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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冷链物流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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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链物流是保障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对果蔬冷链物流相关概

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对果蔬冷链物流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果蔬冷链

物流进一步发展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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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多数果蔬产品属于生鲜农产品，果蔬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刚需产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生鲜果蔬产品的采购从传统的少次大量采购转变为多频少量采购，消费者果蔬产品消费升级，生鲜果蔬

质量安全管理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学界对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

如何缩减供应链环节、优化供应链流程以降低生鲜农产品流通损耗; 二是建立可追溯体系从而加强果蔬

质量安全的可追溯性。这两个问题也成为生鲜农产品流通管理的主要实践方向。第一个问题是果蔬冷

链物流模式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果蔬冷链物流供应链管理问题。许多学者对不同区域、不同农产品冷链

物流模式进行了研究。例如，孙红霞( 2011) 、刘乔等( 2012) 、傅俊等( 2012) 、裘品姬( 2011) 分别对河南

省、黑龙江省、江西省、新疆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在冷链物流研究方面，张琳等

( 2010) 对发达国家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结合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提出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建议; 胡军珠( 2010 ) 对我国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运作模式进行了探

析; 王嵬( 2011) 对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运输模式问题进行了分析; 袁永友等( 2011 ) 研究了农产品冷链

物流模式及其差异化发展路径。莫佳( 2017) 认为农产品冷链物流存在冷链物流资源分布不合理、缺乏

统一的冷链物流行业标准、农产品冷链物流环节不完善、行业竞争不规范等问题。关于农产品电商物流

的研究方面: 马腾飞 ( 2011 ) 研究了现有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模式及配送中心建设问题; 骆毅

( 2012) 研究了更好地推动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中政府的作用; 吴安波( 2017 ) 等认为，生鲜农产品

电商需要满足“鲜”的要求，即生鲜农产品从采摘到直达消费者手中必须保证零库存状态，一般消费性

产品或耐用品的仓储配送管理难以适用生鲜农产品电商化的发展。关于冷链物流的供应链管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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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面: 黄涛( 2016) 对新疆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分析发现，新疆农产品冷链物流总体发展滞后、基础设

施薄弱和总量不足、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低等; 杨玮等( 2018) 通过分析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整

合供应链上的追溯信息和监测信息，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用于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

等农产品在冷链物流过程中的质量安全预警。

山东寿光是国内典型的蔬菜生产基地之一，蔬菜的生产加工、商流、物流、资金流等供应链系统对全

国有示范效应。新疆库尔勒香梨、伽师甜瓜、吐鲁番无核白葡萄、库车小白杏等优质瓜果独一无二，吸引

着四面八方的消费者，生鲜果蔬电商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因此，就果蔬冷链物流模式、果蔬冷链物流供

应链管理这两个热点问题，笔者带领研究生利用 2017 年 6 月、7 月和 8 月，对新疆吐鲁番果蔬供应商、

新疆南北疆口岸海关监管库、口岸典型国际贸易公司、口岸果蔬供应商( 如塔城团结农场) 、山东寿光产

地冷库、山东寿光蔬菜物流园区及其贸易公司等进行了实地调研，就发现的问题进行探讨。

二、冷链物流的内涵及果蔬冷链物流产品品质的影响因素

( 一) 冷链物流的内涵

1． 冷链和冷链物流。冷链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以保证果蔬品质为目的，以保持低温环境为核心

的供应链系统，冷链物流系统比一般物流系统更复杂、要求更高，建设投资也要大很多，学者丁俊发

( 2010) 认为冷链物流指的是易腐食品从产地采购开始，经过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配送、销售、直到消

费者手里的整个过程中，各个环节始终处于低温环境下的特殊的供应链系统。从国家标准物流术语的

定义来看，冷链在本质上是整个流通过程处于低温状态的物流网络，其内涵包括物流和物流网络。冷链

物流和冷链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冷链包含的内涵没有冷链物流广泛，冷链侧重于物流网络的构建，而冷

链物流的本质是特殊的供应链系统。由于本文不涉及冷链物流网络建设研究，故将两者混用并不影响

分析研究。
2． 全程冷链、半程冷链和果蔬冷链物流。一条完整的冷链包括如下四个环节: 生鲜产品收获后产地

冷库预冷，汽车( 火车、轮船) 冷藏运输，配送中心低温仓储、配送，零售商冷库冷藏、展示柜储藏和销售。

冷链一般分全程冷链和半程冷链。通常认为，药品、速冻食品、冰淇淋和奶制品这类物品需要全程冷链

配送; 而肉类、水产等鲜活食品通常采用半程冷链，这类食品仅仅从产地预冷仓库到配送中心的干线运

输采用冷链配送，而国外这类食品已实现全程冷链。

果蔬有效保鲜的最佳储存温度为 0℃ ～ 4℃，果蔬采摘完成后，先运送至产地冷库预冷，做好分类、

分级、清洗以及包装等工作，通常是常温配送，会在包装上下功夫，配上泡沫箱、气柱、冰袋、冰瓶，将保持

在 0℃ ～4℃存储环境中的产品运送到消费者手中，这就是果蔬冷链物流。对出口果蔬冷链物流来说，

海关监管库相当于配送中心，在配送中心附近有很多从全国各地采购果蔬的中小型供应商，在从产地至

配送中心的干线运输中，很少采用冷藏汽车运输，而从海关监管库出口，目前由于国家政策规定，都是对

方国家冷藏运输车进入口岸装货出境。果蔬冷链物流介于要求严格的全程冷链和要求不太严格的半程

冷链物流之间，一般是先有市场，而后有配套的冷链物流设施。目前，无论是国内的消费升级还是中亚

国家的消费水平，都还不足以拉动果蔬产品全程冷链物流，而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果蔬产品物

流势必走向全程冷链物流。
( 二) 影响果蔬冷链物流产品品质的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大部分生鲜果蔬均采用“冰壸 + 棉被”、塑料箱等进行常温运输，通过“冰袋 + 泡沫箱”包

装实现的果蔬保鲜功能非常有限，远远达不到保鲜恒温要求。据调查，我国流通环节鲜活商品的腐损率

达到 30%，损失额达上千亿元，国际水平则在 5% 上下。果蔬品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温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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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引起果蔬品质下降的主要因素。一般情况下，当温度每升高 6℃时，细菌的生长速度翻倍，货架期

缩短一半。所以运输工具要保持规定的恒定低温，长途运输中恒温尤其重要，完整的冷链要求整条供应

链温度保持一致。其次，果蔬产品处理和包装情况也影响果蔬品质。生鲜果蔬产品是有呼吸的生命体，

对包装要求较高，包装在冷链条件下对果蔬品质有增效价值。最后，冷却、清洁等是低温易腐产品加工

及流通环节必须的技术操作，操作中的机械创伤、不清洁的易污染环境都会加速果蔬在冷链环境下的品

质下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影响冷链中果蔬的品质，而冷链所决定的果蔬品质决定了果蔬产品的安全

性。因此，对不同的果蔬产品品种和不同的品质要求，都有相应的产品控制和储藏的时间技术指标，为

保障果蔬品质，应综合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三、果蔬冷链物流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

( 一) 果蔬冷链物流存在的问题

“全程冷链”是指将生鲜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冷链体系，从产品采收、验收入库、存储、商品化

加工到订单处理、发货出库、中转运输、末端配送都需要冷链物流支撑，否则就会影响生鲜产品的品质。

我国果蔬冷链物流中产品品质不高主要是因为果蔬冷链物流存在以下问题:

1． 冷库利用率不高。据有关部门估算，我国每年果品腐损近 1200 万吨、蔬菜腐损近 1． 3 亿吨，按每

公斤 1 元计算，经济损失超过上千亿元。① 很多学者通过产量与冷库总容量数据计算，或者与发达国家

相比较后认为，我国冷库供给不足，冷库缺口很大，而且冷库功能较为单一，与发达国家冷库供给水平相

比相去甚远。本课题组通过对新疆吐鲁番、塔城团结农场果蔬供应商，山东寿光果蔬产地，新疆南疆、北
疆口岸海关监管冷库的调研发现，以上地方和单位预冷库全年使用率只用 15%，全年大部分时间不用

预冷库，仅在每年 6 月、7 月和 8 月果蔬上市的时候，叶菜类、浆果类会被放在冷库中，而南瓜、黄瓜、丝
瓜等瓜类蔬菜，甘蓝类、球茎类蔬菜，以及核果类水果等采收后放在冷库外的货场，不使用冷库进行储

藏，以备尽快发货。海关监管冷库使用的时间一般也是当年的 9 月至来年的 5 月，这段时间通过使用冷

库恒温保鲜达到果蔬产品错峰反季销售、增加果蔬附加价值的目的。
2． 冷藏运输车辆使用率低。据调查，我国生鲜农产品综合冷链流通率为 19%，而美国、日本则分别

达到 90%、98%，穿梭于市场的都是规范、整洁的箱式冷藏车。我国产地运输车辆基本都是农用卡车或

者三轮车，市面上正规冷藏运输车占比不到 20%，且很多冷藏运输车是用淘汰的集装箱改装而成，改装

车的成本一般为 6 万元，而标准冷藏运输车最低配置的成本是 15 万元以上。有些学者用冷藏运输车辆

与流通车辆占比分析认为，我国冷藏运输车辆不足。在干线运输环节，尽管有些生鲜产品经营企业和第

三方冷链物流企业基本上都具备相应的冷链运输能力，但冷藏运输设备实际利用率却比较低，有些企业

在运输过程中冷藏车不开启制冷功能。冷藏车的使用随季节变化，冬季为了保持恒温，有些企业使用冷

藏运输车，或者夏季温度太高，有些企业对个别特殊果蔬使用冷藏车。总体来看，我国冷藏车的闲置率

比较高，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的全程温度自动控制措施在我国更是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表 1 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与发达国家对比情况

对比内容 中 国 发达国家

冷链流通率
果蔬 22%、肉类 34%、水产品 41%，综合流通

率仅为 19%左右
果蔬达 95%以上、肉禽已经达到 100%

26
①如何看待冷链物流产业蕴含的机遇? ［EB /OL］． 搜狐财经，2017 － 07 － 07．



冷藏品运输率 果蔬 35%、肉类 57%、水产品 69% 美国达到 80%到 90%、日本达 90%以上

流通腐损率
果蔬、肉类、水产品腐损率为 15%、8% 和 10%
左右

低于 5%

人均冷库面积 0． 143 立方米
发展相对成熟的市场为 0． 3 ～ 0． 5 立方米，更加
成熟健全的市场为 0． 6 ～ 1． 0 立方米

冷藏运输能力
以公路为主，冷藏车保有量仅占公路货运车辆
的 0． 3%

美国为 0． 8% ～ 1%、英国为 2． 5% ～ 2． 8%、德
国为 2% ～3%

ITA 亚洲国家冷链
发展测评

综合得分为 4． 5 分
新加坡为 5． 6 分，日本为 5． 3 分，马来西亚为
5． 2 分

资料来源: 潘珠． “互联网 +”背景下农产品物流发展对策研究［J］． 物流科技，2018( 3) : 56 － 58．

3． 对冷链物流的认识不足。首先，一些生鲜农产品生产者更多关注产量和销量，而对于把生产出来

的生鲜农产品放入冷库进行预冷以保持生鲜农产品的品质并延长销售时间，在生产者看来是多余的投

资，他们不重视产地预冷、包装，这使得大量生鲜农产品在供应链的前端就缺少冷链保护而造成品质下

降，即使供应链的后端做再多的努力，也很难保障产品的高品质了。其次，由于我国现代化物流尚处于

起步阶段，缺乏专业的冷链物流人才，很多冷链物流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冷链物流知识培训，对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的认知不足。再者，一些生鲜农产品的品质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因此，消费者

对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断链造成的后果认知不足，甚至不加以关注。可见，消费者的冷链物流意识淡

薄，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冷链物流对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 三) 果蔬冷链物流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由于冷链物流节点或环节缺乏冷链物流设备，或者即使有，利用率也不高，以及相关企业和工作人

员没有按照冷链物流要求做好工作，导致果蔬冷链物流在某个运作节点或环节处于常温或高温的状态，

果蔬冷链断链，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冷链物流成本高。目前市场上的生鲜企业所采用的冷链物流模式基本是“自营物流 + 第三方物

流”，这主要是自营物流成本较高的缘故。这里的成本包括: 第一，包装成本。目前市场上果蔬冷链包

装多采用“纸箱 + 泡沫箱 + 冷媒”的方式，包装形式复杂，作业繁琐，作业速度不快，从而推高包装环节

的成本。第二，运输与配送成本。一个订单包裹包含商品重量、包装重量，再加上冷媒重量，与常温商品

相比，车辆装载效率大大降低，自然会使整体物流成本上升，据估计使用冷链运输相较于使用普通运输，

成本一年高出将近 2 万元。果蔬冷链物流出现“断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运营企业试图降低运作成本。

因此，高额成本阻碍了冷链物流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第三，冗余成本。一方面，生鲜市场存在需求波

峰与波谷，当销售淡季来临时，自营物流的生鲜企业会产生很大的人员冗余、设备冗余，造成不必要的资

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运营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冷链设备行业比较特殊，不同于传统的设备，冷链设备

多为定制化设备，因而冷链设备采用非流程化方式生产，产能受限，产品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单台设备

生产成本比较高。因此，购置冷链设备的成本高。第四，其他成本。供应链前端产品和服务标准化程度

低，如采摘、包装、存储等不到位，从而推高了供应链后端的包装、配送等成本。
2． 冷链物流标准规范未形成体系，且标准落实不到位。虽然我国冷链行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行业标

准规范的重要性，各种相关政策标准也开始形成，但总体来说，这些标准还未形成体系，标准约束力不

强，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大的阻碍，标准并没有落实到位。有人认为冷链断链是缺乏农产品流通分

级和包装国家标准的缘故，可是实际上农业部、商务部等部门都已经制定了相应的农产品分级和包装等

国家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却基本上未得到实际应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果蔬分级和包装等环节具

有一定的公益性，而果蔬的分级和包装在产地进行，而且产地准出环节的控制可以及时采集和发布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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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地供应信息，可见，产地作用的重要性，但是产地果蔬的分级和包装需要付出成本，而相关部门并没

有给予产地适当的扶持。标准化是冷链全程连贯的标准化，不是某一环节的标准化。我国尚未建立规

范冷链物流各环节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各种规范不能联动，困此，不能发挥标准应有的作用。
3． 监管不到位或监督缺失。在实际的果蔬冷链物流运营中( 主要是公路运输) ，相关监管部门仅监

管车辆是否超载，而对公路运输过程中是否采用冷藏车运输果蔬、是否进行了温度控制等的监管较少，

导致相关的果蔬运营参与者对出台的行业标准漠视而不执行。例如，乌鲁木齐市社区蔬菜直销店配送

车辆存在就近路边违章停车问题，一旦这些车辆被取消通行证，就无法上路，各种车辆只好想方设法上

路，因而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因此，应出台城市市区范围内的“绿色通道”政策，放宽对厢式货车等生鲜

农产品车辆的通行限制，这是提高果蔬产品流通效率、降低果蔬产品流通成本的有效手段，且具有极高

的可操作性。

四、生鲜果蔬产品电商冷链物流模式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 4000 多家生鲜产品电商，其中仅有 1% 的生鲜产品电商盈利，主要也是因

高昂的冷链物流成本，而成功者，像“每日优鲜”和“顺丰冷运”认为，生鲜物流经营进入门槛低，比较而

言，生鲜冷链物流对技术要求并不高，只要果蔬品质好、物流速度快，冷链果蔬产品价格可以高出普通果

蔬产品几倍。新疆瓜果享誉全国，每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25 日，甜瓜上市( 七、八成熟) ，6 月 4 日至 7 月

24 日，小白杏上市，7 月 25 日至 8 月 25 日，无核白葡萄上市。“顺丰冷运”鲜果通过航空寄递，其供应链

各节点主体实现了多方赢利。新疆瓜果电商的冷链物流配送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产地直采模式。上海九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顺丰物流公司采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是通

过产地采摘冷库预冷，使用泡沫箱包装无核白葡萄，蛋盘包装小白杏，由冷藏车将这些产品直接发往机

场，48 小时送达一线城市消费者手中。4 公斤小白杏 /箱的批发价为 78 元，中高端客户均可以接受这个

价格。

第二，产地直购模式。德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中通物流公司采用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产地

冷库预冷，普通货车送到配送中心，使用气柱包装甜瓜。6 ～ 7 公斤甜瓜 /箱，批发价为 98 元，中高端客

户均可以接受这个价格。

本课题组调研结果表明生鲜产品电商针对能接受产品附加价值高的中高端客户。可见，目前的生

鲜电商还只是服务于消费升级的增量需求的客户群体，而不是传统型的存量需求消费群体，由于果蔬附

加值高，电商可以承受产品冷链物流的高成本。但是面向中亚市场的出口果蔬产品主要是菠萝、油桃、

苹果、梨，大蒜、土豆、辣椒、西红柿，由于这些产品附加价值较低，目前并不具备开展这些生鲜农产品跨

境电商冷链物流的条件。物流配送模式还由物流规模决定，物流规模与成本、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生鲜

物流经营企业定位非常重要。顺丰物流公司成功的经验表明，针对不同的生鲜产品( 特色品牌水果) 制

定冷链物流标准化解决方案( 从果蔬采收、验收入库、存储、商品化加工，到订单处理、发货出库、中转运

输、末端配送各个环节一体化解决方案) ，可增强消费者粘性。“顺丰冷运”的成功经验值得新疆瓜果电

商借鉴。

五、果蔬冷链物流发展的解决方案

面对果蔬冷链物流成本高昂、果蔬冷链物流观念淡薄、果蔬冷链物流中相关标准制定得不完善等问

题，一方面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法规及其标准，另一方面要强化果蔬供应链管理。果蔬供应链管理

是指围绕核心企业构建自身的业务流程，把核心企业内部以及节点企业之间的各种业务看作一个整体

46



功能过程，把生产资料供应商、生产者、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有效地结合成一体，对果蔬供应链中的物

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及控制，从而提高整个果蔬供应链的运行效率、效益及附

加值，使果蔬供应链上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效益得到极大提高的一套方法。因此，果蔬供应链不仅是一

条物料链，而且还是在供应链上因加工、包装、运输等过程而增加价值的增值链。果蔬较高的安全性要

求、消费者对果蔬产品口味的多变性、均对品种多样性的要求，对果蔬供应链管理提出了高要求，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加强果蔬供应链管理:

第一，充分发挥果蔬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作用。果蔬冷链物流成功的关键是实施供应链管理，供应链

管理的重点是发挥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先进技术日新月异，国内外成熟的物

流技术层出不穷( 如数据技术、算法技术、云端技术、物流感知技术等等) ，将先进物流技术( 仓库管理、

运输管理、温控管理、定位管理等信息技术) 引入果蔬冷链物流管理中，提高其效率( 安全可追溯、质量

可监控，订单信息课跟踪等) ，从而可以降低果蔬冷链物流的配送成本。还可通过先进的技术识别，可

达到控制果蔬品质、温度的目的。但是，实地走访调查的现实情况是，当果蔬供应商在没有充分感受到

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时，他们会认为使用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技术( 扫码、粘贴标签等) 是增加物流操

作环节、且手续繁琐的事，因而不愿意采用这些技术。实际上，设备、技术和资金都是硬实力，管理是软

实力。通过加强果蔬供应链管理，需要发挥供应链核心企业的作用。通过多种技术、设备的应用和人员

在果蔬供应链系统内的高效率组合，才能保障生鲜果蔬的高效安全送达。一方面，作为果蔬供应链核心

企业的果蔬供应商应根据企业的发展定位、资源情况、发展模式选择适宜的冷链物流技术; 另一方面，冷

链物流技术创新要在操作的便利性上下功夫，这样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建设才能落到实处。要

实现分散、小规模种植的生鲜果蔬集中上市和实现生鲜果蔬高频刚需的细水长流，果蔬物流供应链管理

就是关键。先进的果蔬冷链物流技术、设施的采用，要充分发挥核心企业对果蔬供应链各环节流程的规

范、监督，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

第二，实现果蔬冷链物流管理要求多方共同发力。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兴起，

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也更为重视。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

加强果蔬产地预冷等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积极支持农产品冷链、初加工、仓储等设施建设，正是

体现了对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高度重视。果蔬冷链物流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面对消费

升级及消费的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需求侧变化，由消费需求升级倒逼冷流物流服务升级，消费需

求升级，供应链顺应变化，双双升级，冷链物流迎来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发展良机，冷链物流作

为全社会的“后勤保障系统”，不仅要完成生鲜农产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增值，还要转型升级。大力发

展农产品冷链物流是确保国家食品安全的需要，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大生鲜果蔬消费宣传的力度，增强

消费者对冷链生鲜果蔬的消费水平。应充分发挥各类物流组织( 协会、商会) 的作用，一方面，要切实落

实各项冷链物流相关的法规，另一方面，要积极作为，为果蔬冷链物流系统中的农户、企业联盟提供各种

相关服务。

第三，完善冷链价值体系，增加生鲜果蔬产品的附加价值。理想的果蔬供应链是以核心企业为中

心，沿着供应链向上、向下整合，促使有业务往来的果蔬贸易伙伴通过网络技术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果

蔬产销联盟。果蔬冷链物流是典型的既让果蔬产品发生时空变化，又让果蔬产品维持温度不变的特殊

服务，果蔬产品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越短，保鲜程度越高，损耗越低，加价越多。预冷后的果蔬不

仅品质高，有利于避免贮存过程中的质量损失，而且降低了冷藏车和冷藏库的冷负荷，实现冷藏、储运装

置的节能运行。因此，发达国家把预冷作为果蔬采摘后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果蔬冷链物流配送中心

既是果蔬集散中心，又是果蔬销售地配送中心，作为联结生产和销售的重要节点，是实现冷链价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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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环节，要在冷链物流服务的时效性和保鲜性上下功夫，针对不同生鲜产品制定科学标准的冷链流

程。目前，大型供应商，如鲜易供应链，大型冷链服务商，如顺丰冷运，大型终端客户，如麦当劳，开展了

线上、线下，上游、下游的深度融合，已经做出了示范，而这些供应链核心企业的特点是: 完善的产业链体

系，通过一套标准化配送流程，实现全程冷链，提升了生鲜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未来冷链物流竞争中，果

蔬的时效性要求冷链各环节具有更高的组织协调性，同时要有效控制运作成本，对果蔬产品实行定量包

装、品牌标识，以提高冷链物流质量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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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Li Hong，Zhao Shanshan
(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Urumqi 830052，China)

Abstract: Cold chain logistics is an important mean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ruit and vegetable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and expounds the reas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fruits and vege-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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