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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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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冷冻运输:嘉兴冷链冷冻

公司地址 全国服务

联系电话 17280155564 17280155564

产品详情

浙江踏信冷链物流公司：严格遵守“价格让客户满意,时间让客户满意”的物流经营方针让客户满意的服
务宗旨，为公司赢得了良好信誉,并受到众多中、外生产企业的青睐,公司现已与50余家中、外企业鉴定了
长期承运合同,并建立了良好的互信踏信‐将坚持以高瞻远瞩，积极创新的经营理念，以“一切让客户放
心，一切使客户更满意，一切站在客户立场着想”的经营方针，为广大中、外客户提供价廉、便捷、安
全的运输服务。公司凭借自身规模化、化经营实力，协同客户设计出经济、快捷的运输方式，同时以操
作规范、运作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为客户提供免费上门货、货物起运、快速、准时的送达、信
息反馈全过程的运输服务。

采访对象：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智冷事业部 总经理 杨燕娴

文案编辑：特约编辑

图文排版：运营中心

2022年是《“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的第二年，冷链物流经过了艰难的起步期后，已经进入了成
熟和稳定的发展阶段。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冷链市场的需求，各地的冷库、配送中心等冷链基础设施
都在大力兴建中，无论是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还是响应国家政策目标，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
设都被赋予了跨越时代的意义。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3.6万家，近5年来都保持着30
%以上的年增速稳步上升。除了城市居民收入提升带动的食品消费升级、疫情期间带来生鲜电商的市场
规模扩大，资本的助推也给冷链物流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冷库建设还是车辆购置都需要大
笔资金的支持，而资本的青睐也成为了冷链行业发展的强心针。



资本加速布局  

冷链销地库资源紧俏 行业已跨越鸿沟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国际”）是深圳市属企业中唯一一家以收费公路、现代物流、港
口及环保为主业的国有产业集团，也是于百慕达注册并在香港联合所主板上市（00152.HK）的红筹公司
。近年来，深国际以“城市配套开发运营国企力量”为定位，努力打造集冷链物流、智慧物流、园区增
值服务、第三方物流、保税物流、物流金融及物流信息于一体的物流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水陆空铁+
智冷”的业务生态，致力于发展成为大湾区、全国的物流产业综合服务商。

2000年成立之初，深国际以深圳为“主战场”，在全国30余个物流节点城市布局现代化综合物流港，现
已逐步成为国内物流地产领域的重量级选手。在物流地产行业中较为主流的是高标仓，相对于高标仓，
冷库的资产投资和运营投资都比较重，如果投建一个干仓土地加土建需要2000-3000元/平米的话，冷库的
投入则至少翻一倍，租金也是干仓的1-1.5倍。

深国际智冷事业部总经理杨燕娴说，主流物流地产商布局逻辑和销地冷库布局逻辑较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经济发达及沿海地区的土地资源越来越难以获得，销地冷库对于位置的要求甚至比高标仓更严格，高
标仓的网络建设本身已经非常密集了，如果能将一些优质地段的干仓资源改造成冷库，也能缓解一部分
冷链仓储的紧迫需求。

国家冷链物流“十四五规划”的发布标志着冷链物流市场已跨越鸿沟，从早期市场步入主流市场。行业
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风口期，抢入赛道的玩家们越来越多，他们看中的是冷库用户的粘性高。冷链物流市
场也正跨越对用户来说，换冷库成本非常高，不会随便搬，也就意味着谁先争取到这些客户谁就拥有了
市场竞争力。深国际此前对高标仓的布局也是主要遵循着销地原则，布点都集中在一二线及重点城市中
，并已累积了不少的优质客户。深国际未来拟建的冷库，将主要面向两大类客户：一类是冻肉供应商等
对冷库存储量有很大需求的客户，他们占用仓的规模都很大，减少了冷库闲置的风险，属于压舱石类的
客户；另一类是餐饮、商超以及中央厨房等类型客户，他们对市场的反应比较敏感，也呈明显增长的态
势，且有分拣、加工、配送等增值服务的多样化需求，通过和这类客户建立更深入、更多元化的合作，
可进一步丰富整个园区的业态、提升园区单位效益产出。

在当下阶段，企业建立产地库的意愿还处于低位，尽管有国家政策反复提倡“补齐先一公里”，产地也
真的缺库，但是目前通过产地库盈利的企业太少了，短期效益都太不乐观。目前，触及产地的大都是一
些已经把全链条打通的自带商流的头部企业，他们依托自己的货源及产业链优势可以运作产地直销等模
式。但如果缺乏相应的资源和能力，只是第三方平台，暂且不适合做大量的产地仓投资，因为建库选址
势必要选在需求量旺盛、稳定的地方，而田间地头更适合应用便捷的移动式冷库。

技术驱动发展  

因地制宜探索“智慧化”升级

近年来，生产端和消费端都对物流服务提出更高要求，物流业的智慧升级是大势所趋。国家相关部委明
确鼓励物流设施、物流活动的数字化与自动化升级，“新基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此次物流肺炎疫
情又加速了物流无人化、自动化、智慧化趋势。

 



为了顺应市场和行业形势，深国际在2020年确立了智慧仓储的子战略，对企业组织架构都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完善，拟通过对原有物流基础设施的数智升级，以及对产业链上下游、具备不同优势客群和技术路
线的优质企业的投资布局，把“智慧仓储”发展为集团物流主业新的增长极。

比如深国际于2020年底战略投资行业的智慧仓储系统集成企业“湖北普罗劳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为第二大股东）、于2021年战略投资ICT产业智慧供应链集成服务企业“中通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成为第三大股东）。通过深度的股权合作和业务协同，各方基于各自产业资源和优势，将联合为客户提
供智慧物流仓储、软件、硬件、运营等一体化解决方案。

但“智慧化”建设也需因地制宜，深国际重点立足深圳，当地物流客户对智慧化冷库的接受度高，也负
担得起相应的成本，多是基于仓配运营一体化的需求，在冷库建设过程中就会前置性的配备一些智慧化
设备。但深圳市以外的其他区域，“智慧化”建设还是以客户需求为主，是建设定制化、标准化的冷库
还是智能化的冷库，需依据不同客户条件针对性设计。

规划描绘蓝图  

行业发展还需弥补短板

2021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加强了顶层设计和工作指导，推动
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不管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销冷链集配中心还是以两端冷链物流设施为支撑
的三级冷链物流节点设施网络的建设，都预示着冷链行业迎来了飞速发展时期。国家和社会对冷链行业
的重视，会让未来资源更加倾斜、监管条款更完善、政策扶植更有力度，但这一切的前提还是要落地。

杨燕娴说，不管政策和风向多么利好，冷链还是一门生意，如果利润持续微薄或者不能盈利，就没有资
本和人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了，还是要根据现实和前景找到行业的平衡点。冷链行业在很多地区都还存
在小散乱差的现象，暴露出食品安全、链路监管等问题。以基础设施平台建设的角度看，希望未来可以
通过政府以及有实力的企业和国企整合，通过有一定规模的平台系统性优化改善行业生态，提高行业整
体信息化和数据化管理水平，同时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重效益。

一方面，冷链的发展不能忽视中小企业，他们是冷链物流行业的主要群体，仓储建设的成本对他们而言
投入极高，大规模的冷库投入所形成的资金压力对于他们而言是非常大。从冷链仓配运一体化的角度，
中小企业有其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强的优势，在配和运环节上能力更突出，而在仓的环节更适合国有
企业和有实力的资本进行投资布局。我们看到，冷仓在整个冷链物流的链条中处于非常关键地位，手握
优质的冷库资源，即使现在开始仓配一体化的体系搭建依然不晚，如果能着眼全链条，打通了仓运配环
节，就能更进一步提升自己在行业内的竞争力。深国际也希望能够和一些有货源的平台企业建立深度的
捆绑合作，由深国际提供重资产的基础设施，由其他中小企业或平台企业深耕服务，形成战略性合作，
携手共赢。

另一方面，冷链物流想要发展，还要依靠各地政府的支持。疫情之后，每个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都有所不同，虽然对于冷链的监管力度越来越严苛，但是却忽略了行业尚未完全成熟，监管的趋严会让
很多额外成本转移到了企业身上。冷链物流行业虽然得到了国家的重视、行业的重视，却没有普遍得到
地方政府的认同。

深圳有2000万的人口，由于土地稀缺，很多企业都只能在东莞、惠州等周边地区建库，这就导致了2019
年的疫情期间，深圳2000万人口的民生物资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外市调运保障，这也让深圳政府更加意



识到了物流基础设施对于保证民生的重要性。2021年底，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式通过了《深圳市现代
物流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策略（2021-2035年）及近期行动方案》《深圳市现代物流场站布局规划（2021-20
35）》，对深圳市的物流基础设施分为三级：国际及区域物流枢纽、城市物流转运中心、社区末端配送
站，功能从大到小、由地方到区域再到社区节点逐步渗透；同时，也对深圳市未来的物流基础设施提出
了明确冷链化、智慧化的要求。相比深圳政府已经在执行的决断力，很多其他城市还只停留在规划上，
甚至涉及到与这些城市进行跨区域配送环节时，还会因为政策的不统一而增加额外的成本。

除此之外，冷链物流行业还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缺失问题，尤其跨行业经营冷链业务的公司渐增，人才储
备远远跟不上冷链的发展速度。这也让市场的目光转移到了智慧化、数字化设备的普及上。在自动化设
备的制造上，中国有着强劲的潜力，以前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价格昂贵，但当中国掌握了核心技术以
后，自动化设备的价格降至国外设备的一半甚至更多。如果国产技术足够完善可以满足国内需求，就能
够解决当下人工又贵又缺的窘境，让设备的价格维持在合理的水平，冷链的智能化需求或将全面爆发，
迎来行业升级真正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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