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基建”时代推动浙江冷链物流创新发

展

——“星星冷链”模式对浙江冷链物流发展的启示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

加快统筹全省冷链物流发展布局，不断完善冷链物流设施，推动浙江冷链物流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为贯彻落实 4月 21日车俊书记走访考察台州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冷链”）时

重要指示精神，省发展改革委第一时间部署，组建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省经济信息中心

等有关同志组成的课题组，赴台州开展冷链物流专题调研，同时，进一步书面调研了 11个设区市冷链物流

发展情况，重点走访了杭州、湖州、金华、舟山等地，与相关部门、企业开展座谈交流，系统研究浙江冷

链物流发展现状和存在短板，并提出“新基建”时代推动浙江冷链物流创新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星星冷链的主要做法

星星冷链作为一家以生产冷柜、冰箱等产品为基础的传统电器制造企业，积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浪潮，

探索实施“生态化+平台化”数字转型发展战略，率先走出一条从“单一制冷产品制造”向“冷链整体解决

方案”、从卖“单一产品”向卖“产品+内容+服务”的服务型制造业转型升级之路。2019年实现销售收入

51.6亿元，同比增长 10%；利税近 7亿元，同比增长近 30%。2020年，计划产销规模同比增幅 10%以上，

实现疫情影响大环境下的“逆势上扬”。总的来说，星星冷链有三方面做法可作为行业发展借鉴样板。

紧盯“两高”发展趋势，广泛开拓冷链物流供给需求新蓝海。星星冷链抢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百

姓生活高品质发展趋势，重点瞄准生鲜农产品、冷冻食品等市场消费潜力和冷链储运需求空间，挖掘拓展

面向多场景、多功能的冷链服务需要，打造形成涵盖家用冷柜、商用冷柜、商厨设备、商超冷链、冷库机

组、新零售等领域的产品链条，有力推动产业智能化、生态化发展，提升了企业产品竞争力。

借力“两化”融合契机，率先走出冷链产业发展新路径。星星冷链积极把握数字化和工业化“两化”

融合发展机遇，注重运用数字化创新赋能冷链设备制造，组建“智能研究所”和“冷链研究所”两大研发

机构，自主开发了智慧冷链云平台、“芝麻开门”等数字化管理与服务平台，促进“制造业+服务业”融合

发展，推动企业自身从传统冷链设备制造商向智能一体化冷链集成供应服务商转型升级。

立足“供需”产业布局，培育拉动冷链市场发展新动能。星星冷链立足传统冷链物流设施改造提升，

创新推出无人零售产品（智能售货柜），有效满足无人零售场景消费需求。同时，创新研发“冷链管家盒

子”和“农贸市场运营管理数字化平台”，在有效拓展市场空间的同时，实现了对农贸市场食品经营全过

程的安全管控。星星冷链产业布局符合“增供给、扩内需、惠民生”有效投资发展导向，成为有力拉动浙

江冷链市场发展的新动能。

星星冷链对浙江冷链物流发展的启示



调研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以星星冷链为代表的新型冷链物流企业已在冷链物流创新发展方面作了大量

有益的探索实践，我们应抢抓机遇、因势利导，加快统筹全省冷链物流发展布局，不断完善冷链物流设施，

推动浙江冷链物流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应抢抓冷链物流发展新机遇。当前浙江发展冷链物流的有利因素越来越多，高水平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强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宽松的物流环境营造了良好的行业发展生态、发达的民营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创

新土壤、领先的数字经济创造了转型升级的赋能引擎。此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等重大战略叠加赋能“，两个高水平”建设重大举措部署实施，不断激发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潜力，推

动浙江冷链物流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浙江应拓宽冷链物流发展新视野。新形势下，浙江要以全局站位和全新视野看待冷链物流。一要聚焦

更深的领域视角，将冷链物流视为传统物流领域的补短板和新一轮创新发展增长点，将其纳入新型基础设

施体系加以推动发展。二要纳入更广的行业范畴，打破冷链就是传统冷链仓储配送服务“第三产业”的思

维定式，将视野拓展至涵盖产品源头生产、设施设备制造、整体方案设计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范围。

三要站位更高的战略层级，将冷链物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主线“、一带一路”建设“、四大建设”

以及运输结构调整、物流降本增效等充分结合，抢抓机遇推动浙江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冷链物流进

出口核心枢纽、全国冷链物流资源配置中心和长三角地区冷链物流创新示范基地。

浙江应构筑冷链物流发展新体系。以深化物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浙江特色农产品、远洋

渔业水产、应急战略储备冷冻品、国际市场高端进口生鲜品以及医药、化妆品等工业产成品货种的生产、

消费和流通以及布局状况，统筹全省冷链物流基地、冷链物流节点、智慧物流配送园区、产地冷库、冷链

网络末端设施布局，加快构建形成供需精准匹配、有力支撑服务城乡居民高品质生活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现代化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浙江传统冷链物流发展现状及存在短板

从调研情况看，浙江冷链物流产业发展整体呈加速态势。一是产业综合实力持续加强，冷链相关产业

加速集聚、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省拥有各类冷库 658个，冷库面积 486万平方米、库容 388万立方米（约



230万吨），各类冷链物流配送中心 93个。二是专业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为冷链产品预处理、精深加工、

运输和仓储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的企业增长较快，目前全省拥有冷链物流企业 300多家，其中食品类

冷链企业 190家、医药类冷链企业 15家、第三方专业冷链企业 100余家。三是先进技术装备加快推广应用，

全省冷链物流智能化技术装备和信息化管理模式快速推广应用，如星星冷链应用重力识别、图像识别、重

力+多种叠加算法等技术开发满足社区应用场景的无人零售智能售货柜；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联合中国移

动、浙江大学、浙江大洋兴和公司启动浙江首个“5G+智慧水产”应用，实现安全识别、多重避障、智能决

策等多种功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浙江冷链物流表现尤其抢眼，随着冷链物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快速复工、

协同达产，全省 3月冷链物流营收指数环比增加 3.3倍，增速居浙江各类物流细分业态之首，充分展示了

浙江生鲜食品、医药等冷链领域的巨大民生需求。冷链物流已经成为满足浙江居民食品消费多样化、品质

化、高端化需求的重要保障，但离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和食品安全需求仍存在不小差距。

冷链物流设施配置不足、规模偏小。据初步统计，浙江冷库人均库容 0.07立方米／人，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0.1立方米／人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 0.4立方米／人的水平。全省占地 100亩以上冷链物流基地仅

10个，占地超过 200亩的基地仅 5个。较高的初始成本和较低的盈利能力造成企业投资冷链物流设施改造

提升积极性不高，设施陈旧、模式粗放现象较明显。

冷链物流设施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以冷链运输专用车辆为例，浙江目前仅 3800多辆冷藏运输车，占货

运汽车比例为 0.28%，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3%，远低于发达国家 2%-3%的水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冷

链市场需求。同时，技术装备智能化水平不高造成冷库库存利用率和周转率偏低，信息化技术推广应用不

够、全链条信息网络数据基础薄弱也导致“断链”问题难以实时监控和及时解决。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要素保障力度不足。浙江冷链物流项目普遍面临用地难、用地贵；冷藏运输车进城

难、通行难、停靠难，各地禁行时间规定不一致，增加“断链”风险；冷链物流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冷

库用电量较大，购买智能化、信息化冷链物流设备和信息系统成本较高；理论和实践兼备的冷链专业人才

较匮乏。

推动浙江冷链物流创新发展

构建对接全省经济发展的冷链物流发展布局。一是编制全省冷链物流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冷链

物流发展纳入“新基建”范畴，加强与“十四五”规划、产业发展规划衔接，推动以智慧互联、高效便捷

为特征的新型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浙江冷链物流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二是构建覆盖服务全

省、辐射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多层次冷链物流空间网络体系，统筹谋划全省冷链物流“骨干基地-产业园区—

分拨中心—配送网点”四级功能布局，推动形成精准匹配产业发展需求的数字化、智慧化、全球化冷链服

务空间格局。三是将冷链物流末端设备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在未来社区、新建社区、

商场、农贸市场配置一定比例的冷链智能箱。

培育“龙头引领+数字赋能”的冷链产业发展新模式。一是推进一批具备行业示范效益的重大冷链物流

项目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冷链物流枢纽、大都市区冷链物流中心、产地冷库、冷链物流智慧信息

平台、冷链智能制造基地等工程建设。大力发展“生鲜电商+冷链宅配“”中央厨房+食材冷链配送”等农

产品直供冷链物流新模式，鼓励发展“海运+冷藏班列”“空运+冷藏班列”“中欧冷藏班列”等业务。二

是支持一批具备技术领先优势的冷链物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借助浙江同时具备先进制造业技术和数字技

术的区域优势，着力打破产业边界限制，支持以星星冷链为代表的冷链设备制造企业跨界融合创新发展；



鼓励省内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重组、协作联盟等方式做大做强，加快形成一批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大型冷链物流企业。三是开展冷链物流园区运营、企业技术创新试点。探索创新“用地混合、

功能混合”的冷链物流园区业态模式，推动电商、冷链仓库、冷链物流配送、商超门店等多业态集聚发展，

提升整体产出效益。推动实施全省冷链物流技术创新试点，引导企业围绕冷链物流行业发展短板，应用大

数据、区块链、物联网、5G等新技术积极开展一体化冷链集成方案、冷链技术装备升级、冷链质量追溯和

安全监管等研发创新。四是研究填补冷链物流短板环节领域标准规范。加快制定完善冷链物流标准体系，

围绕农产品源头预冷、冷链运输包装、运输温控、中转换装等重点短板环节深入开展物流企业标准化应用

试点，支持企业从事冷链物流标准的制定与推广实施工作。

形成支持冷链物流发展新政策体系。一是加大土地保障力度，在每年的工业用地指标中安排一定比例

用于保障冷链物流设施用地，永久性农产品产地预冷设施用地按建设用地管理。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设立冷链物流发展专项扶持资金，用于支持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冷链设施智能化改造。三是加强对冷

链物流行业的人才支撑，培育打造涵盖技术研发、创新创业、工程实践的多层次人才队伍体系。四是推动

政府大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开放民生相关数据，如大型超市、农贸市场、社区医院、

批发市场等领域信息，使相关企业可通过大数据模型推导出产品的需求预测，实现仓储的自动预测补货和

智能调拨、制造的自动调整和柔性供应，推动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