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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综合评价


———基于五个地区行业专业人士调查数据的分析

路　征，和　琴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生鲜农产品物流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采用对陕西铜川市新
区、山东枣庄、云南丽江、福建泉州安溪、山西晋中五个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各类参与主体（行业专业人士）

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被调研地区各因

素的表现进行分析和评价。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地理区位和物流主体是影响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关键

因素，物流技术应用水平和宏观政策支持力度有待提高，不同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距。

应加强生鲜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物流技术的应用，完善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政策，提高参与主

体的现代物流意识，并重点扶持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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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鲜农产品一般是指未经过深度加工的初级

农产品，包括蔬菜、水果、肉类、水产等（杨阿妮，

２０１２），体现出保质期限短、易变质、易腐烂的基本
特征，它是除了粮食以外人们最主要的食物和营养

来源，在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的品质要

求也越来越高，从而加大了市场对高效率、低成本

生鲜农产品物流的需求。生鲜农产品物流是指生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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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对生鲜农产品的加

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配送等物流环节（袁舒贤 等，

２０１２）。高效的生鲜农产品物流不仅能增加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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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加价值，也能有效降低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出

现的损耗，有利于生鲜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和实现农

民增收。目前来看，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

较为落后，表现出明显的高投入、高损耗和低产出、

低效率的特征。据统计，我国水果、蔬菜等生鲜农

产品在采摘、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的损耗率达

２５％左右，而发达国家在物流环节的损耗率一般在
５％左右（刘国丰 等，２００７；李学工，２００７）。

因此，近年来，如何完善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

体系和提升其发展水平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

注。通过对我国近年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现状的

分析，很多研究都认为，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主要

存在物流基础设施落后、标准化体系不完善、冷链

系统不健全、物流技术水平低、第三方物流介入少、

物流效率低等问题（杨卫东 等，２００９；杨光华 等，
２００９；王玉侠，２０１１）；还有些研究对我国以批发市
场为主导、以第三方物流为主导、以农业合作社为

主导等各种物流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

些对策建议（李学工，２００７；魏毕琴 等，２００８；欧海
燕，２０１１；王程 等，２０１４；肖锭，２０１４；等等）；此外，也
有少数研究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生鲜农产品

物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农产品物流组织

状况、物流基础设施与技术应用、农产品物流管理

体制、冷链成本、农产品流通形式的交易市场化等

是影响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红敏

等，２００８；姚月强 等，２０１１）。总的来看，现有研究主
要集中在对我国现阶段生鲜农产品物流存在的问

题以及各种物流模式的探讨，并建议通过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优化组织结构和协调各参与者之间的利

益关系来提高生鲜农产品物流的效率。但这些研

究主要从宏观视角进行分析，利用层次分析法等统

计方法获取的原始数据也通常以少数专家学者为

调研对象，而从微观视角，通过调查众多行业专业

人士进行的实证研究较少。

事实上，来自微观层面的生鲜农产品物流行业

从业者，更了解市场发展的真实状况，其判断也能

更真实地反映行业客观现实和需求。所以，如果仅

从宏观视角或基于少数专家的判断来分析，无法全

面掌握生鲜农产品物流行业的真实状态，从而也难

以基于微观真实需求来制定促进生鲜农产品物流

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从行业专业人士这一微观

视角来分析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影响因素，既可

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也能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

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对山东枣庄、福建泉州、山西晋中、陕西铜

川、云南丽江五个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行业专业人

士进行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对生鲜农产品物流发

展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揭示物流基础设施、地

理区位、物流管理、物流技术以及宏观政策等因素

对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反映微观经济主体对生鲜农产品物流发

展的客观评价，在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没

有采用通过调查少数专家学者获得权重或评分的

常规方法，而是通过对众多熟悉本地生鲜农产品物

流状况的行业专业人士进行调查获取数据，并利用

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生鲜农产品物流

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整体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估。

１．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运筹学家托马斯·塞蒂（Ｔ．
Ｌ．Ｓａａｔｙ）教授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分
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通过明确问

题、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

排序和层次总排序五个步骤计算各层次构成要素

对于总目标的组合权重，从而得出不同可行方案的

综合评价值，为选择最优方案提供依据（张吉军，

２０００）。由于层次分析法能综合各方面意见来处理
难以量化的问题，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具体

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在实践中，

影响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因素较多，在总结和归纳相

关文献中生鲜农产品物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

实际情况，将其分成六类，即基础设施因素、地理因

素、物流技术因素、物流管理因素、物流主体因素和

宏观政策因素，将这六类因素作为准则层，每一准

则层下又细分若干子准则层，进而建立影响因素层

次结构模型（见表１）。
第二步，构造判断矩阵。根据长期从事物流运

作和分析的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构造一级评判指

标两两判断矩阵（Ａ层－Ｂ层）和二级评判指标两两
判断矩阵（Ｂ层－Ｃ层）。

６２

路　征，和　琴：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综合评价



表１　影响因素层次结构模型

生鲜农产品物

流的影响因素（Ａ）

基础设施因素（Ｂ１）

地理因素（Ｂ２）

物流技术因素（Ｂ３）

物流管理因素（Ｂ４）

物流主体因素（Ｂ５）

宏观政策因素（Ｂ６）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Ｃ１）
物流集散和储运设施建设（Ｃ２）
自然地理区位（Ｃ３）
地理特征（Ｃ４）
生鲜农产品物流信息处理平台（Ｃ５）
生鲜农产品运输冷藏技术（Ｃ６）
生鲜农产品装卸、搬运技术水平（Ｃ７）
生鲜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水平（Ｃ８）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合作协调水平（Ｃ９）
生鲜农产品信息网络管理水平（Ｃ１０）
生鲜农产品物流管理机制（Ｃ１１）
生鲜农产品的物流人才储备（Ｃ１２）
相关中介组织的完善程度（Ｃ１３）
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程度（Ｃ１４）
农民的现代物流意识（Ｃ１５）
生鲜农产品物流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程度（Ｃ１６）
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服务水平（Ｃ１７）

　　一级评判指标两两判断矩阵（Ａ层－Ｂ层）为：

Ａ＝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Ｂ１ １ ３ ６ ５ ３ ７
Ｂ２ １／３ １ ６ ４ １ ７
Ｂ３ １／６ １／６ １ １／３ １／７ ２
Ｂ４ １／５ １／４ ３ １ １／３ ４
Ｂ５ １／３ １ ７ ３ １ ７
Ｂ６ １／７ １／７ １／２ １／４ １／７ １























二级评判指标两两判断矩阵（Ｂ层－Ｃ层）为：

Ｂ１＝
Ｂ１ Ｃ１ Ｃ２
Ｃ１ １ ４
Ｃ２ １／４ １











Ｂ２＝
Ｂ２ Ｃ３ Ｃ４
Ｃ３ １ ３
Ｃ４ １／３ １











Ｂ３＝

Ｂ３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８
Ｃ５ １ １／５ １／３ １／２
Ｃ６ ５ １ ２ ４
Ｃ７ ３ １／２ １ ２
Ｃ８ ２ １／４ １／２ １

















Ｂ４＝

Ｂ４ Ｃ９ Ｃ１０ Ｃ１１
Ｃ９ １ ５ ３
Ｃ１０ １／５ １ １／２
Ｃ１１ １／３ ２ １















Ｂ５＝

Ｂ５ Ｃ１２ Ｃ１３ Ｃ１４ Ｃ１５
Ｃ１２ １ １／５ １／３ １／７
Ｃ１３ ５ １ ３ １／２
Ｃ１４ ３ １／３ １ １／４
Ｃ１５ ７ ２ ４ １

















Ｂ６＝
Ｂ６ Ｃ１６ Ｃ１７
Ｃ１６ １ １
Ｃ１７ １ １











第三步，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通过一致性

检验后，进行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用模

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不宜量化的

因素定量化，从多个因素对被评价事物隶属等级情

况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步骤：

一是确定被评价对象各因素的评价集；二是对各因

素分别做单因素评价并将其组合成模糊评判矩阵；

三是把模糊评判矩阵与因素的权向量进行模糊运

算，并进行归一化得到模糊综合评价向量。

２．调查数据

为了客观反映各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行业参

与者对当地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的认识与评

价，课题组于 ２０１３年上半年深入到陕西铜川市新
区、山东枣庄、云南丽江、福建泉州安溪、山西晋中

等五个地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中心和农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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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对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

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对象包括生鲜农产品经营

商管理者、物流服务商管理者、政府物流管理部门

干部以及农产品重点生产村镇的干部等。同时，为

了反映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

的差异，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在调查范围上进行了

选择，陕西铜川市新区和山东枣庄的调查范围位于

城市地区，福建泉州安溪和山西晋中的调查范围位

于农村地区，而云南丽江的调查范围包括了城市和

农村两类地区。每个地区发放问卷２００份，共计发
放问卷 １０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 ９９４份，有效率为
９９．４％（见表２）。此外，在访谈过程中，还了解了当
地政府部门在农产品物流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并

掌握了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情况、取得的成效和群

众的满意状况等信息。

表２　调查样本地区分布

地　区
样本

样本量 占比（％）

调查

范围

陕西铜川市新区 １９８ １９．９２ 城市

山东枣庄 １９９ ２０．０２ 城市

云南丽江 １９９ ２０．０２ 城市＋农村
福建泉州安溪 ２００ ２０．１２ 农村

山西晋中 １９８ １９．９２ 农村

合计 ９９４ １００

三、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计算，层次分析法的判断矩阵均满足 ＣＲ＜
０．１，符合一致性检验的要求，进而对计算结果进行单
排序和总排序，得出权重结果（见表３）。

表３　生鲜农产品物流影响因素权重排序

Ｂ１

０．４０１

Ｂ２

０．２１９

Ｂ３

０．０４５

Ｂ４

０．０９０

Ｂ５

０．２１３

Ｂ６

０．０３２
权重 排序

Ｃ１ ０．８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２０８００ １
Ｃ２ ０．２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８０２００ ４
Ｃ３ ０ ０．７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６４２５０ ２
Ｃ４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５４７５０ ７
Ｃ５ ０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 ０ ０．００３９１５ １７
Ｃ６ ０ ０ ０．５０６ ０ ０ ０ ０．０２２７７０ ９
Ｃ７ ０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 ０ ０．０１１８８０ １４
Ｃ８ ０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 ０ ０．００６４３５ １６
Ｃ９ ０ ０ ０ ０．６４８ ０ ０ ０．０５８３２０ ６
Ｃ１０ ０ ０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 ０．０１０９８０ １５
Ｃ１１ ０ ０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 ０．０２０７００ １０
Ｃ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１２３５４ １３
Ｃ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０５ ０ ０．０６４９６５ ５
Ｃ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０２８５４２ ８
Ｃ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５０３ ０ ０．１０７１３９ ３
Ｃ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１６０００ １１
Ｃ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５００ ０．０１６０００ １２

　　从生鲜农产品物流影响因素权重排序结果可
以看出：（１）总体而言，基础设施因素（Ｂ１）、地理因
素（Ｂ２）和物流主体因素（Ｂ５）对生鲜农产品物流发
展的影响最大。（２）单因素方面，农村交通基础设
施发展水平（Ｃ１）对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影响最大，它

是物流业发展的基础，是物流深入农村地区的先决

条件；自然地理区位（Ｃ３）的权重位列第二，生鲜农
产品物流的消费地点主要是在经济较为发达、人口

较为集中的中心地区，但生鲜农产品保质期限短、

易腐烂的特征又限制了其物流半径，因此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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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也会对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

响；农民的现代物流意识（Ｃ１５）、物流集散和储运设
施建设（Ｃ２）对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影响也较为显著，
其余各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鲜农产品物

流的发展，是实践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四、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综合评价

生鲜农产品物流影响因素的权重排序结果（见

表３）表明，基础设施因素（Ｂ１）和地理因素（Ｂ２）是
影响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的两个最重要的因

素。进一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频率统计，能够对比

这两个因素在各地的表现状况，进而分析其对物流

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频率统计结果表明（见表

４）：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方面，山东枣庄被调
查者对当地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水平的评价最高，

选择“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比例达到５１％；而云南
丽江被调查者对当地生鲜物流发展水平的评价最低，

大多数被调查者选择“基本满意”和“不太满意”，说

明云南丽江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有待完善。在

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福建泉州被调查者给出的评价最

高，陕西铜川被调查者也被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云

南丽江和山西晋中被调查者给出的评价较低。

表４　物流基础建设水平和自然地理条件评价频率统计

变量 评语集
地区

陕西铜川 山东枣庄 云南丽江 福建泉州 山西晋中

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

非常满意 ７％ １３％ １％ ０％ １０％

满意 ３４％ ３８％ １５％ ３５％ ３３％

基本满意 ４０％ ２７％ ６０％ ４３％ ２２％

不太满意 １７％ １９％ ２０％ １７％ ２５％

不满意 ２％ ３％ ４％ ５％ １０％

自然地理条件

非常好 ５％ １２％ １９％ ５％ １３％

比较好 ４５％ ３１％ １９％ ４７％ ２５％

一般 ３０％ ２６％ ３４％ ３６％ ３７％

比较差 １５％ ２７％ ２６％ １１％ １５％

非常差 ５％ ４％ ２％ １％ １０％

　　进一步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价
法得到生鲜农产品物流各影响因素的单因素评价，

将其组合成模糊评判矩阵后再与因素的权向量进

行模糊运算并进行归一化，最后采用百分制将模糊

评价结果量化，得到各地区六类因素的综合得分

（见表５）。

表５　各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中各因素综合得分

因素

综合评价量化值

陕西铜川

（城市）

山东枣庄

（城市）

云南丽江

（城市＋农村）
福建泉州

（农村）

山西晋中

（农村）

基础设施因素（Ｂ１） ７７．１３５ ７８．３１５ ７３．２０５ ７５．７９５ ７４．９３８

地理因素（Ｂ２） ７７．２７５ ７６．３６０ ７７．０２９ ７８．８７５ ７４．２３４

物流技术因素（Ｂ３） ７３．０７０ ７２．２８５ ７１．４０５ ７２．７１０ ６８．４３１

物流管理因素（Ｂ４） ７３．１７５ ７３．８４０ ７１．８７７ ７１．９６５ ６７．２５３

物流主体因素（Ｂ５） ７０．１７０ ６９．３６０ ６７．１３０ ６９．４６０ ７１．６１３

宏观政策因素（Ｂ６） ７３．３５５ ７０．９５０ ６９．７６４ ７１．１２０ ６７．９５１

总分 ７４．７３０ ７３．３２０ ７２．７５０ ７４．４５５ ７１．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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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五个地区基础设施因素和地理因素
的得分最高，地理区位越好，受中心地区的辐射作

用越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从而有利于

带动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经济较发达的陕西铜川、

福建泉州、山东枣庄的得分高于经济不太发达的云

南丽江和山西晋中。这表明，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

区，其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

（１）基础设施因素。山东枣庄得分最高，云南
丽江得分最低，陕西铜川和山东枣庄的得分高于福

建泉州和山西晋中，这充分体现出城市地区与农村

地区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的明显差异。山

东枣庄的得分最高可以从枣庄市的实际情况得到

验证。一方面，枣庄市公路密度达每平方公里１４８．６
公里，农村公路得到全面改造升级，通达率高；另一

方面，枣庄市的物流集散和储运设施建设水平相当

高，又有滕州金道物流园区和鲁南（山亭）农产品物

流中心两个省级重点物流园区，并在农产品流通相

对集中的村庄建立了农村物流网点，从而改善了农

村物流链，扩大了物流网络的覆盖面。相对而言，

云南丽江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复

杂多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

设，因此对其基础设施因素的评分最低。

（２）地理因素。从数据来看，五个地区的得分
均较高，这与各地的声誉和特色经济的发展有关。

例如，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水平较高的福建泉州的

得分最高。泉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上承“长

三角”经济圈，下接“珠三角”经济圈，并且已全面融

入泉州和厦门“一小时经济圈”；同时，在地理特征

上，泉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平均海拔４００～５００米，
很适合人们居住和生产，因此人们普遍对泉州的地

理因素给予了较高评价。

（３）物流技术因素。五个地区在该方面的得分
均较低，说明这些地区的生鲜农产品物流技术水平

都亟待提升。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五个地区蔬菜和

水果等生鲜农产品的运输仍然主要在自然常温条

件下进行，冷藏车的使用比例很低，装卸和搬运基

本都依靠人力，农产品采摘后大多未经过预冷技术

处理，因此即使是短途运输也会有一部分蔬菜和水

果腐烂和破损；各地的生鲜农产品网络平台建设方

面也不尽如人意，农产品交易网的浏览量很少，而

且该平台上的信息更新频率低，不能满足信息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要求，供应链中各环节参与者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不能依靠物流网络得到解决。值得注

意的是，与其他四个地方相比较，陕西铜川在生鲜

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方面较有特色，该地区注重深加

工技术的引进和研究，已发展出几家以苹果深加工

为支柱产业、以浓缩苹果汁和系列苹果酒等为主导

产品的龙头企业，这是被调查者对当地物流技术因

素评价较高的重要原因。

（４）物流管理因素。在物流管理方面，对城市
地区的评价要优于农村地区，得分最高的为山东枣

庄和陕西铜川，但调查范围包括农村和城市的云南

丽江的综合得分却低于仅调查了农村地区的福建

泉州，这主要是由于泉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

市中参与物流的主体较多，因此物流管理体制更加

完善，企业迫于竞争和生存的压力，会采取相关措

施提高物流运作效率，而且信息收集的渠道更广

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物流信息的不对称，同

时也提高了不同企业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水平。与

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物流管理比较松散。

（５）物流主体因素。除山西晋中外，其余四地
物流主体因素的得分均低于其他因素，山西晋中得

分最高，云南丽江得分最低。山西晋中的调查范围

主要是在农村，且农户以种植水果、蔬菜等生鲜农

产品为主，相比之下人们的物流意识更强（调查数

据显示，“非常强”和“比较强”的隶属度函数值高达

０．７４，明显高于其他四个地区）；云南丽江以旅游业
为主导，农业所占比重较低，且农村地区的生鲜农

产品基本是自给自足，因此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

市场较小，难以吸引和培育规模较大的相关中介组

织和第三方物流主体，同时也减弱了对物流专业技

术人才的吸引力。

（６）宏观政策因素。五个地区宏观政策因素的
得分均相对较低，说明微观参与主体对现阶段生鲜

农产品物流的相关政策措施和法规评价不高，有进

一步完善的空间。调查中还发现，各地相关部门政

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呈现出逐级递减的趋势：距离

政府部门所在地更近、监督力度更强的城市地区，

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较好；而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

则由于信息传递的失真和监督力度的不足，导致相

关政策执行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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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对陕西铜川、山东枣庄、云南丽江、福

建泉州和山西晋中五个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参与

主体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生鲜农产品物

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因

素、地理因素和物流主体因素对生鲜农产品物流发

展的影响最大，其中，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自

然地理区位是决定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基础；进

一步地，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地区生鲜农产品

物流发展中各因素的表现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

果表明：被调查的五个地区在物流技术因素和宏观

政策因素上的表现都不够理想，不同的地区由于受

到不同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在生鲜农产品

物流发展的水平上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要全面提

高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水平，有必要根据各地的

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第一，加强生鲜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尤

其要注重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配送节点的建

设。分析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物流集散和储

运设施建设是生鲜农产品物流的重要影响因素，城

市地区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其发达的交通

基础设施网络和完善的物流节点体系，而农村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落后，专业化农产品物流节点少

且不够完善，进而导致农村地区物流整体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因此，通过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和农产品物流配送节点体系，既能显著提升生鲜农

产品物流整体水平，也有利于缩小物流业城乡发展

差距。

第二，加强先进物流技术在生鲜农产品物流各

环节的应用。分析表明，物流技术是生鲜农产品物

流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先进物流技术在生鲜农

产品物流中运用的不足是各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

自然常温条件下运用普通货车运输仍是较为普遍

的生鲜农产品运输方式，这种以传统运输方式主导

的物流模式已不适应现阶段生鲜农产品流通对物

流的要求。因此，加强生鲜农产品物流先进技术的

普及和应用，是现阶段我国提高生鲜农产品物流发

展水平的重点。

第三，完善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政策，且政策

应向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有所倾斜。虽然层次分

析结果表明，政策因素相对来说并不是影响生鲜农

产品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微观参与主体对相关

政策措施的总体评价却并不高，并且政策执行效果

呈现出逐级递减特征，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政策执

行效果相对较差。因此，有必要加大对偏远地区和

农村地区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并

确保政策落实，同时要加强对基层农产品物流参与

主体的引导和监督，这既能保障生产者受惠，又能

从源头保障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此外，调查

还发现，各地第三方物流业发展水平都十分落后，

这也需要政府在涉农第三方物流发展方面给予更

大的政策扶持。

第四，提高生鲜农产品物流参与主体的现代物

流意识。分析表明，物流主体因素中，生鲜农产品

生产者的现代物流意识是影响物流发展水平的重

要因素，且现代物流意识与地区经济结构有一定关

系，以生产生鲜农产品为主的被调查地区，生产者

的现代物流意识获得了更高的评价。事实上，良好

的现代物流意识有助于参与主体改变传统的物流

观念和应用先进的物流技术，从而提升当地的农产

品物流发展水平。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包括农民、

农产品经营商、物流服务商以及基层物流管理者在

内的各类参与主体的教育和培训，以提升其现代物

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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