农产

品养生定制服务ꎬ协助其选购并定制符合其体质、偏好等方面的生鲜农产品ꎬ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ꎮ
第二ꎬ依托产品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典型案例ꎮ“原始烧烤”是一家采用 Ｏ２Ｏ(Ｏｎｌｉｎｅ ｔｏ Ｏｆｆｌｉｎｅ)营销方式

的淘宝店ꎮ它以生鲜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为切入点ꎬ通过融合一站式服务以“解决方案”形式实现生鲜消

费者的消费ꎮ“原始烧烤”定位为“户外烧烤服务的一站式购物网店”ꎬ集成与烧烤关联的产品、服务ꎬ为消

费者的烧烤消费带来更多便利ꎮ为实现消费者的烧烤消费ꎬ“原始烧烤”协同生鲜农产品提供商、烧烤供应

商、设备供应商等以依托烧烤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表现形式实现产品服务融合ꎮ一方面ꎬ“原始烧烤”以“休
闲、绿色、健康”作为烧烤新理念ꎬ以“ＢＢＱ 社交”为主题ꎬ与供应链成员合作推出个性化的烧烤套餐服务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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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原始烧烤”以烧烤半成品销售为业务核心ꎬ推出与烧烤关联的服务ꎬ如场地预定、烧烤师代烤、
炉具租赁等ꎬ为生鲜消费者进行自助烧烤提供解决方案ꎮ

(二) 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以服务体验拉动产品消费的表现形式

以服务体验拉动产品消费作为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表现形式之一ꎬ主要围绕消费者对与生鲜农

产品关联的生活性服务的消费需要ꎬ以服务体验拉动生鲜农产品的消费ꎬ满足生鲜消费者的体验式和场景

化需求ꎮ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以体验式的生活性服务为核心ꎬ引领并改变生鲜消费者的消费方式ꎬ进
而实现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联动消费ꎮ

１. 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以服务体验拉动产品消费的关键流程ꎮ第一ꎬ以生活性服务激发生鲜消费者

的体验式消费ꎮ单一的生鲜农产品消费主要满足消费者的物质性需求ꎬ而消费升级逐步促进消费者需求向

更高层次的“生活体验”转向ꎮ生鲜电商作为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核心成员ꎬ应思考如何改变生鲜农

产品的传统销售模式ꎬ为生鲜消费者带来更具价值的消费体验ꎮ因此ꎬ该产品融合商业模式的重点是通过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成员与生活性服务企业的跨界合作ꎬ协同推出具特色的服务激发生鲜消费者的体验式

消费ꎮ在此过程中ꎬ生鲜电商与供应链其他成员(品牌商、商超、农场、农庄等)建立协同合作的关系ꎬ推出

具特色性的服务体验项目ꎬ并连接“互联网 ＋ ”平台输出相关体验项目信息(文字、图片、音频等)以构建体

验意象ꎬ进而激发生鲜消费者产生线下体验的动机ꎮ此外ꎬ生鲜电商与跨产业企业实施合作ꎬ打造新型生鲜

农产品消费业态ꎬ融合生态旅游服务(果蔬采摘、野外聚餐等)打造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项目ꎬ或融合上

门服务(厨师上门等)推出新型餐饮项目ꎬ促进生鲜消费者从“产品消费”向“体验式消费”转变ꎮ总体而

言ꎬ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以生活性服务为核心竞争力ꎬ以服务消费为导向激发生鲜消费者的体验式消

费ꎬ为后续拉动生鲜农产品的消费奠定基础ꎮ
第二ꎬ以服务体验拉动产品与服务的联动消费ꎮ依赖于生鲜消费者体验式消费中获取的服务感知ꎬ产

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致力于开展持续交互的生鲜消费者粘性管理ꎬ在增强生鲜消费者感知价值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向其销售高附加值的生鲜农产品ꎬ最终实现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联动消费ꎮ在此过程中ꎬ生
鲜电商协同供应链成员打造符合生鲜消费者需求的体验场景ꎬ吸引消费者参与并延长消费时间ꎬ促使其自

发感知到产品与服务的价值ꎬ进而激发消费者在服务体验现场购买生鲜农产品ꎮ此外ꎬ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成员会引导消费者进行近距离服务体验ꎬ使其更了解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等信息ꎬ一定程度上消除生

鲜农产品的购买风险ꎬ增强其对平台、商家、生鲜农产品的信任感与粘性ꎬ促使生鲜消费者在服务体验后仍

会选择该平台购买生鲜农产品ꎮ总体而言ꎬ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主导生鲜农产品产业与生活性服务业

的产业融合ꎬ打造具娱乐、养生、健康等的多功能产业ꎬ通过提供服务体验实现生鲜消费者感知价值的提

升ꎬ促使其增强对生鲜农产品的购买意愿ꎬ进而实现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联动消费ꎮ
２. 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以服务体验拉动产品消费的典型案例ꎮ第一ꎬ以生态旅游服务拉动生鲜农产

品消费的典型案例ꎮ“沱沱工社”是一家提供有机生鲜类食品的垂直电商ꎬ旨在以生鲜消费者的原生态体

验需求为切入点ꎬ以生态旅游服务引流消费者去产地体验ꎬ进而拉动原产地及平台的生鲜农产品购买与消

费ꎮ“沱沱工社”采取“线下体验、线上销售”形式ꎬ自建“沱沱农场”向供应链上游延伸生鲜农产品产业ꎬ打
造包含生鲜农产品购买、有机餐饮、产地旅游等集一体的产业链ꎮ“沱沱工社”协同“沱沱农场”等供应链成

员以生态旅游服务拉动产品消费的表现形式实现产品服务融合ꎮ一方面协同打造生态旅游服务项目(农
耕体验、采摘游玩、亲子活动等)ꎬ并且通过“沱沱农场”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内容营销ꎬ构建生鲜

消费者体验的场景意象ꎬ激发其去“沱沱农场”体验ꎻ另一方面ꎬ“沱沱农场”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有机、休
闲与趣味性”的服务体验ꎬ通过近距离体验提升生鲜消费者的感知价值ꎬ增强其对“沱沱农场”产出的生鲜

农产品的认可与信任ꎬ进而促进消费者后期仍会选择“沱沱工社”订购生鲜农产品ꎮ
第二ꎬ以上门服务拉动生鲜农产品消费的典型案例ꎮ“爱大厨”是一家提供厨师上门烹饪的移动应用ꎬ旨

在以生鲜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为切入点ꎬ以上门服务打造生鲜消费者的定制化餐饮体验ꎬ进而拉动消费者对

生鲜农产品的消费ꎮ“爱大厨”采取“线上下单ꎬ线下消费”形式ꎬ挑选优质的厨师、营养师等入驻平台ꎬ通过与

用户间的相互交流改进与完善各式菜系与服务ꎮ“爱大厨”协同厨师、美食家与生鲜农产品供应商等以上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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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拉动产品消费的表现形式实现产品服务融合ꎮ一方面依据生鲜消费者自身菜系、口味等偏好进行食谱定

制ꎬ同时提供食材代购服务ꎬ由“爱大厨”匹配供应链成员依照订单集成餐饮食材ꎻ另一方面ꎬ依照消费者的用

餐时间等要求ꎬ“爱大厨”匹配优质厨师提供上门服务ꎬ实现餐饮消费的私人订制ꎬ满足生鲜消费者“在家吃

饭”的需求ꎬ促进消费者成为“爱大厨”ＶＩＰ 并进行周期性餐饮消费ꎬ进而也间接拉动对生鲜农产品的消费ꎮ

五、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传统企业面向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转型

“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商业模式发生革新ꎬ给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传统企业带来了冲击

与挑战ꎬ促使其在新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中做出改变ꎮ鉴于此ꎬ本文拟从生鲜农产品销售商、生鲜农产品

生产者视角出发ꎬ分析并阐述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传统企业面向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革新时应如何实施转型ꎮ

(一) 生鲜农产品销售商面向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转型

１. 基于移动互联网向电商化转型ꎮ当前ꎬ多数生鲜农产品销售商仍主要利用线下渠道销售生鲜农产

品ꎮ然而ꎬ随着“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逐步向产品服务融合方向发展ꎬ越来越多生鲜消费者形成网

购消费的习惯ꎬ为生鲜农产品产业互联网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用户基础ꎮ因此ꎬ生鲜农产品销售商

面向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革新时ꎬ首先需要借助互联网工具实施自我改造ꎬ带动生鲜农产品产业向互

联网渗透ꎬ逐步成为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核心企业ꎬ实现向电商化的转型ꎮ一方面ꎬ生鲜农产品销售

商可基于移动互联网开辟供生鲜消费者接入的多渠道ꎬ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可有效捕捉到消费者行为ꎬ有
助于更精准地向消费者提供生鲜农产品及服务ꎬ与其建立更密切的交互关系ꎮ另一方面ꎬ生鲜农产品销售

商基于“互联网 ＋ ”进行线上线下整合ꎬ凭借自身累积的线下渠道、产品与服务等资源与线上形成互补ꎬ有
效布局线下渠道ꎬ为未来打造生鲜农产品生态、资源集成网络等打好基础ꎮ总体而言ꎬ生鲜农产品销售商应

摒弃传统、固化的思维ꎬ更新互联网思维并善用互联网工具ꎬ结合自身具有的线下资源优势ꎬ打造线上与线

下渠道的高效联动ꎬ进而逐步基于移动互联网向电商化转型ꎬ为后期再进一步转型奠定基础ꎮ
２. 基于生活性服务向跨界融合转型ꎮ生鲜农产品销售商逐步向电商化转型ꎬ形成生鲜农产品的多渠道

销售格局ꎬ但仍然是以产品为核心ꎮ由于生鲜农产品的产品价值一般较低ꎬ加上具有易腐性等特征ꎬ销售商

仅通过产品销售难以创造高收益与新价值ꎮ因此ꎬ为有效应对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持续革新ꎬ生鲜农

产品销售商还需改变传统的产品销售模式ꎬ寻求与跨行业企业的合作ꎬ重视生鲜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服务需

求ꎬ拓展与生鲜农产品关联的生活性服务业务ꎬ挖掘新的利润增值点ꎬ实现向跨界融合的转型ꎮ一方面ꎬ生鲜

农产品销售商可借助互联网技术深度挖掘与分析生鲜消费者的服务需求ꎬ融入多样化的线上、线下生活性服

务ꎬ为生鲜消费者带来区别于传统生鲜农产品销售的消费体验ꎮ另一方面ꎬ生鲜农产品销售商应积极寻求与

互联网企业、生活性服务企业等的跨界合作ꎬ共享多方的渠道、用户、品牌、服务等资源ꎬ创新生鲜农产品发展

业态ꎬ覆盖多行业消费群体ꎬ最终形成行业交叉、优势互补的共赢格局ꎮ总体而言ꎬ生鲜农产品销售商不应局

限于“产品提供商”ꎬ而应定位为“产品服务集成商”ꎬ主动与跨行业优质企业建立合作关系ꎬ致力于打造满足

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消费场景ꎬ实现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相互融合与持续创新ꎬ基于生活性服务扩张

原有的生鲜农产品市场ꎬ进而实现向跨界融合的转型ꎮ

(二) 生鲜农产品生产者面向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转型

１. 基于产地直销向品牌化转型ꎮ当前ꎬ多数生鲜农产品生产者主要涉及生鲜农产品种植、产出等业务ꎬ
然后经下游中间商将生鲜农产品流通至市场ꎮ然而ꎬ由于传统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通常较长ꎬ生鲜农产品流

通过程中的损耗率居高不下ꎬ其生产、质量与安全等信息无法有效传递至消费端ꎬ致使生鲜消费者的购买

存在风险ꎬ这给生鲜农产品生产者在面向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转型中带来障碍ꎮ因此ꎬ生鲜农产品生

产者首先应瞄准定位高品质与高价值ꎬ并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生鲜农产品的产地直销ꎬ解决生鲜农产品低

效流通的问题ꎬ然后高效、高质地满足生鲜消费者的需求ꎬ进而逐步塑造生鲜农产品品牌ꎬ实现向品牌化的

转型ꎮ一方面ꎬ生鲜农产品生产者建立与生鲜消费者直接对接的交互渠道ꎬ大幅缩短供需之间的距离ꎬ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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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采摘ꎬ经全程冷链将高品质的生鲜农产品送达消费者ꎮ另一方面ꎬ生鲜农产品生产者可通过故事营销、情感

营销等塑造产地与生鲜农产品形象ꎬ连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扩大营销宣传范围ꎬ提升生鲜农产品的知名

度ꎬ逐渐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品质、绿色、有机”等认知ꎬ进而借助消费者口碑效应逐步塑造生鲜农产品品牌ꎮ
总体而言ꎬ生鲜农产品生产者应首要保证生鲜农产品的品质ꎬ采取产地直销的形式从生产与流通两方面加强

对生鲜农产品质量的把控ꎬ同时与优质的营销平台进行合作ꎬ逐步塑造出该生鲜农产品独特的标识或属性ꎬ
提升生鲜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ꎬ进而逐步基于产地直销向品牌化转型ꎬ为后期再进一步转型奠定基础ꎮ

２. 基于消费者体验向生态化转型ꎮ随着生鲜农产品生产者逐步形成品牌化经营ꎬ其产地具有的价值与

优势则愈发重要ꎮ此外ꎬ随着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持续革新ꎬ生鲜消费者的消费理念持续升级ꎬ消费者

更加重视生鲜农产品的消费体验ꎮ因此ꎬ生鲜农产品生产者需进一步发挥其产地优势ꎬ将定位从“生鲜农

产品提供”向“生活体验服务提供”转向ꎬ从消费者体验视角拓展业务ꎬ积极实践产业融合ꎬ实现向生态化

的转型ꎮ一方面ꎬ生鲜农产品生产者应有效利用自身的产地资源ꎬ拓展供生鲜消费者体验的服务项目(果蔬

采摘、乡村旅游等)ꎬ为生鲜消费者踏青、周末游、种植体验等娱乐性消费提供途径ꎬ重视消费者的近距离体验

与感知ꎬ创造更多层次的价值ꎮ另一方面ꎬ生鲜农产品生产者应选择生态化的技术路线ꎬ生产绿色、有机农产

品ꎬ同时需要注重产业融合问题ꎬ结合旅游观光、文化创意等ꎬ增强生鲜农产品的内涵与价值ꎬ促进多个交叉

产业的价值创造ꎬ推进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生态产业发展ꎮ总体而言ꎬ生鲜农产品生产者关注的核心应从

“产品价值”提升至“产业价值”ꎬ深度挖掘、开发自身具有的产地资源ꎬ同时可以考虑与跨行业企业展开合作ꎬ
协同推出以消费者体验为导向的服务项目ꎬ实现生鲜农产品产业的多元化创新与发展ꎬ充分发挥产地优势并

激发更多的产业价值ꎬ进而实现向更高层次的生态化转型ꎮ

六、 结论与启示

“互联网 ＋ ”环境下ꎬ服务经济、体验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高速发展与迭代创新的典型商业形态ꎬ与消

费者逐渐升级的消费理念以及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相契合ꎬ可有效满足消费者的产品与服务双诉求ꎬ成为

推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向产品服务融合方向发展与革新的重要驱动ꎮ本文以此为切入点ꎬ提出了“互联网 ＋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ꎬ重点分析了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两种表现形式ꎬ进而提

出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传统企业面向该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转型思路ꎮ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以消费

者需求为导向开展生鲜农产品与生活性服务的差异化融合ꎬ进而拉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持续运作ꎬ一方面

有助于颠覆传统的以产品为主导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ꎬ提升生鲜农产品流通中的附加价值ꎻ另一方面ꎬ有助

于推动我国生鲜农产品行业跨界以及与生活性服务业的融合ꎬ进而创造更多的生鲜农产品产业价值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ꎬ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以生鲜农产品行业为视角:保持政府对“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行业问题的持续关注ꎬ大力推进生鲜

农产品行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产业融合ꎮ首先ꎬ持续贯彻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的“推进‘互联网 ＋ ’现
代农业行动”ꎬ加强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在生鲜农产品行业的应用ꎬ使生鲜农产品的流通更为可

视化与可溯化ꎬ生鲜农产品的消费更为场景化ꎬ生鲜消费者的管理更为数据化ꎬ进而持续推进生鲜农产品

产业互联网化ꎬ促进“互联网 ＋ ”环境下生鲜农产品行业的发展与创新ꎮ其次ꎬ贯彻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倡

导的“壮大新产业新业态ꎬ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ꎬ扶持区域性特色农业以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ꎬ鼓励大

力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ꎬ持续推进生鲜农产品行业与生活性服务业的深度融

合ꎬ为生鲜农产品行业的发展培养新动能ꎮ
以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为视角:持续贯彻自２０１２年起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交

易方式”ꎮ首先ꎬ应鼓励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各成员加强自身信息系统的建设ꎬ实现成员之间的高效对接与双向

互动ꎬ进而巩固与提升彼此合作关系ꎮ其次ꎬ建议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各成员之间的合作不要局限于生鲜农产

品行业内部ꎬ鼓励成员们基于“互联网 ＋ ”建立并巩固与跨行业企业的连接与合作ꎬ协同推进产品经济、服务

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等的深度融合与联动发展ꎮ此外ꎬ针对作为生鲜农产品行业现实难题的冷链物流问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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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倡导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各成员更新“共享经济”思维ꎬ引导供应链各成员协同共建冷链基础设施且实

施资源共享ꎬ进而促进现代化生鲜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构建ꎬ为打破生鲜农产品行业的物流瓶颈提供可能ꎮ
以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龙头企业为视角:急需政府加强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企业的扶持ꎬ尤其是对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龙头企业的培育ꎮ随着“互联网 ＋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产品服务融合商业模式的发展与革

新ꎬ一方面给生鲜农产品行业带来挑战ꎬ生鲜农产品行业会面临洗牌ꎬ部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企业将面临

淘汰的局面ꎬ另一方面也给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企业的转型与革新带来了契机ꎮ因此ꎬ政府可以从税收政策、
金融支持、科技技术与农产品服务体系等方面为一些优质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企业提供支持ꎬ引导并协助

这些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企业转型ꎬ再结合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举措培育具竞争力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龙

头企业ꎬ树立生鲜农产品行业标杆企业形象ꎬ良性引导且带动其他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企业的发展与同步转

型ꎬ进而推动整个生鲜农产品行业的良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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