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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增城区荔枝冷链物流配送模式分析
肖莲英　鲁罗兰　尹红媛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50）

摘要：本文以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枝为例，研究冷链物流配送方式的模式。首先从宏观上探讨国内外冷链物流发展现状，然后从

微观上分析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的交通状况和“荔枝”农产品冷链物流配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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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冷链物流配送模式的特点

（一）运输货物的特殊性

冷链物流配送对象比较特殊，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会有多种不

稳定的因素的出现，从而影响冷链配送中货物的品质，比如货物

的质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而“温度”是影响其品质

的最重要因素。对于新鲜食品来说，在运输过程中储存的温度越低，

质量就越好，从生产到食用，从工厂加工、冷藏到运输再到销售，

冷链运输货物的每个环节的温度要求都不一样。

（二）过程的复杂性

冷链物流中的货物在流通过程中必须遵守 3T 原则（流通时间、

储存温度和产品耐藏性）。由于货物的质量会随着温度和时间的

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产品需要有不同的温度控制和储存时间，这

就需要物流运输公司对整个货物流通过程进行跟踪和监控，严格

控制变量的度，从而更好地处理冷链物流的复杂性。

（三）时效性

荔枝属于时兴农产品，它的生命周期很短，产品在运输过程

中会因运输时间过长或者温度过高而容易出现腐烂现象，导致产

品质量变差，影响销售和购买。

（四）高成本性

需要冷链配送的货物对运输环节的温湿度要求也很高，需要

冷链物流企业投入较大的资源去把控，并且衔接好上下游物流环

节，避免“断链”，这就不免地增加了更多的冷链物流成本。

二、冷链物流配送模式的类型

按行业来分，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初级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

表 2-1 初级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

种类 概念 优点 缺点

自营配送模式
农户自己配送，把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送

到批发市场或客户手中。

反应速度快，灵活性强，农户

可以把控物流系统运行全过程。
投资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差。

“农户 + 企

业”配送模式

以公司与农户的合同为主要纽带的配送

形式。
原料来源稳定。

部分龙头企业间的竞争容易导致市场信息失真，会误

导农户的生产调整，影响到整个农业产业的发展。

第三方配送模

式

农户把自家的配送业务交给专业的第三

方配送中心，包括一把农产品从产地运

送到消费者手中；二通过网络或其他途

径向消费者提供所需商品的服务。

专业性强，技术设备完善先进，

减少了多余的流通环节，产品

损失率低，灵活性高。

信息容易失真，农户与市场脱钩，农户对产品控制能

力下降，生产难以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在农忙季节

难以准确及时地交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难以保证；

这种模式多数是长期合作关系，若管理经营不善，将

损害用户的利益，成本高，风险性高。

共同配送模式

由多个农户、农产品基地、农业供销社

或农产品配送中心组成，通过成立新的

集体公司或以现有配送中心为核心，进

行统一规划调度，根据客户需求分类，

统筹配送的时间、次数、路线和货物数

量，对多个分散的客户进行统一配送。

效率高，协调性好，风险低，

操作具有柔性。

货源需求量大，运作较复杂，技术设备要求高，投资

较大，成本高。

（二）传统冷链物流配送模式

即食品制造商、生鲜农产品产地批发商和医药供应商把初级

产品送到加工企业和批发商手中，储存在冷链配送中心和仓储中

心，然后流通在农贸市场或生鲜农产品超市里，最后经过销售到

达终端消费者；或者农户自营，把成熟的初级产品经过传统的冷

链保鲜方式进行储存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

优点：可以直接和消费者对接。

缺点：设备落后，无法保证产品的质量，环节多，实行起来

较麻烦。

（三）新零售背景下的冷链配送模式

即“线上 + 线下”，冷链物流企业采用产品源头直采的方式，

从食品制造商或者生鲜农产品产地获取初级产品，然后经过加工

企业和批发商环节，到达冷链配送中心和冷链仓储中心存放、分

拣并配送至农贸市场或生鲜农产品超市，最后经过“线上 + 线下”

模式，销售送达到消费者手中，如盒马鲜生的“线上 APP+ 线下

实体店”模式，永辉生活的“线上 APP+ 永辉超市”模式。

优点：能快速响应顾客订单需求，配送基本能满足半日达和

次日达，产品质量有保障；场景式购物，消费者参与度高，配送

服务质量高。

缺点：对线下实体店的依赖性较高；定位中高端消费群体，

存在局限性；配送半径小且门店覆盖率不高，前期投入大，鲜活

产品损耗率高，运营管理和自营配送成本高。

三、广州市增城区的冷链物流配送模式分析

（一）交通运输条件分析

增城区道路网城乡特征明显，城市道路尚未形成网络体系，

主要以公路网为 主，全区主要由 5 条高速路、2 条快速路、2 条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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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条省道、10 条县道组成， 路网中立交节点共 24 个（8 个全互通

立交，16 个半互通立交），主要道路总里程为 697 公里。

表 3-1 增城现状道路统计指标

指标 高速公路 快速路 主干道 次干道 合计

长度（km） 134.9 47.8 254.9 259.4 697

密度（km/km2 ） 0.20 0.07 0.36 0.38 1.02

现状路网中，7 条高快速路呈“四横三纵”分布，“四横”是：

广惠高速、广河高速、广园快速路和荔新公路；“三纵”是：广

深高速、北三环高速一期和新开通的增从高速；8 条国省道呈“五

横三纵”分布，其中，“五横”是：G324（广汕公路）、G107（广

深公路）、S335（永鳌线）、S380（正福线）、S379（永宁路、

仙宁路）；“三纵”是：S118（广四线）、S256 （增派公路）、

S256 （荔三公路）、S119 （增正公路）；10 条县道分别是 X196（福

三线）、X261（小永线）、X268（长平 - 朱村）、X289（白鸽冚 -

仙村）、X290（燕岗 - 庙潭）、X291（棠村 - 新塘）、X292（高

滩 - 岳村）、X293（正果 - 吓水）、X936（斯庄 - 基岗）、X940

（约场 - 福和）。

2020 年，增城公路总里程达 2248.47 公里，高快速路及干道

公路总里程 781 公里，路网密度 1.12 公里 / 平方公里。

表 3-2 增城区主要公路里程汇总表 （单位：公里）

行政等级 总里程 高快速路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高快速路 181 181 —— —— —— ——

国道 43.7 —— 35.4 8.4 —— ——

省道 238.4 —— 59.2 92.2 38.8 48.1

县道 162.9 —— 13.3 38.3 40.2 71.0

合计 626 181 107.9 138.9 79.1 119.1

（二）增城区荔枝品种和特性

增城荔枝品种繁多，如桂味、糯水糍、水晶球、仙进奉、怀枝、

雪杯子、妃子笑等 52 种。据数据显示，2021 年，增城全区荔枝

种植面积达 18.38 万亩，其中增城挂绿（仙进奉、水晶球、桂味、

糯米糍）优质荔枝面积就约 15.1 万亩，优质率达 80% 以上。

荔枝属于时兴水果，新鲜荔枝的运送和保存是一个世界性的

难题。中国南方荔枝资源丰富，采收季节在夏季 5 月中旬至 6 月初，

气温通常在 30℃以上，荔枝皮薄，富含果汁，容易受到机械损伤

和微生物感染，容易腐烂。同时，荔枝果皮含有丰富的多酚氧化

酶和过氧化物酶，这些酶是果皮褐变的关键酶。荔枝果实中含有

大量有机酸、果胶等物质，这些物质与氧气结合形成了气体自由基，

对果面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另外，荔枝还具有较强的呼吸作用，

当水分流失率达到 50% 时，果皮就会褐变。因此，冷链物流成为

荔枝旺季保鲜运输的重点。

表 3-3 品种理化指标

品种 可食率 可溶性固形物 单果重（克） 总酸

水晶球 ≥ 76% ≥ 18% ≥ 20 ≤ 0.19%

桂味 ≥ 75% ≥ 19% ≥ 16 ≤ 0.21%

糯米糍 ≥ 80% ≥ 19% ≥ 20 ≤ 0.28%

仙进奉 ≥ 70% ≥ 18% ≥ 19 ≤ 0.25%

（三）增城区荔枝冷链配送发展现状

虽然我国冷链物流发展的经济条件逐渐成熟，冷链物流的需

求日益增加，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我国

的荔枝冷链物流配送还不够科学，冷藏运输率低 “断链”时有发生，

所导致的农产品腐损率是发达国家的 1~2 倍。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有着“水果之乡”的美称，荔枝种植也

历史悠久，但荔枝的保鲜、贮藏与加工等技术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发展比较缓慢，存在冷链运输率低，荔枝货损率高，冷链企业不足，

冷库分布不均，缺乏专业人员和技术等问题。

（四）增城区荔枝冷链物流配送模式和优缺点

1. 传统常温配送模式

即果农在应季农产品成熟的时候，人工采摘荔枝，再采用较

为简便的承装容器比如麻袋、塑料袋进行收纳，然后把收纳好的

荔枝，部分修剪清洁一下，直接进行配送和销售。全过程处于常

温状态，没有先进的冷链设备和技术进行保护和处理，这种模式

下优点是比较便捷，但缺点是规模小，荔枝容易腐烂变质，从而

造成一定的浪费，损耗大，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益。

2. 自营配送模式

即果农自己配送。这种模式的荔枝种植生产一般规模较大，

需要的劳动量多，果农会雇佣一些人员进行采摘工作，然后把采

摘下来的荔枝分批次或者统一集中储存和配送，直接送到批发市

场或客户手中。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反应速度快，灵活性强，果农

可以把控物流系统运行全过程。但缺点是投资成本高，自负盈亏，

抗风险能力差。

3. 第三方物流配送模式

即果农们都把自家的农产品荔枝，交给具有专业冷链设备和

技术的第三方配送公司进行专业化处理。在荔枝成熟的时候，由

第三方配送公司从原产地把农户新鲜采摘下来的荔枝进行预冷，

然后进行统一集中处理，比如清洗、修剪、包装等，再利用专业

的冷链设施设备比如冷库、冷藏车进行保存和装运，并做好储存

和在途过程中温湿度的严格控制，最后配送到零售商和批发商进

行最后的销售处理。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技术比较先进，时效性强，

能够很好地保障荔枝的质量，从而达到双方获益，但缺点是成本

较高，普及性不强，并且过程处理不够衔接的时候会容易出现“断

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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