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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富甘肃特色的展馆内，甘肃物流企
业集中宣传展示了各自的企业特点、业务板
块、擅长领域、最新的物流技术和方案，吸引
了众多观众驻足了解和洽谈对接，展示了甘
肃物流风采，达成了一些初步合作意向。

甘肃省万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
彦明对招商签约环节印象深刻：“项目多、质
量好，我们很受鼓舞，希望未来能在厦门开拓
公司业务。”

“通过大会，我们与知名企业对接，共同
投资建设物流园项目，这能更好地服务建设

‘一带一路’。”武威保税物流中心董事长方红

明说。
一场盛会结硕果。作为“2022 港航物流

产业展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2021 港航物
流年度企业”授牌仪式，“中国优势货运代理
推荐品牌暨航运物流科技推荐品牌”发布仪
式同时举办，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中外运集装
箱运输有限公司等十家企业获得 2021 港航物
流年度企业—数字航运先锋称号，山东省港
口集团有限公司、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三家企业获得 2021 港航物流年度企业—
智慧港口力量称号。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整场大会在
提供完善软硬件设施及高水平会务服务的同
时，精心安排设置厦门展览展示，将厦门历史
文化底蕴、区位发展优势，尤其是作为国家物
流枢纽城市的发展谋划，以图文结合的方式
精心布展，充分展示厦门新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举办了《冷链物流公
铁水联运通用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启动仪式。
该标准将从冷链物流入手，从团体标准开始，把
社团组织的统筹、协调作用发挥出来，共同推进
城市物流相关的标准体系尽快完善，为中国冷
链物流的健康发展作出宝贵贡献。

6 月 30 日，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 物 流 节 暨 第 二 十 届 中 国 国 际
运 输 与 物 流 博 览 会 开 幕 式 在 厦
门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举 行 。 中 国 国
际物流节由国家发改委、交通运
输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及二
十多个国家级行业协会支持，中
国 交 通 运 输 协 会 主 办 。 本 届 中
国国际物流节以“智慧、绿色、民
生”为主题，务实搭建交流与合
作平台。

此 次 物 流 节 采 用 线 上 和 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交流，举行
了“2021 港 航 物 流 年 度 企 业 ”授
牌仪式、中国优势货运代理推荐
品 牌 暨 航 运 物 流 科 技 推 荐 品 牌
发布仪式等活动。会上，包括中
远海运物流、中国外运股份、京
东物流、顺丰等知名企业，在展
会上“秀”出港航物流业最前沿
的技术、最智慧的物流解决方案
以及综合一体化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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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位于东南要冲，
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国家物流枢纽、东南国
际航运中心、中国（福建）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组 成 部
分，物流业在全市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内外专家学者、物
流界精英翘楚共赴厦门之
约，一起围绕构建现代流
通体系与畅通双循环、推
动经济优化升级等主题探
讨交流、建言献策。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行业领军代表等通过线上
方式参加会议，参展商超
三百家。

会上，与会专家的观
点高度契合——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
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新机遇，国内外形势日
趋复杂也给物流行业高质
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物流业一头连
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已成为现代
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中间链
条；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
节，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需求的
客观需要，也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
争力的必由之路。

我国是世界物流大国，然而，现代
物流体系建设仍任重道远。

大家纷纷提出解决路径：构建现
代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构建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建立健全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用数字化带动物流降本增
效，推动物流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
推进物流枢纽建设，畅通物流渠道，
促进物流企业、制造企业、商贸企业

及关联行业紧密合作、深
度融合……

在 开 幕 式 致 辞 环 节 ,
中 国 交 通 运 输 协 会 会 长
胡亚东表示，在疫情的影
响下，交通运输与物流作
为 连 接 供 给 、需 求 的 桥
梁，不确定性增加，物流
产业面临生存、变革、发
展 压 力 。 但 中 国 经 济 长
期 向 好 的 基 本 面 没 有 改
变，“十四五”不断涌现的
政策红利，构建新发展格
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需求，使交通运输与物
流 产 业 发 展 过 程 中 机 遇
与挑战并存。

厦门市副市长黄燕添
在致辞中表示，疫情以来，
国际、国内供应链重塑，物
流业面临严峻考验。全力
以赴保通保畅，为稳住经
济大盘、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

转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本届
物流节是厦门市今年以来举办的较大
规模的会展活动，既是展示厦门市交
通物流建设发展成就的一个窗口，又
有助于扩大厦门市现代物流业的“朋
友圈”和影响力，为厦门市物流行业
与海内外各界搭建共商共建共享共赢
的合作平台。

物流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
环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当
前外贸所处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
杂，跨境物流发展面临诸多风险挑
战，但相关企业坚守主业、紧密合作，
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确保
跨境物流安全、平稳、高效运转，助力
稳外贸，并为保产业链供应链作出贡
献。

聚焦最前沿 凝聚新共识

主论坛权威解读，分论坛聚焦前沿，在有
限的时空里，几位行业大咖纵览物流体系建
设脉络，探寻具体问题应对方法，在产业升
级、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科技运用、创新驱动
等话题上找到诸多共识，也让厦门更加坚定
了发展现代化物流产业的信心与决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副主
任黄鑫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不遇之
大变局，国家铁路集团将充分发挥铁路大动
脉作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进
货运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优化货运产品体系
建设，加强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创新货运营
销机制建设，从而全面提升铁路物流服务基
础保障、物流服务多样化、差异化保障能力，

以及各种运输方式和企业之间的融合发展能
力。

做客厦门，专家们热心为东道主“把脉开
方”——打造国内、国际互联互通的国际物流
网络，依托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国际物流公共服
务平台，为企业“走出去”和开展国际合作提
供物流服务保障……

中远海运集团总经理助理兼中远海运物
流董事长韩骏以视频形式发表演讲。他表示，
当前，运输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铁路运输比重
稳步提升，多式联运融合发展加速，交通能源
动力变革提速，新能源车辆日益普及，智慧物
流发展渐入佳境。物流业在大幅提升效率的

同时，也将以更少的排放，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中车长江集团、菜鸟物流、中通快运、京

东物流等企业负责人还分别围绕物流业数字
化转型、现代物流装备创新发展等行业热点
话题进行了分享。他们认为，创新和数字化
转型是当今物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把握住
该风口的企业将在这条赛道上脱颖而出，甚
至成为行业的引领者。

当前，数字产业正在成为经济转型升级
的新引擎，以数字化转型为载体驱动物流行
业结构性变革、推动物流行业低碳绿色发
展，既是现实急迫需求，也是行业发展方
向。专家们一致认为，现代流通体系需要科
技支撑。

搭建大平台 交出新答卷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物流节会场。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物流节组委会供图

齐聚盛“厦”共话物流
□ 全媒记者 王有哲

近段时间，新东方旗下的“东方甄选”
直播间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与此同时，
也让冷链物流与农产品直播带货的故事
走向了台前。

频发的带货事故

6月 20日，“东方甄选被投诉桃子霉烂
长毛”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这并非东方
甄选首次被爆出品控问题。此前也曾有
消费者反映过“馒头带毛发”“油杏重量不
达标”“大虾产品收到时冰已融化”等一系
列质量问题。农产品带货“翻车”不仅仅
是“东方甄选”的问题，在生鲜直播红火的
背后，充斥着大量品质“翻车”事故。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甄选直播带货的
主要品类是以食品为主的生鲜农产品。
与传统的工业品、食品直播带货不同，农
产品线上销售存在三大难点：第一，农产
品属于非标品，品质不好控制；第二，生鲜
农产品物流难度高，难以实现长期保存，
运输时间长就易产生损坏；第三，产品利
润率低，一般毛利率不超过 10%—15%。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具备对货源、物流渠
道完全把控能力的线上主播出现“翻车”
现象也在意料之中。

在面对链路复杂、环节诸多、主体多
样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下，各类产品的品
质仍然难以得到完全的把控，“翻车”问题
仍会持续存在。

核心问题的分析

纵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结构，笔者发

现以下四点核心问题：
其一，现有主流供应链构成方式难以

支撑产品品质保障需求。以“东方甄选”带
货事故为例，由于东方甄选在货源、物流等
方面品控能力不足，因此该水蜜桃供应链
属于典型的分布式决策情形。所谓分布式
决策情形是指：供应链中，供应商和零售商
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行为，以实
现自身成本收益的最优。而集中式决策过
程的目标是使得包括供应商、零售商、消费
者等在内的供应链各方整体利益最优。由
于分散式决策下双重边际效应的存在，供
应商和零售商可能会投入更少的保鲜努力
水平，最终导致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其二，产地（品牌）直发的双刃剑。在
农产品直播带货火热的当下，类似于“东方
甄选”的主播带货团队，大部分采用的都是

“签约代售、产地（品牌）直发”模式。在此
情况下，主播团队可以在前端选品时，对于
产品及厂家的资质进行查验。但在实际运
营过程中，易出现产地（品牌）实际发运产
品与前期审核产品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
产地（品牌）直发模式对于生鲜农产品直播
带货销售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产地
（品牌）直发可以减少中间的中转环节，提
高物流效率；但同时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
主播团队对于实际发运的产品品质和流通
过程难以把控，最终造成“翻车”事故。

其三，包含冷链物流在内的供应商选
择及考核标准不完善。生鲜农产品对于
生产加工以及流通环节的操作要求较高，
且各个环节均需处于符合标准的情况下，
才可真正意义上保证产品品质。因此，在
供应商管理的过程中，对于各类供应商主

体还应该建立完善的选择和过程考核标
准。即在选拔合适的供应商的同时，对于
供应商实际过程中的操作进行监控，及时
替换不符合规范的供应商，确保全供应链
处于可控状态，保证产品最终交付品质。

其四，打造透明供应链迫在眉睫。基
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全程的高标准操作
要求，建立透明化、可追溯的供应链体系
迫在眉睫。提高生鲜农产品品质，保障食
用食品安全，需要有透明供应链的支撑。
在现阶段，能够实现全程透明可视的企业
还属于少数，多数情况下，还是处于“盲
盒”状态下进行产品流转，这也进一步增
加了产品“翻车”的风险。

品质保障的利器

生鲜农产品具有新鲜度随时间推移而
逐渐消逝的特性，因此在流通渠道中的保
鲜能够使得生鲜农产品在线上零售时有
更高的新鲜度，可以吸引消费者增加购买
机率。

而冷链物流为所需运输、仓储及流通
加工的货品，提供最为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环境。抑制了细菌的活性，降低细菌在此
过程中的繁殖量，尽可能保证货品的品
质。低温环境对于绝大多数细菌数量的
增长有着明显的遏制效果，在货品流通的
过程中，冷链物流能够尽量让这些食品、
生鲜、药品等不受到细菌的侵害，为货品
的品质和安全提供保障，延长生鲜农产品
的储存期限。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冷链物流在我国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唐代，

但是国内系统性发展集中在近十余年的时
间，自 2008年奥运会后，国内冷链物流进入
到系统性、跨步式发展阶段。

冷链物流是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
实现消费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

一方面，伴随着国家陆续出台支持冷
链物流发展的相关政策 ,包括冷藏车、冷库
在内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得到完善 ,冷链
产业成为健全城乡双向流通体系、推动乡
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通过发
展冷链物流实现农民增收和保障“菜篮
子”安全。

另一方面，冷链物流在消费升级方面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我国居民
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进口冷链食品成为
新的风口。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给电商冷
链供应链带来的巨大影响不容小觑。它
不仅让更多的消费者包括过去从来不碰
网购的老年消费者，加入到了生鲜食材网
购大军，并为未来更为广泛的餐饮食材供
应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伴随着消费者对生鲜消费需求的持续
旺盛，冷链物流得到了飞速发展。自 2010
年起，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开始逐步扩
大，冷链物流总体呈现健康、快速、稳定的
发展态势，基础设施规模进一步增加，设
施建设更趋理性，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
善，行业发展模式日趋多元化。

（中物联冷链委供稿）

冷链如何为农产品直播带货“解围”？ 本报讯（全媒记者 刘知微）7
月 7 日，国家邮政局举行 2022 年
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
《2022 年 6 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
报告》（简称《报告》），并对上半
年行业运行情况进行解读。 6 月
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289.4，环比
增长 7.5%，行业规模恢复进程加
快，基础能力提升明显，发展态势
回暖向好。

《报告》显示，6月快递发展规
模指数为 386.5，环比提高 12.1%。
上半年，快递业务量预计将超 500
亿件，约同比增长 3.6%，业务收入
预计接近 5000 亿元，约同比增长
2.8% 。 快 递 服 务 质 量 指 数 为
334.9，环比提升 1 个百分点，上半
年，受部分月度网络阻断影响，服
务时效小幅下降，但服务质量总
体保持较高水平。快递业细化升
级操作规范，加强常态化监测，分
级分类分区分企多管齐下保障服
务通畅；积极推动服务分层与产
品分类，针对消费者需求，开展多
样化定制服务；聚焦时效提升与
按需服务两个领域，模式化优化
助力末端提质。快递发展能力指
数为 221.6，环比提升 11.7%。上半
年，行业不断强化能力建设，厚植行业基础，
发展能力稳步提高。快递企业不断加大枢纽
节点建设力度，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完善
综合运输体系，加速拓展网络辐射范围，不断
优化运输路线，增强运输网络联通性。

下半年，保通保畅政策红利效果将进一
步显现，线上消费渐回活跃区间，行业发展
环境日益优化，传统运行旺季的潜力空间依
然可期，前期投入带来的能力提升，将推动
行业在畅通经济循环与支撑实体经济中发
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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