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011 中国食品冷链行业分析与预测 

北京启达乔泰咨询有限公司      霍青梅 

 

当越来越多的食品与“冷链”相结合时，“新鲜‐‐安全‐‐健康”的生活就离我们越来越近

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食品冷链企业的“先头部队”经过前几年供应链环节“节点”的物

流起步发展阶段到 2010年下半年，大有连“点”成“链”、结“链”成“网”的趋势。 

2010年中国食品冷链行业回顾 

一、冷链食品制造业。 

速冻食品制造业。如三全、思念、龙凤、湾仔码头、海霸王等等，不仅在全国扩张其生

产基地、建造大量的冷冻库、冷链物流中心，在各分销区域也在建造或联合其它冷链物流服

务商运作冷链物流配送体系。 

乳制品制造业。如光明、伊利、蒙牛、三元等等。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其生产基地的同时，

也在分销区建立冷链物流中心、或与第三方冷链物流合作将产品冷链延伸到零售终端，走在

前面的企业进一步将冷链物流独立设立第三方物流公司，除满足自身对冷链物流需求外，还

可对社会提供第三方冷链物流服务，比如依托光明的上海领鲜物流、北京的三元双日物流。 

肉类屠宰、分割、加工制造业。如双汇、众品等等。与上述类似，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生产基地的扩张外，同时成立了第三方冷链物流公司，增加了冷链物流服务体系的全国扩张，

直接将其冷链服务延伸到未端市场。 

二、冷链食品批发商或进口商。 

如北京快行线、北京二商集团。将食品冷链物流与自有食品批发体系接合起来，提供批

发、仓储、理分货、物流配送等一系列冷链物流服务，直接面向零售终端，并不断深化服务

内容。 

三、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 

冷链物流仓储配送企业。如中外运、中粮。一方面向零售未端延伸其冷链物流服务业务，

另一方面开始筹划建立区域性冷链物流中心，布局全国。 

冷链物流运输企业。如华日飞天、三新、荣庆。已经不再满足单纯的冷链物流运输业务，

开始寻求合作或自建冷链物流中心，以将食品冷链的上下游（制造商至零售商）连接起来，

提供更全方位的冷链物流服务。 

四、冷链食品批发市场。 

正在寻求重大变革。思路由单纯提供展位、冷库租赁业务，往体系化管理、物流信息系

统管理及冷链食品供应链运作方向转变。 

五、冷链食品零售未端企业。 

超市或连锁超市企业。如北京的京客隆、物美、华联、永辉、重庆商社等等。自建或合

作建设自营冷链物流中心或生鲜食品加工中心，将自营产品重点放在冷链物流体系最薄弱的

农产品冷链物流上，建立能直接与农产品种植或养殖基地对接的冷链物流中心或生鲜食品加

工中心。 

连锁餐饮企业。尤其是连锁快餐类企业，经过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已渐成规模。如吉

野家、呷哺呷哺、真功夫、味千拉面等。自建冷链物流中心、生鲜加工中心、中央厨房，以



保证所有的原材料能直接与种植基地、养殖基地对接，一方面做企业战略性原材料的储备，

另一方面可同时控制全部门店的主产品品质与风味的一致性。 

 

未来中国食品冷链行业预测 

“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将冷链保障

最薄弱的初级食品‐‐农产品的冷链物流发展提高到了战略层面。“十二五”期间将是这一规

划的落实阶段。 

“十二五”规划以“转型”为核心，众多政策议案正努力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以“创

新型”、“民生型”、“节约型”、“环保型”为基础的良性循环的政治、经济体。“十二五”规

划的政策努力方向也正是中国食品冷链的同步努力方向，我们需要用创新的手段、节约型及

环保型的方式、将更多的有需求的食品纳入冷链保障体系、并深化冷链物流体系、努力做到

“冷链”不“断链”，从减少食品损耗、保障食品安全与食品品质、稳定食品价格的角度保

障民生的需求。 

“十二五”规划的“转型”方向对中国食品冷链行业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食品冷链行

业将会是众多“十二五”规划政策的受益者。 

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情况可以看出，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仍

落后于整体规划、第三产业在结构中的比重仍未调整到位，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将会采

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扶持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食品冷链涉及到从种

植、养殖到食品加工生产、冷链运输、存储、物流配送、冷链销售等诸多环节，其间处于流

通领域环节较多，表现在未来产业的发展上会集中体现在食品全产业链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上的发展；食品冷链行业会将在“十二五”政策的影响下，改变原来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

朝精细化、专业化、集约化、节约型、环保型的方向发展。 

一、2011 年中国食品冷链行业整体环境预测。 

未来新的一年，食品冷链行业整体环境向好，预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策扶持。食品冷链物流属国家政策扶持范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到国家政策扶持资

金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新的一年里，这些与“民生”相关性比较强的产业优惠政策将会延

续且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2.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的加强。更加严厉的食品安全监管法规会陆续出台，越来越多

的食品生产、运输、储存环境会被要求纳入冷链体系;食品冷链的温度追溯体系将在国家标

准及规范上得以明确化。食品冷链企业的优势将会越来明显。 

3.经济进一步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鲜食品、冷链食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食品冷链行业的市场会进一步加大。 

二、2011 年中国食品冷链企业的策略调整预测。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整体食品冷链水平还比较低：许多应该纳入冷链体系的食品实际尚

未纳入；已纳入冷链体系的食品冷链还未做到位，冷链“断链”情况比比皆是；国家冷链体

系的规范与标准尚不健全，尚无对食品全程冷链各环节温度及环境的监控标准；食品冷链在

实际执行中的管理还不到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会在较长一个时间段伴随着我国食品冷链

的发展而存在。 

由上述的问题可以看到，在整体形势有利的情况下，食品冷链企业并不能坐享利好，应



尽快利用利好的形式及时调整企业策略，以应对新形式的发展，笔者认为食品冷链企业应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1.明确了解食品的全程供应链情况。整个过程要从种植、养殖、初级加工、深加工到物

流运输、仓储、配送及销售，最终到消费者餐桌。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部过程。了解在

整个过程中食品对存储、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中的环境温度、湿度等的需求。明确自身

企业所处整体供应链的哪个或哪几个环节，上游与下游环节是什么？情况如何？认识到未来

食品供应链的竞争将是食品冷链企业竞争的核心。 

2.优化内部冷链保障体系，保证自身环节的冷链不“断链”、温度可追溯、品质可追溯。 

3.通过食品冷链物流向食品供应链体系的上游或下游延伸。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前向一

体化”或“后向一体化”。 

        三、未来食品冷链企业的投资方向预测。 

事实上，自 2010 年下半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处于食品冷链的上、中、下游的许

多企业都动起来了，这些行动构成了食品冷链企业未来的投资方向： 

1.食品生产基地冷链物流。 

农产品以水果、蔬菜为主的种植基地正在进行的基地冷链物流体系的建设，从水果、蔬

菜的预冷间、冷藏库、气调库的建设可以看到，现下游衔接的基地供应链正在形成；水产品

养殖、捕捞基地的冰鲜设备、急冻设备或急冻库、储备型冷冻库、冷链物流体系的建设；畜

禽屠宰及肉类加工企业，在完成前几年的公司+农户+养殖厂的前向一体化的资源控制进程

后，后向一体化的基地冷链物流中心的建设进入规划与建造阶段。 

食品生产基地冷链物流的特点是：少品种、大批量、存储时间相对较长、远距离干线运

输为主。 

2.食品冷链运输体系。 

冷链食品的运输我们一般依运距长短区分为干线运输型与城市配送型。目前国内食品冷

链的干线运输还是以公路冷藏车运输为主。食品冷链的铁路与公路联运、航空与公路联运、

海运与公路联运、干线运输与城市配送联运正是各冷链物流企业的努力方向。大新华航空与

华日飞天冷链物流的组合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努力的步伐。 

3.食品冷链销售体系（销地冷链物流体系）。 

冷链食品批发市场。依托于大型冷库群的新型冷链食品批发市场正接近于完成，投入运

营，如武汉白沙洲物流、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等等；第三方物流配送体系。众多冷库出租

商、冷链食品批发商、冷链食品制造商、冷链食品承运商等等处在食品冷链众多环节点的龙

头企业，都开始着手加到了第三方冷链物流的建设与营运中，依托自有业资源，使食品冷链

物流社会化。如我们前述的：北京东方友谊、北京快行线、光明领鲜、双汇、众品、华日飞

天；连锁超市体系。建设与城市配送相配套的蔬菜水果物流中心、冻品物流中心、生鲜加工

中心、中央厨房，其特点是多品种、少批量、短期存储、短距离运输；连锁餐饮体系。与本

餐饮特点要配套，满足本企业城市配送需求的蔬菜调味料类物流加工厂中心、冻品类物流中

心及中央厨房。物流特点与超市业态相同，但产品更接近于餐桌。 

就食品冷链发展阶段看，第十二个五年，中国食品冷链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各

项冷链物流项目的投入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在这个阶段也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防“大

跃进”式的项目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