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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但是成效并不显著。物流周期长、损耗大、费用高的问题仍

然没有得到解决，果蔬类农产品在流通环节的耗损率仍然高达25%-

30%左右，而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耗损率却低

于5%，其中美国的耗损率仅有1%-

2%。因此对陕西省的果蔬类农产品的物流配送模式进行优化研究，构建

高效率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显得十分必要。  



借鉴国内外发达国家先进的果蔬类物流配送模式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陕西

省的果蔬类物流配送模式作为时政研究，并结合陕西省果蔬类农产品的实

际情况，对现有的果蔬类物流配送体系进行剖析，分析现有的果蔬类农产

品物流配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以批发市场为核心的配送

模式、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配送模式、以中介组织为核心的配送模式。最

后针对以上分析提出了保障陕西省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优化模式顺利实

施的相关措施与对策建议 :加强果蔬类农产品物流设施建设、提高果蔬类

物流信息化水平、加强物流人才培养、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及加强政府调

控与扶持等建议，以促进陕西省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的完善。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批发市场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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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log is t ics  model  of  

Shanx i  prov ince  has  some deve lopment，  but  the  ef fect  i s  

not  s ign i f i cant .  The long logis t ics，  

the  b ig  loss  and the  h igh cost  have not  been so lved .  The 

deplet ion rate  of  the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in  the  c i rcu lat ion i s  s t i l l  as  h igh as  about  25% to 

30%.The deplet ion rate  of  the  countr ies  which have 

deve loped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log is t ics  model  i s  less  than 5% and the  deplet ion rate  of  

Amer ica  i s  1% to 2%.So i t  i s  necessary  to  do research on 

the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log is t ics  

model  of  Shanx i  prov ince  and bui ld  a  h igh ef f i c ient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log is t ics  model .  



In this  essay，  I  combine the logist ics theory，  the pract ice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character i s t i cs  of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learn  f rom the deve loped 



countr ies  exper iences  and lessons  on advanced logis t ics  

and d is t r ibut ion pat terns  of  f ru i ts  and vegetables  at  home 

and abroad，  choose f ru i ts  and vegetable  logis t ics  model  

of  Shanx i  

Prov ince  as  an example  and combine wi th  the  actua l  

s i tuat ion of  the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in  

Shanx i  Prov ince  to  ana lyze  the  ex is t ing f ru i t  and vegetable  

log is t ics  d is t r ibut ion system and ana 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ex is t ing d is t r ibut ion process  of  the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log is t i cs .  I  put  forward the 

suggest ions  of  s t rengthening 

the  estab l i shment  of  the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log is t ics  fac i l i t ies，  

improv ing the  logis t ics  in format ion leve l  of  the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s t rengthening log is t ics  personnel  t ra in ing，  deve loping the  

th i rd-party  log is t ics  enterpr i ses  

and s t 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  regulat ion to  promote 

the  f ru i t  and vegetable  agr icu l tura l  products  log is t ics  

d is t r ibut ion model  of  Shanx i  Prov ince .  

KEY WORDS :  t he  f ru i t  and  vege tab le  ag r i cu l tu ra l  

p roduc t s，  l og i s t i c s  de l i ve ry  modes  

log is t ics  system，  wholesa l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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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论文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研究背景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

，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由于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产销衔接

不合理，农产品供求仍存在区域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农产品中鲜活的

果蔬类农产品，具有生产的季节性强、不耐储藏和运输、容易腐烂变质、

流通环节商品损耗率高的特点。果蔬类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受流通环节的

明显制约，流通过程中物流费用高、效率低。由于我国目前普遍采用以自

然物流或常温物流为主的农产品物流方式，导致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损

失很大。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摘、运输、储存、

加工等物流环节上的损失率在  25%-

30%左右，也就是说1/4强的农产品在物流环节中被消耗掉了。而发达国

家的果蔬损失率能够控制在5%以下，美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则更为典型

，农产品可以一直处于采后生理需要的低温状态，并构成一条“冷链”，

[1 ]使水果蔬菜在物流环节的损耗率仅有l%-

2%。另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果蔬类农产品出口频频受到限制，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这其中很大程度上也与我国现有的果蔬类农产品

物流模式有关。 

另据统计，我国每年有3 .7万吨蔬菜、水果在运送路上腐烂，如此之多的

农产品足可以供养2亿人的生活。农产品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生鲜超市

都不完善，需要改造升级 ;物流过程损耗严重、管理运营水平低下、信息

化水平不高、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以及物流人才缺乏等都是我国农产品物流

面临的几个严重问题。而在我国建立生鲜

[2 ]农产品的物流体系比较困难，环节过多，成本高，损耗大。因而，及时开展

相关内容的系统研究和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物流体系，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自2004年开始，中共

中央连续七年出台的“一号文件”都把重心放在“三农”问题上，农产品

物流也日益受到重视。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健全农村

市场体系，发展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物流产业。2008年12月，商务部、

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

[3 ]作的通知》，提出要积极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推进鲜活农产品“超市

+基地”的供应链模式，引导大型连锁超市直接与鲜活农产品产地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对接，培育大型农产品流通企业与自主品牌，保障城乡居民食品安全

，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9年6

月，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发布《关

1 

西安工程大学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 )  

于做好农产品“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试点省在试点企业

选择上应给予高度重视，试点企业应该建立自有的鲜活农产品直接采购基

地，与对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制订完善的“农超

对接”项目发展规划。由此可见，发展农产品物流特别是连锁超市主导型

农产品物流已成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迫切需要对

连锁超市主导型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进行研究，建立一套完整、便捷、

高效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运行机制和模式，力促农产品生产者减损增收、

消费者能够购买到价格合理且“放心”的农产品，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

展中

[4 ]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 )研究意义  



目前，我国农产品物流领域的研究工作已从概念和理论的阐释阶段进入结

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阶段，但多数关注宏观以及定性描述，且以工程类

和管理类居多，将农产品物流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的成果仍属少数，而

且站在区域经济层面的研究农产品物流系统优化问题的就更是缺乏。虽然

目前也有些成果，但基本上是从定性的角

[5 ]度上宏观探索，缺乏理论支持和定量研究，研究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系统深

入研究。 

从理论意义上看，现阶段，我国物流理论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

但多是从工业制造业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农产品物流体系的研究则多是

从概念或某些节点企业等方面进行探讨，缺乏从整体视角进行全局性研究

。特别是对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研究还相对滞后，基于连锁超市主导

型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也仅在近几年才受到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重

视。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因其具有独特性、复杂性和非均衡性等特征，本文

期盼在结合我国农业和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整体及系统的角

度对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的构建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以期探索出一套

符合我国国情的连锁超市主导型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  

研究连锁超市主导型物流配送模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将现代物

流理论引入到连锁超市主导型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实践中，能够极大地推动

农业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连锁超市和处于物流链上游的生产者对接起来，

有利于解决当前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中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其次，以所

构建的物流模式作支撑，可以为连锁超市提供参考建议，指导其加快发展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提高企业的经营竞争力，以推动零售业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有利于实现果蔬类农产品质量“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控，

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这对建立现代农产品流通体制、增加农民收

入和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及应用现状  

(1 )国内外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方面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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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外对物流的研究和实践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对果蔬类农产品物

流的研究从物流概念的产生就已经开始。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果蔬类

农产品物流概念的

[6 ]界定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各国纷纷开展对物流系统的研究，并侧重于

物流实证的研究。Gigler等学者利用动态规划建立了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

优化模型，并定义了果蔬类农产品外观和质量两种特征，指出了不同情况下

参与者采取何种策略可以达到供应链成本的最小化。 

目前国外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

范畴，主要是针对供应链的设计和优化、供应链参考模型、预测和计划方

法、信息共享和补充协调、合作伙伴的评价与选择、协调供应链管理、供

应链集成与重组、全球供应链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有代表性的有 :Omar  

Ahumada分别从果蔬类农产品和非果蔬类农产品两方面总结了农产品供

应链的应用模型 (Omar  

Ahumada，2009)。Meuwissen探讨了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中的责任

风险 (Meuwissen l，2008)。Lear  and Revoredo-Cr iha  

C以UK大麦供应链为例研究了加强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整合问题。 (Leat  

and Revoredo-Giha 

C，2008)。Karmer研究了蔬菜供应链，认为蔬菜供应链本身对于其基

础组织来讲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来自蔬菜供应链的运作过程

、管理水平甚至技术层面。Golan等根据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发展阶段

，把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划分为哑铃型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T型果蔬类

农产品供应链、对称型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和混合型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

四种范式 (Golan，E(等，2003)。Choy提出了一个广义的物流信息管

理平台 In tegrated Logis t ics  In format ion Management  

System( IL IMS)，将国内外的物流信息服务与物流运作连为一体，以较

低的成本满足

[7 ]物流系统运营需要，并给出了一个(ILMS)的运行实例(Choy，2006)。 

(2 )国内外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方面的应用现状  



谈到国外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主要有三种典型模式 :日本模式代表

了包括韩国在内的先进的亚洲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美国模式代表了包括加

拿大在内的先进的北美果蔬类农产品物流，荷兰模式代表了先进的欧洲诸

国模式。  

?  日本的果蔬类农产品批发  

日本的农业生产规模小、种植分散，果蔬类农产品国内供给不足，必须依

靠大量

[8 ]进口来满足国内果蔬类农产品需求。农业生产的现实状况决定了日本的果蔬

类农产品物流具有以下特征: 

农业合作组织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前端发挥着重要作用。农协是日本最主

要的农业合作组织。批发市场中最主要的产地供货团体是农协，各大中小

城市都有农协直接参加或组织的果蔬类农产品批发市场。农协利用自己的

组织系统，以及拥有保鲜、加工、包装、运输、信息网络等现代化物流技

术的优势，担当了农户与批发商之间的产地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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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地批发市场发挥着重要的果蔬类农产品集散作用。日本的果蔬类农产品

批发市场有中央批发市场、地方批发市场和其他批发市场三层等级。其中

，中央批发市场由政府兴建，目的是确保大宗进口果蔬类农产品的有效分

货、紧缺果蔬类农产品供给的区域平衡以及重要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生鲜食

品的合理流通。地方性市场和其他市场的设立目的则是保证小范围区域内

果蔬类农产品的均衡供应。  

日本拥有完善先进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设备和技术。日本的批发

市场信息化程度很高，可以全国乃至与世界主要批发市场联网，果蔬类农

产品交易时双方实行只看样品的信息交易，而实物则由产地直接向超级市

场等集配中心运送。  



日本在大中城市、港口、主要公路枢纽都对物流设施用地进行了合理规划

，高速公路网、新干线铁路运输网、沿海港湾设施、航空枢纽港、流通聚

集地等基础设施完善。日本还建立了一批加工厂、预冷库、冷藏库、运输

中心等，大量投资和使用现代化的物流技术和装备。日本已普遍采用鲜活

果蔬类农产品从预冷、整理、储藏、冷冻、运输等规范配套的流通方式，

产后的商品化处理几乎达到100%。  

目前日本果蔬类农产品加工比例在60%以上。  

从日本建设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的经验来看，  

首先，农协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农协是由

单个农户自愿联合组织起来的群众经济组织，是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力量的

遍及全国的民办官助的农民经济团体。农协是农民进入流通领域的关键环

节，也是批发市场中最主要的产地供货组织。据了解，日本果蔬类农产品

生产总量的80%,90%是经由批发市场进入终端消费，其中农协组织提供

的果蔬类农产品占到批发市场贸易量的60%以上。其次，政府对果蔬类

农产品物流的建设进行严格的管制。日本果蔬类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开设实

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中央批发市场、地方批发市场以及其他批发市场须根

据《批发市场法》和各种条例进行建设。  

?  加拿大的果蔬类农产品冷链物流  

[9 ]加拿大果蔬类农产品冷链物流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建起了水运、铁路、公路

、民航共同发展的综合冷链物流体系，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实现了较好的衔接

和配合，形成了与加拿大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冷链物流网络。主要有三大冷链

运输走廊，一是以哈利法克斯港和蒙特利尔港为中心的东海岸运输走廊，覆

盖大西洋的主要海运业务;二是以温哥华为中心的西海岸运输走廓，主要处理

加拿大与亚太地区和国家的贸易货物;三是以五大湖地区为中心，由公路和铁

路组成的跨越美加口岸的南北运输走廓，联系着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往

来。此外，东西海岸间形成了沿美加边境、贯穿东西的加拿大铁路公司(CN)

和太平洋铁路公司(CP)的铁路运输通道和畅通发达的高速公路运输网络，以

及联接五大湖地区与东海岸的圣劳伦斯水道系统。 



加拿大冷链物流的发展特点与其人口、经济分布及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

首先是人口因素。加拿大幅员辽阔，但人口总数仅3200万，并集中分布

在美加边境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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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5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十大城市之中。与人口分布相对应，形成了加

拿大相对集中的区域经济结构特点。经济结构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加拿大的

冷链物流业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如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

华、渥太华和魁北克等，形成了有效连接各大城市的长距离运输通道。同

时，加拿大的原材料产地与加工业中心距离往往较远，也要求加拿大必须

有一个良好、高效的冷链物流体系。其次是国际贸易。国际  

贸易在加拿大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在出口贸易中，美国占83 .6%，欧

洲5 .5%，日本3%;在进口贸易中，美国占71%，欧洲8%，日本3 .2%。

大量的进出口贸易要以发达的、高效的冷链物流体系为基础。第三是企业

组织结构的变化。加拿大作为发达国家，因其劳动力的成本价格昂贵和环

境保护等要求较高，企业将生产过程分解，把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转向劳动

力价格较低的地区，把有污染的生产环节转向发展中国家，因此产生了大

量生产过程对运输以及配送服务的需求，促进了多式联运的发展。上述几

个方面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加拿大要有一个先进的、高效的和低成本的冷链

物流体系，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  荷兰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  

[10]荷兰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区，具有先天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欧洲地区的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枢纽。旺盛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需求促使荷兰建立了高效

先进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 



荷兰建立了很多专业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中心。荷兰有许多分工不同的专

业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中心，如专门从事进出口可可豆的阿姆斯特丹港，经

营水果批发的弗拉辛港，经营鱼、肉等冷冻食品的埃姆斯哈芬港和经营水

产品的埃姆伊敦港等。这些专业的物流中心一般建在靠近种植区或果蔬类

农产品交易市场的附近，以方便在收到果蔬类农产品后根据交易的具体要

求，对果蔬类农产品进行分类、加工、包装以及储存配送。比如，鹿特丹

靠近水果等农作物种植区，港区四周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水路运输也非常

发达，因此顺利成为荷兰水果物流中心 ;阿姆斯特丹—

斯希波尔机场靠近荷兰的花卉种植基地和进出口中心—

阿尔斯梅尔，则成为花卉物流中心。  

荷兰拥有成熟的冷冻行业。荷兰的冷冻储运业非常发达，目前世界上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均制冷和冷冻容积量能够超过荷兰，果蔬类农产品行业

中大多数公司都具有现代化的制冷技术设备，能够保证高质量的果蔬类农

产品物流  。  

荷兰建立了先进的电子虚拟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供应链。荷兰通过网络连接

农业的生产资料供应商、生产商、种植主、批发商、零售商，形成了农业

供应链，并建立了花卉和园艺中心的电子信息订货系统。电子化农业产品

交易市场可以向全球的广大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服务。  

从荷兰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可看出，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首先具有专业

化特点，水果、花卉、水产、肉类等专业的物流中心相比综合类的物流中

心更能节约资源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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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效率。其次，先进的冷链是保障果蔬类农产品物流质量不可缺少的基础

，绝大多数果蔬类农产品都是鲜活货物，  

需要温度控制的环境才能保证品质。第三，运用信息化的网络手段建立虚

拟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供应链，以协调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生产商、种

植主、批发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的信息。电子供应链体现了荷兰果蔬类



农产品物流系统的先进，但这需要荷兰甚至欧洲地区具有普遍信息化的先

决条件以及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上的从业者都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  



总结各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可发现，无论哪一种模式，政府都在发挥

着重要作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都没有完全市场化。首先，政府主动对果

蔬类农产品物流投资建设各种基础设施设备，比如信息化技术和冷链设备

，比如美国对全国农业信息系统的建设，日本对冷链基础设施的建设，荷

兰政府对于建设面向全欧洲的配送中心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和贷款贴息。

其次，政府对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参与者实行相对其它行业更为严格的管制

和立法规范。比如日本实施的《批发市场法》、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

和化妆品法》、加拿大的《食品药品法》等等。此外，无论建设哪一种模

式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冷链与信息系统、包装加工等专业设施设备必不

可少且技术先进，这是保证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有效运作的必备条件。  

(3 )国内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方面的研究现状  

[11]在国内，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建设的研究还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领域。

由于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与物流系统相关的其他各类要素存在着极大的差

异性以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很难用时间序列对我国的果蔬类农

产品物流的模式发展进行系统归纳。 

物流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进入中国，将物流视为一项产业进行

研究和推动是从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

，物流产业发展缺乏成熟的市场环境，相应的物流研究没有真正深入的开

展起来。直到9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物流产业的

发展逐渐引起了政府、企业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关注。如今。物流产业作为

一项新兴产业呈现了旺盛的发展势头，物流研究逐渐成为经济研究的热门

领域。然而，由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加上农村经济落后

、农户分散等原因，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产业的发展相对较为落后。随着国

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对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关注和研究开始逐渐增

多。从国内文献来看，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研究虽刚刚起步，虽然取得了一

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还比较

落后。与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研究相关的成果集中体现在2000年以后。近

期，国内区域物流以及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 :  



?  产品物流领域现存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对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产业的发展具有应

用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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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价值。国内学者一致认为，当前尚未形成高效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体系

，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领域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学者从总体上对我国果

蔬类农产品物流存在的

[12]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吕玉花，2008;朱自平，2009;);部分学者从区域的

角度出发，结合地方实际，针对性的分析问题及对策的(叶永铭，2010;肖风

华，2009;孙丹，2009;)。 

?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运作机理和发展模式的研究  

[13]这部分研究侧重于理论探索，为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产业的发展起到理

论支撑的作用。目前，部分学者开始从本区域流通企业发展和物流运动的组

织形式、组织模式等角度出发，探索结合供应链理论，对现存的物流企业按

照供应链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或改组，来研究如何促进地区物流经济的发展

。张圣忠系统研究了物流产业组织理论(张圣忠，2006;);帅斌总结了物流产业

化发展的机理，并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提出了对策(帅斌，2005)。部分学者对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现有模式的分析以及优化进行分析(张倩，李崇光，2008;

崔彬，2008;);部分学者进行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厉以宁，2

003;李碧珍，2009;)，部分学者选择物流企业角度进行分析(张永奇，2008;

杨平，2008;)，还有结合区域经济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林文焰，2009;凌晓辉

，2009;)。 



在研究果蔬类农产品物流运作机理以及发展模式的文献中，研究组织模式

的较多，从制度的角度上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比较缺乏。另外，基于果蔬类

农产品物流本身特性深入分析模式的形成机理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加深和系

统。在探索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发展新模式的途径中，结合区域一体化的文

献还较为缺乏和系统，需要进一步加深。  

?  其他领域理论及方法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应用研究  

部分学者积极探索其他理论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中的借鉴及应用 (王制，

2008 ;邓攀，2008 ;战书彬，2007) ;更多的学者开始将视野转向对物流规

划技术研究。包括 :包括物流网点布局的模拟方法 (刘伟，2009)，物流中

心的规划方法 (柴磊，2008 ;侯文英，2008)，发展物流产业以及计算机

技术在物流规划中的应用 (龚宇平，2009 ;张修志，2008)，物流需求的

预测方法 (王新利，2006 ;庞胜明，2006)。  

总体来说，这部分文献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研究文献中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从理论探索到实际成熟应用还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尤其是鲜活果蔬类农产品物流

的特殊性，使得目前物流的一些先进思想和方法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领域

应用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部分学者将其有机结合，进行大胆尝试，但大

多由于缺乏数据支撑以及实践检验，使得方法的应用性不是很强，借鉴性

受到局限。而且大多文献方法的探究没有考虑到当地的特殊环境，结合区

域经济实际状况进行应用研究亟待加强。  

?  国外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经验介绍、借鉴及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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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涉及国外物流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问题 ;国外果蔬类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经验 ;发达国家对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管理体制和相关

政策经验 ;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与国外的差距问题 ;以及如何学习借鉴先



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等问题 (韩波，

2008 ;罗坤，2009 ; )。  



国外一些国家先进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

流产业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路径，因此，许多学者致力于对先进国家果蔬

类农产品物流经

[14]验的介绍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快速发展

。然而，这些文献中，明显的一个问题是，介绍的较多，分析的较少。并且

在介绍国外先进方法及经验的时候，容易忽视对当时背景和环境的简单介绍

。缺乏对国内外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产业的差距的系统分析及根源挖掘。缺乏

将这些先进经验与国内实际现状相结合路径的探索。 

)国内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方面的应用现状  (4

[15]在国内，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建设的研究还属于比较新的研究领域。

由于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与物流系统相关的其他各类要素存在着极大的差

异性以及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很难用时间序列对我国的果蔬类农

产品物流的模式发展进行系统归纳。 

目前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  

?  农户或基地——

运销大户。运销大户建立与批发商稳定的购销业务关系，也有一些运销户

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直接设立窗口。这种果蔬类农产品物

流方式在我国果蔬类农产品流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  农户——

客商。这一物流方式也较为普遍，如大型连锁超市、农贸市场的批发商等

在果蔬类农产品收获时直接到农户田头收购。  

?  农户或基地——

加工企业。这种方式是果蔬类农产品加工企业将自己基地的初级农产品和

从农户手中收购来的果蔬类农产品经过加工后或直接出口，或出厂销售给

内地的批发商，或设立窗口直接零售到消费者手中。  



?  农户或基地——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将社员和基地上的果蔬类农产品收购来

，或销售给与自己有业务关系的批发商，或将果蔬类农产品运往自己在外

地设立的批发窗口、零售窗口进行批发或零售。  

?  农户或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工企业——

出口。这一物流形式由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流通的中介组织发挥作用。他

们接受农业加工企业由于出口需要的委托，或发动本社社员，或自办生产

基地，种植某种出口加工企业指定的果蔬类农产品，然后按加工企业要求

制定出生产操作规程，生产出符合出口企业要求的果蔬类农

[16]产品，提供给加工企业，加工企业按出口要求进行加工，然后外贸出口。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多数农户的生产经营是单户经营的形式，果蔬类农产

品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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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多为分散方式。这种单户“物流”很难达到经济规模，销售的方式具有

自发的盲目性，这种分散很容易导致设施利用率低，物流成本过高。一些

果蔬类农产品在储运、加工和销售等环节中的成本过高是我国果蔬类农产

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的大流通、

大市场、大公司体系尚未形成，所以建立果蔬类农产品现代物流体系十分

必要。  

(5 )研究现状综述  



从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对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相关研

究正在从宏观向微观发展，向纵深发展，但仍然还很不足。国外对果蔬类

农产品物流的研究基本上已从概念探索、宏观研究逐渐过渡到微观、实证

，大量成果集中在对果蔬类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对果蔬类农

产品物流和区域物流等领域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注，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

相关领域理论与实践都比较少，研究成果不够系统和深入，而且果蔬类农

产品物流系统优化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总体来说，对区域果蔬类农产品

物流领域的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 ;全国研究较多，地方研究较少 ;

研究问题的较多，探寻根源的较少 ;尤其是实证研究显得更为薄弱，且成

果零散。尤其区域物流与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相结合的角度上共同分析

的更是极度缺乏，无论是从理论上探究还是结合实际具体应用都需要补充

。  

?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的构建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问题一直是政府社会及专家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三农问题

的核心。果蔬类农产品收入是农民的传统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有重要的

比例，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果蔬类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横

跨一、二、三产业，是伟大的系统性“民生工程”和永不衰败的朝阳产业

，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发展体现国家和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  

?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的构建有助于适应果蔬类农产品需求种类和消费结

构的变化  

果蔬类农产品滞销和价格上涨同时存在，主要原因在于果蔬类农产品流通

过程中成本太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果蔬类农产品流通状况已经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果蔬

类农产品种类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据国家统计年鉴，1990年与2012年

相比，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主要商品数量中，粮食从130 .72kg

下降到80 .71kg。与此同时，鲜瓜果从41 .11kg上升到52 .02kg，禽类

从3 .42kg上升到10 .59kg，鲜奶从4 .63kg上升到13 .70kg，增幅达到2



9 .3%。果蔬类农产品需求种类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果蔬类农产

品流通体系的改变，充分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的构建有助于减少果蔬类农产品的浪费  



目前，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是以常温物流或自然物流形式为主，果蔬类

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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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流过程中损失很大。有数据表明，我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摘

、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上的损失率在25%-

30%，而发达国家的果蔬损失率则控制在5%以下。另据统计，我国每年

有3 .7万吨蔬菜、水果运送路上腐烂，如此之多的果蔬类农产品足可以供

养2亿人的生活。果蔬类农产品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生鲜超市都不完善

，需要改造升级 ;物流过程损耗严重、管理运营水平低下、信息化水平不

高、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以及物流人才一缺乏等都是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

面临的几个严重问题。而在我国建立生鲜果蔬类农产品的物流体系比较困

难，环节过多，成本高，损耗大。因而，及时开展相关内容的系统研究和

建立完善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体系，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构框架  

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  

第1章  

绪论 :介绍了农产品物流系统构建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农产品物流系统的

研究现状和国内外应用现状，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研第2章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构建的相关基础理论 :

究的理论基础，借鉴国外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的发展经验。  

第3章  

构建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相关内容 :构建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对各

种配送模式进行分析 ,分析各种模式的优势和劣势，探究适合陕西苹果的

物流配送模式。  



第4章  

时政研究 :介绍了陕西苹果的物流配送现状，配送主体以及存在的问题，

结合陕西的具体情况，探索适合陕西苹果配送的物流模式。  

第5章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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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的研究内容，论文的结构框架如图1-1所示  

研究背景、意义、现状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的相关基础理论  

构建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  

实证研究  

总结  

图1-1论文结构框图  

11  

西安工程大学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 )  

第2章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的相关基础理论  2 .1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定义  

(1 )果蔬类农产品的定义  

[17]果类农产品的定义:水果是指多汁且有甜味的植物果实，不但含有丰富的营

养且能够帮助消化。水果是对部分可以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种子的统称。水果

一般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富含汁液;含较多的可溶性糖分，很多还含有挥发性芳

香物质;通常生



[18]食;可以独立于三餐食用。蔬菜，是指可以做菜、烹饪成为食品的，除了粮

食以外的其他植物(多属于草本植物)。 

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蔬菜可提供人体所必需的多种

维生素和矿物质。 

(2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定义  

[19]物流(Logistics)最早是一个军事用语，意指军队的后勤保障，后来逐步转

变为经济用语，其含义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并存在着多种定义。国外最具代

表性的定义

[20]是美国物流管理协会(CLM)对物流下的定义:以适合于顾客的要求为目的，

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与其相关联的信息，从产地到消费地的高效率、

低成本流动和储存而进行的计划、执行与控制过程。由于国外对现代物流所

下的那些定义都强调物流活动的“高效率”，以及对物流活动的“计划、执

行与控制”，所以不适合作为物流本身的定义，更适合作为物流管理的定义

。 

相比较而言，我国对物流所下的定义更符合对物流本身的界定。2001年

8月1

[20]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标准物流术语》中将物流定义为:物

品从供应地向接受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

、搬运、包装、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 

本文根据我国对物流的定义，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可被定义为 :果蔬农产品

物流是整个农产品物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果蔬类产品为对象

，并对其进行产后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配送等环节，将其最终送到

消费者手中，在流通途中实现保值增值的流通过程。因此它是为了满足消

费者需求而进行的水果和蔬菜类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

费者之间的物理性流动。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是将果

蔬的生产地、集散地及市场与果蔬的运输、仓储、配送加工、包

形成一个系统。  装以及相关信息的收集与整理集合在一起，



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出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是通过加工、配送等环节实现增

加果蔬  

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流通效率，降低不必要的损耗，以在某种程度上

规避市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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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节约流通费用。但是果蔬类农产品在进行商品化后面临的消费群体从

农村转向城市，因此果蔬类农产品的流动方向也是从农村到城市，这就有

了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存在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瓜果蔬菜等农产品的大宗物流一般都会依次经过生产者——

产地市场——运销批发商——销地市场——零售商——

消费者这样的流通环节与顺序，其基本流程图如图2-1所示 :  

采收选择  采后处理  储藏  运输及配送  冷藏销售  最终消费  

图2-1果蔬类农产品的物流环节  

2.2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特征  

与工业产品相比，果蔬类农产品具有独特的自然属性和供求特性，从而使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工业品物流的特征 :  

(1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对物流技术要求很高  

“新鲜”是果蔬类农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在，由于鲜活的果蔬类农产品的含

水量高，

[21]保鲜期短，极易腐烂变质，不同品种的农产品对储运的要求也有差异。实

践中，通过不同的物流工具，针对不同的物流对象的品质进行分析，制订有

针对性的物流方案，提高农产品物流的质量，比如散装运输、恒温运输、冷

冻运输等。这对仓储、包装、运输等环节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 



(2 )果蔬类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  

果蔬类农产品是一种生活必需的食用品，其质量安全与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有着重要的联系。果蔬类农产品的安全性表现为其健康、质量、品质高，

不会给人的健康带来问题。果蔬类农产品的不安全来源有两方面 :生产和

流通。生产方面的不安全主要受土壤、温度、光照、施肥及喷药等因素的

影响 ;流通方面的不安全主要是时间过长

[22]造成的腐烂、流通过程中装卸搬运次数过多造成的损毁以至腐烂。 

(3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方向是从农村到城市  

果蔬类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在农村，而广大农产品消费者却生活在城市，要

实现农产品商品化，使果蔬类农产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达到城市对农产

品消费需求的满足。基于此，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将农产品准确、快捷地配

送到消费者手中，完成其向商品转化即实现果蔬类农产品最终价值的过程

。  

(4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非均衡性  

果蔬类农产品的生产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过程，自然条件

的差异决定了其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一个品种只能在特定的区域生产

，且受自然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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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农户不能在一个年度内均匀地分布生产能力，只能在某一个特定

时期内集中生产某一个品种，因而同一种农产品的市场供给具有明显的区

域性、季节性和集中性的特点，成熟季节则在产区集中大量上市，而其它

季节又供应不足。这就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具有地域的广泛性、时间上的

均衡性产生了矛盾，于是果蔬类农产品流通组织就要在旺季时组织市场营

销，同时进行必要储备，稳定淡旺季之间的供求和价格波



[23]动，实现果蔬类农产品的供求平衡。 

2.3  果蔬类农产品的物流系统  

(1 )系统和物流系统  

[24]“系统”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System，有“共同”和“集合”的含义。由

于系统理论的广泛性，所以关于系统的概念并不统一。本文将使用在社科领

域普遍接受的定义:即系统是指由一组功能关联的要素、变量、目标或组成部

分构成的统一整体，也可理解成为有效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机制，即为了实

现某一特定目的，把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作为指令输入(In 

put)使它产生某种结果(Out put)的功能。 

物流系统是系统理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是运用系统原理对物流进行整体

规划设  

计、组织实施、协调控制的过程。所谓物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里，由所需  

位移的物资、包装设备、仓储设施、运输工具、人员和通信联系等若干相

互制约的动  

态要素所构成，具有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和

信息处理等  功能的有机整体。  

物流系统的目标是实现各物流环节的合理衔接，实现物资的时间效益和空

间效益，并取得最佳的社会经济效益。物流系统的具体目标包括快速准时

目标、服务目标、规模优化目标等。物流的系统化还有许多其他提法，如

物流一体化观念，综合物流观念，物流的供应链管理等。物流系统化的内

涵是统一性、协调性和整合性，其目标是“以顾客为核心”，其核心是物

流的集成整合。物流系统化的目的在于以可靠、速度、低费用的原则实现

以最低的费用提供最好的物流服务。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  (2

[25]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是将农产品生产、采购、批发、零售到消费之间的各个环

节集成一个系统，构成一个含有协调性和配套性的有机整体。一般而言，按

照物流功能差异，农产品物流系统可分为物流主体系统、物流作业系统和物

流信息系统。 

物流主体系统主要是指由果蔬类农产品生产主体 (主要指农户 )和经营主体

(农业合作组织，加工企业，批发商，零售终端如连锁超市、便利店等 )所

构成的系统。物流作业系统主要包括农产品的储运、装卸、搬运、包装、

配送、流通加工等作业，需要结合农产品的自然特性使用各种先进技术，

使农业生产据点、物流据点、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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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路线、运输手段等网络化，以提高物流活动的效率。物流信息系统是

整个物流系统的神经系统和指挥系统，包括门店订货、收货、库存管理、

配送、发货等信息子系统，力求完成农产品产销全过程的信息交流活动。

先进的物流信息系统既是提高整个物流系统运行效率的基础条件，也是物

流作业子系统之间衔接和配合的桥梁与纽带。在这三个系统中，作业系统

和信息系统为主体系统提供技术、功能、信息支持，三者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构成有机的整体。  

由此可见，所谓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系统就是将鲜活的果蔬类农产品通过物

流主体系统、物流作业系统和物流信息系统的组织、协调与运作，在一定

的时间和空间里，以有效的低物流成本向顾客提供优质物流服务的系统。

它是一个多环节的复杂系统，物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通过产品实体的运

动被联系在一起，各个环节间相互协调，根据总目标的需要适时、适量地

调度系统内的基本资源。  

2.4  发达国家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经验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现代物流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为明显，越来

越多的



[26]国家开始关注物流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以及在成本上的节约。我国是个

农业大国，但由于地域、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的农产品还不

能在全国范围内很好的流通，怎样发展好农产品物流，己经成为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大瓶颈。在本章中，我们着重分析国

际农产品物流的经验，一是了解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物流水平，看清中外农产

品物流之间存在的差距;二是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农产品现代物流的基本经验，

为我国农产品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经验实证的支撑 

人类对物流活动的认识最初发源于美国，1963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全

国性物流行业协会 (物流管理协会 )。随后物流活动及配套的法律法规日趋

完善。20世纪60年代，日本引入物流概念，随后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业已成为现代物流的先进国家。世界农产品流通交易体制和农产

品市场体系的形成，受各国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目前世界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主要有两种 :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模式

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其中，美国是物流认识的发源地，也是世界

上物流业最发达国家之一，很早就形成了农产品物流体系 ;而日本作为世

界上农产品物流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果蔬类农产品物流运作模式以批

发市场为核心，同样值得我国借鉴。所以本文选取美国、日本作为国外果

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的代表，对它们在农产品物流发展中的成功经验进行

借鉴。  

2.4 .1  美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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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美国的果蔬类生产地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等几个州，

上述三个州的果蔬类产品占到美国全国产量的70%左右，产值分别高达55亿

美元、15.4亿美元、14.5亿美元。要实现大量的水果、蔬菜等果蔬农产品从

生产者手中顺利到达消费者手中，就要求果蔬类农产品可以以很高的效率，

从各个集中产区运销到各个消费地。因此美国的果蔬类农产品能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除了其高度专业化、区域化和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外，其高效、通

畅、稳定有序的物流运销体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拥有先进的果蔬物流配送

模式给美国的水果、蔬菜的产后运输、储藏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也正是因为

拥有比较先进的果蔬农产品物流方式使得美国的果蔬类农产品的损耗率一保

持在1%-2%的低水平上。美国果蔬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如图2-2表示。 

批发市场外的批发商  超市连锁店33% 

生生中小商店33% 产产者者  

餐饮业33% 批发市场外的批发商  

图2-2 美国果蔬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如图  

从上图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果蔬类农产物流配送模式中间环节比较

少，最多的环节只有三个。同时由于美国的果蔬生产、经营规模相对比较

大，形成了“产销直挂”的方式。这样的物流配送模式减少了中间费用，

同时也降低了因为物流环节过多引起的果蔬类产品的耗损。  

美国的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 :  

(1 )发达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美国的交通设施比较完备，各种运输方式四通八达，公路呈网状结构，能

够直接通往农村的每家每户，甚至是高速公路也遍布城乡。此外美国的通

讯设施也比较发达，拥有发达的网络，储运设备的机械化水平比较高。  

(2 )发达的农业信息流基础  



美国的农民有85%可以通过网络指导农业生产，了解市场行情，获取价

格变化信息。美国提供农业信息服务的商业性系统近300家，发达的农业

信息流为美国建立先进高效的果蔬类物流配送体系奠定了基础。  

(3 )果蔬类农产品物流服务的社会化程度高  



美国的农业发展离不并农业协会的支持，在美国连接果蔬类农产品供需的

物流主体主要是农场主参加的销售合作社、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农商

联合体、产地市场或中央市场的批发商、零售商、代理商、加工商、储运

商和期货投机商等。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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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近1/3的农场主通过合作社出售谷物。各种行业协会如谷物协会、大

豆协会等为农民提供有力支持，代表农民与政府交涉，在农产品产销中发

挥着积极作用。  

(4 )政府发挥积极的调控作用  

美国的各个地方政府对果蔬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农业部有1

0万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农业统计系统对各农场每一块耕地上所种植的作

物品种、面积、长势、产量都了如指掌，所获取的信息经过汇总处理，由

政府定期发布，指导农户生产经营。政府还通过价格支持措施、关税政策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食品援助等方式为国内过剩农产品寻找出路，每年用

于出口补贴的预算在600亿美元以上。  

2.4 .2  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  

[28]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发展较为成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技术先进

，主要是以批发市场为主渠道，以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等农村中介组织为依托

，政府支持力度很大，对日本农产品物流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日本果

蔬类农产品物流模式可以用图2-3表示。 

连锁超市  

农中

村心生消中批其它批发市场  产费介发者者  组市

织场  



中小零售店  



图2-3 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示意图  

(1 )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主体系统  

在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主体主要包括 :企业化经营的农场、农产品批

发与零售企业和农户自愿联合组织起来的各种农村中介组织。农协是农村

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农户进入流通领域的关键组织，在农产

品流通的各环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日本约有97%的农户

加入了农协，90%的农产品由农协销售，80%的农业生产资料由农协采

购。  

由于日本的果蔬类农产品生产规模较小，农产品批发市场能够有效解决小

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发挥着支配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主导作用。批发

市场不仅为供求双方提供交易场所、交易方式、交易信息和过程管理，而

且具有农产品集散、价格形成、服务、结算和信息流通的功能。日本的果

蔬类农产品经由市场流通的比例高达85%左右，不过，日本果蔬类农产

品流通环节较多，一般都要经过两级或两级以上批发渠道后，才能把农产

品转移到零售商手中。绝大多数农产品都要经过多级批发市场的交易，

17 

西安工程大学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 )  

这就导致了农产品流通成本较高。  

(2 )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作业系统  

近年来，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在日本得以快速发展。日本方便、快捷的交通

网、完善的配送系统和服务体系、快速的信息处理网络，为实现农产品低

成本、高效率的物流服务体系和物流配送系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日本农

产品物流的公共设施以及保鲜、冷藏、储运、加工等服务体系和设备十分

完备。如日本的批发市场实现了与全国乃至世界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联

网，批发市场能够发挥信息中心功能，可以有效实现商物分离。  



日本的交通运输设施十分发达，铁路、水运、公路四通八达，高速公路遍

布城乡，可以直接通往乡村的每家每户。日本的铁路运输非常方便，一些

农产品仓库、收购站和加工厂都建有专门的铁路线。日本还发展起了一个

以储运技术包装技术、等物流专业技术为支撑的现代化物流装备体系。先

进的包装技术可以增加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附加值，使农产品的标准化

程度更高 ;先进的储运技术可以减少农产品在储运过程中的损耗，提高农

产品运送的速度，这些都为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3 )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信息系统  

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信息化程度高。目前，日本的批发市场已经装备了

完善的信息设施，实现了全国主要批发市场的共同联网。同时，各连锁超

市都已安装了EOS系统 (自动定货系统 )，与交易对象联机，并依靠VAN(

附加值通讯网 )将食品工业和批发业联结起来，大大提高了流通效率。近

年来，果蔬类农产品的零售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利用电子网络销售的形式

日渐盛行，为消费者与专业运输公司的对接搭建了平台。完善的物流基础

设施、发达的物流技术、高效的信息网络都将保障日本果蔬类农产品物流

系统的有效运作。  

2.4 .3  荷兰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  

[29]荷兰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区，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优势，为荷兰积极发展农

产品物流提供了便利，欧盟多达40%的水果在荷兰进行贸易。而荷兰果蔬类

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公开的市场拍卖，通过拍卖市场连接荷兰

果蔬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果蔬物流配送模式如图2-4所示。 

荷兰也是通过农业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组织为农户提供与果蔬类农产品的生

产、采



 

收等相配套的整理、分级、包装、加工、运输等一系列服务。果蔬农产品

的分级和标准化是拍卖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合作组织将农户采

摘的蔬菜和水果产品进行初步清洁、分级整理并根据拍卖机构的要求包装

，送达拍卖市场后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产品质量的分级验收。荷兰在拍

卖市场还建立了成熟的农产品物流电子虚拟交易体系，相关供需信息通过

网络系统在果蔬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及进出口商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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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及时地传递，拍卖价格高度透明。果蔬农产品通过该体系能够取得尽可

能高的价格和很高的物流效率。  

农产品物流中心  连锁超市  

消农费场  者  

电子虚拟农产品物流中心  零售商  

图2-4 荷兰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结构图  

荷兰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主要特点如下 :  

(1 )先进的电子虚拟农产品物流供应链  

通过网络连接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生产商、种植主、批发商、零售商，

形成农业供应链，以便对供应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实际操作，向商界和消

费者提供品牌农产品供应商和零售商，完成客户网上订货所需要的物流活

动。荷兰的花舟和园艺中心的新式电子交换式信息和订货系统己经建立，

通过电子化农业产品交易市场向全球许多国家的广大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服

务。  

(2 )先进的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成熟的冷冻行业  



农业物流的城市中心主要是协调联运物流配送中心如经营粮食、鱼、肉、

水果等货物运输的鹿特丹，还有分工不同的物流配送中心，如专业从事进

出口可可豆的阿姆斯特丹港，经营水果批发的弗拉辛港。荷兰的冷冻行业

非常发达，具有现代化的制冷和冷冻技术设备，且工作效率高，充分保证

高质量的农产品的运输、储存和配送服务。  



(3 )荷政府对于建立面向全欧洲的配送中心建设的企业给予选址、规划及

经营方面的指导，并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或贷款贴息。  

2.4 .4  丹麦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  

丹麦农业获得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其具有完善的农业合作社服务体系。这种

农业合作社是农民自己建立，所有权归农民自己所有，采用自愿参加、“

一人一票”制和合作社利润完全归全体社员所有的民主管理原则。在这种

合作社服务体系中，仅有少数农户如牛奶和肉类农产品的成员必须把全部

产品卖到规定的合作社，其他农产品如水果和蔬菜等则没有主观的强制性

指令，可以与任何的农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合作社成员通过合作社进行农

产品的生产资料、收购、分类、包装、加工、储藏和出售，并通过合作社

获得相关的信息咨询、贷款和保险等服务。  

共同促进美国、日本等国家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和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果蔬类农产品物流发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

国外发达国家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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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差距，改善目前果蔬类农产品物流落后状况，提高我国农产品物流效

率，促进其迈向现代化，还需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30]丹麦的这种合作社运行方式使产地批发商和小商贩等无法插足，减少了中

间交易环节，农民因此也就能够获得较大的利益。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农产品贸易的逐渐集中，丹麦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农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果蔬类农产品物流配送模式结构如图2-5所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生加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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