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storage&transportmagazine 2017.0848

《中国储运》：很多人认为“最先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有很多的相似性，您认为这两者

有何不同？

牟屹东：“最先一公里”，我的理解是指新鲜

农产品从田间采摘到集中至发往外地的物流车

的全过程。粗分下来，它包括采摘、一次包装、农

田到揽收地的短途运输、预冷、二次包装、存储

待运等环节。目前，在我国“最先一公里”的运作

还没有形成好的供应链模式。

在我国现在这种以农户为基本的生产经营

单位，收购商也是鱼龙混杂，揽收方与种植方都

不注重培育信用，比的是卖家今天多卖一块钱

还是买家少出一块钱的零和游戏。双方只看现

实收入，难以考虑长期利益，难以形成品牌溢

价，难以建立供应链共同体。

“最先一公里”现阶段存在着产品良莠不

齐、采摘时间随意、包装简单粗放不利于直接销

售、预冷基本缺失、揽收集货原始、长途运输缺

乏保护保冷手段等问题。

李学工：冷链物流“最先一公里”是指从田

间地头的采摘（宰杀）到冷藏的一系列规范和标

准的冷链操作。它包含将农产品采摘（或宰杀）

后，进入预冷、分级、分割、拣选、加工、包装及冷

藏储存等控制环节，完成农产品产地采摘预冷、

分级、加工、包装及冷藏等过程，移交至冷链运输

之前的“最先一公里”范围内，也就是我们目前所

提倡建立的“最先一公里”的冷链物流体系。

《中国储运》：“最先一公里”的重要性体现

在哪些环节，可以成为“最先一公里”这个前端

重中之重的“最先一公里”
文/本刊记者 李静宇

2015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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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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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短

短的一段距离于对于季节性强需要保鲜防

腐的农产品，于整个农产品全产业链来讲，

又有着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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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的重要节点？

牟屹东：总的来说，“最先一公里”中的许

多要素都比较原始，比较起来，标准缺乏且执

行不到位是影响最大的，造成的后果就是无法

将不同品质的农产品严格区分开来，难于对农

产品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无法鼓励农民不断提

高农产品的品质，最终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整

体水果品质不断下行。

此外，预冷过程普遍缺失也是一个薄弱

项，预冷工作，不仅是指采摘后的冷却降温，实

际应该从采摘时就要开始控制温度，比如早晨

采摘，运输过程中遮盖避晒，尽快进入冷却降

温过程，降温后进入冷库保存等。预冷缺失的

后果就是减少了水果的保质期和可售卖期，即

使后期再放进冷库保存，也已错过了最佳的时

段。可售卖期短，就迫使在后续环节上抢时间

或者加大冷藏的力度，这些都将提高销售成

本。更有甚者，为了延长可售卖期，干脆在果子

还未成熟时就采摘，寄望于通过在途的后熟来

弥补，实现到达市场时正好有理想的成熟度。

但大多数水果并不适合这么做，加之操作粗

放，往往是客人买到的还是成熟度不足的水

果。

张签名：农产品“最先一公里”是相对于

“最后一公里”说的，不管是冷藏也好，气调也

罢，其核心都离不开一个“鲜”字。农产品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也是

相对于农产品流通全程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最先一公里，最后

一公里也就无从谈起。

任何事情都有轻重缓急之分，所谓“重”和“急”，就是我们平时常爱

说的那个数字“1”，也就是千里之行的“足下”、九层之台的“垒土”。就农产

品“最先一公里”来说，这个“足下”和“垒土”，应该就是田头预冷保鲜了。

我的家乡山东肥城是著名的肥桃之乡，肥桃被誉为“佛桃”，迄今已

有 1100多年栽培历史，自明朝起即为皇室贡品。然而，这么好的东西，多

年来人们大多只闻其名不见其实，产量一直徘徊不前，价格也上不去，严

重制约了其发展，只能加工成罐头之类外销。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产地

保鲜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

由肥桃想到，各地著名的特色和非特色农产品也都存在类似问题。

目前国外发达国家一般实行果蔬采摘后预冷，果蔬损失率控制在 5%左

右，而我国由于大多数产地没有预冷库，大量农产品不能长期存放，农民

是市场弱势群体，流通环节说升价就升价，说降价就降价。蔬菜密集上市

的时候，由于不忍心蔬菜在地里白白烂掉，即便菜贩给很低的价格菜农

也不得不接受，不仅造成菜贱伤农,而且直接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所以，要解决让农民增收同时确保市民吃到更新鲜优质安全的农产

品，就必须让农产品有产地冷库。

李学工：在我看来，预冷是生鲜农产品的重中之重，其核心就是借助

冷库短期储存已达到预冷的效果。原因在于生鲜农产品不论是采摘还是宰

杀之后，一方面，需要冷库对蔬菜、水果、禽蛋及鲜花等生鲜农产品进行预

冷，通过降温使其停止呼吸，抑制生鲜农产品内部活性物质通过预冷干预

使其处于休眠状态，以达到延长其自然寿命的目的；另一方面，肉禽及水产

品类在完成宰杀（或捕捞）后，对其采用降温速冻，锁住其营养成分，为下一

阶段的冷链运输提供保鲜恒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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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储运》：从与几位嘉宾的对话中不难

看出，对于“最先一公里”田间冷库的规划与建

设至关重要。那么，田间冷库目前是一个什么

样的状态？

牟屹东：目前的田间冷库一个是散、乱、不

规范，建造标准不一致的现状。仓库的大小、高

度、温控标准、月台高度、库门尺寸和对接车辆

的保护措施、库区的车辆通道、调车场、停车场

的设置、电力照明通信设施等建设的都很随

意，什么样的都有。再往高要求，如库区布局和

规模、各项管理制度、进出库操作程序、配套的

机械设备、信息交互水平等问题就更多了。与

生产者和经销者数量众多，鱼龙混杂一样，冷

库的业主也是数量巨大，什么背景能力的都

有，难以规范管理。

李学工：据我了解，绝大部分农业生产基

层单位处于无冷库的状态，所以说田间冷库的

发展极其滞后或缺失，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发

展的初级阶段，导致大量生鲜农产品在常温下

进行“最先一公里”的作业。尽管原产地冷库的

建造数量随着生鲜农产品的逐年增长和市场

需求对生鲜农产品的要求愈来愈高，以及近年

来各级地方政府从财政补贴手段上，加大对田

间冷库建设的力度，但凡事都有个过程，反映

在生鲜农产品的“最先一公里”上，无论是在经

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问题都比

较突出。

在我看来，从技术的层面而言，田间冷库

宜采用“移动冷库”的模式，众所周知，农产品

季节性很强，建库尽管解决了“最先一公里”的

问题，但是冷库闲置状况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

题，怎么办？现在国内有专门生产类似冷藏集

装箱和冷藏移动库的企业抓住了这种市场需

求，积极研发这类产品，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又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采摘和宰杀的时间差，

确保生鲜农产品冷链前端的问题。我认为，这

个时候需要政府大力提倡相关企业开展“移动

冷库”的研发与创新。

张签名：众所周知，田间冷库可以实现的

是，一是错峰销售，二是延长销售，三也是最重

要的，可提高合作社或农户议价能力。利用冷

库调节市场供应，合作社就掌握了农产品定价

的话语权，增收空间变大。广东一家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负责人说：去年胡萝卜出产时，销售

价被压低，他们就没出售，在冷库存放半个月

后再卖。事后，他算了一笔账：冷库能存放胡萝

卜 140吨，销售高峰期胡萝卜 0.8元 /斤，买入

140吨共计成本 224000元，存放半个月后，胡

萝卜升至 1.6元 /斤，全部运到广州销售完，收

入 448000元。

在我看来，乡村产地建 10吨～20吨的小

型冷库最合适，小冷库投资在 2万元～4万元

左右，是一般农户能接受的范围。多个这样的

小冷库建在一起就形成了小冷库群，总容量可

达到数百吨、上千吨的规模，它的总投资与同等

规模的中、大型冷库相近。但它可以保鲜更多的

农产品，根据其不同的保鲜温度要求，还可实现

任意分别控制，这是大容量冷库不容易做到的。

《中国储运》：中央这几年逐年加大力度对

“最先一公里”进行财政补贴，在您看来，在此

基础上又该从哪些方面做才能补齐短板？对于

提升农产品的冷链全程运作，以减少丰产不丰

收、浪费等现象，您又有哪些好的建议。

牟屹东：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央除了在财

政上给予扶持之外，在政策上也应出重拳，鼓

励与管制并举，下向和负向的激励手段都要

用，才能收到最佳效果。具体要素包括：

一、力推农产品品牌，鼓励生产者、产地经

销者建立自己的品牌商标，通过品牌体现产品

的品质，让市场建立品牌认知，让生产者享受

到品牌价值带来的额外收益，同时要维护好品

牌的独占性，坚决打击假牌冒牌行为。在此，我

特别想说明的是，现在许多地方在搞的地理标

识，不是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地区的产品，你能

不让它打本地的名字吗？你推广的是地理标

识，不是商品标识，突出不了某个品质商品的

特点，也不能限制同一产地的其他产品搭车，

根本达不到当地政府的初衷。所谓的品牌，就

是要能标识出特异性，能具有独占性，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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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他就是他。这样，消费者才容易辨识我应该买哪家的产品，而不必具

备专家的技能和实验室的手段也能区分出好坏来。

二、加强标准细化，现有标准多数偏于宽泛，区分产品的颗粒度不够

细。建议一是进一步细化标准和标准的各项指标，不一定是国标，可以是

某个产地的标准，这样容易聚焦。再就是要强化标准的实施，比如要求产

品外包装上需要标注主要的规格、理化指标等项内容，便于买卖双方形成

明确的议价基础，也便于消费者选择商品和发现商品可能存在的问题。

三、普及推广预冷设备和操作流程、鼓励干线运输多用冷藏车。就是

要努力从产地开始建立冷链，水果是有生命的，越是从它年轻时起就采

取措施，越容易延长它的寿命；及早减小它在整个储运配送过程中的温

度变化，越容易延长它的寿命。在前段投一块钱，可以产生在后段投几块

钱的效果。延长青春和延缓衰老，不管是作用还是费用，都是前者更有意

义。

李学工：可用财政补贴在农村建设田间冷库，但不能采取“撒胡椒

面”的方式，补齐短板需要建立政府主管部门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

冷链物流企业 +合作社的模式，在“最先一公里”的采摘（或宰杀）后，进

入预冷、分级、分割、拣选、加工、包装及冷藏储存等环节，建立各方协同、

协调、合作机制，尽快建立生鲜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在农产品冷链物流技

术、信息、装备、人才等诸多方面补好短板。

此外，要大力开展服务于生鲜农产品的“移动冷库”的技术、信息、工

艺等创新与研发。再就是及时调整高等院校物流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向，比如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置冷链物流管理专业，这是解决我国冷链物

流高速发展进程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专业人才的缺位和缺失。

将生鲜农产品冷链全过程划分为：“最先一公里”、“中间 N公里”及

“最后一公里”三个阶段。解决减少丰产不丰收、浪费等现象，就是要严把

前端一公里的安全与质量关，从生鲜农产品的

原产地和源头进行严格控制。不仅包括政府的

政策导向，比如在涉及“最先一公里”的政策、

法规及标准等方面，还要切实解决“最先一公

里”的发展瓶颈和短板，鼓励与支持在冷链物流

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技术、信息、专业装备、工艺

等方面创新研发，统筹各方优势资源，凝聚社会

力量释放解决“最先一公里”发力点的能量。

《中国储运》：“最先一公里”从发展到转变

如何进入一种良好运行的状态？在这个过程

中，既面临一些新要素的建设，同样面临原有

一些要素的重新调整与布局，面临着诸多的不

确定性，站在农产品物流这样一个高度解决

“最先一公里”的问题，您的观点是什么？

牟屹东：我认为，根本出路还是农业的工

业化，要让农业生产变得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

有标准、有流程、有管控制度，有统一的原材

料、辅料、包装容器等，稳定地生产出品质近似

的成品。要鼓励兼并，鼓励农业企业上规模，鼓

励农业企业推广品牌，鼓励农业生产销售公司

化运营。

只有经营主体具有一定的规模了，它才会

考虑自己的长期发展前景，才会注意培育自己

的信用和品牌，才会投入资源去研究怎么在整

合供应链中去提高自身的价值和收益。要实现

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型，核心要加强对人的培

养，特别是农业工人和农业工头，要把农民变

成农业工人，他们只对工作量负责，不对产成

品的销售结果负责。只要他们按照程序要求足

质足量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就应该获得应有的

报酬。至于产品的销售结果，则由经营者即农

业公司去负责。加强社会分工，减少复合身份

带来的多目标追求和牵扯.

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不断

地细分工作岗位，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用

更加精密的管理来协调整个系统的运行，最终

达到系统产出的最大化，是现代企业每天都在

做的事情。现在，需要我们在农业上大力推进

这一变革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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