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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肉制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肉制品加工行业一直备受瞩目。随着全球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迅速扩大，企业间的竞争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逐渐

从核心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保持优势和竞争力，

适应新的竞争格局，肉制品加工企业开始尝试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并得到了相

关政策的支持。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帮助企业提高盈利，推动肉制品加工

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本文以全产业链发展较为成熟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双汇集团为例，探讨和分析

了其在实施全产业链模式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变化情况。首先对肉制品加工行业的

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对双汇集团实施全产业链模式的动因及具体路径进行总

结分析。再结合对比企业的财务数据，对经营、管理、协同三个维度的协同效应

进行具体指标分析，最后利用熵权－TOPSIS 法，综合评价双汇集团实施全产业

链模式过程中的协同效应表现。

研究结果表明，双汇集团在实施全产业链模式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协

同效应，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增加了企业效益，但仍然存在主营业务增长乏力、

供应链体系单一、产业链扩张过于迅速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采取业务

多元发展、构建信息交流系统、提升供应链效率并灵活调节整合进度三个方面给

出相应改进措施，以期进一步增强企业全产业链模式实施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并

为其他肉制品加工企业提供借鉴。

关键词：协同效应 全产业链 双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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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major producer and consumer of meat products, and

the meat processing industry has alway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rapid expansi

on of the capital market, the field of competition between enterprise

s is also expanding, and it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core competiti

on to industrial chain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advantages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a

nd adapt to the new competitive landscape, meat processing enterpri

ses have begun to try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and have been supported by relevant policies. Can the devel

opment strategy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help enterprises improv

e profitability and promote the meat processing industry to embark

on the track of health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Shuanghui, a meat processing enterprise with

matur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as an example, an

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its synergistic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model. Firstly, t

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meat processing industry was sorted o

ut, and secondly, the motivation and specific path of Shuanghui's i

mplement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model we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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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financial data of the enterprise, t

he specific index analysis of the synergistic effect in the three dime

nsions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synergy is carried out, and fin

ally the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i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synergistic effect performance in the process of Shuan

ghui's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uanghui has achieved a certain degree

of synergy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whole industry chai

n model, which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in

creased the benefits of enterprises,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weak growth of main business, single supply chain system, and

excessiv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chain.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giv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from three a

spects: business diversification,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improvement of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and flexible adjust

ment of integration progress,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ynerg

y effec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model o

f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meat processing enterp

rises.

Keywords：Synergistic effect；Whole Industry Chain；Shuanghui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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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是肉制品生产大国，同时也是消费大国。从进出口贸易来看，我国肉及

肉制品行业进口规模远大于出口，据海关数据统计，2022 年，我国肉类及制品

累计出口 28.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71%；出口数量为 78.25 万吨，同比增长

16.79%，在近 10 年中我国肉类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1/4，其生产和消费量

影响着世界的肉品结构和供给平衡。肉制品加工行业是中国食品行业中的重要一

环，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肉制品加工行业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同时，肉

制品加工行业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和信息的飞速演进，企业所处的环境日益复杂、不确

定且难以预测。这使得企业对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变得更为艰难但至关重要。战

略，其描绘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蓝图，是决定企业生存和进步的核心因素，也是外

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连接桥梁，现如今企业一方面需要考虑外部环境，另一方面

也需要考虑自身的条件。因此在考虑发展模式时，必须综合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

以及其他因素。对外部环境的有效且持久的适应性是决定企业生存或是被淘汰的

关键点，同时企业也需要拥有良好的内部因素配合，以便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确保战略与资源和组织的匹配度，这就对协同效应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双汇集团（以下简称“双汇”）作为肉制品行业的领军企业，深耕行业六十

余载，其主营业务包括屠宰和肉制品生产，具有行业的代表性。双汇早期实施了

全产业链模式，向上发展至饲养、科学养殖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向下延伸至食品

服务、销售流通的多渠道建设，此外，双汇还扩大了其细分市场的规模。目前，

双汇已经建立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具有显著的

典型性和借鉴价值。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双汇在全产业链模式实施过程中协

同效应的变化，总结出对其他有意实施全产业链模式的企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和

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双汇集团全产业链模式的协同效应研究

2

相对而言，全产业链模式在我国是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领域，现如今的研究方

向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从相关概念入手研究；二，主要研究实施动因；三，

研究全产业链模式的整合机制。但现有的研究很少是将协同效应与全产业链模式

相联系，这个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初期阶段，深度和广度都不足。此外，大部分现

有的协同效应研究都与企业并购相关，并且主要从实证角度分析特定行业或整个

市场的协同效果，对于具体案例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基于对已有文献

的理解，将“全产业链”模式与协同效应结合起来，并选择肉制品行业的领军企

业双汇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鉴于目前国内对肉制品上市公司“全产业链”模式和

协同效应案例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进行补充和完善，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全

产业链模式协同效应的研究内容。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

价值。

（2）实践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也随之不停变换，这对企

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全产业链模式渐渐步入众多企业的视野，成为未来

发展模式的首选之一。于肉制品行业来说，全产业链模式不仅可以在扩大企业规

模的同时进行上下游及跨行业拓展，有效减少成本与费用，还可以寻找新的利益

增长点帮助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通过这种与传统模式不同的运营方式，一些

企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时代的变化使外部宏观环境变的更加复杂，企业

的压力加剧、问题凸显，此时在全产业链模式的基础上研究协同效应则成为了“良

药”。因此，研究全产业链模式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力，符合全产

业链研究的趋势，对于帮助同行业企业或其它领域企业合理发展全产业链模式具

有一定价值。

1.2 文献综述

1.2.1 全产业链模式相关研究

在全产业链的研究领域，不同地区的学者关注的重点有所差异，外国学者偏

向于探讨全产业链对企业带了的影响，而国内学者则专注研究相关理论基础。随

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研究者们也开始拓展研究范围，逐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理

论框架和结构，并提出了全面且精确的全产业链扩展与整合定义。然而，无论在

国内还是国外，全产业链的研究相比其他领域仍然较为罕见。通过对文献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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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我国的学者对全产业链模式的研究主要分为产业和企业两个视角。

从产业角度来看，全产业链模式对于提升农产品行业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它能够帮助企业进行结构优化和升级。根据冯长利（2012）的研究，该模式扩展

了传统产业链的概念，涵盖了纵向扩展和横向扩展两个主要方面。纵向扩展涉及

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设计、加工、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的全过程；而横向扩展则是

指企业通过涉足不同行业来增加业务多样性，以此增强竞争力。另外，许益亮和

靳明通过（2013）对浙江寿仙谷案例的分析，发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可以通

过全产业链模式解决，并总结出了具有普适性的农产品行业全产业链运行模式。

在上述研究中，全产业链模式是可以对企业产生积极效果。基于此，彭永芳（2015）

和其他学者分析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全产业链模式构建了

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结构框架及构建路径，他们认为用全产业链模式重构农产品流

通体系，能够对于克服传统农产品流通中的问题有所帮助。全产业链模式不仅在

农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还被用于医药、陶瓷等其他行业。张文龙（2020）在他

的研究中分析了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全产业链视角出发，

将全产业链与生态化相结合，提出了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模式。同年，毛蕴诗、

黄宇元（2020）等人也将全产业链莫和“绿色”相结合，以 M集团为案例对陶瓷

行业进行了分析，引出了“绿色全产业链”这一概念，展示了这一模式的实践意

义。

从企业角度来看，姜照华等人（2012）对沈溪产业园进行了案例研究，分析

了全产业链模式，并以全产业链模式为基础构建了经济模型，针对沈溪产业园存

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同年，高顺东等人（2012）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提出

了全产业链四阶段、三维度的分析框架，然后基于上述框架，对顶尖企业之间网

络化全产业链模式的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为我国企业后续在网络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实施全产业链模式提供了参考。到了 2014 年，徐振宇和李冰倩（2014）的

研究发现，全产业链模式从理论角度出发是可以为企业带来积极作用的，但在实

践中，其成功实施高度依赖于企业的经营能力，好的战略并不一定能产生好的结

果。在此基础上，崔晓杨（2016）等人对全产业链的研究是以“万达集团”作为

案例，他们通过“微笑曲线”理论对其实施产业链模式的过程进行分析，发现万

达集团利用这种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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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模式可以与其他因素结合，从而增加其发展的可能性。到了 2018 年，

魏晓蓓（2018）提出了对全产业链模式的新看法。全产业链虽带“全”字，但并

不意味着企业需要完全掌握产业链的所有环节，而是需要控制核心环节。全产业

链内的核心企业与非核心环节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一些参与者可以通

过合作、合资、附属等方式加入其中。

1.2.2 协同效应相关研究

战略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造出能够持续竞争的优势。这种优势往往体

现在企业能够通过有效地整合其资源和能力来产生协同效应。在协同效应方面，

国外学者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强调其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协同效应能够

为企业创造价值。协同效应的产生不仅增加了企业竞争优势，还增添了独一无二

性和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的特点，而且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并维持

长期的领先地位。此外，由于每家企业的资源组合能力都具有其特定的特征，所

以它们所创造出的协同效应也是唯一的，这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独特性。

四十年前，Chatter jee（1986）提出在企业并购活动中，协同效应可以从

财务或非财务的不同业绩效果中表现出来。他倾向于将全产业链模式中并购行为

产生的协同效应分为三种类型：策略协同效应、操作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变得更加多样化，学者们也对并购协同

效应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到了 2006 年，胡杰武（2006）将协同效应进一步细分，

他提出了潜在协同、现实协同和预期协同，并对营业收入增加、融资成本下降和

节税效应进行了深化研究，将其与协同效应相结合，最终将协同效应详细划分为

销售协同、财务协同、采购与生产协同、业务协同和技术协同等多个具体类别。

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中国其他学者经过对协同效应的进一步研究，总结出了正协

同效应和反协同效应的概念。国内学者在之后对协同效应的研究中变得更加具

体，将财务协同效应与中国特有的政策和经济体制结合，细化出了税收协同效应、

文化协同效应和技术协同效应等新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除此之外，还

有学者应用价值链理论、高溢价并购、过度自信假说等理论框架，深化了对协同

效应的分析研究。

在探讨如何实现协同效应的的方面，Larsson 等人(1999)的研究指出，企业

在并购活动后自身资源配置、并购企业业务的整合程度等因素都能会影响协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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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效果提升。在之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根据我国特点，在协同效应研究领域

有了其他观点。李颖明、宋建新(2006)将协同效应分为三个方面：经营协同、管

理协同以及财务协同，并以此为基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全产业链模式实施过程

中的并购目标进行选择并研究协同效应的购的最终目标，他的观点是这三方面均

受子公司的影响。顾晓敏和孙爱丽（2015）的研究发现，公司并购的协同效应主

要体现在通过一系列细分协同相应，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共享，提高经营管

理效率。同年。张建儒、王璐（2015）的研究发现，在我国企业进行全产业链模

式发展的并购活动中，存在过于重视并购，而忽略并购后整合的问题。在全产业

链并购整合过程中，需要考虑优势资源的互补、业务规模的扩大等因素，这样才

能提高效率，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在探讨协同效应产生的结果方面，Shleifer 等人（1994）年的研究提出，并

购活动中的协同效应主要通过“溢出”和“引导”两种作用显现：一种是并购企

业将其高效的管理实践传递给被并购企业，以此提升后者的管理效率；另一种是

并购企业吸收被并购企业较高的管理水平或技术，进而增强自身的管理能力。然

而，也有研究者持相反观点，Bel（2016）指出，如果并购并未能带来企业运营

效能的增强，则协同效应可能会逐步减弱甚至不存在。在国内，学者们从管理和

财务两个角度研究全产业链模式协同效应带来的效果。徐昭（2017）在研究管理

协同效应时发现制度环境和业务特性会对全产业链模式并购活动产生的协同效

应造成影响，尤其在并购效率以及实际成效方面比较突出。曹翠珍和吴生瀛

（2017）在研究财务协同效应时发现，企业并购活动中的盈利能力、支付方式、

并购类型以及负债能力等因素，对财务协同产生了重要的短期影响。然而，从长

期角度来看，这些因素对企业运营能力的反映是有限的。基于这一发现，他们建

议企业应在长期内严格监控和控制经营活动。

1.2.3 全产业链模式下协同效应相关研究

判断全产业链模式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协同效应。这

主要因为在企业实行全产业链模式后的关键是如何进行合理的并购活动，并且在

并购后可以有效地融合资源、业务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以达到协同效应。而协同

效应实现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绩效提高。因此，在审视全产业链模式下协同效应的

相关文献时，研究通常会从企业绩效的角度出发进行评价。这种基于绩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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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能够更加全面地揭示全产业链模式所产生的协同效应。鉴于国外学术界尚未

明确提出“全产业链”这个概念，因此，对于该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文

献几乎没有，但有大量文献研究企业并购前后以及产业链整合前后企业绩效的变

化，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

Healy 等人（1992）对 50 家有过并购活动的美国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证

分析，研究了这些企业并购前后的业绩变化。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并购活动，这

些企业能够改善产业结构，并迅速增强经济效益。在张晓林（2013）的研究中，

强调了全产业链模式的优势，他认为该模式能够通过对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管理，

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同年，何瑛和李娇（2013）在其研究中总结了全产

业链模式的优势，采用全产业链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创造更多价值，拓宽其融资渠

道，增强协同效应，增加其资本效率。但在 2014 年，有些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

看法，如徐振宇和李冰倩（2014），他们在通过分析中粮集团实施全产业链模式

的过程后，认为全产业链在短期内并无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该模式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到了 2017 年，何祎萍（2017）再一次得出全产业链在短期内并无法提

高企业的竞争力的结论，她通过分析优酷并购土豆的案例，得出了两家企业在合

并后并未产生协同效应。并购是实现全产业链模式的必经之路，在之后我国学者

何璐伶（2018），针对并购的协同效应，以汉威电子为案例企业，研究了它扩张

性并购行为，发现提高协同效应并不仅是其并购的原因，同样是其并购效果以及

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1.2.4 文献评述

总的来说，我国学者对于全产业模式的协同效应研究主要呈现了两种不同的

观点：一是全产业链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发挥协同效应。这种观点认为，全产

业链模式通过整合企业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业的

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另一种观点则是，全产

业链模式在短期内可能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协同效应，反而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

定的财务压力。这是因为全产业链模式的实施需要入大量的资源，包括时间、人

力和财力等，而这些投入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得到回报，因此可能会给企业短期带

来巨大的财务压力，以至于影响企业后续发展。这两种观点反映了全业链模式实

施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指出了我们在研究和实施全产业链模式时，需要全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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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既要看到其可能带来的长期效益，也要注意其可能带来的

负面压力。

经过整理总结，对于全产业模式的协同效应的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之处：第一，对实施全产业链模式产生的协同效应等问题的研究不够充分，且其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远远不够；第二，国外学者对于协同效应的研究要早于国

内学者,但国外文献中大多是通过实证分析来进行研究,缺少案例研究；第三，国

内对全产业链模式的案例研究多为对案例企业本身进行研究和归纳，忽视了对相

似产业链的共性规律的概括，缺少借鉴意义。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

法，并归纳梳理了本研究的相关行业情况、政策指导和文献综述。以现有的研究

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石和开篇。

第二部分：介绍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概念以及理论基础。相关概念主要包括：

全产业链模式、协同效应。理论基础主要有：资源依赖理论、协同理论、价值链

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阐述这些概念界定以及基础理论，方便后续对全产业链

模式下协同效应的研究与分析。

第三部分：从行业的角度阐述了双汇全产业链模式实施背景，并简单介绍了

案例企业，然后对案例企业全产业链的实施动因及实施路径进行分析阐述，为下

文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奠定基础和背景。

第四部分：对双汇全产业链模式实施的协同效应进行评价，按照一定选取原

则选取评价指标。首先，从管理协同、经营协同、财务协同三个方面以财务指标

分析。然后利用基于熵权—TOPSIS 综合评价法对其全产业链模式下的协同效应

进行综合评价。

第五部分：根据上述评价结果，判断双汇在全产业链模式实施中协同效应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不足以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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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

主要是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从而得到研究结论。本研究选择双汇作为案例

分析对象，探讨其在实施全产业链模式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并对此进行评价，识

别其在实施全产业链模式过程中的不足，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扩大协同

效应的相关建议。

（2）对比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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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结合构建的协同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选取同行业企业进行横向

比较分析，了解双汇在同行业企业中的水平。最后，对双汇 2010-2022 年的协同

效应纵向对比，分析双汇自身协同效应十三年的纵向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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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全产业链模式

产业链是指将一个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划分为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由不同

的企业或个体负责，并且相互之间通过供应和需求的关系相互依赖的系统。其本

质是打破资源流动空间约束的一种资源整合机制，主要是在关系链、企业链、空

间链与供需链这四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下连接构成，通过将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

分割成的各各环节都能专注于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协

同合作。

全产业链模式是指一个企业或组织在特定产业中涵盖了从上游原材料采集

到下游产品销售的完整供应链。它是一个垂直整合的商业模式，通过控制并专注

于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掌握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在全产业链模式中，企业或组织通过整合产业链上的关

键环节和核心能力，控制供应链的每个环节，从而实现对产品质量、成本、交付

时间等关键因素的控制。

2.1.2 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是指多个个体或元素在合作或组合时，产生的整体效果大于各个个

体或元素单独运作时的效果之和。在协同效应下，组合效果远超出个体之间的简

单加和效果，产生了更大的综合效益。协同效应有很多种细分类型，目前在我国

通常将协同效应分为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等。

经营协同效应是指在企业经营过程中，通过各种资源和业务的合理配置与整

合，实现各项业务之间的协同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这种效应

通常体现在企业并购、产业链整合、跨部门协作等方面。通过协同作用，企业可

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管理协同效应是指在企业内部或企业集团内部，通过有效的管理实践和策

略，实现不同部门、业务单元或公司间的相互支持和优势互补，从而带来整体绩

效的提升。管理协同效应的实现往往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有效的沟通机制、

以及协同工作的企业文化支撑。当这些因素得到良好的结合和实施时，管理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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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能显著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表现。

财务协同效应是指在企业并购、合并、重组或是内部资源整合时，通过财务

策略和管理的优化，实现的成本节约、资本成本降低、税收优惠、财务风险分散

等效益，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和市场价值。财务协同效应的实现需要精

确的财务分析和规划，以及有效的财务管理和控制系统，以确保协同效应的最大

化，并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

2.2 相关理论

2.2.1 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概念首先由迈克尔·波特于 1985年提出。最初波特所指的价值链主要

是指针对垂直一体化公司的，强调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每一个企

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

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

全产业链模式与价值链密切相关，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全产业链模式

要求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寻求竞争优势，并通过优化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来提供

更高的价值。企业在制定全产业链模式时，需要考虑到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以

确保在每个环节中都能够提供差异化的价值，并使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具

有竞争优势。通过全产业链模式，企业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整个价值链，从而

在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开拓等方面实现优化和创新。企业

可以通过构建合作伙伴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和控制成本等方式，提高产业链上下

游的协同效应，实现更高的价值创造和利润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全产业链模

式与价值链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在特定行业中获得竞争优势和创

造价值的重要手段和框架。企业需要综合考虑全产业链模式和价值链，以实现持

续的竞争优势和业务增长。

2.2.2 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是一个组织理论的概念，旨在解释组织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

对其运作和发展的影响。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需要外部的资源来实现其目标

和维持其运作。这些资源可以包括资金、原材料、技术、市场渠道以及人力资源

等。资源依赖的程度取决于组织自身的资源能力和外部资源的可获得性。资源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88%E5%85%8B%E5%B0%94%C2%B7%E6%B3%A2%E7%89%B9/785634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E%82%E7%9B%B4%E4%B8%80%E4%BD%93%E5%8C%96/985417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9E%E4%BA%89%E4%BC%98%E5%8A%BF/8096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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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理论认为，当组织对某项资源高度依赖时，它往往会努力建立稳定的关系来确

保资源的供应。这可能包括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此外，

组织可能通过收购或合并其他组织来获取所需资源。然而，资源依赖也存在一些

挑战。过度依赖某一资源可能使组织变得脆弱，一旦这一资源受到威胁或缺乏，

组织的生存和竞争力可能受到影响。因此，组织需要发展多样化的资源基础，以

降低对单一资源的依赖。

全产业链模式与资源依赖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关联。在制定全产业链

模式时，企业需要考虑到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和参与者的资源需求和依赖关系。通

过分析和理解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资源依赖情况，企业可以更好地调整和优化资

源配置，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最大化价值创造。另外，资源依赖理论也可以为

企业在制定全产业链模式时提供一定的指导。企业可以通过分析产业链上各个环

节的资源分布和依赖情况，确定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短板，以及与供应商、合作伙

伴和渠道等关系的资源依赖性。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制定相应的战略，包括资

源整合、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实施供应链管理等措施，以实现全产业链的协同

效应和竞争优势。

2.2.3 协同效应理论

赫尔曼·哈肯在 1971年首次提出了协同效应理论，协同效应理论是一种用

于解释企业间合作、并购、合并或集团内部整合时可能产生的额外价值的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当两个或多个企业结合时，它们的整体价值将大于它们各自独立

运作时价值的总和。协同效应理论通常用于评估并购和合并活动的潜在价值，以

及在战略规划中识别和实现潜在的协同机会。然而，实现协同效应并不总是容易

的，因为它涉及到复杂的整合过程、文化融合、系统兼容性和人员协调等问题。

实际操作中，预期的协同效应可能因执行不力、文化冲突或评估错误等原因而未

能实现。因此，企业在考虑任何可能产生协同效应的活动时，都需要进行仔细的

规划和评估。

全产业链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各个环节之间的协同合作来实现协同效应。通过

整合产业链上的资源、信息和能力，企业可以实现协同效应，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成本、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协同效应理论

为全产业链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它提供了一系列概念和工具，帮助企业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双汇集团全产业链模式的协同效应研究

13

识别和发挥协同效应的潜力，找到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协同机会，并制定相应的

战略和措施来实现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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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简介

3.1 肉制品行业全产业链模式行业背景

3.1.1 肉制品行业现状

在我国，居民的餐桌上肉制品通常必不可少，包括但不限于猪肉、鸡肉、牛

肉和羊肉。其中，猪肉是我国肉制品消费者最喜爱的选择。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的数据显示，猪肉的消费占比高达 69%，而鸡肉、牛肉和羊肉的消费占比分别

为 14%、6%和 11%。中国以其庞大的肉类生产和消费市场，在全球肉类市场中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9 年，我国的肉类生产总量占全球肉类生产总量的三

分之一。从 2010 年的 7925 万吨增长到 2018 年 8517 万吨，尽管 2019 年因猪瘟

影响，产量有所下降至 7822.1 万吨，但这并不影我们看到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

肉制品消费大国的地位。自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崭露头角，其中包括金锣、双汇等享誉全国的知名企业，它们以优质的产品和越

的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肉制品选择。

3.1.2 肉制品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技实力的日益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稳步

提升。这种改变不仅带动了收入的持续增长，也引发了消费观念习惯的变革。因

此，肉类行业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升级，更好地满足新的消

费需求。肉制品行业改革和升级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需要对肉类产品的结构进行调整。在我国，猪肉制品一直是消费

的主角，但其市场份额在逐渐减少，而禽肉和牛肉的市场份额则有望持续增长。

同时，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随着冷链物流、大型超市的普及发生了改变，这使得冷

冻肉制品以及各种精加工肉制品、休闲食品以及方便食品等都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第二，食品安全问题被消费者重点关注，这要求企业需要不断完善食品质量

控制，更加注重质量规范，并且构建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保护食品质量及

安全。第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我国肉类制品企业也应将自己的产品销售

渠道向全世界分布，加速产业国际，拓展更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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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双汇集团概况

3.2.1 公司简介

双汇是我国肉制品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它的总部设立在河南省漯河市。它

在 2012 年开始实施全产业模式。目前，双汇共在多个省建立了超过二十个具有

现代化设备的肉制品加工基地和相符合的配套产业，形成了一条集饲料、养殖、

屠宰、肉制品加工、味品生产、新材料包装、物流以及商业外贸为一体的全面产

业链。同时，双汇拥有超过一百万个销售终端，其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球 40 多

个国家。每日超过一万吨的产品被销往全国各地，而且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双汇

都能实现当日发货、当日到达的高效流配送。双汇品牌价值高达 806.69 亿元人

民币，连续多年在中国肉类行业中处于领先位，体现了其卓越的行业实力和影响

力。双汇在福布斯“2014 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 100 强”位列第 24 位，中国大陆

第 1位。2021 年，双汇再次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位列第 474 位。双汇历

程表如图 3.1 所示。

表 3.1 双汇历程表

起步探索期 快速成长期 曲折壮大期 增长瓶颈期 发展验证期

1995 年之前 1995-2005 年 2006-2014 年 2014-2018 年 2018 年以来

1984年万隆担

任漯河市肉联

厂厂长

1998 年深河市肉联厂

改制，双汇成功上市深

交所

2006 年双汇和罗特克

斯成立

肉制品业务持续疲

弱，连续多年呈现负

增长

2018年公司高

管团队调整到

位

1989 年“双

汇”品牌问世

1999-2005 年双汇营收

同比维稳高双位数增长

2011 年“瘦肉精”事

件

2019年双汇吸

发展收合并双

汇集团

1992年首条火

腿肠生产线投

产

2012 年双汇和双汇资

产重组实现整体上市

2013 年双汇收购史密

斯菲尔德

2014 年双汇更名万洲

国际并在港交所成功

上市

总体来看，双汇的全产业发展模式已经相对完整，作为肉制品加工行业的龙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双汇集团全产业链模式的协同效应研究

16

头，研究其全产业链模式实施过程可以很好的为同行业其他企业提供借鉴，同时

能为其他行业的企业在全产业链模式的发展中给予一定帮助。

3.2.2 股权结构

双汇股权结构见图 3.1，四个设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的公司联合持有

万洲国际 34.11%的股权。万洲国际又通过其全资子公司罗特克斯拥有双 70.33%

的股份。兴泰集团则通过其子公司雄域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拥有双汇 23.56%的股

份，并作为实际控制人。作为世界最大的猪肉食品公司，万洲国际还全资拥有美

国最大的生猪养殖和屠宰企业史密斯菲尔德。

图 3.1 双汇股权结构图

3.3 双汇集团全产业链实施动因

3.3.1 政府政策因素

自本世纪初起，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成为我国发展方向之一。我国政府

开始重视大型农业企业，并投入大量精力支持其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主要

在于支持涉农企业成长，培育出能够引领行业发展、具备深远社会影响和卓越创

新实力的农业先锋企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完善产业链，实现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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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到营销的一体化。在近十年期间，中央一号文件不断推动农业龙头企业

贯彻实施产业链完整发展策略，旨在提高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直至今日，国家

仍然注重企业产业化的完整发展，政策指引对双汇采纳全产业链模式产生了显著

的促进效果。

3.3.2 行业发展因素

在 2010至 2020年中，由于"猪周期"和非洲猪瘟的影响，肉制品加工行业的

整体发展呈现下滑趋势，市场环境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同时，消费者的消费习

惯也对市场产生了影响，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会因为地域、文化、教育、宗教等多

种因素，对同一种商品或服务有着不同的偏好和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

费观念的变化，消费者对肉制品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对肉制品的品质、

安全性、营养价值、便利性等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各企业必须寻求

提升自身竞争力并找到能够适应外部经营环境的战略，以应对当前的困难局面。

3.3.3 企业内部因素

（1）控制食品源头质量

在政府和公众对食品安全质量的持续关注下，食品卫生和质量保障体系得到

了进一步的完善，这不仅提升了食品行业的标准，也推动了整个行业向规范化的

方向发展。然而，如果我们想要从根源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必须将目光转向

源头控制。当前的情况是，生猪的分散养殖和集中收购模式仍存在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农户在议价过

程中的权利有所缺失，他们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农户为了

增加收入而冒险违反规则和道德。因此，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确保食品安全，保护农户的权益，同时也促进整个食品

行业的健康发展。

（2）发展生猪养殖

确保盈利能力的同时，国内的生猪养殖市场表现出混乱状态，大规模的养殖

企业寥寥无几，这为行业的成长提供了宽广的机遇。对双汇等行业领军企业来说，

将产业链扩展至上游的养殖和饲料产业不仅能确保原料供应连续性、保证业务协

同效应，还能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屠宰行业的发展。

（3）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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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加工企业主导的供应链中各个环节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这种信息不对称无疑提升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企业与供应商之

间的信息差距可能会对供货质量的准确评估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生产效率。同

样，当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无法即使传递时，可能会导致市场反馈无及时反

馈到企业，这可能会对企业的生产规划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供需失衡。因此，

食品加工企业有必要实施全产业链模式，进一步整合产业链，用并购或自建等方

式来加强产业链各环节的沟通。

3.4 全产业链模式实施路径

双汇以全产业链模式为指导，成功地将宰与肉制品加工业务进行了延伸，丰

富了包括饲料产业和生猪养殖等上游企业。同时，它也与下游的化工包装业、物

流业、连锁业、餐饮业以及金融业等行业形成了紧密的协同关系。这种策略构建

出了一个以主业为核心，配套行业齐全的全产业链网络，有效地推动了各级产业

的高效整合和发展。经过整理，双汇的全产业链结构如图 3.2所示。

图 3.2 双汇产业链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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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上游建设自有养殖基地

在经历了“瘦肉精”事件之后，双汇公司采取了积极措施以确保其产品的质

量。公司通过自建饲料厂加强了对养殖环节的直接管理。这一策略旨在从源头上

控制产品质量，确保原材料的安全和供应的稳定性，并降低了企业运营的风险。

同时，双汇还在不断扩大其屠宰业务的覆盖范围，这有助于公司实现更加稳健的

发展。

（1）自建养殖基地

双汇设有五大事业部，农牧事业部专注于饲料生产与畜禽养殖。据悉，该部

门已经建立了四个商品猪养殖场和三个种猪繁育场，总投资达 4.71 亿元人民币，

年出栏种猪和商品猪的数量可达 34 万头。此外，双汇还拥有一个年产 10 万吨猪

饲料的工厂，该工厂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一系列投资构成了双汇以“饲

料+养殖+配套产业”为核心的农牧产业链布局。在 2021 年，双汇为了深化该战

略目标，宣布了总额达 70 亿元人民币的定向增发计划。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

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肉鸡产业化产能建设、生猪养殖产能建设、生猪

屠宰及调理制品技术改造、肉制品加工技术改造、中国双汇总部项目以及补充流

动资金。其中，肉鸡和生猪养殖项目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向，包括辽宁省阜新市彰

武县的 5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和 1 亿羽肉鸡产业化项目，以及河南省周口市西华

县的 1亿羽肉鸡产业化项目。这些项目旨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双汇在农牧产业链

中的领先地位。

（2）加速产品研发

双汇设立的产品研发中心作为国家级技术中心，其地位和作用在公司内部是

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发源地，也是新产品开发的孵化器，同时还负

责产品质量安全的检测工作，确保双汇产品的质量符合国家和国际标准。为了进

一步提升科研和创新能力，双汇在研发中心增设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种做法

能够吸引高层次的研究人才，促进科研项目的实施，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双汇研发中心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限于肉制品本身，还包括生物技术、

饲料、养殖、调味品、工业包装等多个相关领域。这种多元化的研发策略使得双

汇能够在整个产业链上进行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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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为企业带来数亿元的利润增长。综合性的技术研发中心不仅为双汇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也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

产品研发，双汇能够不断优化其产品组合，满足市场需求，增强品牌影响力，确

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3.4.2 中游收购同类型企业

（1）生鲜屠宰

双汇的核心业务包括屠宰加工及生鲜产品生产与销售，对其盈利能力和市场

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为保持竞争优势，双汇升级技术并在全国建设加工基地，为

市场扩展奠定基础。自 2012 年起，双汇在多个城市建立新生产基地，至 2019 年，

拥有 19 个现代化屠宰基地和 23 个生产加工基地，涵盖主要生猪生产消费区，推

动业务现代化转型并降低地域风险。产品战略上，双汇推广冷鲜肉品牌，成立生

鲜品事业部，使管理更系统化。全国布局助其控制成本、优化资金配置，提升利

润率，增强市场适应性和稳定发展。

（2）卤味熟食

在中国，卤味产品因其独特的味道和便捷性，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然而，

传统的卤味生产过程中存在效率低下、调味不一致等问题，这限制了卤味产业的

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双汇作为食品行业的重要参与者，2018 年首次涉足熟食

行业时，采取了创新措施，结合机械化生产线和传统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同

时确保了产品质量和口味的一致性。通过建立连锁店，双汇将熟食产品直接推向

市场，迅速扩大了品牌影响力，并以此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品质卤味产品的需求。

双汇创新的“三重卤”技术是对传统卤味工艺的一次重大突破，它通过精细的温

度和时间控制，以及层层调味的工艺，使得卤制品的口味更加丰富和稳定。这种

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增强了消费者对双汇卤味产品的喜爱和忠

诚度。未来，双汇计划继续推广这一系列产品，这不仅有助于公司熟食业务的增

长，也将推动整个卤味产业的现代化和标准化进程。双汇熟食的成功，是传统产

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典范，展示了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将传统食品工

艺与现代生产方式相结合，以满足现代消费市场的需求。

（3）调味产品

双汇生物工程在坚持“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理念的驱动下，近年来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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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技术和研发优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和设备，确保了其在工艺和技术上的

领先地位。这使得企业能够更深度地利用自身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富营养的

调味产品的同时，为自身经营发展建立新的盈利点。这一产业的整合，有效地填

补了双汇在产业链上的空白，且丰富了双汇的产品线。

3.4.3 下游配套消费终端

（1）冷链物流

自 2003 年以来，双汇物流公司致力于提升服务质量，已成功建立了一个综

合性服务平台，该平台服务于包含物流服务、仓储管理、汽车维修等多个业务领

域。双汇物流拥有 30 万吨的冷冻产品储存能力，这些冷库设施配备了先进的温

控系统和自动化设备，能够实现精准的温度控制和高效的存储管理，助力企业的

物流运输。此外，双汇还拥有占地 285 亩的普通产品仓库，以及 4条铁路专线和

超过 10,000 台的管理运输车辆，年运输量达 400 万吨，能够保证大部分城市实

现当日送达。双汇的冷链物流，作为其物流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程保持低温

环境，严格控制每个环节的温度湿度，从原材料采购、产品加工、储存、运输到

终端销售，都确保了产品的新鲜度和口感，大大提升了食品安全，满足了消费者

的需求。同时，双汇已经建立起覆盖省内配送与跨省运输的全面物流网络，满足

了各类产品的远距离和短途配送需求。此外，双汇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冷链物流

管理体，包括订单管理、库存管理、运输管理和信息化管理等，通过信息化手段

实现冷链物流的可视化，高了冷链物流的效率和准确性。双汇的冷链物流服务涵

盖了全国各地，能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为消费者提供优质、

新鲜的产品。

（2）营销网络

双汇的营销网络极其全面且复杂，其销售策略涵盖了超市、直销、加盟代理

以及电子商务等多种模式。该公司运用经销商与直接代理相结合的策略，在全国

各地设立了多个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各自负责其区域内的销售与推广。考虑到冷

鲜肉、低温肉制品和中式卤味产品的保质期较短，双汇还采取了铺店推广的策略，

终端形态包括橱窗店、直营代理店、产品加盟店、商超店铺、现有生鲜店独立熟

食区和参股地方品牌等。同时，双汇还利用工厂布局的优势建设熟食店，以此加

强中式产品的销售力度和市场推广，高效且合理地开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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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的营销网络不仅限于国内，他们还积极开国际市场，产品已经出口到包

括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双汇还在多个电子商务平台上开设旗

舰店，并与这些平台上的众多商家合作，进一步扩大了销渠道。目前，双汇已建

立了超过 300 家的销售机构和超过 100 万个销售终端。总的来说，双汇的营销网

络涵盖了线下和线上的多个销售渠道，展现出极强的全面性和强大性。

（3）食品服务

作为中国知名的食品品牌，双汇的主要产品包括猪肉、牛肉、鸡肉、火腿肠、

香肠、午餐肉等多种肉制品。其食品服务以安全、卫生、优质为原则，专注于为

消费者提供健康美味的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双汇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标准，从原

料采购到产品生产，每一道工序都达到食品卫要求。双汇还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

和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确保产品质量。

双汇的研发团队在注重产品口感的同时，也关注产品的营养价值，力在提供

美味的同时为消费者带来健康。双汇提供一站式食品服务，消费者可以在双汇的

超市、零售店、甚至在线上商店购买到双汇的产品，享受方便快捷的购物体验。

2015 年，双汇启动了新的产品战略，开发食品原料类产品，以满足大众消费者

的需求，并为高端餐饮提供定制化食材服务。总的来说，双汇的食品服务致力于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消费者体验，通过全面的产业链网络，实现了全方位

的市场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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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汇集团全产业链模式的协同效应评价

4.1 评价指标构建

4.1.1 指标选取原则

（1）全面性

在企业进行产业链整合的过程中，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经历了多方面的变

化，这要求指标的选取需要从多个维度和角度综合考虑。同时，企业的各种能力

和标准都应纳入评估体系，以便全面和系统地评价产业链整合过程中产生的协同

效应。

（2）可比性

在建立全产业链模式协同效应的评估体系时，应选择能够进行比较的指标，

并确保这些指标数据来源的统一性和公开性，以维护评估结果的公正性。综合评

估的结果应允许对不同企业在同一时期的成就、优势和弱点进行横向比较。同时，

应能通过对同一企业在不同年份的评估结果进行纵向比较，来展示企业产业链整

合的进展和发展速度。

（3）层次性

构建全产业链模式协同效应的综合评价体系不是单纯指标的累积，它需要层

次分明、逻辑清晰的设计。这个体系应当适应不同发展阶段和评价对象，将指标

分层分类，同时关注不同层次指标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体系中的每一层都应能

独立进行分析，以确保评价的深度和细致性。

4.1.2 评价指标的选取

在构建评价体系时，一个关键步骤是根据预定的目标来确定适当的评价维度

和具体的选择指标。虽然选择的指标越多，通常能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运营状况，

但过多的指标可能导致评价信息的重叠，并且部分指标数据难以获取，这不利于

后续的结果计算和分析。只有选择恰当数量并具有行业特性的指标，才能有效地

评估企业的运营状态。

为了构建一个更科学和有效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在指标筛选上进

行了大量的预备工作。我们可以利用相关的方法来筛选指标，通过计算指标之间

的关联性来进行确定。但是，对于那些能反映企业特性的指标，这种方法可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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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于操作。因此，结合本文的全产业链研究背景，我们在选择评价指标时采用

了定性的方法。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往年文献中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分析经营协

同、管理协同、财务协同中的某一方面，并且这些研究通常与并购活动结合来进

行分析。本文旨在探讨全产业链模式实施过程中协同效应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一套针对全产业链模式协同效应的合理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在全产业链模

式中，纵向并购是实现产业链整合的一个重要策略，本研究在吸收了国内外相关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公司财务报表等资料了解其行业特征，结合专家的相关

意见确定本文最终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选定了覆盖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

应、财务协同效应这三个关键维度的 24 个评价指标。部分学者财务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总结见表 4.1。

表 4.1 部分学者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总结表

序号 年份 作者 题目 指标选取

1 2023
张译匀，王

洋

顺丰控股并购嘉里物流的动

因及协同效应分析

3个维度：经营协同效应、管理

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两个 1

级指标：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 12

个 2级指标

2 2023
侯明辉、乔

阳

半导体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研

究 —以晶瑞股份为例

3个维度：经营协同效应、管理

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14 个

2级指标

3 2022
刘兰、黄鹏

辉

协同效应视角下上市公司跨

国并购绩效分析 —以蓝帆

医疗并购柏盛国际为例

4个维度：经营协同效应、管理

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技术

协同效应；7 个 1 级指标和 14 个

2级指标

4 2021 熊熙

全产业链并购路径、动因及

财务协同效应分析 —以 N

公司为例

3个 1级指标：偿债能力、盈利

能力、营运能力和 9 个 2 级指标

5 2019 张悦雯
青岛金王全产业链模式的实

现路径及协同效应研究

3个维度：经营协同效应、管理

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7个 1

级指标和 14 个 2 级指标

6 2019 徐春雷

我国中药企业全产业链并购

效应研究—以“中国中药”

为例

3个维度：经营协同效应、管理

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7个 1

级指标和 22 个 2 级指标

7 2018
刘丽华、陶

蕴彬

医疗器械行业企业并购的协

同效应分析 — 以 Y 企业

并购 S 集团为例

3个维度：经营协同效应、管理

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14 个

1级指标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smPsKIJgVaCgKvDBwgrK9qCu9EWb9x9v_wsBnLCnsD7u2R_z_Yz6R78XyBjufQ2BlUpM7yTCMW5B1zdxEbP5anuj7qiHlPpVTxnqDFrBoL9BSiA_WCYP7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smPsKIJgVaCKWXvIY-7HpuihEZAA1rFgRUysQbi1N1d7MiON1dcjtQbzcQFlAMP9dr7RdOBxC1jEbpUcdvvgI1Tu0Erlxb1wnwZCumvy5o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smPsKIJgVaDlf_vtTHRFwwfaCYkdTQ2Zpq_2fI_DGoExQea9CRqD-jHIW4VkamGf--RVFOHQLsEFRpfLFJn4kfHpg3pX7soVeA3ir_dJUKk=&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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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序号 年份 作者 题目 指标选取

8 2017 何祎萍
企业并购经营协同效应分析

—以优酷并购土豆为例

3个一级指标：盈利能力、企业

成长能力、市场占有率和 6 个 1

级指标

9 2016 吕婧怡

基于财务指标法的纵向 并

购协同效应研究 —以乐视

网并购案为例

3个维度：经营协同效应、管理

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6个 1

级指标和 17 个 2 级指标

10 2014 蒋楠

基于财务视角的横向并购协

同效应研究 —以优酷并购

土豆为例

3个维度：经营协同效应、管理

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8个 1

级指标和 21 个 2 级指标

（1）经营协同效应评价指标

全产业链模式可以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和发展领域、整合资源，有助

于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推动其快速成长，并提升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在全产

业链的发展模式下，企业可以通过交易费用的内部化以降低成本，同时减少市场

竞争者和增强自身竞争力，以此拓宽利润空间，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但

经营协同效应并非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因此，在评价经营协

同效应时，必须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除了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还需考虑其发

展性。因此，本研究将采用与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相关的财务指标评价双汇的经

营协同效应，具体指标见表 4.2。

表 4.2 经营协同效应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本含义 指标性质

经营协同

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

(%)X1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正向

营业净利率（%）X2 净利润/营业收入×100% 正向

总资产净利率

(%)X3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正向

营业利润率(%)X4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100% 正向

发展能力

总资产增长率

(%)X5 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100%
正向

营业收入增长率

(%)X6

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

100%
正向

净利润增长率

(%)X7

（本年净利润-上年同期净利润）/上年同

期净利润×100%
正向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gr2ERH1ElEvXEfhtC0pHd-aYpcwLC53fGtVoAkkplC7-QO-6gdSX80SD8vBsX_ukRY1X-UdeVq7fJlgPyVbBM4CF8XxQhl1J69-jah3nEAxuKIke-WN5XeeU3gQkOHvLIsz1cGEEP912He-Cvufr6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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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协同效应评价指标

管理能力一般表现在资产管理水平和费用控制。随着企业通过全产业链模式

获取大量优质资产并扩大规模，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大规模扩张需要投入更多

资源，会导致管理成本增加，而企业只有能有效地行使其管理能力，收入增长才

能与成本增长相匹配。在此背景下，管理协同效应的重要性显现出来，它主要体

现在相关费用的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企业可以通过合理配置资产和简化

管理机构等方式低管理成本，体现出“降本”的管理协同效应。同时，通过提高

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企业可以自身创造超额收益，体现出“增效”的管理协

同效应。因此，评价并购后的管理协同效应需要从费用控制和资产管理水平两方

面选取指标。具体指标见图 4.3。

表 4.3 管理协同效应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本含义 指标性质

管理协同

费用控制

销售费用率(%)X8 销售费用/营业收入 负向

财务费用率(%)X9 企业财务费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00% 负向

成本费用利润率

(%)X10 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正向

期间费用率

(%)X11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营业

收入
负向

资产管理

水平

存货周转率

(次)X12 销售成本/平均存货
正向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X13 赊销金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正向

总资产周转率

(次)X14 营业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正向

固定资产周转率

(次)X15 产品销售收入净额/固定资产平均净值
正向

（3）财务协同效应评价指标

财务协同效应是指通过企业合并或收购，两个或多个企业在财务管理和资本

运用等方面实现的优势，它可以帮助企业高效率，增加利润，实现规模经济。这

种优势可能表现为成本节约，风险降低，更有效资本使用，以及可能的税收优势

等。现金流对公司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了企业能够支付日常开支、偿还债务，

并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以支持增长和创新。没有健康的现金流，公司可能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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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困境，无法抓住市场机遇或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偿债能力反映了公司履

行其财务义务，特别是偿还债务的能力。良好的偿债能力通常意味着公司的财务

状况健康，能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生成足够的现金流来满足其债务义务。如果公

司的偿债能力差，可能会导致信用评级降低，增加新债务的成本，甚至导致破产。

通过对偿债能力指标的分析，可以反映出企业能否持续经营以及经营活动面临的

风险，从而预测企业的未来收益。因此，本文选取偿债能力以及现金流管理水平

来衡量双汇的财务协同效应。具体指标见图 4.4。

表 4.4 财务协同效应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本含义 指标性质

财务协同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X16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中间

流动比率（%）X17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中间

速动比率（%）X18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中间

长期资本负债率

(%)X19

[非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股东权益）]

×100%
中间

产权比率（%）X20 负债总额/股东权益×100% 负向

现金流管

理水平

全部资产现金回

收率(%)X21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平均资产总额×

100%
正向

现金比率（%）X22 （货币资金+有价证券）/流动负债 中间

销售现金比率

(%)X23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净额/营业收入×

100%
中间

现金营运指数

(%)X24 经营现金净流量÷经营现金毛流量
正向

4.2 对比企业选择

为了更加直观的评价案例企业全产业链模式对协同效应的影响，本文选择了

行业内排名较好的两家企业上海梅林与得利斯作为比较对象。以便在同一行业背

景下对比分析它们全产业链背景下协同效应的差异性。

4.2.1 企业选取

梅林股份于 1997年 6月上市，是一家汇集了“梅林、冠生园、正广和、苏

食、爱森、佛手、华佗”等一批国内外著名品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享有较高

知名度的百年民族企业。其在光明食品集团“一体两翼”产业框架中，于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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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与双汇同步实行了全产业链模式。上海梅林主要从事以肉类为核心的综合

食品制造及食品分销业务。公司目前主要从事肉及肉制品、休闲食品的生产制造

以及综合食品分销。主要产品包括：梅林午餐肉罐头，爱森苏食冷鲜肉，联豪牛

排等。

自 1986年成立以来，得利斯集团以其总资产达到 96亿元，一直将企业文化

置于核心地位，坚持“品质至上”的产品宗旨和“制欲感恩”的经营哲学。该集

团遵循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路径，致力于提升国民体质和民族素质，同时专注于改

善公众饮食健康并攀登肉类食品科学的高峰，因而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从

2016年起，得利斯开始采纳全产业链模式，并至今累积获得超过 800项各类荣

誉，包括首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国肉类十强企业、中国食品行业

百强企业、中国市场竞争力品牌以及山东省省长质量奖等殊荣。

4.3 基于财务指标的长期绩效分析

4.3.1 经营协同分析

（1）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表现了企业通过其核心经营活动有效地创造利润的能力，这是企业

长期成功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盈利能力的高低反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市

场地位、成本控制、价格策略、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效果。

图 4.1 三家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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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三家企业营业净利率对比图

图 4.3 三家企业总资产净利率对比图

三家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变化如图 4.1、图 4.2、图 4.3 所示，可以看出，

在 2010 年至 2022 年的时间段内，双汇在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营业利

润率这三项关键指标上均表现优于得利斯和上海梅林，稳居行业领先位置。面对

猪瘟和猪肉周期等市场挑战，双汇的这些关键财务指标从 2011 年开始呈现出先

升后降的趋势，在 2019 年触及顶峰后开始逐渐回落。得益于双汇较为完善的产

业链结构，它们在对冲猪肉周期方面的能力较强，指标下降幅度相较缓和。

2018 年开始，双汇原主营增长乏力，其 4年间营业利润率保持缓慢下降，

维持在 10%左右的水平，但依然高于得利斯和上海梅林。进入 2021 年至 2022 年，

随着行业的整体复苏，双汇的净资产收益率提升了 3.63%，总资产净利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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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与上海梅林相比回升幅度略显微小。总的来看，双汇的盈利能力与同行

业相比较强，在行业内拥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能够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获得

更高的收益，但原主营的肉制品业务连续下滑，屠宰业务因面临中国生猪价格波

动周期剧烈、屠宰业集中度极低、生猪质量控制压力大等问题，增长显露疲态。

（2）发展能力

发展能力表现了企业的成长潜力和未来展望。它反映了企业是否有能力适应

市场变化，创新产品或服务，扩大市场份额，增加收入，提高效率和盈利能力。

三家企业发展能力数据见表 4.5、图 4.4

表 4.5 三家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及净利润增长率数据表

双汇 上海梅林 得利斯 双汇 上海梅林 得利斯

营

业

收

入

增

长

率

2010 29.621 11.134 29.302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20.032 93.357 -30.012

2011 3.595 14.900 34.017 -54.735 87.317 -9.912

2012 10.808 23.868 2.563 109.514 -14.668 1.247

2013 13.212 32.146 3.905 32.588 27.566 -8.622

2014 1.658 2.076 -20.926 3.598 -55.453 -6.092

2015 -2.186 -6.625 -4.401 4.768 126.518 -38.172

2016 15.942 13.080 1.586 3.285 101.643 -62.723

2017 -2.653 60.634 2.099 -1.118 1.675 -29.727

2018 -3.323 -0.189 25.479 12.546 -16.504 36.666

2019 23.741 5.419 16.246 12.533 46.149 3.687

2020 22.472 1.979 39.806 12.422 34.046 253.638

2021 -9.721 -1.045 -4.587 -23.332 -113.584 50.964

2022 -6.159 5.801 -1.763 17.068 751.684 -44.627

图 4.4 三家企业总资产增长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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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汇过去 1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总资产增长率、营

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的波动性较为显著，这表明公司的增长并非一帆风

顺，尤其与同行业的上海梅林和得利斯相比，双汇的表现显得较为逊色。这种波

动主要源于双汇在 2012年为了扩展其产业链而对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该举措

虽然促进了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但也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结果是，双汇在

2013至 2018年期间不得不实施高额分红，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比例，这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司在经营性资产投资和扩展方面的能力，同时也抑制了其核心

的肉制品业务的增长，导致了那几年业绩的停滞。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得

利斯自 2016年起实行全产业链模式，其三项关键指标均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

在 2022年，得利斯的总资产增长率达到了顶峰，显著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

从 2018年开始，双汇在总资产增长率等关键指标上呈现出复苏的势头，显

示出公司正在逐渐克服之前的压力，并重拾增长的动力。然而，这一积极的发展

在 2021年遇到了挑战，三项主要指标均有所下降。这次的下降不仅受到了全球

疫情的冲击，还因双汇在关联交易中的策略失误而受到影响。整体来看，双汇的

全产业链模式实施中的不当操作限制了经营协同效应的展现。

4.3.2 管理协同分析

（1）费用控制

销售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是衡量企业效率的两个关键指标，它们的低值通常

意味着公司运营的高效性。

图 4.5 三家企业销售费用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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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三家企业财务费用率变化图

如图 4.5、图 4.6所示，双汇在 2010年到 2012年期间，这两个指标都呈现

出上升的态势。然而，随着双汇在 2012年采纳全产业链模式，销售费用率的增

长趋势得到遏制，并逐渐趋于稳定。自 2014年至 2022年期间，尽管销售费用率

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双汇的财务费用率则一直维

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甚至低于行业平均水准，显示出双汇在财务管理方面的优

势，表现出积极的管理协同效应。

表 4.6 三家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及期间费用率数据表

双汇 上海梅林 得利斯 双汇 上海梅林 得利斯

成

本

费

用

利

润

率

2010 4.672 -0.142 4.447

期

间

费

用

率

4.526 9.147 8.574

2011 2.180 3.166 2.948 5.236 13.216 7.496

2012 10.885 2.180 2.961 8.478 12.841 8.644

2013 12.905 2.000 2.381 8.172 12.472 8.644

2014 13.253 1.146 2.801 8.644 12.774 11.526

2015 14.498 2.449 2.167 8.345 12.153 12.438

2016 12.771 3.972 0.938 6.678 11.432 11.600

2017 12.944 2.465 0.654 7.108 10.980 10.526

2018 15.025 2.344 0.356 7.976 10.836 8.552

2019 12.881 3.163 0.151 6.964 10.945 8.637

2020 12.229 4.431 1.248 5.661 7.687 5.457

2021 10.467 0.570 1.611 4.631 7.919 5.526

2022 12.943 4.623 1.333 5.065 9.331 6.091

成本费用利润率是一个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它衡量的是企业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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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一定成本费用后所能创造的利润额。这一指标的高低直接关联到企业的经济效

益和核心竞争力。如表 4.6所示，自双汇在 2012年采取全产业链模式以来，其

成本费用利润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从 2.18增长至 10.89，并在此后一直维持在

10以上的水平。这一持续的高水平表明双汇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在与同行业的上海梅林和得利斯进行比较时，双汇在过去 13年中的成本费

用利润率始终保持领先，这进一步证明了双汇通过全产业链模式优化了成本结

构，加强了盈利模式。上海梅林也采取了类似的全产业链模式，其成本费用利润

率总体上也表现出比相对较晚实施全产业链模式的得利斯更好的趋势。这些数据

表明，全产业链模式对于提升管理协调效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期间费用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费用管控能力的重要财务指标，它反映了公司在

一定时期内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总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期间费用

率的降低通常意味着公司在费用管理上更为高效，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观察双汇的财务表现，可以看到，在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其期间费用率呈现

上升趋势。然而，随着 2012 年双汇实施全产业链模式，期间费用率开始逐步下

降，从 2012 年的 8.49%降至 2021 年的 5.06%，表明双汇在费用管控上取得了显

著成效。

在与同行业的上海梅林和得利斯进行对比时，双汇在这 13 年间的期间费用

率一直低于这两家公司，显示出较强的费用管控能力。整体来看，较早实施全产

业链模式的上海梅林，其期间费用率同样呈现下降趋势。而得利斯在 2016 年实

施全产业链模式之前，期间费用率持续上升。在采取全产业链模式后，期间费用

率的上升趋势得到遏制，并开始下降，这进一步说明全产业链模式有助于公司提

高管理协调效应，从而优化费用管控。

（2）资产管理水平

资产管理水平通常指的是一个组织或个人对其拥有的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和

调配的能力，这涉及到资产的获取、使用、维护、更新和处置。高水平的资产管

理能够帮助实现资产的最大化利用，提高投资回报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

同时确保资产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指标数据如表 4.7、表 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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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三家企业存货周转率及应收账款周转率汇总表

双汇 得利斯 上海梅林 双汇 得利斯 上海梅林

存

货

周

转

率

2011 22.51 7.44 8.08

应

收

账

款

周

转

率

231.59 19.23 14.99

2012 12.02 7.35 8.68 181.19 15.09 15.37

2013 12.85 7.28 9.62 213.82 14.13 16.71

2014 10.04 5.45 10.00 282.17 10.1 18.16

2015 9.97 5.76 8.62 342.38 9.35 16.76

2016 12.85 7.25 7.61 445.63 8.67 13.17

2017 13.31 8.21 10.46 427.74 8.76 15.83

2018 10.71 9.45 9.18 415.55 11.09 15.07

2019 7.51 9.01 7.98 474.7 15.29 14.94

2020 8.05 12.95 7.18 378.87 27.25 15.3

2021 9.37 11.99 6.89 317.99 27.02 15.89

2022 8.88 7.96 7.09 340.27 23.52 14.58

表 4.8 三家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及固定资产周转率汇总表

双汇 得利斯 上海梅林 双汇 得利斯 上海梅林

总

资

产

周

转

率

2010 5.898 0.934 0.979

固

定

资

产

周

转

率

19.363 3.025 3.136

2011 5.019 1.295 1.438 17.659 3.447 6.774

2012 2.386 1.278 1.590 5.096 2.796 8.042

2013 2.467 1.301 1.919 5.495 2.604 9.197

2014 2.190 0.990 1.742 4.641 1.937 8.746

2015 1.992 0.896 1.616 3.891 1.773 8.519

2016 2.344 0.897 1.437 4.441 1.793 6.724

2017 2.276 0.932 1.946 4.384 1.858 8.661

2018 2.154 1.166 1.943 4.331 2.515 9.026

2019 2.343 1.268 1.782 5.553 3.058 7.624

2020 2.335 1.668 1.674 7.082 4.228 6.478

2021 1.940 1.461 1.574 6.320 4.213 5.976

2022 1.782 1.071 1.624 4.825 3.828 6.140

双汇近 10 年一直具有较高的存货周转率，这意味着双汇通过有效管理，能

够迅速将存货转化为现金和应收账款等收入。上海梅林以及得利斯在 2016 年之

后也具有较高的存货周转率，上海梅林的存货周转率相对较低一些。三家企业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间，存货周转率均有所上升。原因是受市场的影响猪肉价格大

幅上涨，猪肉大量囤积仓库导致增加了存货量，但对于双汇而言，其存货很快随

着市场猪肉价格的稳定及时卖出并转化为现金和应收账款等收入。这说明双汇具

的变现能力强于同行业企业。另外，通过比较 12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发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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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要远高于得利斯和上海梅林。这表明双汇能够按时收回应收账款，坏账的发生

概率较低，有利于企业资金的流动。总资产周转率也呈下降趋势，但总体水平仍

高于上海梅林和得利斯，说明双汇的总资产周转速度较快，销售能力强，资产利

用效率基本达标。综上所述，双汇全产业链模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管理协同效应。

4.3.3 财务协同分析

（1）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表现了企业履行其短期和长期债务义务的能力。企业的偿债能力

强，通常意味着其财务状况较为稳健，风险较低。三家企业的偿债能力指标对比

图如图 4.7、图 4.8所示。

图 4.7 三家企业流动比率对比图

图 4.8 三家企业速动比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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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 2010 年至 2022 年期间的流动比率最高为 2.20，最低为 1.13。除 2020

年以外均低于企业合理流动比率 2。短期偿债能力在 2010 年-2022 年一直处于波

动，流动资产变化大，但之后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持续下降。与行业均值相比，

双汇在 2021 年流动比率与行业差异不大，综合说明企业在债务方面仍存在问题。

2010 年-2022 年 12 年间，双汇的速动比率分别为最高为 1.56，最低为 0.62，与

流动比率的变化趋势相似，速动比率也在 2020 年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除过

2020 年、2021 年之外 3年均与行业均值有较大差异。通过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

的分析可以看出双汇的短期偿债能力并不理想。根据年报数据，2020 年现金比

率达到峰值 0.813，2020 年、2021 年现金比率均高于行业均值，2022 年虽与行

业均值相差较大，但高于最低标准 0.3，这反映出企业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仍

需重点关注短期债务偿还的风险。

表 4.9 三家企业资产负债率及权益乘数汇总表

双汇 得利斯 上海梅林 双汇 得利斯 上海梅林

资

产

负

债

率

2010 35.8 11.3 60.7

权

益

乘

数

1.959 1.256 2.964

2011 44.7 11.3 53.8 2.039 1.168 2.401

2012 24.8 14.1 60.7 1.596 1.201 2.654

2013 24 14.4 59.4 1.397 1.219 2.803

2014 25.6 20 50.1 1.398 1.247 2.488

2015 22.7 24.1 53.4 1.389 1.329 2.463

2016 29.4 25.9 55.5 1.427 1.340 3.122

2017 33 20.2 51.3 1.542 1.306 3.385

2018 37.4 25.6 50.3 1.647 1.303 3.103

2019 40.2 30.7 52.5 1.744 1.400 3.199

2020 30.5 32.4 51.2 1.574 1.467 3.415

2021 31.7 38.2 55.2 1.479 1.558 3.439

2022 39.1 31 54.8 1.576 1.515 3.329

三家企业资产负债率及权益乘数见表 4.9。双汇的资产负债率在 2010 年至

2022 年间先降后升，总体来看，较行业均值偏低。在 2011 年和 2019 年企业资

产负债率达到 40%以上，显示企业长期偿债能力较好，但在其余年份，资产负债

率并不在合理范围内。这说明双汇的资产负债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其长期偿债能

力存在一定风险。权益乘数一般适合在 1.5 至 2.5 之间，近五年来，双汇的权益

乘数虽然低于行业均值，但仍稳定在合理区间内。这表明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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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资产主要依靠自有资金，风险相对较小。综合资产负债率和权益乘数来看，

双汇的长期偿债能力一般。

（2）现金流管理能力

现金流管理能力表现了企业维持流动性、避免财务困境以及优化资金使用效

率的能力。良好的现金流管理对于企业的稳定运营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现金流

管理能力强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好的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能够有效地应对经营中

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确保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表 4.10 双汇现金流管理能力数据汇总表

营业收入现金含量 现金营运指数 经营现金流量比率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2010 111.2 1 4 21.8

2011 116.2 1.1 2.7 12.8

2012 112.9 1.2 11.5 27.3

2013 109.2 0.8 8.6 19.6

2014 109 1 10.3 21.4

2015 109.2 1.1 12.9 25.2

2016 108.1 1 10.7 26

2017 108.2 1 11.2 24.5

2018 109 0.8 10.6 23.3

2019 108.9 0.6 7.3 15.4

2020 107.8 1.1 11.9 25.4

2021 106.7 0.8 9 178

2022 108.8 1.1 12.1 20.8

表 4.11 得利斯现金流管理能力数据汇总表

营业收入现金含量 现金营运指数 经营现金流量比率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2010 111.4 -0.3 -2.2 -2.2

2011 111.8 0.7 3 3.8

2012 114.9 1.1 5.8 7.3

2013 115.9 1 4.7 6

2014 115.4 0.5 2.7 2.7

2015 115.1 1.7 9.2 8.2

2016 122 1.2 5.6 5

2017 116.6 1 5.4 5.2

2018 111.6 0.2 1.1 1.3

2019 111.7 0.8 3.4 4.2

2020 108 0.8 2.4 3.9

2021 132.2 0.1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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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1

营业收入现金含量 现金营运指数 经营现金流量比率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2022 108.9 -1.6 -5.1 -4.5

表 4.12 上海梅林现金流管理能力数据汇总表

营业收入现金含量 现金营运指数 经营现金流量比率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2010 118.8 0 -0.1 -0.1

2011 120.1 0.3 0.6 0.9

2012 116.3 0.1 0.5 0.7

2013 116.2 0.6 2 3.7

2014 105.6 0.4 1.5 2.5

2015 111.6 0.5 2 3.1

2016 112.1 1.3 8.4 10

2017 106.5 0.6 2.5 4.9

2018 106.8 0.5 1.9 3.7

2019 104.4 0.9 4.2 7.1

2020 105.8 1.6 9.3 15

2021 104 0.6 2.3 3.7

2022 103.9 1.3 7.9 12.5

三家企业的现金流管理能力指标数据如图 4.10、图 4.11、图 4.12所示。双

汇营业收入现金含量在 2010 年至 2022 年呈下降趋势，在 2022 年有所回升，得

利斯和上海梅林同样呈现下降或者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况说明市场竞争在逐渐加

剧，企业营业收入收现存在一定困难。其次，公司经营现金流量比率与得利斯、

上海梅林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且该项指标有较大波动，说明企业财务弹性不稳定。

此外，双汇全部现金回收率远高于得利斯和上海梅林，且大部分处于 20%上下，

说明整个企业获取现金能力较强。最后，双汇的营运指数多数接近 1，说明企业

可以用经营获取的现金与其应获现金相当，收益质量高。根据以上分析，公司获

现能力总体较强，实现了财务协同。

4.3.4 分析结果评价

财务数据方面，双汇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显示出较大波动，这暗示了公司

可能面临短期偿债压力。同时，存货周转率的持续下降也反映了双汇在存货管理

上的能力有所下滑，这可能影响到企业将存货转化为销售收入的效率。此外，营

业利润率的波动和下降趋势也表明了双汇在盈利能力上存在挑战。由于行业整体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双汇集团全产业链模式的协同效应研究

39

的下滑，尽管全产业链模式并未使双汇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有显著提升，但其

销售总额却实现了大幅增长，且在成本控制上相比同行业其他企业表现更佳。因

此，全产业链模式对于提升企业的协同效应具有正面影响。

虽然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下滑，双汇的财务指标也呈现下降趋势，但与同行业

企业相比，双汇能够利用其全产业链模式优势，最大限度地减少宏观环境变化的

负面影响，并增强企业的协同效应。然而，也应注意到，双汇在实行全产业链模，

中仍存在一定问题，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协同效应的发挥。

4.4 基于熵权-TOPSIS 法的综合评价分析

4.4.1 评价方法选择

本部分将阐述主流的财务绩效评估手段，并就各自的长处与短处进行比较分

析，特别是将重点探讨熵权-TOPSIS 法的应用，并考察其在协同效应评价中的实

际操作性。

所谓经济增加值，即 EVA 法，这种方法以企业的股东为核心，旨在判定企业

在一定时期内的运营是否能够为股东带来利益。正的计算值表明企业在此期间创

造了超出成本的利润，为股东增加了价值。而负的计算值则意味着企业在这期间

未能为股东增加价值。EVA 法有效地缓和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矛盾，为企业

的所有者们提供了一种衡量公司业绩的标准。近年来，它已被广泛纳入众多企业

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中，成为了一种普遍采用的评价工具。

在财务绩效的评估领域，因子分析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一方法首先要求

分析人员对所研究的企业有深入的了解，并根据选定的财务指标原则来构建一个

评价体系。接下来，需要收集企业相关的财务原始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

以便于导入 SPSS 等统计软件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软件内部，数据将经历因

子降维的过程，包括进行 KMO 样本适合度检验和巴特利特的球度检验。只有当

KMO 值超过 0.5，球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接近 0时，数据才被认为是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的。随后，将计算公因子方差和成分矩阵，并利用碎石图来揭示数据的总

方差解释中的特征值。最终，根据这些经过处理的数据来进行绩效的评价。由于

这种方法对数据的内在相关性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在进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之

前，数据必须满足一定的标准，这也意味着对原始数据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

熵这个概念最初源于热力学，用于描述热量转换为机械功的过程中的能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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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情况。随后，它被引入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中，作为一种衡量指标变异性

的工具。熵权法的核心思想在于，一个指标的变异性越大，它的信息离散程度越

高，因此在综合评估中应当赋予更高的权重，这样的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也更

加显著；相反，变异性小的指标影响力就较弱。而 TOPSIS法则是为了解决多目

标和多属性决策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方法。在本项研究中，选择熵权-TOPSIS法来

进行财务绩效评估，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该方法对原始数据的依赖性较小，

其计算步骤标准化，可以直接对原始数据进行提取和处理，而 EVA法则需要根

据特定公司情况调整计算公式，因子分析法必须先对数据进行检验，并确保它们

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进行评估。其次，EVA法虽然能够计算出代表价值创造的

EVA值，但它不适用于对更细分的财务指标进行量化；而因子分析法虽然能够

提取代表数据集的共同因子，但这些因子往往包含多个财务指标的信息，使得分

析变得相对复杂，并且这些共同因子并不能完全反映所有数据的情况。熵权

-TOPSIS法则可以计算出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并据此生成得分和排名，使得数

据处理和结果反映更为全面。根据文献调研，许多学者已经将熵权-TOPSIS法应

用于不同领域的综合评价中，显示出良好的适用性。因此，本研究选择了熵权

-TOPSIS法作为综合评估工具。

在本文中，“熵权 TOPSIS法”的评估流程具体包含以下步骤：首先，在应

用 TOPSIS法建立加权规范化决策矩阵的过程中，采用由熵权法计算得出的熵权

值作为各项指标的权重，从而生成一个新的决策矩阵。接着，依据 TOPSIS法的

具体操作步骤，计算出一个综合的评价值。

图 4.9 熵权 TOPSIS 法步骤图

4.4.2 评价指标数据处理

本文将双汇第 i年第 j个指标原始数值定义为 xij。本文选取的指标的指标

性质有正向、负向和中间之分，在后续的综合评价过程中，正向指标无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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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负向指标则需要进行正向化处理，本文采用公式 4-1 对其正向化处理，处理结

果为 yij。

  ijijij xxmaxy
i

 公式 4-1

对于中间型指标，本文将采用公式 4-2对其进行正向化处理，公式如下：

kxk-xmaxy ijjyij
i










 公式 4-2

公式中 k值为指标 j的平均值。

因为每个指标的单位不同，本文对各个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

理后的数据均处于区间[0,1]。这样的处理不会对后续结果的计算产生影响，同时

可以保留原始数据的分布特征。设极差标准化处理结果为 Zij，计算公式如下：

 
   ijij

ijij
ij

yminymax
ymin-y

z
ii

i


 公式 4-3

4.4.3 熵权-TOPSIS 法评价步骤

设经过正向化以及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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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表示第 i个评价目标的第 j个指标数值。

首先，利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第一步，计算第 j个指标下第 i个对

象的数值占该指标总和的权重 pij，计算公式如下：




 m

1i
ij

ij
ij

z

zp
公式 4-4

第二步，计算第 j个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如下：





m

1i
ijijj lnppke 公式 4-5

其中 k =1/ln(m) 。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双汇集团全产业链模式的协同效应研究

42

第三步，计算第 j个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 dj，计算公式如下：

jj e1d  公式 4-6

第四步，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 wj，计算公式如下：




 n

1j

j

j
j

d

dw 公式 4-7

然后，通过 TOPSIS综合评价法确定各评价对象综合得分。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构建基于熵权的评价矩阵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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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4-8

第二步，计算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设 aj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bj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小值，则正理想解 A与负理想解 B计算公式如下：

 n4321 aaaaa ，，，，， A 公式 4-9

 n4321 bbbbb ，，，，， B
公式 4-10

第三步，计算评价对象 i到正理想解 A的欧式距离 D+和到负理想解的欧式

距离 D-，计算公式如下：

 


 
n

j

jji a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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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式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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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
jiji bu ）（D 公式 4-12

第四步，计算评价对象 i的综合评价值 Si，计算公式如下：

DD
DS








ii

i
i 公式 4-13

综合评价值 Si介于 0到 1之间，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评价对象越接近正理

想解，企业协同效应越好，反之，则企业的协同效应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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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案例企业评价过程

首先将各个指标原始数据，根据公式 4-1、4-2以及 4-3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正

向化以及归一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然后运用公式 4-4、4-5、4-6以及 4-7

求出各指标权重。结果如表 4.13所示。

表 4.13 熵值法计算权重结果汇总表

项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系数 w

净资产收益率(%) 0.9566 0.0434 1.86%

营业净利率（%） 0.9564 0.0436 1.87%

总资产净利率(%) 0.9621 0.0379 1.62%

营业利润率(%) 0.9575 0.0425 1.82%

总资产增长率(%) 0.9131 0.0869 3.72%

营业收入增长率(%) 0.8967 0.1033 4.43%

净利润增长率(%) 0.9435 0.0565 2.42%

成本费用利润率(%) 0.9549 0.0451 1.93%

存货周转率(次) 0.8415 0.1585 6.7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9255 0.0745 3.19%

总资产周转率(次) 0.7810 0.2190 9.39%

固定资产周转率(次) 0.7134 0.2866 12.28%

资产负债率（%） 0.8949 0.1051 4.50%

流动比率（%） 0.8878 0.1122 4.81%

速动比率（%） 0.8862 0.1138 4.88%

长期资本负债率(%) 0.8604 0.1396 5.98%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0.9443 0.0557 2.39%

现金比率（%） 0.8947 0.1053 4.51%

销售现金比率(%) 0.9463 0.0537 2.30%

现金营运指数(%) 0.9487 0.0513 2.20%

销售费用率(%) 0.8521 0.1479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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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3

项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系数 w

财务费用率(%) 0.9339 0.0661 2.83%

销售期间费用率(%) 0.8702 0.1298 5.56%

产权比率（%） 0.9444 0.0556 2.38%

接着，利用公式 4-8求出加权标准矩阵，再利用公式 4-9以及 4-10计算正理

想解与负理想解。结果如表 4.14。

表 4.14 正负理想解汇总表

项 正理想解 A+ 负理想解 A-

净资产收益率(%) 0.019 0.000

营业净利率（%） 0.019 0.000

总资产净利率(%) 0.016 0.000

营业利润率(%) 0.018 0.000

总资产增长率(%) 0.038 0.000

营业收入增长率(%) 0.045 0.000

净利润增长率(%) 0.024 0.000

成本费用利润率(%) 0.020 0.000

存货周转率(次) 0.069 0.00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032 0.000

总资产周转率(次) 0.095 0.001

固定资产周转率(次) 0.124 0.001

资产负债率（%） 0.045 0.000

流动比率（%） 0.049 0.000

速动比率（%） 0.049 0.000

长期资本负债率(%) 0.060 0.001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0.02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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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

项 正理想解 A+ 负理想解 A-

现金比率（%） 0.046 0.000

销售现金比率(%) 0.023 0.000

现金营运指数(%) 0.022 0.000

销售费用率(%) 0.064 0.001

财务费用率(%) 0.029 0.000

销售期间费用率(%) 0.056 0.001

产权比率（%） 0.024 0.000

最后运用公式 4-11、4-12以及 4-13求出双汇 2010年至 2022年每年到正理

想解的距离以及到负理想解的距离，从而求出其每个年度综合排名，如图 4.15

所示。相对贴近度 C值越高，说明协同效应越好。

表 4.15 TOPSIS 评价计算结果汇总表

项 正理想解距离 D+ 负理想解距离 D-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结果

2010 0.079 0.207 0.723 1

2011 0.107 0.172 0.617 2

2012 0.182 0.102 0.359 6

2013 0.185 0.091 0.330 8

2014 0.204 0.068 0.249 13

2015 0.206 0.075 0.266 11

2016 0.192 0.083 0.301 10

2017 0.185 0.082 0.306 9

2018 0.205 0.070 0.255 12

2019 0.188 0.093 0.330 7

2020 0.153 0.131 0.462 3

2021 0.171 0.124 0.4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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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5

项 正理想解距离 D+ 负理想解距离 D-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结果

2022 0.186 0.114 0.379 5

4.4.5 案例企业对比评价结果

为更好的评价双汇产业链整合中的协同效应，本文利用熵权-TOPSIS法分别

计算每年三者协同效应相对贴近度，计算出来的结果如图 4.10所示：

图 4.10 三家企业协同效应变化图

从指标权重角度看，双汇、上海梅林、得利斯三家公司最高权重所在的领域

分别是管理协同（48.31%）、财务协同（33.95%）和财务协同（42.96%）。在

这三家中，上海梅林的权重分配相对均衡，而双汇和得利斯在权重分配上显示出

更明显的倾向性。具体到双汇，其经营协同的占比相对较低，仅为 17.74%，而

其财务协同的权重与上海梅林接近，均在 30%左右。按照熵权-TOPSIS法，协同

效应的相对贴合度越高，意味着产业链整合带来的协同效应越显著，反之则效果

较差。图 4.2显示，在 2010年至 2012年期间，由于“瘦肉精”事件的影响，三

家公司的协同效应都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在 2012年以后，双汇通过执行全产业

链模式，减缓了协同效应的下降速度，而得利斯的协同效应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

2016年。在 2016年左右，得利斯也开始采取全产业链模式，其协同效应随之出

现回升。从 2017年到 2022年，这三家公司的协同效应都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

全产业链模式对提升协同效应具有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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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双汇来说，在权重占比最大的三个指标是固定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

率和存货周转率，其权重分别占到了 12.28%、9.39%和 6.79%，这三个指标的累

计权重超过了 20%，表明在评估过程中，这些指标所反映的信息差异较大，包含

的信息量也较为丰富。而总资产净利率的权重最低，仅为 1.62%，营业利润率的

权重稍高一些，为 1.82%，这两个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小。从图 4.1可

以观察到，双汇在 2010年的评分是最高的，而在 2014年则是最低的。2011年，

“瘦肉精事件”导致双汇的整体业绩急剧下滑。到了 2012年，双汇决定采取全

产业链模式，进行资产重组，将屠宰、肉制品加工等主营业务以及其他密切相关

的业务股权注入双汇，同时将双汇物流的股权转出。这一重组使双汇能够控制肉

类加工的上下游及相关配套产业，而仅保留了物流、蛋白、生化、调味料等辅助

业务，从而减少了双汇内部的同业竞争，显著降低了关联交易成本，迅速恢复了

其利润水平，并有效地减缓了协同效应的下降趋势。2013年，双汇为扩张进入

肉类加工业务的上游，举债数十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的生猪养殖、屠宰、加

工、销售公司史密斯菲尔德。

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是双汇全产业链发展的一大步，其不仅补充了自身的产业

链，增强了协同效应，还得以利用进口冻肉来缓解国内生猪供应短缺的问题，并

从中美猪肉价格差异中获利。然而，这一收购也给双汇带来了巨额的债务。这次

收购采用的是杠杆收购方式，并以现金形式支付。双汇不仅支付了 47亿美元现

金，还承担了史密斯菲尔德 24亿美元的债务，使得总交易额高达 71亿美元，且

年利率为 5.5%，这将显著提高双汇的财务成本，使得管理效率和协同效应受损。

这次收购的资金来自于万洲国际的长期借款。数据显示，2013年万洲国际的资

产负债率同比增长 50%，达到了 77.83%。为了缓解债务压力，控股股东提高了

双汇的股息率，期望通过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年度分红来解决财务压力，导致双汇

在 2013年至 2018年期间的分红比率接近百分之百。控股股东万洲国际的这种做

法，即提取双汇几乎全部的年度盈余，导致双汇在随后几年中几乎没有对经营性

资产进行投资和扩张，盈利能力强的肉制品业务也未能按预期增长。这些年双汇

的业绩基本停滞不前，严重阻碍了公司的正常发展。

到了 2018年底，万洲国际的资产负债率降至大约 45%，在 2018至 2019年，

双汇股价虽有震荡，但公司的股息率也显著下降，公司业务逐步恢复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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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双汇通过吸收合并其母公司双汇集团，调整了内部组织结构，降低了

关联交易的成本，协同效应也因此小幅回升。到了 2020年，双汇的整体业绩达

到了一个高峰，公司还在 10月 15日宣布将融资 70亿元用于全产业链的建设，

一方面扩展上游业务，建设大规模的肉鸡产业和生猪养殖项目；另一方面则通过

技术改造强化肉制品加工等主营业务，以适应消费升级的趋势。然而，到了 2021

年中，双汇的市值大幅下降，缩水超过 60%，协同效应再次出现下滑。这一下滑

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另一方面是 2021年下半年国内猪肉价格的暴

跌，这导致了双汇进口的冻肉成本高于国内生猪的价格，造成了大量的存货跌价

损失。同时，双汇在关联交易中的失误也是导致协同效应下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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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产业链模式过程存在问题及扩大协同效应的相关建议

5.1 实施全产业链模式过程存在问题

5.1.1 经营方面原主营增长乏力，业务风险高

根据前文分析，双汇的营业净利率在 2012 年至 2022 年期间增长缓慢，甚至

有所下降的，但与此同时双汇的成本费用控制一直很稳定，保持行业领先，这说

明双汇的主营业务增长陷入瓶颈。目前，双汇除了其他预制菜等其他业务处于增

长，原主营的肉制品业务和屠宰业务都已经连续下滑。双汇肉制品业务 2013 年

销售量是 171.42 万吨，2022 年销售量是 156.22 万吨，下降了 8.9%，可见主营

业务带来的营业收入的增量基本是靠前几年 GDP 和 CPI 增长带来的，如果后续

CPI 走弱、消费疲软、人口红利消失，原本的主营业务继续下滑的风险很大。同

时，业务风险的增加还会衍生出其他风险，例如估值风险，双汇是存在估值陷阱

的，15 倍的估值公司预期来说偏高，而且拓展预制菜的进度并不顺利。

通过上述分析，双汇在风险管理上存在问题。其最核心的风险还是业务风险，

双汇原本的主营业务增长乏力，甚至存在倒退现象，严重影响经营协调效应。

5.1.2 管理方面供应链体系单一，信息不对称

管理协同效应是双汇协同效应中占据权重最大的部分。根据前文分析，可以

看到，在实施全产业链模式过程中双汇的成本费用的相关指标是处于同行业领先

地位的，但在资产管理水平的相关指标中，总资产周转率以及固定资产周转率却

是在 2012 年大幅下跌后一直保持行业低位，影响了管理协同效应的完全体现，

而这与双汇单一的供应链模式以及其内部信息交流的不平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双汇当前的运营模式中，其将生产的冷鲜肉和其他肉类制品通过一个集中

的销售和管理流程销售，首先是向双汇公司或漂河双汇食品销售有限公司销售，

随后由这两家实体向下游商家或终端消费者进行分销，这样形成了双汇基本的供

应链架构。虽然互联网的发展对信息交流有积极影响，但这种较为单一的供应链

体系不可避免的带来一系列问题。此外，由于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携带着高度的

不可预测性，双汇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会选择延迟向加工合

作伙伴共享重要的产品动态信息。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而且

导致各环节出现信息不对等的可能性增大。这种信息的不对等可能会造成产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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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不实、产能过剩，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与储存成本，或是导致企业在产品更新

和适应市场趋势方面的滞后，让企业在等待的过程中错失了机遇。通过这种方式，

信息不对称不仅影响了双汇的内部管理效率，还可能对其市场竞争力产生负面影

响，使得公司面临着增加成本和错失机会的双重风险。

5.1.3 财务方面产业链扩张过快，偿债能力弱

对于全产业链模式而言，并购其他公司、布设产品生产线、增设研发基地等，

往往使企业想要完全整合上中下游产业链的必经之路。但如果企业不考虑自身条

件，短时间内过度扩张，使主要资金被固定资产占据，同时后续仍需要持续进行

加大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建设、投资规模等投资建设，以获取足够的资本来保证公

司未来产业链体系的布局和运营，这样会大大增加企业的偿债压力，影响企业未

来发展。从对双汇产业链全产业链发展情况的分析，不难看出，双汇在并购史密

斯菲尔德后资金紧张，所有的资金都用于股东分红和偿还母公司的债务，缺乏足

够的发展资金，导致流动资金的波动加大，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的变动幅度加大，

短期偿债能力下降。同时，过快的扩张速度，使得双汇资产的增速低于债务的增

速，致使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上升，长期偿债能力也同样存在问题。总的来看，

双汇的产业链整合战略过于激进，并且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种整合，导致

偿债能力不足，而影响了财务协同效应。

5.2 扩大协同效应的相关建议

5.2.1 完善产业链条，业务多元发展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不应仅仅依赖单一业务，因为这样一旦遭遇不可预见的事

件或行业衰退，可能会对企业的盈利造成严重影响。在进行产业链整合时，企业

除了在主业上追求规模效应外，还应注重发展与主业相关的多元化业务。这意味

着企业需要逐步加深产业链的整合程度，利用生产能力和品牌优势，扩大相关产

品的生产规模，以便快速提升新产品的市场份额，补充主营业务增长的减缓，加

速营业收入的增长，保持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增长。

首先，企业应进行全面的市场研究，系统地分析客户需求、行业发展趋势和

竞争对手的动态。深入理解市场将有助于识别产业链中的潜在增长机会和薄弱环

节。基于这些信息，企业可以做出更加精准的战略决策。其次，企业需要进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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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资源和能力的评估，包括技术实力、品牌价值、人力资本和财务状况。这一评

估过程将揭示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优势和不足，为资源配置和能力提升提供依据。

在产业链整合方面，企业应考虑垂直整合和水平扩展两个维度。垂直整合意味着

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合作伙伴关系或自身发展，扩展至产业链的上游或下游。这

样做可以提升供应链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增强对产品质量的控制。同时，水

平扩展可以帮助企业利用现有的竞争优势进入相关市场，实现业务多样化。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企业应持续投入研发，推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同时优化生产流程和商业模式，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此外，企业还应建立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供应商、分销商、研究机构等建立合作，共享资源，共同

开发新市场。在多元化投资方面，企业应在不同的市场和领域进行投资，以分散

风险并稳定收入。同时，企业应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特别是在新业务领域，确

保有足够的人才支撑业务的发展。最后，企业应定期监控和评估多元化战略的执

行效果，包括财务表现、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根据评估结果，企业应

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和执行计划。

5.2.2 构建信息系统，加强链条管理

实施全产业链模式能够迅速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交易效率，增加市场份额，

并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影响力，但全产业链中的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企业在规

模扩张和战略决策上的盲目性，影响供应链管理效率。因此，对于正在推行全产

业链模式的公司而言，建立一个全面、快捷、灵活且有效的综合信息系统是至关

重要的。

建议企业首先进行细致的需求分析，明确信息流动的关键需求，这包括识别

哪些信息需要被追踪、分析和共享，以及确定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接着，选取合

适的技术平台和工具，确保这些工具能够支持高效的信息交流并整合各种数据

源。其次，建立标准化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这样可以确保信息在不同参与者

间准确传递。同时，设计一个用户友好的界面，并实行严格的访问控制措施，以

保障信息安全并提升使用体验。系统应支持实时数据更新，以便快速响应各类情

况，并应考虑移动设备的访问兼容性，使管理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能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获取所需信息。为了确保系统得到有效利用，应提供全面的用户培训和

持续的技术支持。这不仅有助于使用者熟练操作系统，还能在遇到问题时快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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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决。另外，通过建立反馈机制来收集使用者的意见和建议，可以不断优化系

统功能。再次，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数据加密、防火墙保护和定期的安全审

查，来防止未授权的访问和数据泄露。此外，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以防系

统故障导致的数据丢失。最后，定期监控系统的性能，并对其进行维护和升级，

以应对新兴的安全威胁和技术挑战。同时，培育一种跨部门和组织间的协作文化，

鼓励团队成员更有效地利用信息交流系统，从而提高整个链条的管理效率和业务

决策的质量。通过这些综合性的建议，企业可以构建一个强健的信息交流系统，

实现链条管理的优化。

5.2.3 评估自身现状，调节整合进度

企业管理者在制定和执行全产业链模式时，需要考虑到产业的变化、公司的

经营状况和发展方向，以及企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产业

链的进一步扩展可能会带来的增加的经营管理成本和财务风险；在进行产业链整

合时，要多方面考虑，不仅要重视产业链环节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内部管理体系

的建立和改进，还要考虑到环境和社会责任，灵活调整整合策略和进度。同时，

需要抓住所有的机会来优化自身的资本结构；在并购时，企业需要灵活选择支付

方式，以保证自身的资金流动性。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可以提高资本结构的灵活

性，并满足并购双方的需求。另外，企业应对自身的内部环境进行评估，根据固

定资产投入及其效益产出的周期、自身的生产能力、融资能力来制定每个经营周

期的投资计划，做好现金流匹配和融资保障工作，避免盲目扩大规模。这样不仅

可以降低运营和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还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好的社会形象，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施全产业链模式需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地理环境和掌握的资源进行“因地

制宜”的产业链延伸，以丰富整个产业链。企业应深入进行市场研究，明确自身

核心竞争力，逐步整合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并评估相关风险。建立稳固的合作伙

伴关系和投资于技术可以提高产业链透明度和运营效率。企业还需设计具有灵活

性和可扩展性的产业链结构，采用多元化策略减少依赖风险，并通过敏捷管理快

速适应市场变化。持续监控、评估整合效果，并致力于持续改进和员工培训，以

确保产业链的有效发展和竞争力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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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理论探索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集中研究了我国肉制品加工

行业的领军企业——双汇在产业链整合上的动机和过程，深入分析了全产业链模

式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机制和路径。接着，我们对双汇的协同效应进行了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深入探讨了双汇在产业链整合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揭示了这些问

题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在对双汇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1）全产业链模式的实施可以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理论分析表明，全产

业链模式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这将有助于减少企

业开支、提高企业收益、增强品牌影响力，从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从实践的角

度，我们通过对双汇实行全产业链模式的协同效应评估，发现这种策略对企业的

整体协同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们通过与上海梅林和得利斯的横向对

比，发现实施全产业链模式后，这些企业的协同效应也得到了整体的提升。

（2）全产业链模式的实施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限制协同效应。发展全产

业链模式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期间中如果企业采取了不恰当的行为，则更

容易造成企业不良的发展状态。在本研究中，不难发现双汇在推行全产业链模式

的过程中，其未能准确评估各方面条件，其在管理制度不健全、收入来源单一化

的情况下，较大幅度的扩张产业链，导致其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以及发展潜力都

受到了影响，从而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风险。因此，企业在发展全产业链模式时，

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预防可能的风险，以步步为营的方式灵活调整产业链整合

的进度。

（3）企业在选择战略时要结合自身实际，慎重决策。因为不同行业的异质

性和企业具体环境的复杂性，全产业链模式并不一定适应所有企业。首先，全产

业链模式的执行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的，并且在短时期内可能无法见到明显回

报，因此这需要企业具备充足的筹资渠道，以避免在执行战略过程中出现现金短

缺。其次，对于以科研实力作为行业壁垒的领域，全产业链模式并不适应。这种

企业通常涉及高度的专业知识、技术创新以及持续的研究投入，其竞争优势主要

源于自身强大的研发能力，而非产规模，所以相较于全产业链模式更倾向于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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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战略。再次，全产业链模式的建立是需要大量时间的，那些因社会环境变

动而短期内兴起的行业，其发展发展往往与技术进步、政策变化或消费者偏好的

突然变动紧密相关，因此也不适合全产业链模式。另外，当企业考虑是否采用全

产业链模式时，必须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自身是否具备进入产业链其他环节的能

力以及是否能有效管理和整合不同环节的活动。最后，企业还应评估市场需求、

竞争对手的布局、行业标准和法规限制，以及是否有能力持续创新以维持在产业

链中的竞争力。只有当企业具备了进入产业链其他环节所需的各项条件，并且这

种战略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的竞争优势时，采用全产业链模式才是明智的选择。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因作者研究水平限制和肉制品加工行业随市场变化不断演进，本文对双汇全

产业链模式实施过程中的协同效应进行的分析可能并未全面覆盖所有情况，存在

一些不足。首先，本文以双汇作为案例研究全产业链模式实施中的协同效应，单

一案例的研究结果无法形成普遍适用的结论，对于不同企业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

步讨论。其次，全产业链商业运营模式的推进是一个漫长的产业链优化整合过程，

双汇当前的全产业链模式布局仍在进行中，仍处于中期阶段，全产业链模式对协

同效应的全面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需要后续持续跟踪研究。最后，由于非财务性

指标难以获取，本文主要使用财务性指标对并购的协同效应进行分析，对非财务

性指标的分析略显不足。

在本研究中将协同效应划分为经营协同、管理协同和财务协同三个维度进行

研究，然而，协同效应的表现领域实际上更广泛。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计划增

加其他维度，以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同时，我们也将在构建评价体系时纳入非财

务指标，并对其进行深入和详细的研究，以建立更接近实际，更客观和全面的评

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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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如同白驹过隙，转眼间已接近尾声。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满

怀感激之情，向我的导师刘薇副教授致以最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这篇论文的完成并

非易事，从前期的开题阶段，到后期的撰写过程，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困难。特别是

在这样一个相对较少的研究领域进行探索，更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无所畏惧的勇气。

刘薇副教授不仅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指明了研究方向，更以其坚韧

不拔的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我面临困境时给予我及时的帮助和鼓舞。每当我

遇到难题，她总是能耐心地解答我的疑惑，用她的智慧和经验为我指明前行的道路。她

的优秀品格和崇高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将伴随我的一生，激励着我不断向学术的高峰

攀登。

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在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他们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

关怀和支持。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都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和鼓励。他们

的无私奉献和默默付出，是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的坚实后盾。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

今天的我，更无法完成这篇论文。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并努力学有所成，以报答

他们的养育之恩。

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在全产业链以及协同效应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们。您们

的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

贵的参考和借鉴。您们的辛勤付出和卓越成就，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我

们后来者不断前行。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奋斗过的同学和朋友们。尤其是我的舍友张少青、

张凌芾以及张旭旸，在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雨和挑战，也一

起分享了欢笑和成功。你们的陪伴和支持，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将永远珍

惜这段宝贵的时光和友谊，并期待着未来能够继续与你们并肩前行，共同创造更加辉煌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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