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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9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
298.0万亿元，同比增长5.9%。随着人们对于食品个性化需求的**，生鲜食品的线上交易与日 俱增。对于
生鲜食品如奶、蔬菜、水果、肉、海鲜等需要低温贮藏及运输，冷链物流则为其提供了*为适宜的温度和
湿度环境，同时抑制细菌的活性、降低细菌在运输或仓储过程中的繁殖，*大化保证货品 的品质及安全
。冷链物流市场广阔，有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冷链物流总额将达到16.6万亿元，冷链物流需求规模将达到
56500万t，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6.35%；而在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综合作用下，就会形成一种新的
化学反应，深刻推动冷链物流智慧化发展。近年来，业界学者及企业就智慧冷链物流展开深入研究，201
0年IBM发布的《智慧的未来供应链》研究报告中提出智慧供应链概念，并由此延伸出
智慧物流概念，即智慧物流是以信息化为依托并广泛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工 
具，在物流价值链上的6项基本环节（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实现系统感知和
数据采集的现代综合智能型物流系统；同理，智慧冷链物流可以理解为：在物流系统中采用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使整个冷链物流系统运作如同在人的大脑指挥下实时收集并处理
信息，做出*优决策、实现*优布局，冷链物流系统中各组成单元能实现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的分
工、协同；简单来说，智慧冷链物流本质即是货物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智能移动过程，通过对物流赋能
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物流信息交互，是高层次、高端化的新型物流形态。

当下，疫情进入抗疫常态化，此次疫情让人们感受到物流作为基础设施的地位，而多地出现冷冻食 品被
检测出****，也对冷链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生活食品和消费品的智慧化冷链物流如无接触配
送被提上日程。“无接触配送”在物流配送、电商等行业内也迅速铺开和跟进，众多企业、 平台已跟进
“无接触配送”服务，如沃尔玛、家乐福、京东、盒马鲜生、顺丰冷链、每日优鲜等。自此，智慧冷链
物流开始广泛进入大众视野，提供便民服务。目前，智慧冷链物流需求逐渐旺盛，冷鲜食 品线上消费规
模剧增，我国农产品智慧冷链物流市场容量巨大，市场潜能尚在进一步释放中，行业的发展空间与机会



较多；因此，各大冷链物流企业结合实际，纷纷布局智慧冷链物流，我国冷链智慧物流进入了百舸争流
的发展态势，且以“北上深”三城竞争力**，代表企业有菜鸟网络、京东物流和满帮物
流等。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19年我国智慧物流交易规模达4872亿元，同比增长19.55%；其中，
智慧冷链物流这片蓝海也步入快车道。

总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加速形成，食品消费不断升级、城镇化进程 不断
加快、食品安全意识不断**以及国际合作空间不断扩展等因素都将促进我国智慧冷链物流需求市场的持
续扩张与行业不断发展。

智慧冷链物流漫谈

物流起源

谈及智慧冷链物流必然离不开关键词：物 流、冷链物流、智慧冷链物流，这也是智慧冷链
物流发展的进阶。对于物流的起源，几十年来众 说纷纭，有人认为在原始部落物流就存在了——
将猎取的猎物搬回洞穴进行储存分配，但这仅仅 是完成了一个动作或过程，是单一的而不是系
统性的指令。直至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物流 也不具备系统性。Logistics是物流的原始词汇，
20世纪80年代被日本精准的翻译为“物流”， 后被先进学者从日本传入中国；而现代物流成为
一门学科，更加侧重系统与战略层面，重点在于通过构建物流系统从而完善物流战略，包括仓库
选址、确定库存政策、设计订单录入系统以及选择运输方式，其中潜意识的动作因素减少，而依 赖于不
同物流理念和物流管理人员运营决策手段的因素大幅度**。2016年开始，中国物流现代化处于瓶颈阶段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随着数字经济的提出，2018年全球供应链管理专业协
会北京副主席吴菁芃研究员等定义了物流的未 来式Digital Logistics——数字物流，是指以数据
（数字单元）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物流形态，数字 物流本质是一个信息和物流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
系统，是通过数据将实体物流与虚拟物流进行不 间断融合的有机过程。可以看出，物流发展经
历了3个阶段：物流1.0——物料搬运（Material Handling）；物流2.0——现代物流（Modern
Logistics）；物流3.0——数字物流（D i g i t a l Logistics）[2]。冷链物流的发展固然离不开物流
的更迭与现代化，在谈冷链物流之前有必要对物 流的起源与发展进行简要阐述。

冷链物流发展

提到冷链，冷库便是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设备，不禁脑海里浮现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的典故。其实，我国冷链物流中冷库的雏形历史悠久，早在周代就有初级原始的冷
库。据《诗经》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 日纳于凌阴，四之日蚤（早）献羔祭韭”，这句
诗说的是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
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菲菜上供祭神。早在周代，就设有“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
和用冰之事。当时藏冰的冰室称为“凌阴”，可 以把冰保存到夏天，它是冷库的初级原始阶段。自周朝
开始直至近代，冰窖几乎是历代宫中必不可少的服务设施。到了唐代，伴随着“一骑红尘
妃子笑”的故事，出现了世界上*早的冷库雏 形。大学士羊望制作了一个双层木箱，木箱夹层
中填充满棉花、羊毛，在荔枝采下后，将藏在地窖的寒冰和新鲜荔枝一起放入木箱中进行运输， 保证了
荔枝的新鲜，这个保鲜箱可谓是当时冷库的雏形，亦算是世界上*早的冷库，而快马加鞭又全程“低温”
的荔枝运输队伍，也算得上世界上*早的“冷链”系统。而我国*早的所谓
“冷链配送”是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那 时配送的只有“冷”，还谈不上“链”。城际配
送只有冷库、冷藏车，但“链”还没有连起来， 谈不上真正的全程冷链。直到2000年左右，“冷
链”一词才开始在我国出现。2001年的国家标
准《物流术语》对冷链进行定义：“保持新鲜食品及冷冻食品等的品质，使其在从生产到消费的 过程中
，始终处于低温状态的、配有专门设备的物流网络”[4]。近些年来，我国的很多学者展开了相关研究，
又形成了冷链物流的概念，即冷链物流是指为保持食品（新鲜或冷冻）的品质或其他产品（医药等）的
效能以及减少运输损耗，在其加工、贮藏、运输、分销、零售等环节，货物始终保持一定温度的一种物
流运输方式，由预冷处理、冷链加工、冷链贮存、冷链运输和配送及冷链销售等方面构成，涉及冷库、



冷藏车、保温盒、冷藏陈列柜等设施[5]。与传统物流相比，冷链物流在每一个环节上对于技术的要求更
高，资金投入也更大。事实上，冷链物流的核心不完全是“冷”，而是“恒温”——不同的产品需要不
同的保存温度。可以看出，我国冷链物流行业在 不断完善和发展。

智慧冷链物流产生

继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之后，又产生一 颠覆性信息技术产业革命——大数据，其在冷链
物流行业发挥了巨大能量，表现在**了冷链物
流企业的决策能力、简便了冷链物流过程、**了服务质量、有助于实现冷链物流信息一体化管
理等方面；同时，在农产品营销中的应用也带来了个性化、品质化的营销方式和经营理念，冷链
物流行业的仁人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借助大数据促
进智能化管控。用现代化信息通讯技术（如：RFID，传感器网路，智能嵌入技术，全球定位
系统、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信息技术的融合） 对商品在整个冷链流通过程中进行信息采集、
传输、交换和处理，使配送路径动态优化，温湿度自动化控制，信息共享与同步，故障检测与
预警，确保商品从生产到消费者安全可控、可追溯。

加之，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与互联网通讯技术 的快速发展，加快并促进了我国冷链物流信息化
建设，这可为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 降低冷链全链条成本投入，**冷链物流效率以
及实现绿色、智能冷链提供保障。这些冷链物流 自动化设备及技术让智慧冷链物流具备了自主性 能力，
如使冷链全链条具备信息感知、处理、计算、信息交互及信息共享等能力，有助于实现冷链物流上、中
、下游各环节智能化、自动化、节能化及一体化经营管理，降低运营成本投入及**冷链整体利润率。

*后，**产品市场竞争力。随着冷链信息 化、数字化发展，智慧冷链物流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即针对生鲜
农产品，通过智能硬件、物联网、大数据等智慧化技术与手段，**物流系统
分析决策和智能执行的能力，**整个物流系统的智能化、网络化与自动化水平，从流通环节、
底层技术、应用领域和功能目标等方面实现智慧化。

智慧冷链物流的建设发展对易腐食品品质维持力**、企业管理效率改善及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等都具有战
略性意义和价值。从国家层面：降低物流成本占GDP比重、绿色可持续、稳价且确保供需平衡等；从企
业层面：增加利润源、节本增效、**抗风险能力与服务水平等；从农民层
面：增加销售通道、降低产地损失、助力农民增产增收等。

如何打造冷链智慧化物流

智慧冷链物流所运输的商品，也躲不过物流的流程，即从产地经过加工包装与运输，运送到销售地点，
然后经过仓储与销售，*终到达消费者的手中。对于冷链数据信息的挖掘、采集与检测，保证对整个冷链
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产生的数据都不遗漏，是冷链物流实现智慧化的基础；另外，还要有仓内技术、干线
技术、*后一公里技术、末端技术、智慧数据底盘等技术基础；将硬件和软件平台强大的预算能力结合在
一起，才能更有效实现仓储、运输、配送、包装、装卸、信息处理等智慧化，进而实现冷链物流智慧化
（图 1）。

智慧化的基础

大数据的获取或监测

利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是实现冷链物流智慧化的技术基础，而冷链物流的
数字化水平也是确保冷链商品全生命周期安全的重要保障，有助于对冷链商品全生命周期涉及的供应链
诸多环节点（生产、加工、包装、装卸、运输、仓储、城配、陈列、到家等）进行智慧化管理。以往传
统的冷链食品追溯系统一般只能追溯到生产企业，无法让冷链食品追溯到全链条的各个节点，有了冷链
物流的数字化后，有望做到真正的全程可追溯[6]。如何能实现多维度状态采集数据呢，那就是移动化（



无线）、标签化、多功能化。首先是移动化。为解决第三方物流温控管理，可配备移动式设备，同时监
测设备也要配置
GPS模块，通过GPS和GIS技术，监控中心可以对集装箱车辆进行地理位置定位和调度；另外，在
冷链车车厢或冷库等场景下，各点温度不是完全均匀和统一的；因此，多点监控是一个需求点，
例如，靠出风口的温度低，货物可能没问题，但是靠车门的可能有问题。

其次是标签化。从车间到运输、仓储、销售，在货物中转中要有标签跟随，标签中所含信息要全面，包
括产品代码、产地管理、农户编码及流通环节管理等，这样有了标签就可以追溯到
整个周期的安全情况。

再次是多功能化。设置预警系统，如果温湿度 变化超出一个预先设定的范围，系统将自动给出预
警。如果曲线中间有一段记录是明显低于20 ℃， 那么可以从系统中时间点查询相应的地点和外在
环境，以便于探究相应的温湿度变化原因。除 了采集温湿度控制，通过软硬件还可以实现对环
境温度的智能化控制，例如，冷库打冷智能化。可通过一些控制类的标签设备，对制冷系统进行
控制，后台实时分析冷库温度情况，在需要打冷
时，自动通过设备远程控制冷机打冷，并应用于门店和运输车辆。

通过硬件采集和业务沉淀而来的“大数 据”，加工增值后，即可实现数据业务化，指导实际物流运输操
作。一是基于算法与数学建模，如路径优化、智能调度、智能配载等；二是基于数理统计与数据挖掘，
如用户画像、数据征信、供应链需求预测等；另外，通过这些数据，可开拓大数据应用探索思路，如路
径优化、智能调度与配载、企业画像、运力分层、数据征信与物流互联网金融、需求供应链预测以及公
路货运与交通的宏观分析等，这将有助于冷链物流更加智慧化。

技术基础环境打造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机器人等新 技术及装备作为冷链智慧物流的根基，可以广泛
应用于物流产业，其在整个智慧物流体系中起到 关键的支撑作用。无人机、机器人等技术在近几
年发展迅速，未来将会进一步与物流行业结合， 广泛应用于仓储、运输、配送各个物流环节，其
关键技术包括仓内技术、干线技术、*后一公 里技术、末端技术、智慧数据底盘等[8]。其中，
（1）仓内技术：目前机器人与自动化分拣技术 已相当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有机器人与自
动化分拣、可穿戴设备、无人驾驶叉车、货物识 别4类技术，可应用于仓内搬运、上架、分拣等
操作。国外**企业应用较早，并且已经开始商 业化。国外企业如亚马逊、DHL Express，国内 企业京东、
菜鸟、申通等已经开始布局。（2）干线技术：干线技术主要是无人驾驶卡车技术。无人驾驶卡车将改变
干线物流现有格局，目前虽尚处于研发阶段，但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正在进
行商用化前测试。（3）*后一公里技术：*后一公里技术主要包括无人机技术与3D打印技术2
大类。无人机技术相对成熟，目前包括京东、顺丰、DHL Express等国内外多家物流企业已经开
始进行商业测试。3D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目前仅有亚马逊、UPS等针对其进行技术储备。（4）
末端技术：末端新技术主要是智能快递柜，是各大企业布局的重点。目前已实现一、二线城市商 用覆盖
，但受限于成本与消费者使用习惯等问题，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5）智慧数据底盘：数据底盘主要
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3大领域。物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技术互为依托，前者为后者提供部分
分析数据来源，后者将前者数据业务化，而人工智能则是大数据分析的升级。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对
商流、物流等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主要应用于需求预测、仓储网络、路由优化、设备维修预警等方面
。三者都是未来智慧物流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智慧物流能否进一步升级迭代的关键。

智慧物流的关键技术总体包括感知层、网络传输层、数据存储层和应用服务层，具体而言，智慧
物流要从智能运输、智能仓储、智能配送、智能包装、智能装卸、智能信息处理等6个方面展开基
础设施设备的研发，为冷链智慧物流保驾护航。

冷链物流智慧化

运输智慧化



农产品冷链物流对配送设备、运作管理、温度把控要求非常苛刻，对基础运输设施设备要求也更高，可
通过集成各种运输方式，包括应用车辆识别技术、定位技术、信息技术、移动通信与网络技术等高新技
术，实现交通管理、车辆控制、营运货车管理、电子收费、紧急救援等功能，降低货物运输成本，缩短
货物送达时间；同时，可实现全程监控，及时解决突发情况，并保障产品质量。

仓储智慧化

在现有仓储管理作业环节中进行货品、数
量、位置、载体等信息的实时自动采集，并通过信息交互，在操作现场实现快速货物入库、货物
准确出库、库存盘点、货物库区转移、货物数量
调整、实时信息显示、温度检测与报警智慧仓储中需要的智能技术包括仓内机器
人、仓库选址、需求预测等，其中仓内机器人包括自动导引运输车、无人叉车、货架穿梭
车、分拣机器人等，主要用于仓库中的搬运、上架、分拣等环节。例如，自动导引运输车
可以利用电脑来控制其行进路线及行为，分拣 机器人利用传感器、物镜和电子光学系统可以
快速进行货物分拣。企业一般通过研发或采购
等三方相关设备，其中研发类的包括亚马逊、京东、阿里菜鸟等，采购第三方类包括顺丰、 DHL
Express、中通等；在智慧物流场景下， 物流公司可以利用积累的物流数据，判断不同
区域物**大小，结合人工智能相关规划技
术，由计算机自动地进行优化学习，从而给出*优选址模式；通过手机用户消费特征、商家
历史消费等大数据，再利用大数据算法提前预测需求、前置仓储与运输环节，而不是等消费
下单之后匆忙调货。

配送智慧化

集成全球定位系统（GPS)、配送路径优化模
型、多目标决策等技术，把配送订单分配给可用的车辆，实现配送订单信息的电子化、配送决策
的智能化、配送路线的实时显示、配送车辆的导航跟踪和空间配送信息的查询显示，协同仓库部
门一起完成配送任务。

配送中需要的智能技术包括无人机配送、无人车配送、众包配送、智能快递柜等，而冷链配
送更需要在以上智能技术基础上，结合物联网技术，在配送车内安装温控装置，实时监测车内的
温度状况，确保全程冷链正常；同时，用户下单后可通过手机实时观测车内的状况。在疫情期
间，杭州无人车配送成了一道亮丽风景，在疫情这个特殊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用无人机、无人车，可解决商品*后1 km 短距离智慧化配送问题，减少人力使用。例如， 京东研发了
装备激光雷达、GPS定位、全景视觉监控系统、前后防撞系统、超声波感应系统等智能装备的无人配送
车，其能够**感知周边环境并完成配送。可进一步研发，使无人车能够做出越来越智能的决策。

包装智慧化

针对包装，可借助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等手段搜集和管理包装商品的生产及销售
分布等相关信息，记录包装物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物品质量的变化；进而，通过包装实现对物品特
性、内在品质及其在运输、仓储、销售等流程中 相关信息的实时了解。

装卸智慧化

智慧装卸是包括装上卸下、传送移动、分 拣、堆垛、出入库等作业活动的立体化、动
态化过程。可在一定区域内借助无人搬运车（AGV)、传送设备、智能穿梭车、通信设备、
监控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等技术，实现物品空间位置和存放状态的改变，完成智能装卸过 程。

数据处理智慧化



数据智慧化处理包括信息感知、信息传输、
信息存储和信息处理等，快速、准确地进行海量数据的自动采集和输入，实现物流信息集成和整
合，通过数据库的整理、加工和分析，为物流作业的运作、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信息基础和经验 借鉴，
保障物流作业合理和高效运作。例如，大数据处理调度中心应具有自动预测、异常监控报警、数据关联
分析、大屏可视化等功能，以满足数据汇聚、数据处理以及数据服务的全流程调度，进而极大地**数据
处理的效率，实现其分析处理海量数据以及复杂业务场景的需求；同时，将数据分析结果实时展现在大
屏中，辅助市场监管方及时了解产品、运输、仓库、市场交易动态，以便及时做出科学客观的决策。其
中，自动预测功能可通过对产品、运输、仓库、市场交易信息等情况进行统计，自动预测农产品需求供
给状态、交易价格趋势等内容；异常监控功能是对车辆运输状态、仓库管理状态进行实施跟踪， 对异常
信息进行监控；数据关联分析是通过数据关联分析，对农产品进行产地、流通环节等分析，进而进行追
溯；大屏可视化是从产品、运输、仓库、市场交易等方面对冷链物流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可视化
展示。

我国智慧冷链物流模式

就目前而言，我国智慧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装备等方面存在不足，加之冷链物流具有时效性、
复杂性和高成本性等特点，冷链物流全程智慧化仍有一定的挑战性，但仍在紧密锣鼓的探索中。目前，
可从冷链供求特性 和冷链物流整体发展特点对智慧冷链物流模式 进行分类。

根据智慧冷链服务特性分类

根据冷链供求服务特性，我国智慧冷链物流 模式可以分为7大模式，即仓储型、配送型、运
输型、综合型、平台型、电商型和供应链型，其 代表企业从不同的角度，结合现代化技术手段实
现阶段性的智慧化管理及运行。

仓储型模式

仓储型即常说的冷库，就是要实现冷库的智慧化管理；然而，我国冷库方面还存在着行业集中度低的问
题，目前仍无具有超强整合能力的巨头。目前，中国冷链物流行业按此种模式运营的企业中，以太古冷
链物流有限公司和普菲斯亿达冷冻仓储有限公司为代表。

配送型模式

在冷链物流行业中，*为常见的便是配送型企业，主要服务于超市供应商、超市配送中心、连锁餐饮配送
中心、生鲜电商4类客户；配送型企业倡导集约共配构建全国网络，实现智慧化配送；主要代表企业有北
京快行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唯捷物流有限公司、深圳曙光物流有限公司等企业。

运输型模式

所谓运输型，主要是指从事货物低温运输业务为主，包括干线运输、区域配送以及城市配送。在运输型
模式中，以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荣庆物流有限公司、众荣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等为代表。

综合型模式

所谓综合型是指以从事低温仓储、干线运输以及城市配送等综合业务为主，代表企业有招商美冷物流有
限公司、上海广德物流有限公司、北京中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和单一的冷链物流企业不同，其业务
比较广泛，涉及到仓储、运输 和配送等方面。

平台型模式

平台型模式是指以大数据、物联网技术、IT 技术为依托，融合物流金融、保险等增值服务，构建“互联



网＋冷链物流”的冷链资源交易平台。该模式可以解决冷链物流行业资源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引领集约化、智慧化发展，主要代表服务平台有码上配、冷链马甲等。

电商型模式

随着生鲜电商的蓬勃发展，与之配套的冷链
物流也得到快速发展。电商型冷链物流是一种新兴模式，主要指的是生鲜电商企业自主建设的冷
链平台，除了自用之外，还可以为电商平台上的客户提供冷链物流服务。该模式可优化整合资
源，发展势头强劲，代表有顺丰冷运、菜鸟冷链等。经过2年的发展，顺丰集团又于2020年发布
了顺丰冷运食品陆运干线网。据了解，菜鸟网络也专门为生鲜行业出台了1套解决方案，已经在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建立冷链分仓， 并且保证36个城市24 h必达。

供应链型模式

供应链型是指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到终端整个过程提供低温运
输、加工、仓储、配送服务，然后由分销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总的来说，就是将供应商、制造
商、物流商和分销商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这种商业模式比较先
进，是国内*近几年才兴起的，主要代表有鲜易供应链、九曳供应链等。

根据智慧冷链物流发展特点分类

根据目前我国智慧冷链物流发展特点，总结了供应链一体化模式、众包模式及物流园区模式等。

供应链一体化物流模式

传统物流无法满足市场发展需求，而互联网和物联网为智慧物流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完善
“农地到餐桌”农产品流通链条，农产品物流及农产品电商可与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强合作，打造 “生产
基地＋智慧物流信息共享平台＋智慧物流港＋用户”模式——农产品智慧物流供应链一体化模式。典型
案例（潍坊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建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从
农产品产地到消费者的农产品直采、直供、订单农业体系，从农资选择、农产品生产，到农产品包装、
流通加工、上市等

节，都利用智能标准化的操作和监督检测，也便于现代农业产业园、物流企业及政府强化对农产
品的品控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可靠，**农产品竞争力和价值增值空间。

众包物流模式

连锁超市与物流企业结盟运转的农产品物流模式，通过大型卖场、连锁超市、物流企业等来组织物流的
运作，从而把农产品通过配送中心送到消费者手中；利用拥有空闲时间与资源的大众群体进行配送，具
有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有利于解决农产品配送难的问题。典型案例（众包模式在农产品电子商务应
用）：京东到家上线的众包物流模式“京东众包”首先在北京正式实行，是京东到家的延伸，在北京开
通，在上海试运营，
提供超市商品、鲜花、外卖3类线下实体店优质资源的配送，在居住密集地区实现“2
h快速送达”服务。

物流园区模式

农产品物流园区模式具有运输集散、仓储、配送、流通加工、报关、检验检疫等多种功能。通过依托物
流园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把农产品从供给方送达到需求方。农产品物流园区模式能够为入驻园区的企业
提供农产品展示和展销服务， 通过收集处理、分析公布与农产品交易及产品相关信息，以洽谈、拍卖等
方式实现现场交易、现场结算。典型案例（贵阳市地利农产品物流园区）：贵阳市地利物流园区是包含



零售的大型农 产品批发市场。交易区内会根据不同地区划分不同场所，如划分为极贫乡镇专区、铜仁区
、贵阳区等。商贩在进入物流园区前必须到地利物流园区管理中心进行注册，以便物流园区管理中心进
行统一管理。农户、生产基地、供应商将农产品放在地利物流园区专属位置，简单加工处理后进行存储
，农产品在物流园区平台有3个去向：一是通过二级批发商购买；二是大型超市采购；三是各散户收购。
该过程包含商贩到物流园区到超市或买家的物流活动，以及超市或买家到物流园区再到商贩的资金流活
动，各个环节都包含信息流动，物流园区作为交易平台和增值环节而存在。

其他

规范冷链物流企业基础建设是确保冷链物流绿色化发展的基础，第一，进行冷链物流企业的 基础资源整
合力度，通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扩大企业运输规模，实现冷链物流的集聚化、产业化；第二，通过现代
互联网系统的应用，建立冷链物流信息平台，实现物流集散、运输的经济化、现代化；第三，对冷链物
流企业的基础运输设施进行规范，如升级冷库制冷设施、**冷库贮藏和服务功能，保证运输车辆环保节
能等。典型案例（中铁快运打造的上海绿色冷链智慧物流）：中铁快运的上海绿色冷链智慧物流是在规
定的低温环境下，为保证食品质量，减少食品损失，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以及消费前的各个环节
进行冷藏和冷冻食品的系统工程；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制冷技术的发展而建立的，是以制冷技术为
基础，以制冷技术为手段的低温物流过程；应用范围包括蔬菜、水果、肉类、家禽、蛋类、水产品、花
卉产品、冷冻食品、乳制 品、巧克力、快餐原料、医药等领域。

冷链智慧物流发展的环境与挑战

中国智慧冷链物流未来将呈现自动化、可视化、可控化、智能化、网络化物流新业态，物联
网技术让庞大的物流资源得以被感知，云计算技术使海量数据隐藏价值得以被挖掘，人工智能利
用数据价值为物流业务赋能，给物流行业插上数字力量的翅膀，形成多任务并行的结构模式，实
现物流行业效率的革命性**。

冷链物流信息共享化与可视化

冷链物流信息闭塞、不透明是制约我国冷链物流发展的一大“痛点”，是导致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资源分
配不合理、冷链成本过高以及增加农产品冷链流通周期时间的主要问题之一。实现冷链物流上下游信息
共享是改善冷链物流效率、确保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防止发生农产品冷链物流 “断链”问题以及**消费
满意度的关键，同时也是打通冷链物流体系，形成相对完善的冷链物流产业链条的关键性解决措施之一
。冷链物流信息共享不仅包括农产品冷链物流流通中各环节环境参数、食品质量安全情况、操控参数等
相关信息的实时可视化，也包括生产商、供应商、销售商以及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对发展农产品冷
链物流产供销一体化流通模式、*大化冷链物流资源利用率以及实现冷链物流智能化、自动化操控具有至
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冷链物流操控智能化与自动化

随着我国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建设与发展，互联网、
物联网与***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大数据挖掘分析、云计算技术在整个冷链物流产业链上的广泛应用，农
产品冷链物流智能化、自动化操控成为未来冷链物流发展的必然趋势与需求。实现冷链物流操控智能化
不仅可依据农产品所需温湿度标准存储需求，实现冷链物流各环节温湿度环境参数的自动化、智能化操
作、监测与控制，也可显著降低冷链物流各环节人力、物力成本投入，**冷链物流运行管理效率，实现
食品质量与安全可追溯、可监控以及订单信息与位置可跟踪。另外，实现农产品冷链物流各环节智能化
、自动化操控管理，可减少人为主观因素对改善冷链物流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且对冷链物流各个环节
相关行业或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推动冷链物流各环节操作向精细化、专业化
发展以及实现绿色冷链物流具有重要的促进与铺垫意义。

冷链物流运营精细化与专业化



伴随着冷链物流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的不断发展，针对农产品在冷链物流流通中的每个环节都可实
现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实时监控，通过客观的大数据统计与挖掘分析，冷链物流每个操控环节存在的不
足或隐患都可被及时获知，并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与优化，这可极大地促进与推动我国冷链物流向精
细化、专业化管理运营方向发展。通过增强精细化、专业化的冷链物流管理运营模式不仅可确保新鲜农
产品在冷链物流每个流通环节都处于合理适宜的低温环境，使每个流通环节冷链业务分工明确、细致，
便于出现质量与安全问题时落实责任；同时，对**冷链物流各个环节的运营效率、降低全链条运营成本
投入以及**我国冷链物流行业全球化市场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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