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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农产品冷链是当前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短板所在，

也是今后促进农业产业链升级的潜力所在。做大做强冷链既需要科技

支撑，也需要增加资金投入，还需要补齐冷链设施短板，提高冷链质

量效率，做好各环节衔接。

夏日来临，冷链作用更显重要。日前，财政部、商务部决定以促

进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为重点，支持加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相

关文件已经发布。由此审视，农产品冷链既是当前农产品供应链体系

的短板所在，也是今后促进农业产业链升级的潜力所在。

随着农业生产日益专业化、区域化，农产品呈现跨地域、反季节

的大流通特征，不同于米面油，果蔬、肉类、水产等鲜活农产品仓储

运输需要冷链支持。以果蔬物流损失率为例，发达国家可控制在 5%

以下，而我国该数据明显较高，原因就在于冷链物流还不发达。此前

数据显示，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冷藏运输率分别为 35%、57%、

69%，远低于发达国家 90% 的平均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发展农产

品冷链，降低产后损耗，增加储运能力。

长期以来，农产品区域性、季节性“卖难买贵”成为困扰农业的

突出难题，影响着消费者和农民利益。分析起来，农产品集中上市带

来的短时供求失衡是重要原因。农产品冷链物流贯穿一二三产业，连

接生产和消费，是缓解上述问题的钥匙。“暂时卖不掉就先存起来”“错

峰的农产品更吃香”，可以实现错季销售、扩展区域，既满足周年供应、

消费升级需求，又能提升附加值、助农增收。

当前农产品冷链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链”现象，冷链设施总量明

显不足。产地冷库建设相对滞后，现代化冷库数量偏少，低温加工配

送中心不足，公路冷藏及保温车占货运汽车的比例极低等问题有待解

决。尽管全国冷库容量近年来保持较高增速，目前超过 70% 的农产品

批发市场建有冷链设施，但是，我国人均冷库容量仍低于多数可比国

家，还不能完全满足庞大的农产品产销需求。

除总量问题以外，还有结构性矛盾。首先是城乡冷链发展不均衡，

部分地区存在同质化低价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相当部分冷库

利用率不高。其次，设施标准规范滞后，现有标准不统一、衔接不够，

不少地方温控手段粗放，信息化程度较低，影响了效益。此外，运营

主体也面临一些困难，其大多实力较弱，筹资能力较差，在用电用地

等关键环节存在堵点。

壮大冷链离不开科技支撑。农产品冷链物流本身是技术密集型产

业，还要达到监管部门可溯源、可追查的要求。对市场主体来说，当

务之急是加强智能分拣、全程温控等智慧冷链技术应用，推动 5G、

物联网等技术与冷链结合，加大视频采集、温湿感应等设备投入。对

政府部门来说，要开展数字化冷库试点，构建多层级数字冷库网络，

完善冷链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打通行业信息数据壁垒。

做强冷链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冷链设施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

虽有显著收益，但风险也很大，还有很大的公益性。比如，日本、韩

国形成了以农协为主体的仓储保鲜冷链体系。法国、荷兰依托大型公

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搭建冷链物流体系。我国已在探索财政资金撬动

社会资本投入的机制，要推动进一步降低市场风险，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投入。近年来，有的第三方冷链平台联合保险公司，创新探索农产

品运输过程理赔服务，较好解决农产品流通“无险可买”的难题，各

地不妨借鉴。

农产品冷链是产地与市场的桥梁。总体来看，要补齐冷链设施短

板，提高冷链质量效率，做好各环节衔接。目前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冷

链建设已具雏形，下一步要做好两个“一公里”衔接。要与产业优势

衔接，聚焦产地“最初一公里”，在田间地头建设一批具备保鲜、预

冷、初加工功能的中小型仓储设施。要与消费需求衔接，面向城市“最

后一公里”，健全销地冷链分拨配送体系，引导商超企业等完善城市

末端冷链物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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