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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广州到烟台冷冻物流列表 冷冻物流 安全快捷

公司名称 踏信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价格 420.00/吨

规格参数 广东冷链物流:冷冻产品
广东冷冻运输:冷藏产品
广东冷藏货运:食品冷链

公司地址 全国服务

联系电话 17280155564 17280155564

产品详情

 广州到烟台冷冻物流列表 冷冻物流 安全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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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智库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加快重构
，全球产业链呈现出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趋势。受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叠加xinguan肺炎
疫情的冲击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范式和一体化生产网络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的部分环节受阻中断，短链化和区域化的特征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
丹辉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我国要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产业体系完整
、产业链韧性强劲的优势，创新驱动强链延链，加紧补短锻长，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建立完善产业
链安全预警机制，推动建立协同高效的区域价值链，打造现代化产业链，有力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核心观点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链的思路及建议：

1、科学评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势和保障能力，识别断点堵点，坚持创新驱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
府相结合，不断突破产业链关键环节上“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2、充
分调动生产端消费端积累的海量数据优势，加快构建可延展、可共享、能兼容、开放式的数据要素交易
机制和数字资产体系，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据化齐头并进，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3、大力培育拥有国际化的前瞻视野、领航行业发展关键力量的产业链链主企业，
壮大凭借高溢价专用资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深植于高技术领域产业生态体系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4
、技术减排、结构减排和制度减排多措并举，差别化分解双控任务，强化“自上而上”与“自下而上”
双向互动的减排激励机制和市场化的倒逼作用，鼓励高载能行业攻坚克难，数字化绿色化同频共振。5、
夯实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制度基础，打造协同高效的“亚洲制造”新体系。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
由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参与者转向制度设计者和边际贡献者，创造性、高质量地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6、建立完善产业链风险评估和安全保障体系，切实维护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稀有稀缺金属、人工智
能、5G等重点领域的国际利益共享机制，加强因外交事件、技术封锁、金融危机、重大突发事件等因素
引发的供应链风险预警。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兴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加快重构
，全球产业链呈现出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趋势。受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叠加xinguan肺炎
疫情的冲击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范式和一体化生产网络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的部分环节受阻中断，短链化和区域化的特征显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部不确定
性明显增多，产业链安全形势复杂多变，放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
重压力，同时也为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巩固提升产业体系优势、增强产业链韧性、主导
塑造“安全开放、协同共赢”的区域价值链带来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

国际生产体系调整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提速，世界范围内相对宽松的贸易政策环境为国际
分工深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和成本级差的离岸外包成为国际生产活
动的主流范式，带动了国际贸易向远程化发展，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
，全球价值链外延式扩张开始放缓。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反思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危害，相继制定
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引导制造业回流，但世界经济因新发展动能缺位而复苏乏力，迟迟走不出金融危机
的阴霾，这加剧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导致的保护主义、民
粹主义为逆全球化潮流推波助澜，致使全球价值链收缩，国际生产布局由分散转向相对集中。在这一过
程中，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下制造范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共识增强推动国际生
产和贸易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传统多边体制与全球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新兴经济体崛



起引发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以及xinguan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重大突发性风险事件正在改变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体系所处的外部环境，诸多复杂因素相互交织叠加，不断强化政府和企业对产业链韧性的偏
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战略意义凸显。

全球产业链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长远来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和商业模式
创新。即便遭遇逆全球化和安全形势恶化，世界经济终究要依靠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再平衡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在历经了工业化、信息化之后，加快迈向数字化和绿色化，以化石燃料耗费为
特征的工业文明向绿色生态文明跨越发展，这必将影响生产组织方式和企业价值创造的发展方向。新一
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催生未来产业群，以数字技术为引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共同赋能全球产
业链重构，将生产端和消费端集成的海量数据要素投入到新农业、新矿业、新制造、新金融、新商业的
发展之中，通过自组织、网络化、分布式、平台型再造，全球产业链将被赋予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上
下游边界趋于模糊、批量化与定制化共存的新特征。当然，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
近年来，当德国工业4.0的热度渐退、以通用电气（GE）为代表的行业巨头推动工业互联网遇挫，学术界
、企业界和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在实体部门应用及其价值创造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对于企业
而言，数字化与标准化并不一定兼容，差别化的数字技术和智能解决方案却可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利润来源。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行业技术特征和要素结构不同，产业链不同环节上数字资源的积累进度
、开发利用路径及其可交易性存在明显差异，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转型很难做到齐头并进，这会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产业链的结构性失衡。

绿色化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另一条清晰的主线。实际上，全球绿色发展同样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迎来了一
轮资金、技术和政策投入的高潮。各国积极寻求更加清洁的能源，抓住机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新
兴绿色产业，创造绿色就业岗位，确保绿色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持久动力。随着主要工业国相继发
布碳中和时间表，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国际共识增强，相关领域大国竞合的格局开始显现。产业链绿
色化要以能源转型为前提和基础，以全链条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再造为目标，在技术减排、结构减
排和制度减排三个层面上共同发力。全球碳中和要求采取多样化的减排路径，运用数字技术对产业链实
施绿色化升级有助于识别排放责任，促进产业间融合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带动绿色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在已确立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与地区之间整合低碳发展资源，进而形成统一的
碳市场，会强化产业链的区域化倾向。不断细化的减排目标将拉大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国家产业链的“绿
色级差”。为此，作为全球碳中和的先行者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欧盟率先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意在倒
逼中国等出口大国的电力、水泥、化肥、钢铁和铝等高碳行业加快脱碳技术改造和产能退出，实行碳关
税给本已壁垒林立的全球贸易环境增加了新的机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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