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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链物流已成为世界各国改善农产品流通条件、保障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提升农产品国际
市场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技术。文中在对农产品物流与冷链物流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发达国家农产品冷

链物流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现状，借鉴国外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模式运作经验，提出

了针对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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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农产品冷链物流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兴起，经过
７０余年的发展历程，迄今已经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储
藏技术、运输技术、配送技术、装卸搬运技术、自动化仓储技

术、库存控制技术等专业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

我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大国，每年约有４亿吨生鲜农产品进入
流通领域，冷链物流比例逐步提高，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流

通率分别达到５％、１５％、２３％，流通腐损率分别达到２０％ ～
３０％、１２％、１５％。每年果品腐烂近１２００万吨，蔬菜腐烂１．３
亿吨，直接经济损失约１０００多亿元。如何加快农产品冷链物
流的健康发展，切实保证生鲜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已成为当前

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１　农产品物流与冷链物流
１．１　农产品物流

农产品物流是指农产品物体在空间的转移过程，是指农

产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全过程，包括农产品的采购、装

卸、搬运、运输、储存、配送、包装、加工、分销等过程中的空间

转移过程。我国每年生产农产品大约 １５．８４亿吨（不含木
材）。近５年我国农产品物流总额增长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农产品物流增长情况

年份

农产品

物流额

（亿元）

社会物

流总额

（亿元）

农产品物流

所占比例

（％）

农产品物流同比

增长率（以上

年为基准）（％）

２００４ １１９７０ ３８３８２９ ３．１２ ６．３

２００５ １２７４８ ４８１９８３ ２．６４ ６．５

２００６ １３５４６ ５９５９７６ ２．２７ ６．３

２００７ １５８４９ ７５２２８３ ２．１１ １７．０

２００８ １８６３８ ８９８９７８ ２．０７ １７．６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农产品物流总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农
产品物流作为物流服务的重点领域，自２００７年以来，连续两
年达到１７％及以上的增长率。但农产品物流占全部物流总额
的比重却一直在下降，２００８年仅为２．０７％。
１．２　冷链物流

冷链物流，也叫低温物流，是以冷冻工艺学为基础、以制

冷技术为手段的一种特殊物流形式。它是冷藏冷冻食品在生

产、贮藏、运输、销售，到消费前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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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食品质量，减少食品损耗的一项系统工程。文中所指

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是指以水果、蔬菜、鱼肉、禽蛋等为代表的

生鲜农产品从产地采购、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直到消费的各

个环节都处于低温环境中，以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减少农产品

的损耗，防止农产品的变质和污染。

２　发达国家农产品冷链物流模式分析
２．１　美国完善的蔬菜冷链物流模式

目前，国际上最典型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是美国的蔬菜物

流。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实现了蔬菜产业现代化，较好地

解决了蔬菜均衡供应的问题。蔬菜从采收到进入终端始终处

于所需的生理低温条件，形成一条田间采后预冷—冷库 －冷
藏运输－冷藏批发—超市冷柜 －消费者冰箱的冷链（见图
１）。使用这种措施大大提高了蔬菜质量并降低了损耗，据测
算美国在蔬菜加工运输环节中的损耗率很少，仅占总重的１％
～２％。
美国的蔬菜供应链服务体系也很完善，服务手段也很先

进，分别实现了产前、产中、产后全程全方位社会化服务。除

此之外，以蔬菜为代表的农产品生产，实现了生产物流的专业

化。就物流通道而言，农产品大多数由农场主经产地市场或

中央市场的批发商销售给工厂，零售商销的销售量次之，直接

销售的很少（见图２）。美国的这种蔬菜供应链服务体系保证
了蔬菜在整个供应链过程的新鲜与安全。

田间采
→

后预冷
→ →

→

冷库 冷藏运输 冷藏批发

→超市冷库
消费者

冰箱

图１　美国蔬菜冷链物流流程图

图２　美国蔬菜物流流通渠道示意图

２．２　日本农产品冷链物流模式
日本是亚洲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先进代表，由于资源缺乏

它采用是“以小搏大”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模式。

２．２．１　建设高密集约化、专业化的冷库，促进农产品与物流
无缝对接

在冷链流通中，预冷是保持生鲜农产品高品质流通上市

的关建环节之一，而冷库是预冷所必需的设施条件。此外，流

通批发的保管和销售前保管都需要冷库。为实现生鲜农产品

采后的高效保鲜，日本在全国生鲜农产品主产地建设了星罗

棋布的冷库。据统计，日本２００４年全国有冷库数量（非法人

企业）为３４３１座、冷库容积３３０２万立方米（１３２１吨），其中营
业性冷库１６８９座，占全部冷库数量的４９％，其它５１％为自用

冷库工场。冷藏冷冻货物（入库量）构成情况见下表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４年日本冷藏冷冻货物（入库量）构成情况

水产品 畜产品 果蔬等农产品 冷冻食品

入库量（万吨） ５２３ ５７０ ２４３ ５００

比例 ２７％ ３０％ １３％ ２６％

　　长期以来，日本的水果蔬菜一直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流
通体制，几乎所有的蔬菜都要经过批发市场。为了更完善了

果蔬流通体系，２００６年“横滨中央批发市场”将物流系统引入

市场，成立了以“物流高效化”为宗旨的协会，并建成一个生鲜

加工配送中心，实现了物流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２．２．２　建设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使其成为农产品冷链物流的
主要力量

日本农协会具有准国家机构性质，在日本农产品流通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合作组织以综合性为主，批发市

场最主要的产地供货团体是农协，各大中小城市都有由农协

直接参加或组织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且相当活跃。农产品生

产总量的８０％－９０％是经由批发市场后与消费者见面的。通
过建立以中心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有效

保障城市的生鲜农产品供应。

３　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现状

３．１　完整独立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尚未成型，损耗浪费
惊人

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成熟规范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据

有关资料显示，现阶段我国水果、蔬菜的年冷藏量约占总产量

的１０％，冷链流通率仅为５％，果蔬采后的商品化处理率不足
３０％，果蔬物流损失率高达３０—４０％，而发达国家的果疏物流

损失率可控制在５％以下。目前全国约有９０％以上的新鲜水

果、蔬菜及其制品基本上处在没有冷链保证的条件下运销。

冷链物流发展的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农业及食品产业的

发展。

３．２　农产品冷链物流出现严重“断链”现象

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采摘或捕获后必须尽快进行低

温包装贮藏和加工，以保持农产品的新鲜及质量。也就是说，

自低温产品从生产、仓储、运输、贩卖到消费者手中这一系列

过程中，都需要一定的冷冻冷藏设备，从而使每一环节均能使

产品保持最为适宜的温度，确保产品的安全和品质。在这样

一个完整的冷冻冷藏链体系中（图３），其中任何一环节的缺

陷都将使其前功尽弃。由于我国对生鲜农产品产后低温贮藏

加工投入力度不够，尤其是农产品采后低温加工包装技术能

力的低下，导致目前农产品绝大部分由产地以原始产品形式

卖出，产后产值与采收时自然产值之比为０．３８∶１，农产品冷链

物流断链现象严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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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冷链物流链条体系

３．３　冷链物流的硬件设施陈旧落后，冷藏运输效率低
目前，我国易腐物品装车大多在露天而非在冷库和保温

场所操作，８０％至９０％左右的水果、蔬菜、禽肉、水产品都是用
普通卡车运输，大量的牛奶和豆制品基本上还是在没有冷链

保证的情况下运销的，造成这种窘境的直接原因是目前冷链

设施和冷链装备严重不足，原有设施设备陈旧，发展和分布不

均衡，无法为易腐食品流通系统地提供低温保障。以下是我

国与国外农产品冷链物流水平的对比分析（见表３）

表３　国内外农产品冷链物流水平对比

内容 发达国家状况 国内状况

蔬采摘后损失率 ５％ ２５％－３０％

预冷保鲜率 欧美国家为：８０％－１００％ ３０％左右

冷藏能力 世界总量为８０００万吨 ７００万吨

冷藏运输能力
美国冷藏保温车２２万辆
日本冷藏保温车１２万辆

冷藏列车６７９２辆
冷藏汽车３万多辆

冷藏保温汽车占

货运汽车的比例

美国为０．８％ －１％，英国为２．
５％－２．８％，德国等发达国家
为２％－３％

０．３％

冷藏运输率
美国：８０％－９０％
日本：９８％以上

总运输率 １０％ －２０％，其
中铁路２５％，公路１５％，水
路１％，空运０．１％

４　发达国家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模式经验借鉴
４．１　政府主导，形成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的现代冷链物

流新模式

农产品冷链保障体系建设单靠任何一方都是难以有效

推进的，它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通力合作的联动机制。

因此构建完整、高效的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必须加强政府的

宏观调控和物流主体的微观协调。具体来说：一是在宏观层

面上，要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相关

法律、制度与规章，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冷链物流大市场及

其大体系。二是在微观层面上，要明确政府和物流主体的角

色定位，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农产品供应链战略伙伴

关系和互信、互利的战略联盟机制，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通过供应链管理的资源集成、市场集成、信息集成和组织集

成，从而形成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一体化的现代冷链物流新

模式。

４．２　提升冷链物流上下游的衔接能力，构建区域内农产品冷
链物流网格体系

在我国，冷链物流的上游、中间环节和下游没有很好地衔

接起来，区域内农产品综合物流配送体系尚为形成，网络分布

不均衡，使得易腐食品在流通过程中损失巨大。要解决这一

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构建完善的农产品区域冷链网络，特

别是要加快冷链物流网络中配送中心的建立。通过在冷链物

流的上下游之间建立冷链物流配送中心，消除冷链物流中无

效的中间环节，促进批发市场（批发商）与上下游客户物流运

作的有效对接。

图４　区域内的冷链物流网络图

４．３　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硬件设施建设，推动农产品冷藏链物
流模式的发展

为了保证质量，一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冷链物流设

施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现有冷藏运输

设备和冷库装备，使果品从采收直到消费者冰箱，整个农产品

冷藏链完全保持在一个完整的低温链中。另一方面，大力开

发和推广生鲜果蔬产后低温包装和保鲜技术。果蔬“从田间

到餐桌”的整个供应链中，低温加工包装和保鲜技术是冷链物

流得以应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保质增值的关键环节，将使

大宗果蔬产品腐烂损耗率高下降１０个百分点。
４．４　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的整体规划，建立联运机制

多式联运能够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货物运输速度，对促进

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贸易的发展对冷藏运输的多

式联运的要求日益增强，而冷藏集装箱相关信息技术的采用

又为多式联运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冷藏运输应积极发

展铁路、公路、水路的联合运输网，形成多式联运体系同时大

力发展一站式货运代理，着力解决多种不同运输方式衔接不

紧密，以及由此带来的迂回运输和重复装卸等问题，实现多种

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对接。在发展大型冷藏车的同时，还

要发展小批量、多品种的小编组冷藏车，以满足市场对小批量

农产品货源运输的需要。 （下转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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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页）
５　结论

农产品冷链物流对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

上述研究表明，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要科学合理地根据产品

的类别与要求以及流通方式，从原点到末端建立配套设施，更

需要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力量的长期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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