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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重构社区支持农业服务体系的信任关系，挖掘社区支持农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潜在联系，系统整合社

区支持农业利益相关者和自身资源。结论 在 3 个系统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社区支持农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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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y of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Service  
Based on System Innovation 

DENG Li-yuan, JIANG Xiao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construct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
tem innovation and service design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The existing service model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was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service system were extracted, and many problems faced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social 
background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integrated with new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platform operation thinking and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elements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users, stake-
holders and producer, through the injection of service design concept, the trust relationship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
riculture service system was reconstructed,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stake-
holders was excavated, and th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stakeholders and their own resources were systemati-
cally integrated. On the basis of three system elements, the innovative strategy of targeted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
ture service system is proposed, and th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service mode is reconstructed, which has prac-
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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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长期以来属于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

社区支持农业作为中国农业未来转型和多元化发展

的一种可能性，近年来在国内迅速兴起，但发展得并

不理想。作为一种以社会嵌入关系为优势的农业模

式，相对于技术驱动支持，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更

加需要通过设计驱动来支持。以系统创新和服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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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能够促进社区支持农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体

验，完善服务体系和产业链，实现社区支持农业在国

内的进一步发展。 

1  系统创新思维 

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设计师面临的问题也越来

越复杂，单一的产品已经无法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

利用系统创新的设计思维去解决这些问题。系统创新

思维是一种系统地解决问题的思维，关注的是系统要

素的关联性。要素是系统的基础，承担着系统中的结

构关系，系统中的诸多要素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之中[1]。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理论

方法，系统创新将设计学、经济型、管理学等诸多学

科相融合，通过整体干预，探索系统中各要素不同整

合创新的可能性。 

2  社区支持农业现状研究 

2.1  社区支持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简称 CSA。美国农业部国家农业

图书馆给出的定义是：社区支持农业是由个人组成社

区，这些个人许诺支持农场的运行，从而使该农场或

合法或合情合理地成为该社区的农场，生产者与消费

者相互支持，共同承担农业风险，共享农产品收益[2]。

本质上来说，是消费者雇佣农业生产者来为其提供种

植服务，是一种服务性质的农业模式。 

2.2  社区支持农业服务体系特征 

社区支持农业在国内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通过

系统的桌面和文献研究，提取了社区支持农业的共性

特征，主要有以下 4 点：（1）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认同，

社区支持农业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消费者和生产者

有共同的理念，当消费者认同 CSA 所提供的安全食

品与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之后，他们会主动地传播这 
种信任，最终 CSA 基于价值认同的信任特征逐渐形

成[3]；（2）基于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服务模式，

社区支持农业是基于社区消费者与生产者社会人际

关系的一种服务模式，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向选择

交流，这种人际关系隐含的是更深层次的信任关系，

只有生产者提供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服务，才能获得社

区消费者的信任；（3）风险共担、共享双赢的生产模

式，社区消费者直接向 CSA 生产者传达需求，使 CSA
农场按需种植，并提前支付费用给 CSA 农场，帮助

抵御市场风险，并带来持续可观的利润，同时 CSA
生产者也为社区消者提供绿色安全、有机健康的农产

品，实现了双方共赢的局面；（4）产消对接，积极互

动，产消对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 CSA 农业中，

消费者直接向生产者传达消费需求，实现需求的精准

化和个性化；二是社区支持农业减少了农产品的流动

链条，刚采摘下来的农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消

费者和生产者会频繁互动，根据气候、市场等因素不

断调整生产，消费者也会积极参与体验种植，双方频

繁互动，以此构建和谐稳固的关系。 

2.3  国内社区支持农业面临的问题 

社区支持农业是在国外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

农业模式，但是引入中国这个特殊的市场环境后，产

生了许多困境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 5 点：（1）信任

缺失，中国的食品链在不断加长，消费者和生产者的

分离程度愈加严重，食品信息愈发不对称，导致近年

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而有机农产品无法从外观

区别质量，健康效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无法在短时

间内取得明显的成效，难以迅速获取消费信任；（2）

传统的服务管理模式，区别于现代企业，社区支持农

业的管理体系主要依靠经营者的自觉管理，没有统一

规范化的规章制度制约，需求传达和工作管理都是以

口头方式完成，充满了模糊性和随意性；（3）商业模

式单一，服务辐射能力小，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主要

的商业模式主要集中在会员制，而且基本都是以土地

单位面积来进行消费，消费门槛较高，且未形成完整

的产业链，服务辐射范围狭隘，辐射能力弱，无法带

动区域的发展；（4）单个 CSA 农场的农产品种类受

限，中国的城市周边的土地零碎分散，导致社区支持

农业的农产品种类和数量受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多样性的消费趋势会更加明显，这就意味着单

个 CSA 农场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消费者

还需从其他渠道购买食品，CSA 模式给消费者造成了

额外的经济负担和不便 [4]；（5）推广途径单一，社区

支持农业主要靠线下的熟人介绍和口头推广，这样的

宣传模式效率低、效果差，既限制了服务和消费的范

围，也限制了社区支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3  社区支持农业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机遇 

3.1  农业物联网及其技术的应用 

以感知技术为核心的农业物联网已经在国内外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内也颁布了多项政策支持。农

业物联网以农业信息感知为技术核心，农业传感器为

设备基础，对农作物对象和生产过程实施智能化监

控、定位、跟踪管理。主要的传感设备有环境传感器，

主要监测种植环境信息。农业动植物本体信息传感器

主要监控农作物的生命和营养信息。农业物联网“人-
机-物”一体化互联，可帮助人类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

方式认知、管理和控制农业中各要素、各过程和各系

统[5]。在社区支持农业中，农业物联网技术也得到应

用，例如，广东清远的艾米会通过田间智能机器、卫

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整合，用户和生产者通过

终端随时监控农作物的具体情况，打造了智慧共享的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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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业平台化运营思维 

从互联网发展的脉络来看，单一产品和商业模式

已逐渐落伍，取而代之的是平台化运营思维[6]。社区

支持农业依靠线下的渠道范围过于狭隘，平台化能够

在宣传推广和吸引新用户方面提供流量支持，方便用

户和生产者的沟通交流，也能够更加规范社区支持农

业的管理模式。在物联网的背景下，平台化运营可以

重组产业价值链，将单边模式转变为多边模式。丹麦

的 Aarstiderne 以电商平台模式成功实践了社区支持

农业模式。Aarstiderne 平台和 65 位农民长期合作，

会员可以在平台网站选择不同的农产品搭配，然后平

台将其装箱配送到会员家门口。 

3.3  一体化服务理念 

服务设计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研究，

Ezio Manzini 和 Carlo Vezzoli 等人认为服务设计是一

个同时满足商业利益和消费者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

服务设计网络组织进一步定义服务设计是一个以集

成方式考虑战略、系统、流程和接触点设计决策的整

体分析 [7]，因此服务设计是系统解决问题的一体化服 

务体系。在社区支持农业的服务设计中，要挖掘社区

支持农业和一体化服务体系的潜在联系，以系统的角

度整合各方资源，整体设计体验触点的服务，构建一

体化服务不能只关注“物”的设计，应当关注更多的系

统要素如用户体验、服务流程、利益相关者等。 

4  社区支持农业服务设计新策略 

综上所述，以系统创新的服务角色要素为导向，

提取出 3 个社区支持农业的系统创新要素：CSA 消费

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和 CSA 农场。社区支持农业中

的系统要素见图 1，在 3 个要素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社

区支持农业的系统创新服务策略。 

4.1  基于 CSA 消费者信任感的服务流程整合重构

策略 

Lucy and Seidel 指出服务创新真正发生在用户旅

程中的每一个接触点上。服务接触点发生在服务瞬间

的关键时刻，可见接触点是整体服务系统的核心[8]。

社区支持农业用户旅程见图 2，根据消费者服务触点

的分析，在管理和技术方面重新整合 CSA 消费者的 
 

 
 

图 1  社区支持农业中的系统要素 
Fig.1 System elements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图 2  社区支持农业用户旅程 
Fig.2 Users' itinerary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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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有利于提高用户体验和信任感。 
通过平台化规范管理。国内电商平台的构建已有

非常成熟的经验，如淘宝、京东等，社区支持农业可

以汲取相关经验，通过物联网平台化，规范化其服务

流程，规范信任等级评价机制。用户在平台下订单取

代口头化的工作交代，具体填写农产品的种类、数量

等详细信息，平台则作为监督方，监管消费者和生产

者的行为，以此评估双方诚信值，并将诚信等级可视

化，督促双方保持诚信，以此产生基于平台的制度信

任。当农场信任值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平台会取消农

场的入驻资格。 
农业物联网技术保证种植过程的可靠性。通过

RFID 等射频识别技术结合集成感应器、环境感应器、

信号发生器等基础装置来感知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的

土壤酸碱性、光线、湿度、温度等因素，通过农业动

植物本体信息传感器来监控农作物本体是否达到有

机农作物的标准，并将这些信息上传到物联网平台，

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用户了解自己认养的农产品是 
 

否达到了种植标准。这样消费者能够获取农产品从

“种子-田地-餐桌”的全部信息，每一个环节信息都通

过物联网传感器上传到平台，接受平台和消费者的监

督。通过信息透明化来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对

称，增强用户信任，以此解决在等待阶段的信任危机。 

4.2  多领域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整合创新策略 

社区支持农业服务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很难通过

单一的角度得到全面的解决，多领域的系统整合是一

个较好的途径 [9]。在今天服务一体化的新时代特征

下，对社区支持农业的理解要突破传统的消费和生产

局限，发现更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延伸服务。服务设

计系统图作为服务设计流程中辅助复杂信息分析、综

合与重构的载体被广泛应用[10]，其中流动信息和要素

是系统图的关键。社区支持农业的服务系统见图 3，

通过系统设计中系统图的研究方法，可发现社区支持

农业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物流公司、保险公司、科

研机构和种子、有机化肥提供商。 

 
 

图 3  社区支持农业的服务系统 
Fig.3 Service system map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通过物联网平台整合 4 个利益相关者，以此构建

一体化服务体系，使用户和生产者都能享受到方便系

统的服务。整合物流快递公司，优化配送方式，消费

者根据自身情况，通过平台选择物流定点配送或者农

场自取；引入保险机制，消费者在平台上自主选择是

否投保，在遇到天气或者其他不可力抗的因素导致的

产量减少情况，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投了保的消费者

的损失；种子、有机肥提供商可以为 CSA 农场提供

高品质的种子和有机肥料，以此产生高品质的农作

物，CSA 农场可以为种子提供商送回新品种的种子供

其试验量产；加强和高校、研究所的合作，互通信息，

获得先进的种植技术、保鲜技术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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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SA 农场自身价值的整合创新策略 

CSA 农场自身具备强大的资源和价值，我们需

要挖掘其潜力，通过整合 CSA 农场创造更多的附加

价值。 
多个 CSA 农场的联合协作，单个 CSA 农场的农

产品种类和数量有限，无法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和多

样化的需求，通过物联网平台可以支撑多个 CSA 农

场的联合协作，解决单个 CSA 农场的农产品种类不

足的问题。CSA 农场以加盟的形式入驻物联网平台，

可以通过食谱营养互补等关系来自由联合其他互补

性 CSA 农场，例如，苹果与番茄结合可增进体力，

那么种植番茄可以和种植苹果的 CSA 农场合作，推

出“番茄+苹果”的认养组合。CSA 消费者都有着追求

健康的共同理念，营养套餐组合也会更具吸引力，消

费者可以通过一个平台就购买到种类齐全、营养互补

的有机农产品，省时省力。对于 CSA 农场来说，通

过加盟协作的形式扩大了销售渠道，相互之间的商业

合作关系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附加价值，而且能够超

越一般的商业关系，分享更多的友谊和信息。 
农场间的协作还可以形成参与式的有机认证模

式，农场可以在物联网平台申请有机认证，签署公开

声明，然后由另一个已加入有机认证的农场来检查。

签署公开声明的农场要检查监督别人农场，同样要受

别的 CSA 农场的监督和检查，检查结果公布在物联

网平台，数据需要和物联网平台上传的数据进行核

对，既降低了有机认证的成本，又保证了有机认证的

可靠性。 
开发多元化商业模式。CSA 农场除了出售有机

农产品之外，在线下本身还具备其他多元可行的商业

模式，例如，北京小毛驴农场在正常的种植销售之外，

还成功举办了很多商业活动，如农夫集市、田间小学、

观光农业等。CSA 农场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联合

周边农场共同举办农夫集市，或者通过平台宣传和发

布线下活动消息，通知相关会员，邀请家庭一起参加

田间学校等教育活动。 
打造品牌文化。品牌文化是服务设计的外延。消

费者会主动寻求产品中的文化内蕴，农产品品牌价值

得以实现的动力更多地来自物质生产背后的人力因

素和人文关怀[11]。社区支持农业背后蕴涵的健康绿色

文化理念传达和价值认同是打造品牌文化的关键。一

方面，CSA 农场可以聘请专业设计师，将农场背后的

文化理念和农场故事等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和包装之

中，让消费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品牌文化。另一方面，

CSA 农场可以利用平台媒介宣传和推广，在平台中开

放社交媒体接入口，如微博、微信、QQ 等，会员和

农场都可以将 CSA 的产品、体验、故事和文化理念

通过社交媒介分享到互联网大平台上，让更多的潜在

用户了解 CSA 的故事和文化。最后，线下体验是 CSA
农场文化理念传达的关键手段，农场可以邀请感兴趣

的社区消费者到农场实地体验，讲述农场故事和理

念，让用户亲身体验有机农作物的种植，亲口试吃农

产品，使用户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农场的品牌文化。例

如四川高家农户会要求会员在订菜前亲自到实地进

行考察体验，并举行多次线下活动，邀请会员参观农

场、分享经验、品尝美食，通过线下体验来加强社会

关系，打造品牌文化。 

4.4  社区支持农业系统创新策略框架 

在 3 个系统要素的基础上整合创新服务策略，构

建了以一体化服务系统为核心的社区支持农业系统

创新策略框架见图 4。农业物联网技术提供了技术支

持，平台化是策略的实现方式。 
 

 
图 4  社区支持农业系统创新策略框架 

Fig.4 System innovation strategy framework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下转第 274 页） 



274 包 装 工 程 2019 年 8 月 

 

与财富, 2013(1): 49. 
FENG Fu-li.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Architectural Design[J]. Science and Fortune, 2013(1): 49. 

[8] 于林. 虚拟现实技术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J]. 建筑工
程技术与设计, 2015(15): 23. 
YU Lin.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Urban Planning[J].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Technol-
ogy and Design, 2015(15): 23.  

[9] 郑思禅, 徐博. 虚拟现实技术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
用[J]. 电脑迷, 2014(21): 199. 
ZHENG Si-chan, XU Bo.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J]. Computer 
Fan, 2014(21): 199. 

[10] 戴茜. 虚拟现实技术在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应用[J]. 
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 2013(18): 10. 
DAI Qian.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Design[J]. Computer CD- 

ROM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 2013(18): 10. 
[11] 芦建国 , 苏同向 . 虚拟现实技术与风景园林设计 [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31(6): 139— 
141. 
LU Jian-guo, SU Tong-xiang. Virtual Reality Technol-
og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J]. Journ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07, 31(6): 139—141.  

[12] 曹哲. 虚拟现实技术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浅析[J]. 
艺术科技, 2017, 30(8): 13. 
CAO Z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J]. Art Science, 2017, 30(8): 13.  

[13] 陈浩磊 , 邹湘军 , 陈燕 . 虚拟现实技术的 新发展与
展望[J]. 中国科技论文, 2011, 6(1): 1—5. 
CHEN Hao-lei, ZOU Xiang-jun, CHEN Ya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
ogy[J].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per, 2011, 
6(1): 1—5. 

                                                                                            

（上接第 231 页） 

5  结语 

从关注产品到关注人，从注重经济利益转向注重

社会意义和文化内蕴，服务设计承载这些转变点，以

系统创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现代设计。利用系统创新和

服务设计介入社区支持农业，能解决其在国内发展遇

到的问题，重构社区支持农业一体化服务体系，建立

稳固的信任纽带，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协同整合利益相关者共创服务价值，为社区支持农业

的转型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性，为逐步实现农业产业向

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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