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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行业概念及发展阶段

冷链物流是利用温控、保鲜等技术工艺和冷库、冷藏车、冷藏
箱等设施设备，确保冷链产品在初加工、储存、运输、流通加工、
销售、配送等全过程始终处于规定温度环境下的专业物流。

来源：《“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

概念

1998年 2007年 2018年

萌芽阶段
    行业资源非常匮乏，尚没有"冷链物流"的
概念，进入冷链市场纯粹凭借自我判断。冷链
设施设备普遍缺失和落后，多数企业仅依靠几
台二手改装的冷藏车跑运输起家，冷库设施陈
旧且大部分在国营企业手里，城市配送都在经
销商手里。冷藏车供给量极少，但那时候冷链
企业利润却非常丰厚，属于资源短缺阶段。

3.0阶段
    冷链市场进一步蜕变，全民冷链需求
爆发,基础设施体系日益完善、新技术对
产业驱动强劲，这些都是进入冷链物流
3.0时代的印证，行业将迎来蝶变升维的
新格局。3.0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
面的升级，即产业环境升级、冷链意识升
级、技术装备升级、人员管理升级和经营
理念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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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阶段
    中外运、招商局等央企布局冷链，全球知名的美冷、普菲斯、
太古等外资冷链公司纷纷进入，双汇、光明等食品上游成立独立
物流公司，麦德龙、沃尔玛以及国内的永辉、步步高等陆续建立
生鲜配送中心，连锁餐厅的快速发展带动中餐标准化和中央厨房
的遍地开花，京东、易果、天猫都试水生鲜电商。种种因素带动
国内部分冷链物流企业开始组织化运作，全国性地仓配网络布局、
拓展新业务模式、提升信息化水平。

对象产品



冷链物流产业链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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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供应升级，冷链物流需求持续增长

2018-2022年全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

2.1
2.59

2.94
3.44

3.98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需求总量（亿吨） 增长率

来源：中物联冷链委

2019-2022年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2年，我国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9.26万亿元，比上
年增长6.4%，2018-2022
年复合增长率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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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餐饮市
场规模达到6.53万
亿元

2019-2022年全国餐饮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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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2年全国餐饮食材供应链市场规模

来源：国家统计局

按照餐饮平均40%原材料采购
成本测算，2022年餐饮食材供
应链市场规模近2.9万亿。

中国食品供应链产业
拥有万亿级别的市场
体量，随着城乡居民
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
不断提高，冷链物流
需求持续旺盛，发展
势头强劲，2022年市
场需求总量达3.98亿
吨。



冷链物流发展趋稳向好，冷链基建投资维持稳定增长

2018-2022年全国重点冷库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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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至2022年我国重点企业
冷库容量从4307万吨增长至
5686万吨，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19%。随着冷链基础设施政
策的引导和企业布局完善，预
计2023年我国重点企业冷库容
量将达到6095万吨。

来源：中物联冷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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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3年全国冷藏车保有量

来源：北京研精毕智信息咨询

2022年，我国冷藏车市场保
有量约为38万辆，同比增长
10.79%，预计2023年中国冷
藏车保有量将进一步增长至
46万辆。

2023年1-8月，我国冷链物流
基础设施投建总额近300亿元，
同比增长6.6%。从建设类型来
看，涵盖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预制菜冷链产业园、冷链
配送中心等。

2023年1-5月全国冷链物流基建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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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年全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

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
场规模快速增长，从2018
年2886亿元增长到2022年
的4916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达14.24%。2023年1-5
月，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
模达2395亿元，同比增长
3.6%。

来源：中物联冷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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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参与者猛增，东部地区竞争激烈

    2021年，我国冷链物流
企业数量约2116家。按地区
来看，华东地区冷链物流企
业数量最多，为674家，远
多于其他地区。其次是华北
地区与华南地区，分别为
363家与346家，均多于300
家。企业数量最少的为东北
地区，为162家。按省份来
看，只有广东省、山东省、
上海市、江苏省、辽宁省与
福建省的冷链物流企业数量
超过了1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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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相
关企业注册量整体呈上升趋
势，2020年受疫情影响，冷
链物流需求大幅增加,冷链
物流相关企业注册量迅速上
升至6592家，12021年回落
至5527家。预计2023年中国
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注册量将
达7173家。

2018-2023年全国冷链物流相关企业注册量

来源：《全国冷链物流企业分布图》，中物联冷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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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冷链物流企业数量地区占比

来源：《全国冷链物流企业分布图》，中物联冷链委

排名 公司 排名 公司

1 京东物流 16 佛山市粤泰冷库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2 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7 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公司

3 中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8 广州拓领物流有限公司

4 蜀海(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 深圳多]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 中农联控股有限公司 20 佛山市大沥桂江冷库储存配送有限公司

6 北京快行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21 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7 北京亚冷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2 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8 美库供应网络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3 河南中原四季水产物流港股份有限公司

9 北京天时丰益物流有限公司 24 中农批(南京)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10 重庆凯尔国际冷链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25 江西玉丰实业有限公司

11 福州名成水产品市场有限公司 26 九江市新雪域置业有限公司

12 福建省顺胡农产品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27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3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28 山东盖世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4 中外运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29 诸城渤海智慧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15 望家欢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30 山东海洋爱通物流有限公司

2021年中国冷链物流行业的企业30强名单

来源：《全国冷链物流企业分布图》，中物联冷链委



中游典型竞争企业分析——京东物流

    京东物流在2014年开始打造冷链物流体系，2018年正式推出京东冷链，京东冷链专注于生鲜食品、医药物流，依托冷链仓储网、
冷链运输网、冷链配送网“三位一体”的综合冷链服务能力，以产品为基础，以科技为核心，通过构建社会化冷链协同网络，打造
全流程、全场景的F2B2C一站式冷链服务平台。公司冷链网络迅速铺开，在生鲜食品方面：截至2020年，京东物流拥有87个冷链仓
（49万平方米），可调用2000台冷链运输车； 在医药物流方面：运营20个药品及医疗器械专用仓库（12 万平方米）。2021年中国
冷链物流百强企业中京东物流位居首位。

冷链仓储网

冷链运输网

冷链配送网

F2B2C
冷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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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技服务

“骨干网+合伙人”的创新模式

F2B2C一站式冷链服务平台

冷链运输配送产品

“自建仓+协同仓”的运作模式

    一方面加速“人、车、货、场”等要素的数据化升级，打造全流程可视化的智能温控平台；另一方面，在武
汉亚洲一号生鲜仓正式投入使用使用大型冷库旋转货架系统，这是全国首个应用于电商冷库内的“货到人”拣选
系统。

    通过“京东云冷链”独家品牌授权、营销支持、系统输出、金融赋能、资源共享，实现网络共建、货量共集、
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共同推进冷链网络的纵深布局与社会化运力资源的聚集。

    基于智能科技体系与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根据产地、工业、餐饮、零售、进口共五大行业的供应链特性与
差异，打造了从仓储到配送、从线上到线下、从硬件到软件的一体化行业定制解决方案

    京东冷链在运输配送方面推出了冷链卡班、冷链城配以及冷链整车。

    依靠“自建仓+协同仓”运作模式来减少中间环节，保障商品能够高品质、高时效的从原产地直发给用户。



中游典型竞争企业分析——海容冷链

    公司前身为青岛海容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2012年7月改制为股份公司。2018年11月29日，公司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商用冷链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以商用冷冻展示柜、商用冷藏展示柜、商超
展示柜及商用智能售货柜为核心产品，主要采用面向企业客户的销售模式，为客户在销售终端进行低温储存、商品展示和企业形
象展示等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及专业化服务。

    海容冷链是冷链设备行业的头部厂商，以商用展示柜业务为主，因其产品属于冷链物流的终端设备，故业务需求大多来自速冻食品、乳制品等快消品行业，
主要可分为4大产品类型：商业冷冻展示柜、商用冷藏展示柜、商超展示柜和商用智能展示柜

商用展示柜为公司核心产品

    海容冷链自成立以来一直深耕商用展示柜领域，冷链设备的终端属性决定了快消品企业是公司的主
要客户，其渠道至上的商业模式要求产品在外观设计上具备较强的品牌辨认度，以便下游客户能够更好
地将商品陈列铺设在便利店、机场、写字楼等终端场所。另外冷鲜食品的升级和品类扩充通常要求商用
展示柜的功能及设计跟随变化，因此公司产品也具有更新换代较快的特点。

快消品销售终端是其主要应用场景

专业性与灵活性打造行业壁垒

CASSETTE一体式制冷机组技术
微洹疸冷凝技术
双风幕循环风技术
分区式冷热转换技术

节能环保技术
RFID 物联网技术
嵌人式密封技术
自动关门和门体定位技术

商用冷冻展示
柜, 63.32%

商用冷藏展示
柜, 19.40%

商超展示柜, 
11.55%

商用智能售货
柜, 5.74%



中国冷链物流行业发展趋势

    2022年我国生物制药市场规模
达4.09万亿元，部分医疗器械在运
输与贮存的过程中需要全程保持在
特定温度下。而目前尚未出现市场
寡头垄断者，未来专业化服务商有
望主导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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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年全国生物制药市场规模

来源：国家统计局

冷藏库, 
25%

冷冻库, 
70%

恒温库及其
他, 5%

    我国冷冻库占比高达
70%，是冷库的主要温区，
主要用于存储冷冻食品，而
冷藏库占比仅为25%，主要
用于存储生鲜及短保物品；
恒温库及其他温区，用于存
放特定物品占比5%。

2022年全国冷库温区占比

来源：中物联冷链委

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

    从全国冷链物流层面来看，冷库总容量、冷藏车与保温车保有量
不断上升。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不断壮大，呈现出规模化、网络化的
发展趋势。市场不断细分、跨界竞争和全球布局的趋势和动向呈现出
上升趋势。

医药冷链驱力强劲

冷库温区分布更加均衡

行业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

    国家部门对冷链物流产业发布一系列标准，有效促进冷链物流企业规模化经营，
加快形成市场秩序，进一步推动国家部门对冷链物流产业发布一系列标准，有效促
进冷链物流标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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