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到甘肃庆阳的冷链物流公司 优质企业的选择

产品名称 上海到甘肃庆阳的冷链物流公司
优质企业的选择

公司名称 上海踏信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268.00/吨

规格参数 上海冷链物流:服务好
冷冻产品运输:时效快
上海:质量高

公司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星塔路1125号

联系电话 17821956366 13524994705

产品详情

  上海市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低温冷链物流运输服务公司、踏信冷藏物流在上海、厦门、福州、重庆
、昆明、银川、广州、武汉、长沙、南京、杭州等地均设有分支机构（温度为0℃～7℃）：如果蔬，饮
料、鲜奶制品、花木、熟食、糕点、和各种食品原料等。主要经营食品的控温运输和配送等，公司现有
全新冷藏车多部，公司所用冷藏运输车辆，全部采用进口原装制冷机组，能充分满足各类冷藏冷冻食品
货物的运输质量要求，冷藏物流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之一，踏信物流有限公司为阁下企业提
供、、安全的冷链运输及仓储服务。冷冻运输从-18℃～-25℃，提供符合标准的冷冻运输车辆，运送速
冻食品、肉类、冰淇淋等需要低温运输，配送，储存的货物，恒温运输（15℃～25℃）：提供符合标准
的保温、温控运输车辆运送如巧克力、糖果、生物、特殊要求化工产品等等货物，争当同业市场服务先
锋，力做优良客户的物流，结合传统的经验与科学的管理，努力发展成为乃至国内、具实力的物流企业
，踏信物流公司在现拥有平方米普通仓库8000平方，冷藏冷冻仓库2000平方秉承诚实守信，视服务质量
为生命，踏信物流将继续以“以诚为本，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客户满意为标准，以保持行业为目标，
不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踏信物流同时也为您提供、安全的常温货品公路运输服务，其中包括市内配
送以及江苏，浙江两省和国内主要城市的各大卖场、物流中心、工厂、企业等。主要货物包括食品、日
用品，非危险品类的化工产品等,自行管理的仓库及一大批长期合作的车辆，均能为贵公司产品达到各地
的接货、入库、配送提供服务，车辆均携带GPS定位系统，让您随时理解您的货物的位置及温度信息！
主要运输；食品乳品；冷冻食品；冷冻保鲜物品，水果蔬菜，，化工等；踏信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
化的新型物流企业，从事货物运输，冷链物流，冷藏仓储及普通仓储服务，并在深圳、重庆、广州、东
莞、青岛、乌鲁木齐以及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分别建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迅速搭建起了国内一、二
级城市货物运输桥梁，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比如承包货物的运输和配送，降低客户
物流运输成本，提高物流运输的效率，成为我们勤劳奋斗的动力。

  踏信冷链物流公司是及少数拥有冷藏运输资质的物流公司,提供冷藏运输、冷冻货物运输、保温运输，
服务内容 到全国冷藏物流专线-奔豹冷藏是及少数拥有冷藏运输资质的物流公司,提供冷藏运输、冷冻货
物运输、保温运输，市内冷藏配送运输,零担及整车的长途、中转、冷藏配送运输，并提供0-5℃,-18℃冷
藏运输及 5℃- 20℃保温运输业务。货物品种及运输区域范围一、货运产品定位：1、食品冰淇淋、奶制
品、乳酸菌饮料、速冻食品、肉制品、禽制品类、调味料、巧克力、果脯蜜饯、海鲜、水果和蔬菜等。2



、生物制剂包括疫苗、人和动物的血液及组织、微生物、微生物产品等。3、其他需低温运输的物品需低
温运输的个人保养品、精密仪器、特种行业物品配送。二、运输路线：市外：江苏、浙江、安微、江西
、广东、福建、湖南、山东、山西、湖北、河南、河北、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成都、重庆、陕西、昆
明、贵阳、广西、新疆、西藏、内蒙古、海南、青海、甘肃、宁夏及东北三省等线路冷藏、冷冻往返。
三、货运模式：冻品、鲜品零担、整车或普通货物零担、整车。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从事冷藏物流公司,冷链物流公司,冷藏物流专线,冷链物流专线,冷藏配送,低温物
流公司，冷藏运输公司，冷链运输公司，冷藏货运专线等关于冷链冷藏低温干线的物流公司。 踏信冷藏
物流有限公司在软件上拥有一支高素质、化、年轻化的物流管理团队和专家顾问群，有现代化的物流信
息平台，集聚了冷藏运输的丰富经验和先进管理的服务理念。

普通散货运输、危险品运输、零担配载、专线运输、展品运输、监管运输、大型货物运输、重大件货物
运输、重大件监管运输、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进口货物分拨国内运输、港口码头保税区等，框架箱
运输，开顶箱运输，捆扎，包装，进港，勘路等。物流咨询，策划，实施集于一体的综合型物流

日前，财政部、商务部下发《关于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进一步促进冷链物流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按照“强节点、建链条、优网络”工作思路，在已实施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聚焦补齐冷链设施短板，
提高冷链物流质量效率，建立健全畅通高效、贯通城乡、安全规范的农
产品现代流通体系。重点抓住跨区域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销地农产品冷链
物流网络，加快城市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健全销地冷链分拨配送体系，
创新面向消费的冷链物流模式，推动农产品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

通过2年时间，推动农产品冷链流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重要集散地和
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工配送中心及零售终端冷链流通能力显著提升
，调节农产品跨季节供需、支撑农产品跨区域冷链流通的能力和效率继
续增强，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通知》称，通过中央财政服务业发展资金（以下简称“服务业资金”
）引导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统称省）统筹推进农产品供应链
体系建设，抓住集散地和销地两个关键节点，进一步聚焦发展农产品冷
链物流，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和现代化水平。

具体引导支持的主要方向包括：一是增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流通能力



。在集散地、销地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流通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鼓
励建设公共冷库、中央厨房等设施，加快绿色、高效、低碳冷藏设施应
用，完善物流集散、加工配送、质量安全等功能，增强流通主渠道冷链
服务能力。

二是提高冷链物流重点干支线配送效率。在销地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
冷链物流企业等改扩建冷链集配中心和低温配送中心，集成流通加工、
区域分拨、城市配送等功能，提高冷链干线与支线衔接效率。推广可循
环标准化周转箱，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各环节有序衔接。

三是完善农产品零售终端冷链环境。在城市供应链末端支持连锁商超、
农贸市场、菜市场、生鲜电商等流通企业完善终端冷链物流设施，进一
步增强冷藏保鲜等便民惠民服务能力。推动建设改造前置仓等末端冷链
配送站点，鼓励配备移动冷库（冷箱）等产品，提高冷链物流终端配送
效率。

四是统筹支持农产品市场保供。有关省（含2021-2022年农产品供应链
体系建设支持省）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将获得的2022-2023年服务业
资金支持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的补助资金，适当用于支持农产品市场
保供工作。对于2022年以来承担相关流通保供任务并受到疫情影响的冷
链物流企业，地方可结合实际统筹支持。具体支持内容、方式等由省级
商务和财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在工作方案中予以体现。

《通知》表示，服务业资金主要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做好基础性、公
共性工作，发挥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申请支持的省可根据上述支持
内容，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支持事项。

夏日来临，冷链作用更显重要。日前，财政部、商务部决定以促进农产
品冷链物流发展为重点，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相关文件已
经发布。由此审视，农产品冷链既是当前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短板所在
，也是今后促进农业产业链升级的潜力所在。



随着农业生产日益化、区域化，农产品呈现跨地域、反季节的大流通特
征，不同于米面油，果蔬、肉类、水产等鲜活农产品仓储运输需要冷链
支持。以果蔬物流损失率为例，发达国家可控制在5%以下，而我国该
数据明显较高，原因就在于冷链物流还不发达。此前数据显示，我国果
蔬、肉类、水产品冷藏运输率分别为35%、57%、69%，远低于发达国
家90%的平均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发展农产品冷链，降低产后损耗
，增加储运能力。

长期以来，农产品区域性、季节性“卖难买贵”成为困扰农业的突出难
题，影响着消费者和农民利益。分析起来，农产品集中上市带来的短时
供求失衡是重要原因。农产品冷链物流贯穿一二三产业，连接生产和消
费，是缓解上述问题的钥匙。“暂时卖不掉就先存起来”“错峰的农产
品更吃香”，可以实现错季销售、扩展区域，既满足周年供应、消费升
级需求，又能提升附加值、助农增收。

当前农产品冷链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链”现象，冷链设施总量明显不足
。产地冷库建设相对滞后，现代化冷库数量偏少，低温加工配送中心不
足，公路冷藏及保温车占货运汽车的比例极低等问题有待解决。尽管全
国冷库容量近年来保持较高增速，目前超过70%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有
冷链设施，但是，我国人均冷库容量仍低于多数可比国家，还不能完全
满足庞大的农产品产销需求。

除总量问题以外，还有结构性矛盾。首先是城乡冷链发展不均衡，部分
地区存在同质化低价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相当部分冷库利用率
不高。其次，设施标准规范滞后，现有标准不统一、衔接不够，不少地
方温控手段粗放，信息化程度较低，影响了效益。此外，运营主体也面
临一些困难，其大多实力较弱，筹资能力较差，在用电用地等关键环节
存在堵点。

壮大冷链离不开科技支撑。农产品冷链物流本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还
要达到监管部门可溯源、可追查的要求。对市场主体来说，当务之急是
加强智能分拣、全程温控等智慧冷链技术应用，推动5G、物联网等技
术与冷链结合，加大视频采集、温湿感应等设备投入。对来说，要开展



数字化冷库试点，构建多层级数字冷库网络，完善冷链物流信息平台建
设，打通行业信息数据壁垒。

做强冷链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冷链设施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虽有
显著收益，但风险也很大，还有很大的公益性。比如，日本、韩国形成
了以农协为主体的仓储保鲜冷链体系。法国、荷兰依托大型公益性农产
品批发市场搭建冷链物流体系。我国已在探索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
入的机制，要推动进一步降低市场风险，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近年
来，有的第三方冷链平台联合保险公司，创新探索农产品运输过程理赔
服务，较好解决农产品流通“无险可买”的难题，各地不妨借鉴。

农产品冷链是产地与市场的桥梁。总体来看，要补齐冷链设施短板，提
高冷链质量效率，做好各环节衔接。目前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冷链建设已
具雏形，下一步要做好两个“一公里”衔接。要与产业优势衔接，聚焦
产地“初一公里”，在田间地头建设一批具备保鲜、预冷、初加工功能
的中小型仓储设施。要与消费需求衔接，面向城市“后一公里”，健全
销地冷链分拨配送体系，引导商超企业等完善城市末端冷链物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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