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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

大代表李小红首次提出了农产

品“最先一公里”的问题。从此，“最

先一公里”一词频频出现在媒体报端，

“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成

了业内热议的话题。有趣的是，这两个

“最”似乎是各不相干的探讨领域：

“最先一公里”突出的是农产品供应链

的源头，即从田间地头到仓储物流；

“最后一公里”强调的是农产品供应链

的终端，即从销售环节到消费者餐桌，

正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然而，

这样的理解不符合辩证法，它忽略了二

者之间虽然各自表面独立而其内涵却紧

密相连这一实质关系，因为从农产品全

产业链来看，没有“最先一公里”就不

会有“最后一公里”；对于季节性强需

要保鲜防腐的农产品来说，其上行之路

往往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这

个“足下”的工作，只能由“最先一公

里”的第一步即农产品产地预冷来做。

据此可以说，没有预冷，也就没有“最

 刘  京/文

产地预冷：农产品
“最先一公里”的重要保障
    预冷是一种预贮处理，它是农产品低温冷链贮藏运输必不可少的环节。在

完成这一环节之前，有两个环节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建

设产地预冷库。

先一公里”。

所谓预冷，是指食品从初始温度

（30℃左右）迅速降至所需要的终点温

度（0～15℃）的过程，主要预冷对象

为蔬菜、水果等易腐农产品。这些农

产品采收后，温度对保持其品质十分敏

感，特别是对在高温或烈日下采收的产

品，危害很大。所以农产品采收后、贮

藏运输前必须尽快除去产品所带的田间

热，即所谓预冷，将其温度降低到适宜

的低温，这样，在供应链的中后端，只

需要较低的冷却能力和一般的隔热措施

就可达到减缓农产品的呼吸、保持新鲜

度和品质的目的。

预冷也可以说是一种预贮处理，

它是农产品低温冷链贮藏运输必不可

少的环节。但在完成这一环节之前，有

两个环节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农产品

产地初加工和建设产地预冷库这两大 

环节。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初见成效
很多农民朋友都遭遇过类似的情

况：种出来的东西因为贮藏条件简陋，

即使低价也不得不尽快出手，要不然农

产品就可能腐烂变质，从而让农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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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上很难有话语权，这既是农产品

市场的现状，同时也是我国农产品产地

初加工的现实写照。所谓产地初加工，

是指为了延长水果、蔬菜的货架期，减

少其干耗和流通中的各种损耗，使消

费者获得高鲜度、安全卫生的水果、蔬

菜，为此必须对其进行一系列采收后的

加工处理，如拣选、去蒂根皮叶、清洗

预冷、滤水、包装等。为此，国家农业

部和财政部从2012年起启动实施了农产

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近五年过去

了，这项政策的成效如何呢？ 

补助资金不断扩大。来自财政部消

息称，截止2016年，补助资金规模已从

2015年的9亿元扩大到10亿元以上；实

施区域扩大到20个省区市，扶持了320

个县5000多个农户和2600多个专业合作

社新建马铃薯贮藏窖、果蔬贮藏库和烘

干房等初加工设施2.4万座，新增马铃

薯贮藏能力35万吨、果蔬贮藏能力70万

吨、果蔬烘干能力90万吨。

促进了农产品提质增效和市场稳

定。新型贮藏窖、冷藏库改善了马铃

薯、果蔬的贮藏条件，有效延长了贮藏

时间，提高了农产品品质。通过延长农

产品贮藏期、加工期，有效解决了这些

地区农产品产后损失大、质量安全隐患

突出以及收获期集中上市、价低、卖难

等问题，实现了农产品的均衡供应和市

场稳定。

促进了错季销售和农民增收。补

助政策实施五年来，截止2016年底，错

季销售累计增收77.7亿元，为农民减损

增收16.5亿元，中央财政投入和农民增

收之比达到1：3。如河南省渑池县27个

冷藏库投入使用后，葡萄、梨和蔬菜售

价提高了30%～50%，促进农民增收700

万元。“新窖代土窖，土豆变金豆，穷

村走出富路子”，这是张北县农民对新

型马铃薯贮藏窖的评价。未实施补助之

前，张北县马铃薯商品薯的销售价格一

直在0.3～0.4元/斤之间，由于没有合格

的贮藏窖，农民生产的马铃薯除留足籽

种和自用薯外，剩余的要都在起收后的

半个月内售完，否则就要面临腐烂或变

质的风险。新型马铃薯贮藏设施建成

后，马铃薯销售期延长到七个月，可以

错季择机销售，农民不再担心卖难、价

格不好等问题。

促进了农产品“走出去”和“走的

远”。如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新疆喀什

市疏附县的专业合作社抓住国家“一带

一路”重大战略的新机遇，利用集中建

设的产地冷藏设施和烘干设施，生产优

质的杏干、辣椒干和番茄干，产品远销

中亚地区。云南省通海市利用集中连片

建设的果蔬产地初加工设施，发展果蔬

产地批发市场，将特色水果蔬菜出口到

泰国、越南等地。

进一步完善了农产品全产业链。

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不仅仅是烘干、贮藏

的问题，而是涉及农产品产后净化、分

等分级、烘干、预冷、保鲜、包装、储

藏等多个环节的全产业链建设。实施农

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政策，也不只是建

一个窖、一个库、一个房的简单事情，

而是要通过建窖、建库、建加工中心，

完善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如四川省在实

施补助政策中，着力推进建立融筛选分

级、清理水洗、烘干打蜡、保鲜贮藏、

包装储运、品牌培育、市场营销、质量

检测等为一体的农产品初加工产业园。

他们的实践表明，只有全链条推进，才

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初加工设施的效益，

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初加工对农产品流通

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产地冷库是源头预冷的重中之重
国家的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扶持政

策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农产品“最先一

公里”的预冷问题；而农产品的产地初

加工仅仅只是走出了农产品产地预冷的

第一步，国家财政和配套资金的更大投

入，还得放在农产品预冷的载体——产

地冷库建设上来，此乃农产品源头预冷

的重中之重。

这方面，政策环境是具备的。在

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已指出：要

完善跨区域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开展

冷链标准化示范，实施特色农产品产区

预冷工程。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十四条

又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产品产地预

冷等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除了政策的指引，现实的教训也警

醒着人们：2015年出现的很多产地果蔬

产品滞销现象严重的状况，引起业内巨

大的震动和反思。从此以后，我国农产

品产区普遍开始加强产地冷库即田头冷

库的建设。所谓“田头冷库”，顾名思

义，就是临近田间地头建造的冷库；当

然，不啻如此，建造在原产地、用于产

地果蔬加工等操作的冷库工程，都可称

之为田头冷库，即原产地冷库。

原产地冷库的建造数量随着果蔬

对于农产品的源头预冷，冷库建设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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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和销售量的增长，近几年

来有了明显增长，尤其在冷库功能上，

已经从原有的仓储保鲜向生产加工、包

装、物流配送等功能方面发展。据冷库

行业业内人士透露，自2011年起，我国

冷库行业以10%以上的增速发展，其中

产地型冷库在整体建造数量中，也以超

20%的比例增长，尤其是近五年来，随

着各地果蔬滞销以及生鲜电商快速发展

带来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人们

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建设产地预冷库的重

要性。其实，在易腐农产品全程冷链

中，无论是“最后一公里”还是“最先

一公里”，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食

品的质量安全，而产地预冷库无疑就是

“最先一公里”的重要载体。产地预冷

库不仅可以进一步杀灭果蔬附带的各类

有害菌，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降低果蔬

的温度及呼吸作用，将产品自身易于腐

烂变质的因素降到最低，其建设的好

坏，将直接影响后期整个冷链的每一个

环节。

关于推动农产品产地预冷的几点建议
农产品产地预冷已是发达国家普

遍采用的农产品全程冷链的最重要的一

环，这方面他们有成熟的可借鉴的经验

和做法，如农产品市场全程冷链前移的

理念和措施。日本的农协是日本最主要

的农业合作组织，他们在农产品物流前

端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的农产品批发

市场中最主要的产地供货团体是农协，

各大中小城市都有农协直接参与或组

织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协利用自己的

组织系统以及拥有保鲜、加工、包装、

运输、信息网络等现代化物流技术的优

势，担当了农产品生产者与批发商之间

的产地中介。如今，日本已普遍采用鲜

活农产品从预冷、整理、储藏、冷冻、

运输等规范配套的流通方式，产后的商

品化处理几乎达到100%。美国则把农

产品产地预冷和批发市场的建设结合起

来。美国的批发市场主要由农场主批发

市场和终点批发市场组成。其中，农场

主批发市场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大批量

农产品交易一般都在产地进行。农产品

在整个物流过程中运用冷链技术设备，

大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损耗率，比如果蔬

物流的环节为田间采后预冷→冷库→冷

藏车运输→批发站冷库→冷藏车运输→

超市冷柜→消费者冰箱，这种做法已成

业内共识并已形成了标准和法规。

与之相比，由于我国农产品产地

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农产品产地预冷

尚未普及，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产地预冷

保鲜率仅为30%，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的80%。并且，我国的农产品产地预冷

技术较为落后，常用的预冷方法是自然

通风降温，或者冷库预冷方式，这些方

法耗时较长，效果较差；而低成本的预

冷方法，如加冰预冷、水预冷和真空预

冷等在我国使用率较低，加之由于农

产品“最先一公里”冷链基础设施不完

善，农产品采摘后无法在第一时间预

冷、分级、包装、标准化，导致我国

农产品损耗高，每年损耗超过3000亿元

人民币，远远超过发达国家5%的平均

水平。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

建议：

发展和完善产地市场。随着“菜

篮子”工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生鲜农产

品市场均衡供给能力大幅提升，与此同

时，农产品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也增加了

“滞销卖难”的风险，迫切需要专门的

集散场所对农产品进行集中、初加工处

理和批发交易。产地市场作为生产者出

售农产品的重要场所，具有交易、商品

化处理、信息服务、检验检测、仓储物

流等功能，通过建立完善的农产品产地

市场体系，可为有效解决农产品产地预

冷问题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建立以田头市场为基础的农产品

产地预冷体系。田头市场是建在农产

品生产基地、辐射带动市场所在村镇及

周边村镇农产品流通的小型农产品产地

市场，主要开展预冷、分级、包装、干

制等商品化处理和交易活动。要建立和

完善田头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配备预冷

库，清洗、分级、包装、烘干等商品化

处理设施，减少农产品采后损失，提高

产品附加值。在此基础上，田头市场可

与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公司达成合作，

全面提升农产品产地与销地的全程冷链

物流水平。

将产地初加工与净菜进城工程相结

合。所谓“净菜”，指在蔬菜原产地对

毛菜根、茎、黄叶等就地剔净，简单包

装进城，这是“净菜”的“基础级”；

再进一步就是正规的初加工基地和第三

方物流企业合作，经过清洗、整理、检

测、冷藏、运输等环节，提供具有一定

保质期的安全、新鲜、整洁、方便的商

品蔬菜。实现“净菜进城”，不但可以

节省在贮运、销售等环节占用的大量处

理成本，“变废为宝”，把菜根、菜叶

用于堆肥还田，并且可以确保易腐农产

品在运输过程中的不腐烂变质，因为这

也是其能否“进城”的前提。早在二十

多年前， (国发［1992］39号)文件中就

明确要求商业、农业部门积极推广净菜

进城，减少蔬菜垃圾；同时要求各地要

高度重视净菜进城工作，有计划地每年

安排一定资金，加强蔬菜采后处理、包

装及预冷保鲜等方面的建设。因此，这

一工作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和农产品产地

预冷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同步

展开。

作者为中国冷链物流联盟秘书长

目前，我国农产品产地

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农

产品产地预冷尚未普

及，加之农产品“最

先一公里”冷链基础设

施不完善、农产品产地

预冷技术较为落后，使

得我国农产品的产地预

冷保鲜率仅为30%，

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

80%。强化农产品产

地预冷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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