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链信息化 深圳到昆明大理冷链物流运输报价 深圳冷库仓储配送

产品名称 冷链信息化 深圳到昆明大理冷链物流运输报价
深圳冷库仓储配送

公司名称 踏信冷链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价格 400.00/吨

规格参数 上门提货:深圳 东莞 广州 佛山
时效保障:2-3天
温控可调范围:冷冻-18℃到-25℃ 冷藏0到10℃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湖社区平安大道1号乾
龙物流园1栋103

联系电话 15986619992 15986619992

产品详情

20%-30%。

这是我国果蔬产品在流通中的损耗率，肉类和水产品的流通损耗率分别为12%和15%，远高于西方国家的

5%。也就是说，每年约有1.3亿吨的蔬菜和1200万吨的果品在运输中损失。究其原因，是信息化水平不高

的冷链运输让物流、商流与信息流无法连接、整合与交互。

当我们还在为损失的上亿吨果蔬而感到惋惜时，一些行业已经为这个问题焦头烂额了许久。

“冷链企业违法犯罪，相关机构营私舞弊，监管人员严重失职失责”。2021年12月4日，大连市发布的这

条**肺炎疫情消息引人注目。当疫情突发，冷链企业却无法提供准确的产品溯源信息，疫情传播的源头



与链条得不到有效监控，*终导致疫情大范围扩散。稍有不慎，无法做到“全透明”冷链流通环节的冷链

企业就会成为疫情传播的“千古罪人”。

冷链流通环节中信息的缺失与监管的疏漏，已成为压在冷链园区心头的隐形大山，倒逼着冷链行业进行

信息化的升级变革。

冷链信息化，道阻且长

“以前用货车+棉被，板车+毛毯的方式完成‘冷链’物流运输，很多冷库依然在用手写单据的方式进行

管理，货物的出库、入库等数据难免有疏漏。冷链信息化可以帮助传统园区借助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技术

让园区和冷链物流都变得智能”。一些冷链园区对信息化表示了认可与期待。

由于传统的技术手段无法进行实时信息整合、资源协调和风险预警，制约了冷链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随

着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冷链”的信息化发展路径已现实可行，与此同时，

已有园区开始探索智慧化的可能性，试图让这个传统行业走向数智化。

*早进入冷链物流领域的大多为民营企业，但他们各自为战，操作规程、数据格式和标准规范五花八门，

这导致企业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且普遍偏低，因此信息化水平两极分化现象严重。譬如顺丰、京东等信

息化建设起步较早的大型物流企业，冷链信息系统及设施都较完备，但更多的是信息化意识淡薄、装备

水平偏低的冷链物流企业。

退一步讲，即使企业有信息化需求和意识，技术上的屏障和壁垒也会迫使他们望而却步。



冷链物流监管需要覆盖从生产到消费全流程的各个环节，对数据采集的实时性、准确性、真实性、完整

性以及数据传输效率要求很高。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技术是冷链物流中信息采集传输能力的基础

技术。掌握5G通信、定位导航和物联网技术等高精尖的信息技术才能实现对路径、环境、车辆和货物监

测数据的实时采集传输，为监管和溯源提供数据资源。

然而大多数冷链物流数据采集过程中还是存在大量手工采集方式，瞒报、漏报、误报等问题时有发生，

难以实现全流程的精准管控，导致监管信息不透明。

另外，国家相关标准和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制约冷链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前我国已出台了大约300多项涉及冷链物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但缺少针对冷链设施设备建设、温

度控制和操作规范等方面的统一标准。已有的标准多为区域性、单品类商品的标准，即使是同类货物在

不同地区的标准也存在差异，尚未形成全国统一、品类齐全的冷链物流标准。

在标准和法规尚待健全的“空窗期”，由于标准体系的不完善和协调推进难度大，造成相关标准发布后

推广效果不理想。再加之相关物流环节信息的传输不畅，信息技术应用不成体系，缺少有效的监管抓手

，产品在冷链运输途中存在延误和断链现象并不稀奇。

不过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对冷链物流的全流程、全环节、全场景提出了

更高的发展要求，这将推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进一步制定。

综上所述，要攻克冷链行业的信息孤岛困难重重，但庆幸的是大环境正在向好发展，可以预见，冷链行

业的信息化建设将在未来几年里呈飞速发展态势。



信息链贯通了，一切就通了

目前，冷链产业的“链”由冷链物流企业、冷藏车生产企业、冷冻产品生产商等构成，需要各方通力配

合才能保证整条冷链的畅通。毕竟相互脱节的信息化就好比一条从中间被截断的水管，无法做到贯穿始

终。换句话说，一条没有贯通的信息链，再华丽也仅仅是摆设。

12月初，冷链行业内发生了一件事：冷链科技生态平台前海粤十获得了一笔高达3.9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

资。资料显示，前海粤十是一家智慧冷链产业生态服务商，为冷库行业客户提供生鲜冷链供应链全链条

的综合技术解决方案。一直以来建设的正是“一条贯通的信息链”，力图打通生产商、供应商、销售商

以及消费者之间信息壁垒的全方位冷链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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