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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简称《规划》）。 

 

平安观点： 
 初步形成内外联通的冷链物流网络，最终建成现代冷链物流体系。规划提

出，到 2025 年，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联通国内国际

的冷链物流网络，调节农产品跨季节供需、支撑冷链产品跨区域流通的能

力和效率显著提高。基本建成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核心、产销冷链

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为支撑的三级冷链物流节点设施网络。冷链

物流温度达标率全面提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冷库设施温度达标率达

到国际一流水平，肉类、果蔬、水产品产地低温处理率分别达到 85%、30%、

85%，农产品产后损失和食品流通浪费显著减少。展望 2035 年，全面建

成现代冷链物流体系，设施网络、技术装备、服务质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行业监管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有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有

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行业规模显著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

快速增长，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地销地冷链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冷

链装备水平显著提升。2020 年，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超过 3800 亿元，冷库

库容近 1.8 亿立方米，冷藏车保有量约 28.7 万辆，分别是“十二五”期末

的 2.4 倍、2 倍和 2.6 倍左右。初步形成产地与销地衔接、运输与仓配一

体、物流与产业融合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冷链物流设施服务功能不断拓

展，全链条温控、全流程追溯能力持续提升。冷链甩挂运输、多式联运加

快发展。冷链物流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高，国际冷链物流组织能力显著增

强。 

 政策环境、行业链条、运行体系和发展基础均存在不足，制约行业整体发

展。规划指出，我国冷链物流行业存在以下不足，从政策环境看，缺少统

筹规划，东中西部、南北方和城乡间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存在结

构性失衡矛盾；冷链物流企业用地难、融资难、车辆通行难问题较为突出；

冷链物流监管制度不全、有效监管不足，全链条监管体系有待完善。从行

业链条看，产地预冷、冷藏和配套分拣加工等设施建设滞后；冷链运输设

施设备和作业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新能源冷藏车发展相对滞后；大中城

市冷链物流体系不健全，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冷链设施短板突出。从运行

体系看，缺少集约化、规模化运作的冷链物流枢纽设施，存量资源整合和

综合利用率不高，行业运行网络化、组织化程度不够，覆盖全国的骨干冷

链物流网络尚未形成，与“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融合不

足。从发展基础看，冷链物流企业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发展程度不高，

国际竞争力不强；信息化、自动化技术应用不够广泛；冷链物流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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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完善，强制性标准少，推荐性标准多，标准间衔接不够紧密，部分领域标准缺失，标准统筹协调和实施力度有待加强；

冷链专业人才培养不足，制约行业发展。 

 冷链物流骨干通道，培育龙头企业。针对冷链物流行业存在的不足，规划提出，要打造“321”冷链物流运行体系，即三级节

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销冷链集配中心、两端冷链物流设施）、两大系统（服务国内产销、国际进出口的两大冷链物

流系统）、一体化网络；构建“四纵四横”的冷链物流骨干通道，推动形成冷链物流产业走廊；健全冷链物流服务体系，聚焦

“6+1”重点品类（肉类、水果、蔬菜、水产品、乳品、速冻食品等主要生鲜食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丰富数字化、智慧

化技术应用场景，推动冷链物流业态、模式、组织与技术创新，拓展上下游产业价值空间；推动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专业化

发展、规模化经营和数字化转型，着力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冷链装备迎来规范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时期。冷链装备分为生产加工环节的速冻装置、贮藏环节的冷库、运输环节的

冷藏车、终端销售的展示柜等。本次规划对冷链装备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和规划：1）针对冷藏车环节，规划一方面要求进行

冷藏车标准化工作，淘汰非标准化车辆，严厉打击非法改装；另一方面要求加快推进轻型、微型新能源冷藏车和冷藏箱研发

制造，积极推广新型冷藏车、铁路冷藏车、冷藏集装箱。2）针对终端零售环节，规划鼓励应用移动冷库、智慧冷链自动售卖

机、冷链自提柜等。3）针对智能化，规划提出要“加强冷链智能技术装备应用”，推动大数据、物联网、5G、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技术在冷链物流领域广泛应用，提高冷库、冷藏车的利用效率。4）针对绿色发展，规划鼓励使用绿色节能装备，淘汰

高排放冷藏车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对冷链物流低碳化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我们认为，本次规划将引导冷链装备走向规范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时期，冷链设备龙头凭借创新优势，有望分享更多增量市场。 

 投资建议：冷链物流的发展与高质量生活、乡村振兴、扩大内需、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高度关联。食品冷链在我国冷链物流

行业规模中的占比超过 90%，在食品冷链流通率方面，美国果蔬、肉类和水产品冷链流通率在 97%以上，日本的果蔬、水产

品等产品的冷链运输率也高达 95%、90%以上，肉禽类冷链流通率已达到 100%，而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的冷链流通率

分别为 35%、57%、69%，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认为在“十四五”规划目标顺利达成的条件下，冷链物流领域仍将维持较快

速发展，相关企业仍有充足发展空间，多家企业有望借助我国冷链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业巨

头。冷链物流方面，建议关注顺丰控股、京东物流和中国外运；冷链装备方面，建议关注海容冷链（冷链商用展示柜）、冰轮

环境（制冷设备）。 

 风险提示：1）政策风险：政策出台进度和支持力度可能不及预期；2）宏观经济风险：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冷链行业的需求情

况；3）食品安全风险：冷链物流的主要对象是生鲜食品，公司若不能始终管控食品安全，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将影响公司品

牌，降低消费者信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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