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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WOT-AHP 的我国粮食检验检测机构战略选择

宋晓杰，韩逸陶，李春花，安春梅，谢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7）

摘 要：目的　建立 SWOT-AHP 战略分析模型并对我国粮食检验检测机构改革发展做出最佳战略选择。方法　

以 SWOT 框架为基础，研究了粮食检验检测机构目前面临的优势（S）、劣势（W）、机会（O）和威胁（T），结合层次分

析法（AHP）对战略强度进行定量计算并构建了战略四边形。结果　基于当前形势和问题分析，粮食检验检测机构

较适宜选择 WO 扭转型战略，即通过利用外部机会来克服自身缺点。结论　该项研究以粮食检验检测机构整体战

略发展为新视角，具有普遍适用性，也将为我国建立新一轮优质粮食工程质检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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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hoice of China’s grain inspec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SWOT-AHP
SONG Xiaojie， HAN Yitao， LI Chunhua， AN Chunmei， XIE Gang

（Academy of National Food and Strategic Reserves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SWOT-AHP analysis model was applied to make the best strategic choice for grain 
inspection institutions. Methods　The strengths （S）， weaknesses （W）， opportunities （O） and threats （T） faced by grain 
inspection institutions on the basis of SWOT framework was analyzed.  The strategic quadrangle was constructed wit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Resul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WO strategy may be the best choice， which was to overcome internal weaknesse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onclusion　 The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reference to build a 
better grain inspection systems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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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粮食产量和进口量排名第一的大国，

2020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 66 949 万吨，占全球粮食

总产量的 24%。同年，我国粮食累计进口 14 262. 1
万吨，占全球进口量总额的 22%。2020 年，“中国好

粮油”行动增加优质粮食超过 5 000 万吨，全国粮食

产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 2 万亿元。随着粮食产

量、贸易量和加工量的逐年上升，在保障粮食数量

安全的前提下，粮食质量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国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由国家、省、

市、县四级粮食检验检测机构组成（图 1）。随着优

质粮食工程建设的推动，政府共投资 63. 8 亿元，新

建和提升了 1 500 余个粮食质检机构和企业检化验

室，基本满足了当地粮食质量安全检验需要。截至

2020 年，我国隶属于粮食部门的检验检测机构 763
家，包括省级 27 家，市级 234 家，县级 502 家，其中

拥有资质认定的机构有 311 家，近一半尚未开展社

会化检测活动，仍以粮食部门委托的政策性原粮检

验为主。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小、散、弱”问题凸显，

大部分机构仅具备粮食基础检验技术能力，远不能

满足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2021 年 9 月，市

场监管总局发布《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检测行业做

优做强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健康等领域检验检测机构的

建设和管理。而粮食领域作为国家战略资源涉及

了上述四方面，充分发挥粮食检验检测机构的优

势，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检验检测机构是官方机构的重要补充和帮手，

对西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

目前，多数学者对粮食检验检测机构的研究大部分

都集中在如何解决自身机构存在的问题上，或以研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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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市、县质检体系建设为主［2］，而对于粮食检验检测

机构的整体研究鲜有关注。通过 SWOT-AHP 结合

的方法制定较优的发展战略，是现有粮食检验检测

机构战略研究中的一个研究手段创新。

1　模型与步骤

1. 1　SWOT-AHP 模型

SWOT 分析法（Superiority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s，SWOT）是由 Andrews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

出来的，该模型以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为基础，判

断四种影响企业的关键要素即优势、劣势、机会和

威胁，并确定这四种要素最佳战略组合的一种分析

工具［3］。SWOT 分析模型应用广泛，国内外的学者

在此基本原理上，改进并研究的模型有很多。AHP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种

决策辅助工具，其原理是通过确定层级关系后，依

据专家对同层级指标的两两重要性比较矩阵进行

赋值，得出权重关系［4］，最后进行计算一致性比率，

确定数据一致性，以弥补 SWOT 的定量不足。国内

外很多学者在不同领域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应用了

SWOT-AHP 分析法。RAJPUT 等［5］在一项研究中，

以 SWOT-AHP 为主要方法对发展中城市规划进行

了决策分析。GUO 等［6］运用 SWOT-AHP 分析方法

最终确定了中国农村发展战略。KURTTILA 等［7］将

SWOT-AHP 分析法应用到芬兰林业认证的战略决

策中。郭云等［8］建立了 SWOT-AHP 模型用于我国

生态产业园区企业战略分析。 ZHANG 等［9］利用

SWOT-AHP 分析了海洋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本研

究通过文献检索、实地调研、专家咨询、会议研讨等

方式，选择了恰当的要素，建立了 SWOT-AHP 分析

模型。

1. 2　分析步骤

本文首先采用 SWOT 定性分析法对我国粮食

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内外部环境分析，再利用 SWOT-

AHP 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研究步骤见图 2。

首先通过文献调研及实地调研对粮食检验检

测机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确定内外

部关键要素，利用调查问卷对各因素进行评价和筛

选，选出影响最高的一组关键要素。其次邀请相关

行业专家采用 1~9 标度法为这组关键要素之间的

相对重要性赋值评价，得到优先要素权重［10］。最

后，在满足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上，利用最大优势、最

大劣势、最大机会和最大威胁强度的计算，构造粮

食检验检测机构战略四边形，进而判断战略定位。

2　我国粮食检验检测机构的战略分析

2. 1　我国粮食检验检测机构的 SWOT 分析

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11-21］，结合实地调研情况，

确定需要评价的主要要素范围，见表 1。
2. 2　粮食检验检测机构 SWOT-AHP 分析

2. 2. 1　SWOT 关键要素分析

对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发起问卷调查，对 SWOT
主要要素进行评价和筛选，在每一个 SWOT 组中选

取得分率在 50% 及以上的主要要素确定为关键要

素，建立层次结构，见图 3。
2. 2. 2　AHP 定量分析

依据层次关系，专家组 5 人采用 1~9 标度法对

SWOT 组间进行权重赋予，再对 SWOT 组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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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粮食安全监管体系

Figure 1　Grain safety regulation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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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步骤

Figure 2　Research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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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进行权重赋予，专家独立思考，会上经集中评

议，形成最终指标。首先，专家对各要素的相对重

要性构造判断矩阵，应用 MATLAB 计算判断矩阵的

最大特征值（λmax）和归一化特征向量（W），即各指标

的相对权重。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后要

进行一致性检验，并得到一致性指标 CI，计算随机

一致性比率 CR［22］。公式如下：

CI = λmax - n
n - 1 式（1）

CR = CI
RI

式（2）
其次，查找一致性指标 RI 参考表，可得到平均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当 CR<0. 1，判断矩阵一致性

检验通过，否则需要重新调整和修正判断矩阵［23］。

从表 2 可以看出，SWOT 组间 W 劣势所占优先

权重为 45. 08%（表 2），大于其他 3 组要素，即 W 劣

势>S 优势>O 机会>T 威胁，其中 CR=0. 081 3<0. 1，
组间成对比较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同时根据组

内的计算结果，优势组内的财政资金稳定性的优先

权重最高，为 49. 09%（表 3）；劣势组内的缺乏有效

激励措施的优先权重明显高于其他，为 51. 20%
（表 4）；机会组内的政策释放红利的优先权重最高，

为 36. 23%（表 5）；威胁组内的低价竞争优先权重明

显高于其他，为 41. 55%（表 6）。从表 7 层次总排序

结果可以看出，各组内优先权重要素在 SWOT 总要

素排序中从高到低依次是：W1 人员技术能力不足、

S2 财政资金支持、O4 政策释放红利和 T1 市场低价

竞争。

2. 3　战略结果分析

在坐标轴上分别定出 S2、W1、O4、T1 对应点，依

表 1　粮食检验检测机构 SWOT 主要要素分析

Table 1　The SWOT analysis of grain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优势（S）
设施设备充足

财政资金支持

政府与机构的关系

人员素质较高

社会认可度高

社会公信力强

实验室环境较好

职能定位清晰

—

劣势（W）

人员技术能力不足

缺少有效激励措施

组织结构不合理

品牌和市场意识较弱

仪器设备闲置浪费

超越行业平均成本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缺乏部门间沟通

职能定位尚不清晰

机会（O）
主管部门予以高度重视

服务对象产业的快速增长

检测标准不断完善

政策释放红利

科技创新平台的建立

城市核心功能区规划

与战略伙伴的合作

—

—

威胁（T）
市场低价竞争

新政策的挑战

同类型竞争对手

技术发展投入不足

地理位置、周边环境

客户和供应商杠杆作用

集约化发展趋势

—

—

图 3　粮食检验检测机构 SWOT 层次结构

Figure 3　SWOT hierarchy of grain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表 2　组间成对比较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Table 2　Comparison matri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consistency test

SWOT 组

S
W
O
T

S
1
1
1/3
1/7

W
1
1
1/5
1/9

O
3
5
1
1/7

T
7
9
7
1

权重 Wi/%
36.21
45.08
14.88

3.82

CR 值

0.081 3

表 3　优势组内成对比矩阵、优先权重及 CR 值

Table 3　Strength of comparison matrix within groups, 
priority weight, and CR

优势

S1S2S3S4

S1
1
2
1/3
1/5

S2
1/2
1
1/4
1/7

S3
3
4
1
1/6

S4
5
7
6
1

权重 Wi/%
30.06
49.09
15.99

4.87

CR 值

0.06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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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连接 4 点即得到发展战略四边形，P 为 S2、W1、O4、

T1 的重心，即反映了 4 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

四边形是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四大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是机构进行战略选择的一项重要依据。

其 中 重 心 坐 标 为 ：P（X，Y）=（∑ Xi/4，∑ Yi/4）=
（-0. 013 3，0. 011 3）。由图 4 可以看出，重心 P 位

于第二象限，应采取 WO 扭转型战略，即克服劣势，

利用机会。

3　结语

通过上述 SWOT-AHP 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粮食

检验检测机构应主要采取 WO 扭转型战略。当环

境提供的机会与内部资源优势不相适应或者不能

相互叠合时，机构的优势再大也得不到发挥。在此

情况时机构应考虑调整策略，进行战略转型，以促

进内部资源劣势向优势方面转化，从而迎合或适应

外部机会。具体措施如下：

（1）从评价层次来看，我国粮食检验检测机构

主要以满足基础技术底线要求的符合性评价为主，

缺少满足中高端质量要求的优质粮食品质评价方

法和能力。2021 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了

优质粮食工程“六大提升行动方案”。在此政策引

导下，政府应助力培养一批规模效益好、技术水平

高、行业信誉优的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加大品牌影

响效应。大型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应与粮油“产、

购、储、加、销”企业开展多元化纵横合作，不应只停

留于终端产品检测，应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粮油

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各环节。同时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培育行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和技术成果。

（2）从应用领域来看，目前粮食检验检测机构

所涉领域主要集中在传统食品、农产品上，鲜有涉

足其他领域，尚不能满足行业主管部门关于物资监

管的需求。可以通过整合方式促进机构改革，探索

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从

而提升统筹调度能力、应急保障水平和专业服务能

图 4　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发展战略四边形

Figure 4　The quadrangle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grain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表 4　劣势组内成对比较矩阵、优先权重及 CR 值

Table 4　Weakness of comparison matrix within groups, 
priority weight, and CR

劣势

W1W2W3W4W5W6

W1
1
1/5
1/6
1/6
1/7
1/8

W2
5
1
1/3
1/4
1/6
1/7

W3
6
3
1
1/2
1/5
1/7

W4
6
4
2
1
1/2
1/3

W5
7
6
5
2
1
1/2

W6
8
7
7
3
2
1

权重 Wi/%
51.20
22.10
12.85

6.83
4.15
2.88

CR 值

0.076 1

表 5　机会组内成对比较矩阵、优先权重及 CR 值

Table 5　Opportunity of comparison matrix within groups,
priority weight, and CR

机会

O1O2O3O4

O1
1
1
1/3
5

O2
1
1
1/5
1/2

O3
3
5
1
7

O4
1/5
2
1/7
1

权重 Wi/%
17.39
36.23

5.41
40.97

CR 值

0.183 2

表 6　威胁组内成对比较矩阵、优先权重及 CR 值

Table 6　Threat of comparison matrix within groups, 
priority weight, and CR

威胁

T1T2T3T4

T1
1
1/3
1
1/7

T2
3
1
1/5
1/6

T3
1
5
1
1/5

T4
7
6
5
1

权重 Wi/%
41.55
35.57
18.69

4.19

CR 值

0.271 1

表 7　层次总排序

Table 7　The total level of sorting
SWOT

S

W

O

T

各组间
优先权重/%

36.21

45.08

14.88

3.82

SWOT 关键要素

S1设备设施充足

S2财政资金支持

S3政府与机构关系

S4人员素质较高

W1人员技术
能力不足

W2缺少有效
激励措施

W3组织结构不
合理

W4品牌和市场
意识较弱

W5仪器设备闲置
浪费

W6超越行业平均
成本

O1主管部门高度
重视

O2服务对象产业
快速增长

O3检测标准不断
完善

O4政策释放红利

T1市场低价竞争

T2新政策的挑战

T3同类竞争对手

T4技术发展
投入不足

各组内要素
优先权重/%

30.06
49.09
15.99

4.87
51.20
22.10
12.85

6.83
4.15
2.88

17.39
36.23

5.41
40.97
41.55
35.57
18.69

4.19

要素优先
总权重/%

10.88
17.78

5.79
1.76

23.08
9.96
5.79
3.08
1.87
1.30
2.59
5.39
0.81
6.10
1.59
1.36
0.71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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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建议在政府层面上，要充分分析目前体

系中的问题，转变监管理念和思路，统筹资源布局，

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24］。

（3）从管理水平来看，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市场

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合规和监管，很多机构缺少核心

竞争力，同质化明显。甚至有些报告会用来当作权

力和资源的交换，并不是用来真实反映数据，长此

以往人员技术能力得不到显著真实提高。因此，发

展到一定规模的机构，其难点已经不是业务问题，

而是管理问题。各机构应重视过程管理，适时引入

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同时，通过信息化手段推进流

程标准化，进一步约束组织行为，降低行政、财务干

扰风险。综上，粮食检验检测机构宜采取 WO 战

略，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依靠技术能力、管理水平、

服务质量和公信力在同类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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