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至杭州冷链货运专线 冷冻运输 那家好

产品名称 广东至杭州冷链货运专线 冷冻运输 那家好

公司名称 广东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420.00/吨

规格参数 广东冷冻运输:冷冻冷藏冷链
冷链冷藏食品:深圳冷链物流
深圳，广州，佛山:广州冷链物流

公司地址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大道185号

联系电话 15986619990 15986619990

产品详情

广东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与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普货,冷藏冷冻的物流公司，是一家从事跨省市公路
货物运输和仓储的服务性企业。公司实力雄厚，拥有多年的营运经验。公司在仓储部现拥有5000平方米
仓库，冷藏冷冻仓库1000平方，仓储能力达5000余吨。设有多个和储运网点，自备货运车辆30余辆（5T-3
0T），网络合同车100辆，另有多辆危险品车辆，备有市区通行证可随时为您提供市内短驳，零担快运业
务，设有标准市内仓库备有各类铲车等装卸设备。公司在全国部分城市与近百家物流公司建立了长期可
靠的联运关系。实现了物流配送的一站式服务，在解决货物快速分流的同时，也为客户提供门到门配送
服务。为了促进市场竞争能力、强化公司管理和提升企业形象

各参与主体只能录入和查询数据信息，均无法修改链上的历史原始数据，历史数据具有可回溯性，确保
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安全性。依托智能合约，实现业务风险可控与高效交易。

物流技术设置自动交易规则和执行机制，在触发设定条件时，能够实现对货物、货权、资金、债权等资
产的自动强制转移以及其他设定场景下合约的自动执行，从而解决交易成本高、出错率高、效率低的问
题。

一是能够实现自动交易。

智能合约按照预设的交易对手及交易规则，在满足条件的时间节点，可以自动达成交易，实现支付，极
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确保了交易的安全性。

二是能够实现智能风控。



利用“物流+物联网”能够很好地实现对质押物的实时监管，同时利用智能合约可以提前设定处置价格
与处置时间等特定条件，实现质押物的自动处置，能够有效防范人为操作风险和市场价格变动风险。通
过设定程序，智能合约能够实现风险预警及自动处置功能。打通数据壁垒，构建全链互信、增信机制。

物流构建起一套算法、机制严密的互信交易体系。交易体系的底层技术由机器学习、机器算法、加密技
术等构成，在这套体系中，凭借互信交易机制，解决了传统供应链中参与者身份信息不明、信用机制不
健全的根本问题，能够实现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互信问题。

一是构建全局信任。

物流技术改变了传统供应链金融中心化模式运作，物流上的数据不再由中心机构负责记录、储存、保管
，数据信息采用分布式账簿的方式，由链上每一个参与者共同参与、共同享有，链上的参与者无法修改
任何历史数据，因此信息具有不可篡改的特点。物流技术构建起多点对应的映射关系，优化了业务操作
模式，构建了一套可信赖的交易机制。

二是实现信任传递。

基于共同的技术标准和协议，物流借助通证（Token）方式能够实现核心企业信用的传导，打通了核心企
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任壁垒，实现了全局信任。核心企业借助物流技术实现信任的层级传导，链上的参
与者凭借Token通证就可以证明与核心企业合作关系，从而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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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流技术发展的逐渐成熟，其在农业供应链的应用基础已初步具备。目前，物流技术在农业供应链
金融领域应用探索已陆续展开，但尚处在起步阶段，农业金融物流的落地仍存在应用整合程度低等一系
列问题。将物流技术应用拓展到农业供应链金融领域，有助于打破传统农业供应链金融的信息壁垒，改
善传统农业供应链信息资源获取成本高、融资管理手段不足的局面，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融资瓶颈，
进而提升农业供应链管理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水平。

一、引言

农业供应链管理是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如何构建完善、高效的农业供应链体系，对推动我国现代化农
业市场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农业供应链金融是服务农业供应链主体的重要方面，是以农业供
应链为基础，以核心企业为主导，有效融合供应链中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将生产资料供应、农产
品生产、物流运输、农产品经销和消费等环节涉及的信息有效串联，通过对供应链条上的相关企业和农
户提供融资等服务的金融模式。农业供应链金融推动了农业供应链运作效率的优化，为解决农业融资难
题提供新思路，为农业发展注入活力。目前，我国农村地区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了覆盖广、层次多的金融
服务体系，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对于缓解企业和农户融资难、融资贵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我国农业
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并不十分突出，由于企业和农户缺乏抵押担保，农贷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
的存在，极大阻碍了农业供应链金融健康发展，使得传统农业供应链金融仍未能全面、彻底解决农业融
资相关问题。在此背景下，以物流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及其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应用，为破解我国农村



供应链金融难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
指导意见》中提出要研究利用物流等新兴技术，建立基于供应链的信用评价机制。在我国农业部等有关
部门制定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提出，要促进物流在农业领域的标准化研究，
大力支持农业物流在数据协同、大规模组网等技术的物流研究，努力推动物流技术在农村金融保险、供
应链等方面的应用。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要加快物流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并将物
流排在了人工智能和5G之前。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物流技术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也为创新农村金
融发展提供了契机。全面认识物流的基本内涵，创造性地应用物流的发展理念，挖掘物流的技术优势，
研究物流的核心功能和应用，是物流赋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重要任务。

二、物流技术的相关概述

（一）物流的基本内涵

物流的概念是由物流的创始人中本聪提出，作为物流等多种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物流依靠分布式数据
存储、去中心化数据传输、加密算法等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新模式，将一个个区块以链式结构连接，构成
一个分布式共享账本。在这个账本中，由共识算法来决定记账者，由密码学签名和哈希算法保证账本中
的交易不可篡改，由时间戳和哈希函数保证区块间的链接不可篡改。其内涵构成由交易、区块和链三个
要素构成。交易指数据操作，每操作一次，系统将发生一次交易。区块是用于记录交易操作过程和结果
形成的相关信息的储存空间，即账本；链将每一个区块账本按照生成时间顺序连接起来，形成链式结构
。每产生一个新区块后，系统会自动将其连接到原有的物流条上。

（二）物流的技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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