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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淡水产品物流是联通淡水产品捕捞、加工、销售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保障淡水产品大范围流通、解

决消费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是淡水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淡水产品具有易腐性、季节性、区域性，因此

给淡水产品流通带来一定挑战。综合介绍了中国淡水产品物流现状，包括淡水产品产量、流通形式、基础设施和

政策环境等，从淡水加工产品产量、储运设备、管理体制、信息化建设、物流标准、冷链人才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当

下中国淡水产品物流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中国淡水产品物流业的若干建议，为促进中国淡水产品物流

业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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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产品物流是指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运

用现代化物流技术，对淡水产品服务消费以及相关

信息从产地到消费地的高效、低成本流动进行规划、

实施与控制的过程。淡水产品物流由淡水产品的流

通加工、运输、包装、搬运装卸、低温仓储、配送以及

相关物流信息等环节构成，并在整个过程中运用相

应的保鲜技术实现淡水产品保值和增值［1］。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饮食需

求发生了转变，在吃饱的同时，更要吃好。虽然淡水

产品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味道鲜美等特点，备受消

费者青睐。但是其在储运过程中极易损耗，给淡水

产品物流行业带来极大的挑战。同时，淡水产品生

产具有地域性、季节性，中国淡水产品主要以鲜活的

形式进行流通，保活运输存在运输半径受限、应激反

应多等问题。冷链物流作为淡水产品的重要流通方

式之一，其规模在不断扩大。2021 年冷链市场规模

达到 4 586.0 亿元，同比增长 19.7%［2］。但中国冷链

物流行业起步较晚，还存在基础设施相对陈旧、专业

化水平不高、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冷链物流标准体

系不完善、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等问题。因此，本文

全面分析淡水产品物流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

原因，并提出相应发展建议，以期为促进我国淡水产

品物流业发展，保障淡水产品稳定供给提供借鉴。

1　中国淡水产品的物流现状

1.1　产量稳步增长，产业地位不断增强

中国可利用淡水资源丰富，淡水产品产量大、产

业地位重要。2021 年中国淡水产品养殖面积达

498.4万 hm2，其中池塘、水库、湖泊、河沟养殖面积分

别为 260.5 万、143.9 万、66.4 万、14.8 万 hm2，占比分

别为 52.3%、28.9%、13.3% 和 3.0%［3］。中国淡水产

品总产量从2001年的 1 810.0万 t稳步增长至2021年

的3 303.1万 t，占水产品总量的比例从41.3%上升到

49.4%（见图 1），其中养殖产量从 1 595.0 万 t 增至

3 183.3万 t，占淡水产品总产量的比例从 88.1%增至

96.4%［3］，中国淡水产品总产量、养殖淡水产品产量

均居全球第一位［4］。在中国，淡水产品特别是养殖淡

水产品在渔业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保障供给、满

足居民消费需求起着重要作用。

1.2　流通形式多样，物流规模快速增长

我国淡水产品具有种类多、流通形式多样、物流

规模大等特点。2021年我国淡水产品总产量 3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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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其中鱼类 2 732.3 万 t、甲壳类 470.7 万 t、贝类

33.7万 t、藻类 0.8万 t、其他品种 65.5万 t，分别占淡水

产 品 总 产 量 的 82.7%、14.2%、1.0%、0.02% 和

2.0%［3］（图2A）。

自 2000 年以来，我国淡水产品加工业得到快速

发展，开发生产了冷冻制品、鱼糜制品、干腌制品、罐

头制品以及鱼粉等产品［5-6］，2021年我国淡水加工产

品总产量 416.3万 t，转化原料量 571.6万 t，淡水产品

加工率 17.3%［3］（图 2B），可见我国淡水产品目前仍

以鲜活方式上市销售为主。

根据淡水产品及其加工品种的物流特性不同，

形成了保活运输、常温运输和冷链运输三类物流形

式。对于鳃呼吸的鱼类建立了低温、有水保活运输

的销售模式，而对于虾、蟹、泥鳅、黄鳝等则形成了冰

鲜、无水保活运输的销售模式。在淡水加工品中，水

产干腌（熏制）制品、罐藏制品可在常温下保藏，因此

多采用常温物流模式进行运输和销售，而冷冻加工

品、鱼糜制品则需要采用冷链物流模式进行运输和

销售。2021 年我国淡水产品总物流量、鲜活淡水

产品的物流量、加工产品物流量分别为 3 719.4
万、3 303.1 万和 416.3 万 t，比 2005 年分别增加了

1 199.5 万、900.4 万和 299.1 万 t［3］。据估算，2021 年

水产品冷链物流需求量为 4 282.2 万 t，比 2020 年增

加 227.6万 t［2］。

1.3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冷藏能力不断壮大

重视农产品物流业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

用，强化物流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我国冷链

物流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冷藏车保有

量持续升高，2021年全国冷藏车保有量达到 341 400
辆，较 2020 年 286 700 辆增长 54 700 辆，同比增长

19.1%［2］，特别是多联式运输模式得到快速发展，不

同运输方式间的协调性更强、物流效率更高。在冷

藏能力方面，2021年我国冷库容量 7 858万 t，折合约

2.0 亿 m3，同比增长 11.0%［2］。而水产品冷库数量

达到 8 454 座，同比增长 3.2%，冻结能力、冷藏能

力、制冰能力分别达到 85.3 万 t/d、474.6 万 t/次、

20.2 万 t/d［3］。水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为我

国淡水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图1 2001-2021全国淡水产品产量及占比［3］

Fig.1 Output and proportion of freshwater product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1

图2 2021年全国淡水产品产量（A）和水产品加工率（B）［3］

Fig.2 China output of freshwater products （A） and processing rate （B） of aquatic products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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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冷链物流全面发展

随着我国对冷链物流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有效推动了我国冷链物

流行业全面发展。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

物流专业委员会不完全统计，2021 年国家部委发布

冷链物流相关政策 69项，地方政府发布相关政策 581
项（http：//llzwh.chinawuliu.com.cn/sjbg/202201/26/
569855.shtml），从产地预冷到销地冷链全方位指导

冷链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全现代化冷链物流

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在水产品冷链物流方面，《“十

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http： //www. gov. cn/
zhengce/content/2021-12/12/content_5660244. htm）

指出，要强化水产品产地保鲜加工设施建设，完善产

地预冷保鲜设施装备，建设速冻、冷藏、低温暂养等

配套设施。推动建设一批冷藏加工一体化的水产品

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引导水产品就近加工。完善覆

盖养殖捕捞、到岸装卸、加工包装、仓储运输、质量管

控等环节的冷链物流设施装备，支持冷链全链条无

缝对接和安全温控数据共享，为水产品冷链物流全

面发展指明方向。

2　中国淡水产品物流业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

2.1　鲜活水产品流通比例高，保活运输问题多

我国淡水产品加工领域基础研究起步较晚，精

深加工能力不足，导致淡水加工产品产量偏低，鲜活

淡水产品流通比例较高，从而产生一定弊端。首先，

长时间保活运输在运输过程中应激反应增多、氨氮

含量增加，导致鲜活淡水产品呼吸频率改变、品质下

降、死亡率增加［6-7］；其次，我国目前在鲜活淡水产品

流通领域监管滞后，缺乏对渔用麻醉剂使用安全性

的权威判定［8］，一些商家为了提高鱼类存活率，加大

麻醉剂的使用，增加鲜活淡水产品的安全隐患；再加

上鲜活淡水产品具有季节性、地域性，保活运输半径

有限［9］，导致淡水产品消费不稳定、不均衡；此外，保

活运输时水占用了一定比例运量，由于其设备专用

太强，返回时空载几率高，因此，长时间的保活运输

导致运输成本偏高。

2.2　新型储运装备不足，淡水产品损耗较高

近几年我国物流业得到大力发展，但在发展过

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冷库方面，冷库数量快速

增加，冷藏能力不断壮大。但由于冷库对地方的财

政收入贡献小，冷库建设审批较难；同时，相关部门

对冷库缺少统筹规划，冷库建设盲目性较大［10］；冷库

结构形式不合理，传统单层冷库、多层冷库较多，而

装配式、自动化立体式、节能智能库相对较少［11］，造

成配备新技术的冷库市场占有率不高，导致水产品

储藏时能耗高、损耗大。在运输设备上，保活运输设

备以液氧罐充氧的厢式运输车为主，由于缺乏系统

的水产品应激控制与保活运输技术，存在应激强烈、

图4 2015-2021年全国冷库容量变化及增长率［2］

Fig.4 Change and growth rate of cold storage 
capacity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1

图3 2015-2021年全国冷藏车保有量变化及增长率［2］

Fig.3 Change and growth rate of refrigerated vehicle 
ownership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1

表1　2005-2021年全国水产品冷冻冷藏能力建设情况［3］

Table 1　Changes of cold chain facilities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1

冷藏能力指标 Cold storage capacity index

冷库/座 Cold storage

冻结能力/（万 t/d） Freezing

冷藏能力/（万 t/次） Cold storage

制冰能力/（万 t/d） Ice-making 

2005

6 328

26.5

256.7

13.0

2010

7 970

49.1

408.2

24.7

2015

8 654

91.9

500.7

25.3

2016

8 595

94.7

458.4

25.4

2017

8 237

93.7

465.7

23.4

2018

7 957

86.9

467.2

20.2

2019

8 056

93.1

462.1

20.8

2020

8 188

88.2

464.4

21.5

2021

8 454

85.3

474.6

20.2

死亡率较高等问题。我国冷藏车行业监管也还存在

一定问题，违规冷藏车数量较多。一方面，冷链运输

车辆缺乏规范的淘汰制度，一些冷藏车辆超年限使

用，制冷效果不好；另一方面，装备新技术的冷链运

输车辆购置和维护成本较高，企业配置较少［12］。出

于成本考虑，半挂冷藏车大多以二手海柜改装为主，

改装市场鱼龙混杂，改装车辆性能不佳，导致运输时

淡水产品损耗率偏高。根据《2019 农产品产地冷链

研究报告》（https：//www. sohu. com/a/341377291_
608787）显示，我国水产品冷链损耗率为 10%，与发

达国家（5%以下）还有一定差距。

2.3　管理体制不健全，物流业组织化程度低

我国淡水产业不断发展，生产流通主体呈现多

元化，市场活力不断增强，但管理体制问题也逐渐突

出。在生产方面，我国淡水产品以养殖为主，养殖主

体分散，产品聚集较难，而各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由于运行机制不规范，内部管理松散，运作的随意性

较大，导致规章制度不能有效落实、发展速度缓慢、

运营不协调、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不畅［13］。在流通

方面，我国淡水产品的流通模式主要以批发市场为

核心，该模式中间环节较多［14-15］。众多的水产品供

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不仅形成了冗长的流

通渠道，而且各主体之间缺乏合作和明确的管理机

制，导致流通时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流通效率

低下［16-17］。同时，物流活动贯穿生产和流通活动之

中，又分属于不同管理部门。由于整个行业内缺少

一个宏观的管理协调组织，各部门与地区之间权力

与责任存在交叉、遗漏［18］，使得淡水产品物流业在规

划、建设上难以统一配置资源，造成物流运营过程中

各节点衔接不畅、运输方式不配套［19］，行业组织化程

度不高。

2.4　物流标准不完备，行业发展受到阻碍

标准化工作是水产品物流业发展的关键，影响

着物流行业发展的进程。目前，我国仍未建立起适

应淡水产品物流发展的工作标准、采集标准与传输

标准体系，物流非标准化装备和操作仍然存在［20］。

首先，我国水产品冷链物流起步较晚，一些标准还在

探索阶段，现行冷链物流标准也大多都是推荐性标

准，强制性标准不够［21］。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已颁

布农产品冷链物流相关标准 298项，与水产品冷链物

流管理的有关标准 30 项，其中强制性标准只有 1
项［2］。同时，这些标准只是对鲜活水产品和冷冻加工

水产品进行了区分，没有对淡水产品和海水产品进

行分类，然而不同的水产品的生物特性有所不同，所

需的储运条件可能不一样。其次，相关部门在制定

某些标准时未能充分调研和收集淡水产品加工、流

通企业的意见，部分标准只是参照国际物流标准法

规来制定［22］，因此，在流通时并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再次，我国冷链物流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冷链物流现

状和发展目标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的水产品冷链

物流标准更加严格，造成不同地方冷链物流标准和

质量安全标准差异较大，导致冷链物流标准化工作

产生割裂现象，统筹化进展缓慢［23］。然后，已通过的

水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主要集中在运输、仓储、销售环

节上，针对上游起捕阶段的预冷处理、中游初级加工

阶段的制冷标准以及流通时全过程统一的数据采集

与传输标准较少［24］。最后，部分企业自身标准化建

设意识淡薄［25］，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在运输过程中采

用非标设备，以更低的价格参与竞争，扰乱了市场秩

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时有发生［10］，阻碍了行

业标准化发展。

2.5　信息化建设落后，冷链协调性不强

水产品冷链物流对时效性要求很高，在运输过

程中必须保证市场和运输信息都及时传递并高度准

确。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淡水产品冷链物流信

息化程度还比较低［26］，存在信息化建设进程缓慢，各

环节信息沟通不畅；信息资源分散，缺乏统筹开发利

用等问题［27］。一方面，淡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规模

普遍偏小，在开始建设冷链系统时，缺乏信息层面的

整体规划，导致冷链物流各环节相互割裂，信息流转

不畅；同时，冷链物流信息化前期投入成本高，投资

回收期长，小企业由于资金限制，会选择在短期内压

缩投资成本，有的环节没有配备信息采集与传输装

置，造成企业信息化建设程度不高［28］。另一方面，企

业担心经营信息泄露，发布供需信息的意愿不高，为

行业中分散的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增加难度。同

时，也缺乏一个区域性的水产品市场信息管理平台，

为淡水产品生产、加工、仓储、运输企业提供信息发

布和保护的渠道，造成冷库资源和运力浪费，行业运

作效率不高。

2.6　培训体系不完善，物流人才不足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

会对冷链人才供需的统计与分析，随着我国冷链行

业的快速发展，冷链物流人才缺口巨大，未来专业型

人才可能是制约冷链物流发展的一大因素［2］。而水

产品冷链物流人才则需要在熟知冷链物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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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较高等问题。我国冷藏车行业监管也还存在

一定问题，违规冷藏车数量较多。一方面，冷链运输

车辆缺乏规范的淘汰制度，一些冷藏车辆超年限使

用，制冷效果不好；另一方面，装备新技术的冷链运

输车辆购置和维护成本较高，企业配置较少［12］。出

于成本考虑，半挂冷藏车大多以二手海柜改装为主，

改装市场鱼龙混杂，改装车辆性能不佳，导致运输时

淡水产品损耗率偏高。根据《2019 农产品产地冷链

研究报告》（https：//www. sohu. com/a/341377291_
608787）显示，我国水产品冷链损耗率为 10%，与发

达国家（5%以下）还有一定差距。

2.3　管理体制不健全，物流业组织化程度低

我国淡水产业不断发展，生产流通主体呈现多

元化，市场活力不断增强，但管理体制问题也逐渐突

出。在生产方面，我国淡水产品以养殖为主，养殖主

体分散，产品聚集较难，而各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由于运行机制不规范，内部管理松散，运作的随意性

较大，导致规章制度不能有效落实、发展速度缓慢、

运营不协调、生产与市场需求衔接不畅［13］。在流通

方面，我国淡水产品的流通模式主要以批发市场为

核心，该模式中间环节较多［14-15］。众多的水产品供

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不仅形成了冗长的流

通渠道，而且各主体之间缺乏合作和明确的管理机

制，导致流通时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流通效率

低下［16-17］。同时，物流活动贯穿生产和流通活动之

中，又分属于不同管理部门。由于整个行业内缺少

一个宏观的管理协调组织，各部门与地区之间权力

与责任存在交叉、遗漏［18］，使得淡水产品物流业在规

划、建设上难以统一配置资源，造成物流运营过程中

各节点衔接不畅、运输方式不配套［19］，行业组织化程

度不高。

2.4　物流标准不完备，行业发展受到阻碍

标准化工作是水产品物流业发展的关键，影响

着物流行业发展的进程。目前，我国仍未建立起适

应淡水产品物流发展的工作标准、采集标准与传输

标准体系，物流非标准化装备和操作仍然存在［20］。

首先，我国水产品冷链物流起步较晚，一些标准还在

探索阶段，现行冷链物流标准也大多都是推荐性标

准，强制性标准不够［21］。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已颁

布农产品冷链物流相关标准 298项，与水产品冷链物

流管理的有关标准 30 项，其中强制性标准只有 1
项［2］。同时，这些标准只是对鲜活水产品和冷冻加工

水产品进行了区分，没有对淡水产品和海水产品进

行分类，然而不同的水产品的生物特性有所不同，所

需的储运条件可能不一样。其次，相关部门在制定

某些标准时未能充分调研和收集淡水产品加工、流

通企业的意见，部分标准只是参照国际物流标准法

规来制定［22］，因此，在流通时并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再次，我国冷链物流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冷链物流现

状和发展目标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的水产品冷链

物流标准更加严格，造成不同地方冷链物流标准和

质量安全标准差异较大，导致冷链物流标准化工作

产生割裂现象，统筹化进展缓慢［23］。然后，已通过的

水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主要集中在运输、仓储、销售环

节上，针对上游起捕阶段的预冷处理、中游初级加工

阶段的制冷标准以及流通时全过程统一的数据采集

与传输标准较少［24］。最后，部分企业自身标准化建

设意识淡薄［25］，为了降低运营成本，在运输过程中采

用非标设备，以更低的价格参与竞争，扰乱了市场秩

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时有发生［10］，阻碍了行

业标准化发展。

2.5　信息化建设落后，冷链协调性不强

水产品冷链物流对时效性要求很高，在运输过

程中必须保证市场和运输信息都及时传递并高度准

确。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淡水产品冷链物流信

息化程度还比较低［26］，存在信息化建设进程缓慢，各

环节信息沟通不畅；信息资源分散，缺乏统筹开发利

用等问题［27］。一方面，淡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规模

普遍偏小，在开始建设冷链系统时，缺乏信息层面的

整体规划，导致冷链物流各环节相互割裂，信息流转

不畅；同时，冷链物流信息化前期投入成本高，投资

回收期长，小企业由于资金限制，会选择在短期内压

缩投资成本，有的环节没有配备信息采集与传输装

置，造成企业信息化建设程度不高［28］。另一方面，企

业担心经营信息泄露，发布供需信息的意愿不高，为

行业中分散的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增加难度。同

时，也缺乏一个区域性的水产品市场信息管理平台，

为淡水产品生产、加工、仓储、运输企业提供信息发

布和保护的渠道，造成冷库资源和运力浪费，行业运

作效率不高。

2.6　培训体系不完善，物流人才不足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

会对冷链人才供需的统计与分析，随着我国冷链行

业的快速发展，冷链物流人才缺口巨大，未来专业型

人才可能是制约冷链物流发展的一大因素［2］。而水

产品冷链物流人才则需要在熟知冷链物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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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要掌握水产学、水产品加工与贮藏等方面的知

识。但是，目前在高校中，只有少部分院校开设冷链

物流管理专业，对冷链物流人才知识结构、操作技

能、职业素质进行培养［29］，更不用说专门针对淡水产

品冷链物流技术进行人才培养。对于开设相关专业

的高校，所培养人才又存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问

题。在企业中，由于人才培养的复杂性和成本费用

较高，企业对参与到冷链物流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并

不高［30］；同时，企业又不重视员工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培训，造成了目前很多冷链物流企业人才缺乏、管理

方法落后等现象［22］。

3　发展中国淡水产品物流产业的

建议

3.1　深化淡水产品加工业发展，创新冷链物流

模式

水产品加工是渔业生产的延续，是连接渔业生

产和流通的纽带［31］。在淡水渔业加工方面，要依托

现有技术体系，不断深化研究，制定淡水产品品质评

价与分级标准，揭示微流水处理对鱼虾肌肉品质提

升机理［32］，加强臭氧水减菌漂洗机制研究与应用推

广［33］，开发淡水鱼糜节水漂洗技术，探究预制调理水

产品的品质形成机制以及速冻保鲜技术，确定预制

调理水产制品烹饪方式和条件。同时，随着淡水加

工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加工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构建以淡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为核心的冷链物流体

系［34］，可以利用加工企业的影响力，与上下游企业开

展战略合作，形成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一体化的冷

链物流运营体系。

3.2　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储运设

施建设

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落实企业金融服务，

如税收减免、放宽融资条件等；同时，积极引导社会

资金，形成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鼓励科研机构、相

关企业积极参与技术开发与创新，加强保活运输应

激控制技术、产地预冷技术、冰温气调保鲜技术、冷

链物流全程监测技术等的基础研究，以相应的理论

技术指导储运设备的改造升级；加大对新型运输设

备、智能化仓储设施、新型制冷剂与绿色保温材料的

研发力度［35］，补齐水产品多温运输车、智慧冷库、装

卸搬运设备短板。各地政府也要出台相应政策，指

导冷库用地的审批，不得因冷库对财政收入贡献较

小，而增加审批难度；同时，国家也要出台冷链运输

车改装技术标准，规范冷链运输车辆改装市场，加大

对违规冷藏车辆的处罚力度；对相关生产、加工企业

购置新型储运装备，提供一定比例的减免政策，引导

企业对冷链设施的改造升级。

3.3　加强淡水产品物流管理，向供应链管理延伸

完善的淡水产品物流管理体系，能够缩短淡水

产品流通环节，提高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加强

淡水产品物流管理，首先要提升淡水产品冷链物流

企业精细化、统筹化的管理能力，不仅要对生产加

工、装卸搬运、仓储运输各环节制定详细的温度管控

和信息资源管理措施，并加以监督执行，也要运用冷

链数据管理平台，将原来的各环节分散式管理转变

成一体化管理，提升企业的运作效率。其次，渔业中

介组织是连接生产与市场的关键环节，要充分发挥

各类中介组织的作用，建立以政府引导、冷链物流行

业协会监督、淡水产品代理商或经纪人为主体的水

产中介组织体系［36］。最后，要加强淡水产业各环节

整合，明确各级水产品部门之间的管理体制［37］和各

参与主体利益分配机制，促进淡水产品生产主体、加

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物流企业战略合作的同时，也要

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保障商流、信息

流、资金流、物流有效传递，以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

化为目标，实现产业保值增值。

3.4　推进标准化建设，完备技术标准体系

淡水产业要关注淡水产品物流操作规范和技术

标准，推动质量安全认证和市场准入制度，建立冷链

物流全程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淡水产品品质。首先，

国家在制定标准时，要广泛征求意见，与水产品商会

协会充分讨论，切实保证制定的标准符合实际、能落

实；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扩大强制性标准范围，强

制企业朝着标准化的方向运作发展。其次，要对水

产品冷链物流标准进行划分，针对不同品种的淡水

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制定淡水产品捕捞、分级、加工、

冷冻、包装、冷链运输、配送等各环节的操作与管理

标准。最后，政府要围绕淡水产品质量全程监控和

追溯体系建设，制定统一的冷链物流作业标准、物联

网信息采集与传输标准、各个物流节点之间的交互

标准等，形成物联网建设标准体系，指导相关冷链企

业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物联网化改造［38］，推动全行业

进行标准化运作。

3.5　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全程监控与追溯体系

信息技术是现代冷链物流体系的基础，冷链物

流信息化建设需要多方协作努力。政府一方面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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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政策支持和增加资金投入，鼓励企业采购信息化

设备和运用信息化工具。企业要充分利用政策扶持

和资金补助，采购具有温湿度自动调节、数据自动记

录、异常提醒、远程操控等功能的新设备，运用物联

网、大数据、5G等新技术，将这些功能集成到一个监

管平台上，形成一体化的水产品监控管理模式。另

一方面，政府要与水产品商会协会、骨干企业共同搭

建供应链一体化运作的水产品冷链物流信息交易平

台，在整合市场供需信息，提供冷链车货匹配、仓货

匹配、多温配送等信息综合服务（http：//www.gov.
cn/zhengce/content/2021-12/12/content_5660244.
htm），提高物流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政府也应与高

校合作，以大数据为基础开发出适合企业生产管理

和政府监控与追溯的信息平台，先在一批企业里面

推广使用，对平台进行迭代后，在行业内进行大范围

推广，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而且政府也能

全程监控不同生产、加工、流通企业中水产品的状

态［39］，及时对流通中不合格的水产品进行干预，实现

从池塘到餐桌的全方位监控与追溯。

3.6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冷链物流的核心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而

淡水产品的易腐性、地域性、季节性决定了其物流管

理的复杂程度，这要求相关人才不仅要掌握冷链物

流运营与管理知识，也要熟知不同淡水产品特性。

因此，为建立健全淡水产品物流的人才培养机制，相

关高校要密切关注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动态，在已

有冷链技术与管理的基础上，增设水产品保鲜与储

运、水产品加工等相关专业课程的同时，也要了解企

业用人需求，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推荐学生去相

关企业实习、就业，形成技术、实践、管理多层次的淡

水产品物流业人才培养体系。政府和企业也要聘请

技术专家对相关产业人士定期培训，提升从业人员

技术水准，提高行业整体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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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freshwater product logistics in China

CHEN Hao1,2,HU Yang1,2,LIU Ru1,2,3,XIONG Shanbai1,2,3

1.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National R & D Branch Center for Conventional Freshwater Fish Processing， Wuhan 430070， China；
3.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Green Development for Conventional Aquatic Biological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Freshwater product logist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fishing，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of freshwater products. It is a major way to ensure the large-scale circulation of freshwater prod⁃
uct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nsumption imbalance. China is a major producer and consumer of freshwa⁃
ter products. Freshwater products are perishable， seasonal， and regional， which bring some challenges to 
the circulation of freshwater products.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s freshwater products lo⁃
gistics was introduced， including freshwater product production， circulation form， infrastructure， and poli⁃
cy environment. And the present problem was analyzed， such as freshwater product processing capacity，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logistics standard， 
cold-chain logistics personnel， and other aspect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fresh⁃
water product logistics industry in China. It was anticipat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
ment of freshwater product logistics industry.

Keywords freshwater products； cold chain logis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of things；       
smart cold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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