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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农业大省，面对绿色生鲜农产品需求数量激增和冷链物流“断链”问题时，有必要对安徽绿色生鲜农产品冷

链物流协同展开研究，通过协同发展，发挥协同效应，提高整体服务水平，促进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不断

发展，适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市场主体对高质量物流服务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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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large agricultural province，in the face of the surge in the demand for green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problem of "broken chain" in cold chain logistics，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a study on the synergy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green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Anhui，and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and synergistic effect，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service，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green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dapt to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The people's growing demand for high-quality consumer 

goods and the urgent requirement of market players for high-quality logistic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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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农业结构优化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各类生鲜

农产品年产量与市场流通量持续攀升，消费者对其质量和安

全性要求日益提高。绿色生鲜农产品凭借安全、健康、环保

的特性，深受消费者青睐。2025 年 1 号文件文件强调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产品种养，支持各类

主体协同共建供应链。安徽省自 2019 年整体纳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区域后，迎来新机遇，依托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开

展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然而，当前绿

色生鲜农产品需求数量激增，同时冷链物流存在“断链”问

题，导致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与冷链物流发展相互制约。

鉴于二者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有必要对安徽绿色生鲜农产

品冷链物流协同展开研究，以发挥协同效应，提升整体服务

水平，适应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市

场主体对高质量物流服务的迫切要求。 

1 文献综述 

当前学者们越来越重视物流协同相关研究，但偏重于生

鲜农产品物流协同研究成果偏重于演化评价、协同影响因

素、协同机制研究等方面，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协同方

面研究成果较少。王林、胡晓宇（2023）对冷链物流企业与

生鲜农产品电商企业组成的二级供应链中引入共生概念，将

共生视为各研究主体实现协同之前的关系演化过程，并对共

生的各个阶段进行相应的状态描述，建立耦合协同模型[1]。

朱玉（2023）对江苏省生鲜农产品低碳冷链物流的协同发展

状况进行了深入剖析，涵盖了表层现象、中层机制与深层动

因 [2]。叶晖（2021）经过对吉林省农产品与冷链物流协同发

展趋势的细致剖析，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协调性不足、

协同增速缓慢以及农产品与冷链物流之间的联动效应欠缺
[3]。刘成（2022）根据哈肯协同学原理提出协同发展路径 [4]。

Jabeur（2017）提出通过精心的规划、执行及监控，确保服

务与商品在起始点和终点间顺畅流动，从而实现无论何时何

地都能将物流商品以最优方式高效送达消费者手中 [5] 。

Adrian Serrano-Hernandez（2018）提出采用物流供应链的横

向合作模式，能够有力地提升物流和运输行业的竞争力。同

时，借助仿真模型对联盟的发展过程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进

一步证明了整合运输车辆资源的不可或缺性[6]。 

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安徽省绿色生鲜

农产品与冷链物流发展现状，结合调研情况，针对安徽省绿

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

议，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下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

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现代科技研究 第 5 卷 第 2 期 2025 年 

 261

2 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协同发展现状 

2.1 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发展现状 

2.1.1 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产业布局现状 

安徽省基于区域布局和区位优势，推进农产品加工业与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秉持全产业链与

集群化发展理念，划分三大板块：皖北高效农业集聚区，打

造“大粮仓”等一体的高质量农业集聚地，优化种植、发展

特色产业并完善产业链；皖中现代农业示范区，培育精准农

业等全产业链，引入先进科技理念，建设高端绿色农产品基

地以提升国际竞争力；皖南生态特色农业样板区，凭借自然

条件打造生态特色绿色食品全产业链，挖掘传承特色农业文

化，注重品牌建设与推广。这一举措不仅形成了各具特色、

优势互补的农业发展格局，提升了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还

推动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2.1.2 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供给现状 

安徽省加快推进绿色优质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截止

2023 年底安徽省提前两年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性农产品总数达 6648 个，

2024 年新增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并

实现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1.2 万亿元。下表 2.1 为

2019-2023 年安徽省主要生鲜产品产量，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产量一直在稳中增长，不断呈现上升趋势。为了保证优质绿

色农产品的供给，加强与沪苏浙电商企业、连锁超市等合作，

开展直销连锁配送，共建长三角 3 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

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需求不断增加。 

表 2.1  2019-2023 年安徽省主要生鲜农产品产量 

年份 蔬菜 肉类 禽蛋 水产品 水果 奶类 

2019 2213.61 402.81 168.7 231.46 350.37 33.76 

2020 2330.95 396.03 184.22 232.41 367.82 37.64 

2021 2445.31 456.31 177.1 236.5 383.54 47.56 

2022 2537.7 475.36 186.66 245.5 396.25 50.74 

2023 2630.14 497.1 206.26 254.04 411.66 53.63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单位万吨 

2.2 安徽省冷链物流发展现状 

2.2.1 安徽省冷链物流需求现状 

随着安徽省经济水平提升，人们饮食观念已经发生转

变，从表 2.2 可以看出，从 2019 年到 2023 年蔬菜和鲜瓜果

都是主要食品消费量较大的两类，其他肉类、禽蛋类、水产

品和奶类业消费量也在不断增加。随着食物种类的多元化和

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个性

化，生鲜农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有力推动了生鲜农产品的流

通，进而使得冷链物流的需求不断扩大。 

表 2.2  农村居民主要食品消费量 

年份 蔬菜 肉类 禽蛋类 水产品 鲜瓜果 奶类 

2019 99.3 24.9 26.6 13.8 52.4 9.7 

2020 102.0 21.4 29.7 13.1 46.1 9.1 

2021 113.5 27.6 30.3 13.9 49.3 10.8 

2022 113.5 32.1 29.4 12.9 51.6 9.6 

2023 117.4 38.6 34.3 13.5 61.7 11.0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单位：公斤/人 

2.2.2 安徽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目前，安徽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有力保障了农

产品的冷链处理，冷库总库容持续攀升，规划到 2025 年达

1750 万立方米，极大提升农产品存储能力，保障冷链流通。

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步伐加快，合肥推进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成效显著，且按照省方案，计划争创 3-4 个国家骨干冷链

物流基地，建设约 15 个省级冷链物流基地，进一步完善物

流网络。冷链物流设施也在不断改善，通过加快给排水综合

改造、果蔬冷藏库等项目建设，种植基地和企业库容得以扩

大，满足了更多需求。数字化转型方面同样积极，合肥周谷

堆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销售，省方大力加强农产品

智慧供应链建设，提升了物流效率与质量。此外，省政府高

度重视，多次出台政策给予指导与支持。 

3 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主体运作协同度低 

省内冷链物流企业以区域性、中小型为主，缺乏大型龙

头企业整合资源，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多数企业仍依赖自建

物流或传统批发市场，专业化服务能力不足，导致冷链资源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现代科技研究 第 5 卷 第 2 期 2025 年 

 262 

利用率低。同时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数量少，且第三方物流

企业与农户、加工企业之间合作松散，未能形成稳定的供应

链网络，资源重复投入和浪费现象突出。 

3.2 流通环节协同度低 

消费者对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增长迅速，仍存在绿

色消费需求响应不足等问题。省内生鲜农产品产量大，但冷

链处理率和冷链运输率较低，部分偏远地区因冷库分布不均

农产品采摘后无法及时预冷，损耗率进一步增加。加上冷链

物流各环节如生产、运输、销售等，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

缺乏统一的信息化监控平台，导致供需匹配效率低、质量追

溯困难。同时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冷链物流中的应

用较少，难以实现全流程温控监测和实时数据共享，增加了

农产品腐损风险和管理成本。 

3.3 资源协同度低 

省内冷链设施设备普遍存在老旧问题，部分冷库仍采用

传统技术、功能单一，且冷库布局集中在合肥、芜湖等城市，

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产地缺乏预冷设施和低温处理中心，导

致绿色生鲜农产品从采摘到运输环节无法全程低温保障，损

耗率较高。此外冷链运输车辆不足，且以加冰冷藏车等老旧

设备为主，运输效率较低，无法满足全程温控需求，冷链断

链现象频发，影响品质与安全。冷链资源与现状需求相矛盾，

冷链协同度较低，导致绿色生鲜农产品产业与冷链物流产业

发展受阻。 

4 对策建议 

4.1 加大政策支持，促进主体协同 

为促进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协同发展，首

先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可制定多项针对性扶持措

施，涵盖税收减免、财政资助及优惠贷款等方面，以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鼓励其加大投入。同时，建立由政府、行业协

会、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冷链物流协同发展机制至关重要。通

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各方可以共同研究解决冷链物流协同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主体之间的紧密合作。此外，加强

人才培养和引进也是提升行业整体人才水平、为冷链物流协

同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的关键。 

4.2 推动数字化升级，完善供需匹配 

推动数字化升级是完善供需匹配、提高冷链物流效率的

重要手段。建设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平台，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信息共享，有助于提升物流作业的

透明度和可追溯性。同时，推广智能物流设备，如自动化分

拣系统、智能仓储系统等，可以大幅提高物流作业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水平，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和延误。此外，基

于历史数据和市场需求建立精准的供需预测模型，可以指导

农产品生产和运输计划，有效减少库存积压和运输浪费，提

高整体运营效率。 

4.3 强化基建投入，促进资源共享 

强化基建投入是促进安徽省绿色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

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加大对冷藏库、冷藏车、冷链

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冷链物流整体承载能力。

同时，推动冷链物流资源共享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鼓励企业之间开展冷藏设备、运输车辆等资源的

共享合作，有助于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局面。此外，

根据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分布情况优化冷链物流网络布局也

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减少运输距离和时间，可以提高物流效

率，降低损耗率，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新鲜、安全的绿色生鲜

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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