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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中国的冷链物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为落

后，形成这种反差的主要原因包括：起步迟，冷链物流系

统信息不够健全和完善，冷藏速冻运输系统物流设施规模

严重不足，技术人员管理欠规范与相关技术科学人员缺乏

等。现在中国青岛市目前的智慧冷链物流设施、冷链物流

装备系统等均表现出明显不足。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冷链行业也出现了一批新

兴产业、新兴业态，如新零售、低碳绿色冷链、智能冷链、

横向或纵向一体化冷链、城乡一体化冷链、全产业链冷链、

“一带一路”冷链及新冷链等，这对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

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如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冷链物流也从传

统的物流模式转向智慧物流模式。

目前青岛冷链物流发展良好。一是冷链物流建设初具

规模。据初步统计，青岛市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冷

链流通率分别达到 20%、33%、40%，冷藏运输率分别提高

到 25%、40%、50%，流通产品腐烂率分别下降到 19%、6%、

9%。二是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青岛市从事冷链物

流的企业有 120多家，冷库 1000多家，总容量 250万吨。

现有冷藏车 5000多辆，总运载能力约 10万吨。三是冷链

物流标准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建成了青岛市公共配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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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平台，具有移动配送、调度呼叫中心、车货跟踪（视

频）监控等功能。冷链物流企业、食品加工业和商贸流通业

构建了互动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在 2017版《中国冷链物流标准目录手册》中，大部分

行业标准主要集中在中国冷链物流仓储和食品运输流通环

节，很少有覆盖中国冷链运输流通全环节的行业标准，尤其

是在不同行业冷链流通环节之间的标准衔接管理方面。在青

岛市冷链流通信息化体系建设与行业发展规划方面还应进

一步制定许多相关行业标准，如数据采集、传输、处理，通

信等作为相关行业技术标准；这在一定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

了青岛市冷链流通物流各关键环节的冷链信息化服务平台

体系建设 [1]。

目前，青岛市颁发的许多冷链流通物流领域相关行业

标准，大多仅认为是具有建议性、推荐性的，并未强制性质

的要求冷链流通物流相关行业严格组织遵守和规范实施；同

时，青岛市对于冷链物流领域相关行业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不

完善以及目前缺乏相关行业监管标准体系，导致大部分相关

标准已经失去其重要引导性的意义。

第一，青岛市冷链物流企业之间前期信息化建设发展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规范、统一的运营管理；信息化项

目建设的高成本也直接影响企业信息化建设发展；另外，第

三方企业智慧冷链物流服务企业孵化发展动力不足，没有一

个能够满足物流消费者、供应商与物流零售商三者多方面不

同需求的一套个性化、规范化、一体化的冷链物流产品代理

运营服务。

第二，农产品在流通运输过程中，青岛市冷链运输信

息化系统覆盖不完整、不足够完善，导致一些农产品在冷链

流通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运输信息化安全管理系统断链、农

产品运输质量和安全风险监控系统断链等不良现象 [2]。

目前，青岛市冷链物流专业信息化相关从业者很大一

部分为从事计算机、农产品工程科学、制冷等相关学科技术

人员的职业转型人员，缺乏对冷链食品物流企业运营、管

理、理论知识、信息化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基本系统知识

认知；另外，中国各高校大多都未计划增设冷链物流相关专

业，企业对冷链物流相关专业人才的定向培养也缺乏工作积

极性，总体而言导致青岛市冷链物流专业信息化相关专业人

才定向培养发展速度缓慢。

标准化建设的措施

实现冷链物流上下游信息实时共享，不仅是解决改善

冷链物流效率、确保产品质量与安全、防止风险发生的重要

关键，同时也应该是加快打通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形成相对

完善的冷链物流系统产业发展链条的重要措施之一。实现冷

链物流上下信息共享不仅包括促进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各环

节环境参数、质量安全管理情况、操控工艺参数以及相关物

流信息的完全实时化和可视化，也包括食品生产商、供应商、

销售商以及全体消费者之间的相关信息实时共享 [3]。

当前冷链物流行业基础配套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冷链

物流行业信息化应用程度不断稳步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下背

景下，冷链物流监控智能化、自动化远程操控也将成为未来

青岛市冷链物流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实现冷链物流

各个环节物流监控远程智能化、自动化物流操控高效率的管

理，可有效促进青岛市智慧冷链物流行业发展，不断促进农

业冷链物流各个环节以及相关物流行业制度标准的研究制

定与贯彻实施，推动未来青岛市冷链物流监控远程操作向安

全化与精细化、专业化的发展，对于加快实现安全化与绿

色化的冷链物流系统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与示范

作用。

与服务专业化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有效发现青岛市智慧冷链物流

中的运营不足之处，并对其及时进行具有针对性的问题处理

与技术优化，可极大地促进当前青岛市冷链物流向一套精细

化、专业化物流管理系统运营业务方向快速发展。

通过不断增强冷链物流运营管理系统运营业务模式可

以有效使每个流通运营环节中的冷链物流业务职责分工明

确、细致；同时，对于在提高青岛市冷链物流各个环节的物

流运营管理效率、降低冷链物流运营管理成本以及大大提升

当前青岛市冷链物流流通行业综合竞争力等都具有至关重

要的战略意义。

完善标准化体系。梳理修订现行冷链物流标准，发布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质量标准等地方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冷链

物流企业参与各级标准制修订，制定集团标准，开展联盟标

准。推荐企业申报国家和省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引导企业

完善适合自身发展的标准体系。

综上所述，智慧冷链物流标准化建设研究工作主要是

尽快确保当前新旧动能转换下青岛市智慧冷链物流标准化

建设推进冷链条件下物流运输规范化、规模化、统一化。它

是实现食品冷链物流配输运营和食品企业质量管理的重要

技术前提，是不断加强推动青岛市冷链物流行业市场整体规

划与行业政策沟通协调的重要支撑，所以要加快推动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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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税的基础上，为保证合同执行效果及对 B公司进行有效

的资金约束，在与业主签订的主合同及联合体协议中均对请

款与付款程序进行特殊约定，即由 A公司与 B公司分别向

业主编制请款发票，请款时必须由 A公司出具面函并经 A

公司代表人签字，统一向业主提交请款发票，业主不接受 B

公司的单独请款，从源头进行控制；业主审核请款资料无误，

按照 A公司与 B公司发票金额分别签发支票，但支票须由

A公司代表人统一签收，A公司确认 B公司所完成工程量

后寄送其支票，亦从终端加以控制。

业主分别以 A公司、B公司名义预扣税金并向 A公司、

B公司提供预扣税缴存证书。该模式下会计核算方式与 A

公司自揽项目相同，不针对联合体单独建账核算。项目履约

及预付款保函，根据联合体协议中 A公司与 B公司所享有

合同额，分别向业主提交保函、承担合同项下的责任与义务。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施工企业迎

来了海外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联合体运营模式将会越来越普

遍，这也是成功进入东道国市场、实现属地化运营的必经之

路。论文针对海外中小型联合体项目，通过分析三种联合体

模式下所面临的税务、资金及保函等财务风险，初步探索实

践中经济可行、风险可控的联合体财务管理模式，以期更好

地为海外中资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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