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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效用模型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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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生鲜电商食品安全问题"基于现有的监管体

系"构造了由生鲜电商供应商!生鲜电商平台!政府监管

机构以及消费者四方共同组成的生鲜电商食品质量安全

监管仿真模型"评价了生鲜电商供应商的质量偏好及投

入策略"探究了政府及平台监管政策对生鲜电商食品质

量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对平台进行抽检比直接

对供应商抽检更加有效"提高对生鲜电商平台的抽检占

比更有助于提高生鲜电商产品的安全水平"若提高惩罚

力度"提高平台对供应商的惩罚力度相比提高政府的惩

罚力度更为有效#

关键词!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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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不断普及%

生鲜电商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原因主要有"生鲜产品种类

繁多%保存条件不一%保存时间较短%质量易发生变化$生

鲜电商运营过程各主体信息不对称$生鲜电商食品安全

监管不到位&

!"%2

年
%"

月
%

日起施行的0网络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查处办法1%从规定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及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等角色的网络食品安全义务+划分

各级监管部门监管职责+明确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方

面%对网络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等&

在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研究上缺乏相应的

理论支持&汪旭晖等)

%

*发现信息共享与/锁定效应-有利

于确保生鲜电商食品安全&吴志坚等)

!

*提出地方政府应

充分发挥能力优势%为电商平台的运营提供政策及措施

保障&葛继红等)

'

*认为
N!N

模式具有配送及时和消费

体验完善的优势&此外%邵腾伟等)

&

*认为生鲜食品采取

众筹预售与众包生产联合决策的销售模式有助于扩大生

鲜食品的网购需求%保障食品安全%提高产业链收益&

5̂<

8

等)

*

*对比了线上和线下生鲜产品的运营模式%从消

费者行为的影响因素方面对生鲜电商的运营模式提出了

建议&

TECCI

等)

2Y$

*认为%政府应积极作为%对生鲜食品

供应链各环节实行严格监管%针对食品安全的关键控制

点还需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方能有效保障生鲜食品的

质量安全&然而%政府能力有限%难以对分散的农户进行

标准化的控制管理%受限于监管成本%难以对农户行为进

行严格细致的监管)

1Y%'

*

&康智勇等)

%&

*从监管和监督两

大体系出发%构建了网购食品安全协同治理体系%强调了

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网购食品安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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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在微观层次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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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进而推出由微观

个体形成的宏观效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

)

8

@<D

可在一定环境中自主发挥作用%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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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仿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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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贴合现实情况&

VEEF6

等)

%*

*使用基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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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

进行电动汽车的区域市场渗透预测%并发现政府补贴在

电动汽车市场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杨浩雄等)

%2

*运用

)

8

@<D

建模方法%对交通拥堵收费政策影响下有私家车的

群体出行行为进行了建模%并以北京市为例%对模型展开

了实证分析&

综上%以往研究主要针对生鲜电商运营模式+供应链

协调等问题&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中%其主要针对某一

主体进行研究%并没有考虑所有主体%同时对监管政策与

监管效果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并没有进行定量分析&

文章拟构建生鲜电商食品安全模型%以检查力度与产品

合格率为相关评估系数%考虑整个体系所有主体%运用仿

真技术定量分析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效用%为生

鲜电商质量安全监管领域中新的探索和尝试提供依据&

%

!

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与传统的食品供应链相比%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食品

供应链由电商平台取代了原有经销商的角色%由生鲜电

商食品供应商+生鲜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构成一个三

级的生鲜食品供应链&市场的调节有时并不是最有效率

的%政府作为最重要的主体%其监管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

缺陷&现阶段政府部门对生鲜电商的监管手段主要分为

两种"针对生鲜产品供应商及平台的事前监管与对产品

的抽检&除对平台自身进行运营维护外%生鲜电商平台

还需对入网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与管理%并对生

鲜食品供应商选择+运输仓储配送环节的质量安全+售后

服务等方面提供保障$消费者位于生鲜电商产品供应链

的末端%是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直接受害者%也是生鲜电

商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中主要的参与主体%消费者主

要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参与食品质量安全监管&

!

!

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效用仿真模型
构建

!!

研究的仿真模型!图
%

#将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中

的
&

个主要主体/生鲜产品供应商-/政府监管部门-/生

鲜电商平台-及/消费者-抽象表示为独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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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各种参数及辅助变量反映如政府抽检+平台抽检+消费者

图
%

!

生鲜电商食品市场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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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等实际情况&

!?%

!

模型假设

从生鲜食品供应商+政府监管部门+生鲜电商平台及

消费者的个体属性+行为特征出发%通过建模仿真%分析

生鲜产品供应商的安全投入策略和政府及电商平台的监

管政策决策下%供应商及消费者的个体属性+行为变化%

探究掌握政府及平台的监管策略对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

管的影响&基于此%模型作如下假设"

!

%

#模型中所有主体都是有限理性%在一定资源和条

件的约束下作出决策&

!

!

#模型中每个供应商供应的生鲜均为同一品类%且

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线上购买无法在购买前鉴别产品

质量&

!

'

#为简化模型%假设每个供应商供应的生鲜产品数

量相同%每个消费者购买的生鲜产品数量相等且均来自

于同一供应商&

!

&

#供应商供给生鲜产品的合格率存在不确定性%在

一定范围内服从正态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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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模型主体

!?!?%

!

供应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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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供应商
)

8

@<D

可进行
'

种决策%分

别是降低质量投入成本!

WcU

#+提高质量投入成本!

UcU

#

和维持现有质量投入成本!

QcU

#&模型中%生鲜电商供

应商根据收益情况决定其质量投入%质量投入改变会影

响供应商产品合格率&假设供应商产品质量偏好参数为

#

%若供应商为质量偏好型供应商!

c[+

#%则其
#+

%

$若供

应商为产品偏好型供应商!

S[+

#%则其
#%

%

&另设定供

应商的上期生鲜产品质量安全投入为
@

'Y%

%上期供应商

收益为
K

'Y%

%上期供应商供给产品合格率为
=

'Y%

%质量水

平随机数为
!

%当期生鲜产品质量安全通入为
@

'

%当期供

应商供给产品合格率为
=

'

&其中
!

为
"P

"

%"P

的随机

数%

"

为服从均值为槡
,

%方差为
F

的正态分布的随机数&

设置供应商
)

8

@<D

的状态转变的触发类型及目标状态行

为见表
%

&

!?!?!

!

平台
)

8

@<D

!

平台
)

8

@<D

可进行两种决策%分别是

提高抽检比例!

U+W

#和降低抽检比例!

W+W

#&模型中%政

府根据市场生鲜产品的安全情况决定其抽检比例%设定

上期平台受政府罚款额为
?

'Y%

KE

%上期消费者赔偿额为

?

'Y%

K

A

%上期平台抽检投入为
I

'Y%

K

%上期平台抽检比例为

;

'Y%

K

%当期平台抽检投入为
I

'

K

%当期平台抽检比例为
;

'

K

%

'

为平台抽检投入变化随机数%其中
'

为
"P

"

%"P

的随机

数%设置平台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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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转变的触发类型及目标状态

行为见表
!

&

!?!?'

!

政府
)

8

@<D

!

政府
)

8

@<D

可进行两种决策%分别是

提高抽检比例和降低抽检比例&模型中%政府根据市场

生鲜产品的安全情况决定其抽检比例%设定上期政府惩

%&

"

\E7?'#

"

VE?!

杨浩雄等!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效用模型仿真



罚总额为
?

'Y%

E

%上期政府监管成本为
I

'Y%

E

%上期政府抽

检比例为
;

'Y%

E

%当期政府抽检成本为
I

'

E

%当期平台抽检

比例为
;

'

E

%政府抽检决策系数
X

%

(

为平台抽检投入变化

随机数%其中
(

为
"P

"

%"P

的随机数%设置政府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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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转变的触发类型及目标状态行为见表
'

&

!?!?&

!

消费者
)

8

@<D

!

消费者
)

8

@<D

在初始是生鲜电商

平台的潜在消费者%在口碑和平台宣传的作用下在平台

购买生鲜食品成为平台的消费者&在买到合格产品后%

还会在此平台继续购买%若买到不合格产品会有
'

种选

择"向电商平台投诉+向政府监管部门投诉或忍气吞声%

消费者优先选择平台投诉%反馈无果后向政府投诉%若消

费者选择忍气吞声或最后由政府出面解决%则消费者此

后一段时间内将可能不会在此平台继续购买产品&

'

!

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模型仿真分析
'?%

!

某生鲜产品平台食品安全监管情况

'?%?%

!

平台简介
!

某生鲜电商平台是由某世界
*""

强企

业于
!""1

年投资创办的食品类
(!S

电子商务网站&平

台的主要客户群体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白领人群及中产

消费人群%这类群体的生活节奏快%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

少%但是在购买过程中更注重产品的安全&该平台对于

生鲜食品的食品安全方面十分重视%每年均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保障生鲜食品安全%尤其在企业自检方面&

'?%?!

!

北京市生鲜食品安全监管情况
!

选取生鲜电商发

展较为成熟的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北京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公布的财政预算信息%

!"%$

年北京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用于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的经费为
%#%"%

万

元%相比
!"%#

年的
!""$1

万元减少了
%&?$#P

&根据北

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

年发布的
#!

期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信息公告统计显示%

!"%$

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共组织抽检食品
'%&2#

批次%检出不合格产品
!'!

批

次%合格率达
11?!2P

%其中共监测生鲜农产品
%#"$$

批

次%检出不合格产品
%!'

批次%合格率为
11?!$P

&

'?!

!

仿真初始值设定

参考对北京市某知名生鲜电商平台及其生鲜产品供

应商的调研结果和北京市商委+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政府监管部门的实际走访调查情况%本着遵循生鲜电

商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情况的原则%对数据进行了设定及

适当的缩放调整&另有部分数据由于相关统计不全面或

涉及商业机密%存在短缺%根据市场信息并参考相关文献

表
%

!

供应商
)

8

@<D

的转变触发类型及目标状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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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参量 触发类型 目标状态 判断条件 目标状态行为

质量投入决策 条件
U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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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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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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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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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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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质量投入决策 条件
WcU

#%

%

,

@

'Y%

+#

`

K

'Y%

@

'

]@

'Y%

`

!

%Y

!

#

=

'

]=

'Y%

`

!

%Y

"

#

质量投入决策 条件
QcU

!

#+

%

,

@

'Y%

+#

`

K

'Y%

#

-

!

#%

%

,

@

'Y%

%#

`

K

'Y%

#

@

'

]@

'Y%

=

'

]=

'Y%

`

!

%_槡
!

Y

"

#

表
!

!

平台
)

8

@<D

的转变触发类型及目标状态行为

B5C7@!

!

[75DKEF4)

8

@<DqIDF5<I6D6E<DF6

88

@FD

GJ

@5<AD5F

8

@DID5D@C@;5H6EF

转变参量 触发类型 目标状态 判断条件 目标状态行为

平台抽检决策 条件
U+W ?

'Y%

KE

_?

'Y%

K

A

+

I

'Y%

K

I

'

K

]I

'Y%

K

`

!

%_

'

#

;

'

K

];

'Y%

K

`

!

%_

'

#

平台抽检决策 条件
W+W ?

'Y%

KE

_?

'Y%

K

A

%

I

'Y%

K

I

'

K

]I

'Y%

K

`

!

%Y

'

#

;

'

K

];

'Y%

K

`

!

%Y

'

#

表
'

!

政府
)

8

@<D

的转变触发类型及目标状态行为

B5C7@'

!

B

GJ

@IEK

8

EH@F<4@<D5

8

@<DDF6

88

@FI5<AD5F

8

@DID5D@C@;5H6EFI

转变参量 触发类型 目标状态 判断条件 目标状态行为

政府抽检决策 条件
U+W

?

'Y%

E

I

'Y%

E

+

X

I

'

E

]I

'Y%

E

`

!

%_

(

#

;

'

E

];

'Y%

E

`

!

%_

(

#

政府抽检决策 条件
W+W

?

'Y%

E

I

'Y%

E

%

X

I

'

E

]I

'Y%

E

`

!

%Y

(

#

;

'

E

];

'Y%

E

`

!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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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合理估计%从而综合得出试验初始数据&

假定仿真试验运行
%""

期%/生鲜产品供应商-及/消

费者-的
)

8

@<D

数量分别为
%""

%

%""""

%而/政府监管部

门-/生鲜电商平台-的数量均为
%

&根据对某生鲜电商平

台的供应商及对北京市政府监管部门及该平台对供应商

抽检与处罚过程的调研结果%对各
)

8

@<D

进行参数变量

设置%见表
&

"

2

&

!!

通过参考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某生鲜电商平

台的调研结果及爬虫抓取的消费者评价信息%以及新0食

品安全法1等相关法律对消费者
)

8

@<D

参数进行设置%见

表
#

&

'?'

!

)

8

@<D

模型仿真

!!

对
&

个
)

8

@<D

进行集成%通过
)<

G

7E

8

6=

输出仿真运

表
&

!

供应商
)

8

@<D

参数设置

B5C7@&

!

+@DD6<

8

EKI>

JJ

76@F)

8

@<D

J

5F54@D@F

名称 类型 初始值

批发量 参数
%"""

!

单位产品生产成本 参数
$

单位产品批发价 参数
%"

政府抽检比例 变量
"?"%

政府惩罚系数 参数
%"""

平台对供应商抽检比例 变量
"?"*

平台惩罚系数 参数
$""

政府对供应商抽检占比 参数
"?*

质量水平随机数 变量
"?%

供应商质量投入金额 变量
%"""

合格率 变量
"?1$

质量水平正态分布随机数方差 变量
"?"!

表
*

!

平台
)

8

@<D

参数设置

B5C7@*

!

+@DD6<

8

EK

J

75DKEF4)

8

@<D

J

5F54@D@F

名称 类型 初始值

产品单位成本
!

参数
%*

产品零售价格
!

参数
%2

政府惩罚系数
!

参数
%"""

平均合格率
!!

变量
"?1$

平台抽检比例
!

变量
"?"*

平台抽检随机数 变量
"?%

表
2

!

政府
)

8

@<D

参数设置

B5C7@2

!

[5F54@D@FI@DD6<

8

EK

8

EH@F<4@<D)

8

@<D

名称 类型 含义

政府抽检比例
!!

变量
"?"%

政府抽检随机数
!

参数
"?%

政府抽检成本系数 参数
*

政府监管决策系数 参数
!

行数据并绘制时间折线图+百分比面积图对各
)

8

@<D

的

状态进行统计分析&在保证结果一致的情况下%为使研

究结果表现更直观%以产品不合格率表示生鲜产品安全

情况&

'?'?%

!

供应商
)

8

@<D

状态统计
!

由图
!

可知%

c[+

和

S[+

供应生鲜产品的不合格率变化趋势与总体不合格率

变化趋势类似%在经历模型运行初期的快速下降后均逐

渐趋于平稳&

c[+

产品不合格率显著低于
S[+

的%符合

现实情况对其认知&

'?'?!

!

平台
)

8

@<D

状态统计
!

由图
'

可知%平台
)

8

@<D

抽检比例的变化较为剧烈%在模型运行初期处于波动状

态%随后逐渐上升%而后呈逐渐下降趋势%并且最终远低

表
#

!

消费者
)

8

@<D

参数设置

B5C7@#

!

[5F54@D@FI@DD6<

8

IEK=E<I>4@F)

8

@<D

名称 类型 含义

平均合格率
!!!

变量
"?1$

消费者平台投诉率 参数
"?1"

购买量
!!!!!

参数
%"

购买价格
!!!!

参数
%2

平台处理率
!!!

参数
"?1$

政府处理率
!!!

参数
"?1*

平台赔偿倍数
!!

参数
%

政府要求赔偿倍数 参数
%"

图
!

!

不同质量偏好的供应商
)

8

@<D

供应生鲜产品的

不合格率

.6

8

>F@!

!

d<

f

>576K6@AF5D@EKKF@I;

J

FEA>=DII>

JJ

76@AC

G

I>

JJ

76@F5

8

@<DI96D;A6KK@F@<D

f

>576D

GJ

F@K@F/

@<=@I

图
'

!

平台
)

8

@<D

抽检比例

.6

8

>F@'

!

+54

J

76<

8

6<I

J

@=D6E<

J

FE

J

EFD6E<EK

J

75DKEF4)

8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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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初始抽检比例水平&结合图
!

可以推断%初始情况产

品合格率较低%政府不断提高抽检比例令供应商罚款增

加%使得供应商不断提高质量投入以提高产品合格率&

产品合格率提升至一定水平后%政府监管部门无需维持

较高的抽检投入%政府抽检比例便逐渐下降并逐渐恢复

稳定&

'?'?'

!

政府
)

8

@<D

状态统计
!

由图
&

可知%政府
)

8

@<D

的

抽检比例变化幅度较大%仿真模型运行初期%政府抽检比

例显著提升%之后又迅速波动下降直至模型结束时%政府

抽检比例水平返回至初始值左右&与图
'

对比可知%政府

抽检比例变化落后于平台抽检比例且下降幅度更小&

'?'?&

!

消费者
)

8

@<D

状态统计
!

由图
*

+

2

可知%购买到

合格生鲜产品的消费者始终占据
12P

以上的比例&模型

运行初期%消费者购买状态比例和消费者受到赔偿总额

的变化幅度较为剧烈%随着模型的运行%购买合格产品的

消费者比例不断增加%平台给予消费者的赔偿总额也因

此不断减少%且因为质量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而选择不

购买的消费者比例也在不断减少&

图
&

!

政府
)

8

@<D

抽检比例

.6

8

>F@&

!

+54

J

76<

8

6<I

J

@=D6E<

J

FE

J

EFD6E<EK

8

EH@F<4@<D5

8

@<DI

图
*

!

消费者
)

8

@<D

购买状态比例

.6

8

>F@*

!

[>F=;5I@ID5D>IF5D6EEK=E<I>4@F)

8

@<D

'?&

!

对比试验

利用
)<

8

7E

8

6=

软件的仿真试验界面%改变仿真模型

试验中不同参数的取值进行不同的对比试验%其试验方

案见表
$

&方案
)

是初始方案%根据表
&

"

#

中的参数设

定初始值%用作对比仿真试验的基准方案$方案
(%

和
(!

改变了政府对平台及供应商抽检的比例%研究不同的政

府重点监管对象对生鲜电商产品监管效果的影响$方案

S%

和
S!

改变了政府的惩罚系数%方案
O%

和
O!

改变了

平台的惩罚系数%分别研究政府和平台惩罚系数的变化

对生鲜电商产品食品安全的影响&

'?&?%

!

政府对平台抽检占比
!

运行方案
)

+

(%

和
(!

%结

果见图
#

&由图
#

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政

府对供应商的抽检占比为
"?!

时%生鲜产品的不合格率与

初始仿真结果在仿真模型运行前+中期较为接近%在模型

运行后期%略低于初始情况%但差距不明显&当政府对供

应商的抽检占比为
"?$

时%生鲜产品的不合格率高于初始

仿真结果%仿真后期供应商供应的不合格产品总量约比

图
2

!

平台给予消费者
)

8

@<D

受赔总额

.6

8

>F@2

!

BED57=E4

J

@<I5D6E<F@=@6H@AC

G

D;@=E<I>4@F

)

8

@<DE<D;@

J

75DKEF4

图
#

!

不同抽检占比下生鲜产品的不合格率

.6

8

>F@#

!

d<

f

>576K6@AF5D@EKKF@I;

J

FEA>=DI><A@FA6KK@F@<D

I54

J

76<

8J

FE

J

EFD6E<EK

8

EH@F<4@<D6<I

J

@=D6E<

表
$

!

仿真试验设计方案

B5C7@$

!

O@I6

8

<I=;@4@EKI64>75D6E<@L

J

@F64@<D

方案
政府对平台

抽检占比

政府惩

罚系数

平台惩

罚系数

质量偏好型

供应商占比
方案

政府对平台

抽检占比

政府惩

罚系数

平台惩

罚系数

质量偏好型

供应商占比

) "?* %""" $"" "?* S! "?* %!"" $"" "?*

(% "?! %""" $"" "?* O% "?* %""" 2"" "?*

(! "?$ %""" $"" "?* O! "?* %""" %""" "?*

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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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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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仿真结果高
%"P

&

!!

对不同产品偏好的供应商的生鲜产品不合格率进行

具体分析%结果见图
$

+

1

&对于
c[+

%政府抽检占比无论

上升或下降%其产品不合格率与初始情况相比无明显变

化$对于
S[+

%当降低对供应商抽检占比时%其产品不合

格率相比初始情况在模型运行前+中期无明显差别%模型

运行后期略低于初始情况%当提升对供应商抽检占比至

"?$

时%其产品不合格率显著高于初始情况&综上%从政

府角度而言%对平台进行抽检比直接对供应商抽检更加

有效%提高对生鲜电商平台的抽检占比更有助于提高生

鲜电商产品的安全水平&

'?&?!

!

政府惩罚系数
!

运行方案
)

+

S%

和
S!

%结果见

图
%"

&由图
%"

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政府

惩罚系数降低
!"P

至
$""

时%生鲜产品的不合格率高于

初始仿真结果%在模型运行中+后期%供应商产出不合格

产品数量约比初始情况多
%"P

$当政府惩罚系数提升

图
$

!

不同抽检占比下
c[+

产品的不合格率

.6

8

>F@$

!

[FEA>=DK567>F@F5D@EKc[+><A@FA6KK@F@<DI54/

J

76<

8

6<I

J

@=D6E<F5D6EIEKD;@

8

EH@F<4@<D

图
1

!

不同抽检占比下
S[+

产品的不合格率

.6

8

>F@1

!

[FEA>=DK567>F@F5D@EKS[+><A@FA6KK@F@<DI54/

J

76<

8

6<I

J

@=D6E<F5D6EIEKD;@

8

EH@F<4@<D

图
%"

!

不同政府惩罚系数下供应商产品的不合格率

.6

8

>F@%"

!

[FEA>=DK567>F@ F5D@ EKI>

JJ

76@FI ><A@F

A6KK@F@<D

8

EH@F<4@<D57

J

@<57D

G

=E@KK6=6@<DI

!"P

至
%!""

时%生鲜产品的不合格率与初始仿真结果相

比无明显差异&

!!

对不同产品偏好的供应商的生鲜产品不合格率进行具

体分析%结果见图
%%

+

%!

&对于
c[+

%政府惩罚力度无论上升

或下降%其不合格率与初始情况相比无明显变化$对于
S[+

%

当提高政府惩罚力度时%其不合格率相比初始情况在模型运

行前+中期无明显差别%在模型运行后期略低于初始情况$当

降低政府惩罚系数时%其不合格率显著高于初始情况&综

上%从政府角度而言%在现有水平上降低惩罚力度会使生鲜

产品的质量水平显著降低%而提高惩罚力度则无显著影响%

表明现有惩罚力度已达到较优的监管效果&

'?&?'

!

平台惩罚系数
!

运行方案
)

+

O%

和
O!

%结果见

图
%'

&由图
%'

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平台

惩罚系数降低
!"P

时%其不合格率在模型运行前期下降

幅度较缓%显著高于初始水平%随着仿真模型的运行%两

种情况的差距不断减小%在模型运行中+后期%其不合格

率略高于初始水平%后期供应商产出的不合格产品数量

约比初始水平高
&P

$当平台惩罚系数提升
!"P

时%其不

合格率与初始仿真结果相比在模型运行前+中期并无明

显差异%后期略低于初始情况%后期供应商产出的不合格

产品数量约比初始水平低
*P

&

!!

对不同产品偏好的供应商的生鲜产品不合格率进行

具体分析%结果见图
%&

+

%*

&对于
c[+

%平台惩罚力度无

论上升或下降%其不合格率与初始情况相比无明显变化$

对于
S[+

%当平台惩罚系数提高时%其不合格率相比初始

情况在模型运行前+中期无明显差别%后期略低于初始情

图
%%

!

不同政府惩罚系数下
c[+

产品的不合格率

.6

8

>F@%%

!

[FEA>=DK567>F@F5D@EKc[+><A@FA6KK@F@<D

8

EH@F<4@<D57

J

@<57D

G

=E@KK6=6@<DI

图
%!

!

不同政府惩罚系数下
S[+

产品的不合格率

.6

8

>F@%!

!

[FEA>=DK567>F@F5D@EKS[+><A@FA6KK@F@<D

8

EH@F<4@<D57

J

@<57D

G

=E@KK6=6@<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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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当平台惩罚系数降低时%其不合格率明显高于初始情

况&综上%从平台角度而言%降低惩罚力度会显著降低生

鲜产品的质量水平%而提高惩罚力度在短期内对生鲜产

品质量水平无显著影响%长期内会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

提升&

'?&?&

!

政府惩罚与平台惩罚系数变化对比
!

运行方案

)

+

S%

+

S!

+

O%

和
O!

%结果见图
%2

"

!%

&由图
%2

+

%#

可知%

政府及平台的惩罚系数变化对供应商产品不合格率存

在重要影响&当惩罚系数降低时%模型运行初期%平台

惩罚系数变化对供应商产品不合格率的影响大于政府惩

罚系数变化的影响%但随着模型的不断运行%政府惩罚力

度降低对产品品质影响更大%平台运行后期%平台惩罚力

度降低
!"P

会使供应商供应不合格产品总量相比初始情

况增加
&P

左右%而政府惩罚力度降低
!"P

时会使不

合格产品总量增加
%"P

$当提高惩罚系数时%平台及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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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平台惩罚系数下供应商产品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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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不同平台惩罚系数下
S[+

产品的不合格率

.6

8

>F@%*

!

[FEA>=DK567>F@F5D@EKS[+><A@FA6KK@F@<D

J

@<57D

G

=E@KK6=6@<DIEK

J

75DKEF4I

府的惩罚系数变动对供应商的产品不合格率影响均不

显著&

!!

由图
%$

+

%1

可知%提高或降低政府及平台的惩罚系

数对
c[+

所供应生鲜产品的平均不合格率无显著影响&

!!

由图
!"

+

!%

可知%供应商总体不合格率受平台及政

府惩罚系数影响%主要是因为
S[+

的产品不合格率对平

台及政府的惩罚系数变化较为敏感&当惩罚力度降低

时%模型运行初期%平台惩罚系数变化对供应商产品不合

格率的影响大于政府惩罚系数变化的影响%但随着模型

的不断运行%政府惩罚系数降低会造成供应商产品不合

图
%2

!

政府及平台惩罚系数降低
!"P

时供应商

产品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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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政府及平台惩罚系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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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c[+

产品的

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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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格率处于更高水平%模型运行后期%政府惩罚力度下降

!"P

会使
S[+

供应的不合格产品数量增加
!"P

%明显高

于平台惩罚力度下降
!"P

造成的约
*P

的增幅$当惩罚

力度各提高
!"P

时%相比于政府惩罚系数%平台惩罚系数

的提高会使
S[+

的产品不合格率下降更多%模型运行后

期%平台惩罚力度提高会使
S[+

供应的不合格产品总量

下降约
%*P

%明显高于政府惩罚力度提高造成的
$P

左

右的降幅&综上%若提高惩罚力度%提高平台惩罚力度相

比提高政府惩罚力度更为有效&若降低惩罚力度%短期

内平台惩罚力度降低会造成较大影响%但长期内政府惩

罚力度降低的影响幅度较大&

&

!

结论
生鲜电商的快速发展一直备受社会关注%食品的安

全更是关注的重点&如何对生鲜电商的食品安全监管进

行完善与优化%如何能够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有效

约束%从而促进生鲜电商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仍是政府

部门关注的重点&文章分析了各主体在监管模型中的行

为及相互影响%构造了由生鲜电商供应商+生鲜电商平

台+政府监管机构以及消费者四方共同组成的生鲜电商

食品安全监管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仿真试验%结果表

明"构建生鲜电商供应商的投入决策模型和消费者购买

决策模型%有助于生鲜产品供应商优化安全投入政策%政

府及平台优化监管政策%制定更加有效的管理办法%引导

供应商提高产品质量%提高顾客满意度并避免食品安全

事件的发生&

生鲜电商的监管模式与传统的农产品供应链监管模

式有所不同%对于如何保障生鲜电商食品安全%可从以下

方面着手"

'

电子商务背景下%政府监管已难以覆盖整个

市场%而生鲜电商平台对其平台内食品安全的掌控与监

管力度甚至比工商+质检等国家机关更强%更能对其供应

商形成威慑&在政府部门选择监管对象时%政府部门监

管重点应为生鲜电商平台%明确电商企业为食品安全事

件/第一责任人-%督促生鲜电商平台对其供应商进行严

格选择%强化内部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从而达到更好

的监管效果&

(

政府在进行生鲜电商食品安全监管时%

较高的惩罚力度能够更好地保障食品的安全%并且若提

高惩罚力度%提高平台对供应商的惩罚力度相比提高政

府惩罚力度更为有效&若降低惩罚力度%短期内平台惩

罚力度降低会造成较大影响%但长期内政府惩罚力度降

低的影响幅度较大&所以政府应当确定相应的惩罚制

度%并且逼迫平台确定相应的惩罚力度%以确保提高生鲜

电商提供的食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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