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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鲜电商作为一种新型农产品流通方式已经和居民生活深度融合，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促进消费提质升

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生鲜农产品高损耗、及时性强的特点为生鲜电商供应链建设提出较高要求。本文

基于供应链视角分别对前置仓、社区团购和店仓一体化这3类主要生鲜电商发展模式进行优劣分析，进

一步总结分析生鲜电商还存在生产分散、冷链运输建设不完善、配送难度大等共通问题，并针对目前生

鲜电商供应链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策略，为我国生鲜电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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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sh food e-commerce as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has been deeply inte-
grated with residents’ lives, and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quality and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high loss and timeliness put forward high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fresh food e-commerce supply chain. Based on the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three main fresh food e-commerce devel-
opment modes, namely, front warehouse, community buying group and in-store as warehouse, 
and furth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fresh e-commerce such as disper-
sion of production, imperfect cold chain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and difficult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upply chain construction of fresh e-commer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certain ref-
erences for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resh food e-commerce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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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仓储物流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以及居民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的改变，我

国生鲜农产品流通渠道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已构成传统农贸市场、线下超市、社区团购平台、线上超

市等多元化生鲜终端体系[1]，其中生鲜电商打破传统线下途径，发展及其迅速，并形成了 3 种主要的

电商经营模式，即：以叮咚买菜、每日优鲜为代表的前置仓模式，以多多买菜为代表的社区团购模式

以及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店仓一体化模式。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联合数字零售台近期发布的

《2023 年上半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3 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预计可达 6427.6 亿元，

同比增长 14.74%。与此同时，《“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要推动直播电商、生鲜电商等新

业态健康发展，《“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则提出要发展“生鲜电商 + 产地直发”等冷链物流

新业态新模式。 
然而，行业规模扩大的同时，行业竞争也进一步加剧，2022 年中国生鲜电商企业数量是 2017 年的

近 3 倍[2]，如图 1 所示，虽然生鲜电商行业整体规模稳步增长，但其增速却有所降低。同时 2023 年 5
月叮咚买菜宣布关闭西南地区业务、2023 年 11 月每日优鲜纳斯达克被迫退市，同期盒马鲜生宣布暂停

上市等等事件都表明多数生鲜电商难以实现高效持续运转，其中生鲜农产品损耗率高、时效性强、周期

波动性大以及供应链节点多等诸多特点对生鲜电商供应链搭建和运营提出了较大的挑战，成为行业一大

痛点。因此，本文旨在对当前我国生鲜电商发展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供应链视角，分析当前生鲜电

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生鲜电商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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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hina’s fresh e-commerce transaction scale and growth rate from 2014 to 2022 
图 1. 2014~2022 年我国生鲜电商交易规模和增速 

2. 我国生鲜电商发展模式分析 

2.1. 前置仓模式 

前置仓是一种将商品储存在靠近消费者的位置，以便快速配送的供应链策略。如图 2 所示，前置仓

模式下生鲜电商平台通常在距离社区 3 km 以内的范围内，通过租赁社区商铺或小型仓库的方式密集布局

前置仓，对生鲜农产品或其它产品进行存储，并通过骑手实现及时配送。相较于传统的生鲜电商将生鲜

农产品集中到城市配送中心，并进一步根据订单将货物从城市中心仓库配送到消费者手中，前置仓模式

具有以下优点： 
 

 
Figure 2. Fresh e-commerce supply chain architecture diagram under front warehouse mode 
图 2. 前置仓模式下生鲜电商供应链架构图 

 
1) 物流时效强，消费者服务体验提高。 
前置仓主要服务 3 km 以内的用户，消费者通过移动端 APP 下单，以线上点击代替线下买菜，降低

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下单后由前置仓组织完成货物挑选、包装、配送，通过密集布局前置仓，可实现 30
分钟内送货上门，极大提高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3]。 

2) 生鲜农产品质量保障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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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农产品具有损耗高、难保存的特点，将生鲜农产品储存在前置仓内一方面可以通过温度和湿度

的控制保障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大大缩短末端节点的配送时间，通过短距离冷链运输保障货品新

鲜度，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 
3) 前置仓选址难度低，易快速扩张。 
前置仓布局仅需考虑贴近消费者，而不需要考虑门店盈利等问题，没有门店经营、人工等成本投入，

便于快速扩张抢占市场。 
由于前置仓模式能够解决消费者“最后三公里”问题，并能保证生鲜商品的新鲜度和及时交付率，

目前已成为生鲜电商的主要运营模式之一，代表企业有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美团买菜等[4]。以叮咚买

菜为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叮咚买菜拥有约 60 个区域分选中心和 1400 个前置仓[5]，覆盖北上广

深以及苏州、杭州等一线、二线城市。尽管前置仓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新鲜度和具有较高的用户渗

透率，但本质为重资产模式，相应的有以下劣势： 
1) 履约成本居高不下。 
履约成本指在供应链中与满足订单和交付相关的成本，在前置仓模式下，履约成本包含了仓库租金、

员工费用、配送成本、物流成本、水电和折旧成本，据财报，2021 年叮咚买菜履约成本超 23 亿元，已

成为商品成本外的第二大开支，占到总经营成本及开支比例的近三成。 
2) 难以进入下沉市场。 
由于建立和维护前置仓产生较大成本，同时生鲜农产品毛利率较低，因此该模式下前置仓盈利对于

单仓订单的规模要求非常高。一二线城市消费群体具有年轻人多、收入普遍较高、生活节奏快、对产品

品质有要求以及对价格敏感度低的特点，能够支撑前置仓的持续运营，这也迫使前置仓模式仅能适应一

二线城市，难以进入下沉市场。2022 年叮咚买菜大幅裁撤二三线城市，美团买菜暂停扩张计划、关停部

分坪效低的前置仓也说明这一点。 

2.2. 社区团购模式 

相较于前置仓的重资产模式，社区团购的主要特点为轻资产、重运营，如图 3 所示，社区团购模式

主要采取“共享仓–中心仓–网格仓”的三级物流仓储体系，运营方式包括外包和自建物流两种[6]，社

区团购顾客当天于团购平台下单，次日可在社区指定提货点提货，典型的社区团购模式的企业有美团优

选、多多买菜、兴盛优选等。相较于前置仓模式，社区团购模式定位下沉市场，主要具有以下优点： 
 

 
Figure 3. Fresh e-commerce supply chain architecture diagram under community buying group mode 
图 3. 社区团购模式下生鲜电商供应链架构图 

 
1) 履约成本低，产品性价比高。 
社区团购模式通过团购平台提前收集订单信息，以采定销，将传统生鲜零售的推式供应链转为拉式

供应链，同时通过三级物流仓储体系整合了传统经销链条，直接联通产地和消费者，节约物流存储运输

成本，降低农产品损耗率的同时，能够极大减少农产品再经销环节的加价幅度，具备价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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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营成本低，覆盖下沉市场。 
社区团长是是连接平台方和社区消费者的中间纽带，负责“最后一公里”的“仓储 + 履约 + 获客 + 

售后”[7]，降低了平台方运营压力，平台方除直接投资中心仓之外，多数网格仓也是采用加盟模式，配

送环节也可外包实现，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轻资产的运营方式进一步促进平台广泛布局，以美团优选

为例，截至 2021 年第一季度，其中心仓数量达 130 个，网格仓数量达 4650 个，覆盖全国 2600 个市县。 
社区团购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底线城市线上商超的不足，同时我国下沉市场消费潜力还未充

分释放，社区团购各大生鲜电商平台积极抢占市场，但仍存在以下劣势制约其发展： 
1) 行业竞争激烈，持续价格战。 
由于社区团购模式主打性价比和下沉市场，各生鲜电商平台通过各类手段快速抢占市场份额，例如

多多买菜相继进行针对性的降价促销和补贴政策，美团优选进一步提高配送时效，将次日下午自提改为

上午送达，激烈的行业竞争使得电商平台难以实现盈亏平衡。同时，为保障平台竞争力，维持丰富的产

品品类、高性价比和便利的服务，对平台供应链运作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2) 对供应链长期运营能力要求高。 
由于社区团购模式下，以平台管理而非直营管理为主，仓储、配送和采购各环节参与主体较多，平

台对供应链产品质量的把控能力相对较弱，同时生鲜农产品对履约配送以及供应链采购的时效和损耗具

有较高要求，为平台保持长期稳定的高性价比供应链和精细化运营提出较大挑战。 

2.3. 店仓一体化模式 

店仓一体化模式下，线下门店兼顾小型“生鲜超市”和线上配送的“前置仓”，可以全面满足周边

1 到 3 公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以商品高质量 + 消费者到店体验 + 即时配送到家等全面升级为特色。

如图 4 所示，顾客既可以线上下单，骑手 30~40 min 送货到家，也可以线下购买，寻求更好的购物体验，

该模式的典型代表企业为盒马生鲜、7 Fresh 等。据统计，截至 2023 年 6 月，盒马全国共开设超过 300
家盒马鲜生门店、68 家盒马奥莱店及 9 家盒马 X 会员店。店仓一体化模式的优点主要有： 

 

 
Figure 4. Fresh e-commerce supply chain architecture diagram under in-store as warehouse mode 
图 4. 店仓一体化模式下生鲜电商供应链架构图 

 
1) 用户参与度高，粘性强。 
店仓一体化模式聚焦大中型商场、社区等人群集中区域，为消费者提供了线下购买渠道，门店经营

商品种类丰富，在门店加持下可实现线下到线上的引流，同时定位高端人群，线上线下协同打造良好的

购物体验，进一步增加用户黏性。 
2) 依托门店形成品牌效应。 
依托门店和用户消费场景配置不同的零售基础设施，通过个性化服务助力平台打造品牌形象。以盒

马生鲜为例，在店内进一步拓展生鲜餐饮，消费者所选优质食材可以当场被制作成美味菜肴，这种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食材的新鲜美味，加深消费者品牌印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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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店仓一体化模式下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极致的消费体验，但其资产投入远高于前置仓模式，主要

具有以下制约因素： 
1) 线下门店建设成本大，过于依赖店铺选址。 
由于需要线下实体店铺的经营作为基础，仓店一体化的线下店铺需要靠近消费者，选址地点既要保

障便利性，为保证消费者的就餐体验，也对实体店的人工投入、经营面积和装修提出了较高要求，成本

压力也较大，同时配送范围以门店为中心，受众用户群体具有局限性。 
2) 用户群体受限，难以深入下沉市场。 
由于店仓一体化模式下要求门店自营以及及时配送，产生了较大的经营成本，同时为保障良好的用

户体验，该模式下对供应链提出更高的要求，投入进一步增大，重资产限制了门店的复制扩张。 

3. 供应链视角下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发展困境 

3.1. 供应链上游：生鲜农产品生产较为分散，供货质量难以把控 

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仍以小农种植为主，农户数量众多，另一方面，生鲜农产品的生产受土壤、

季节和区域影响，产地分散，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多个流通环节，使得采购成本不断上

升。虽然各生鲜电商平台积极寻求和上游供应商合作，不断扩大农产品直采、直供比例，但直接和农户

对接仍存在较大困难，更多仍是和原产地经销商合作，如叮咚买菜和 600 多家产地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

因此，农产品质量取决于原产地经销商对产品质量的监控水平，这不可避免会导致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这对生鲜电商平台对上游供应链的把控能力提出较大要求。 

3.2. 供应链中游：冷链运输需求大，冷链运输体系建设不完善 

生鲜农产品对冷链运输具有较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冷链运输发展落后，还远远达不到专业化的全程

冷链运输系统，同时生鲜冷链物流标准还不完善。生鲜冷链是生鲜电商关键环节，能够降低农产品的运

输过程中的损耗，冷藏车、冷库设备、温度控制终端等的建设均需要投入较高成本，从而进一步增加农

产品的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了生鲜农产品的售价，因此实力较弱的生鲜电商企业难以承受。此外，分区

温度控制是目前生鲜电商发展的隐形绊脚石，冷链运输系统不能做好分区温度控制，促使生鲜产品不能

与其他普通快消品一同运输，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物流运输成本。 

3.3. 供应链下游：消费者需求分散，“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大 

我国生鲜消费市场规模巨大，消费频次高，生鲜电商平台需要面对数量众多、极散化以及追求个性

化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者多批次、小批量的个性化需求同时，还要保障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和配送时效

性。其中，前置仓模式和店仓一体化模式通过重资产的运营方式满足了“最后一公里”配送的时效性，

但也带了较大的投入成本，使得生鲜电商难以保持持续稳定的运营，如叮咚买菜为了维持优势市场，开

始合并前置仓站点，减少骑手数量，部分站点骑手的配送半径也从之前的 3 公里扩大至 5 至 6 公里，相

应的部分区域配送时长由 30 分钟以内扩大到 45 分钟以上。而社区团购模式下消费者次日自提虽然避免

了“最后一公里”配送，但相应的牺牲了部分用户体验，主打性价比的方式也使得该模式下消费者群体

价格敏感度较高，增加了隐形运营成本。 

4. 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提升策略 

4.1. 加强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增加冷链设施投入 

生鲜农产品电商离不开冷链物流的支持，加强农产品采摘、运输到配送各环节冷链运输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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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对保障产品质量、提高平台竞争力非常重要。1) 加强“最先一公里”预冷仓建设，通过及时的源头预

冷对生鲜农产品进行迅速催眠，使生鲜农产品在最短时间内达到适温条件，方便后续产品分级、储藏、

运输等各个环节冷藏保存，提高产品新鲜度。2) 加强“最后一公里”配送移动式小型冷库、保温箱等冷

藏设施投入，减少如“泡沫箱 + 冰袋”此类温控差、时效短的配送模式，降低末端物流的农产品损耗。

3) 建立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加强各环节的把控，实现冷链物流各个环节的规范化、集约化、专业化[9]，
通过使用标准化冷链技术、设备等提升物流时效性和服务水平，提升生鲜电商竞争力。 

4.2. 提高上游供应链管理水平，加强上游供应商合作 

生鲜农产品种类繁多、生产分散、产品质量把控难度大，优质的供应商对构建稳定、优质、安全的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至关重要。1) 加强与上游稳定优质的供应商合作，尽可能选择标准化程度高的供应商，

同时定期进行供应商质量评估，包括供应商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地理位置、订单完成度、物流水平等，

保障生鲜农产品货源充足、稳定和高质量。2) 建立并发展具有稳定契约关系的生鲜直采基地[10]，整合

各类资源，引入标准化种植体系，即统一种子、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采摘，从选种、种植、采摘、

包装到运输的全链路实现可溯源，扩大直采比例，进而形成稳定的产销关系，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和整体

竞争力。3) 加强和部分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农产品供应商合作，打通供应链，塑造平台品牌效应，吸

引消费者，提高市场影响力。 

4.3. 提升数字化水平，塑造高附加值供应链 

数字技术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提档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提高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能够进一步提高供应链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1) 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构建

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11]，通过生鲜农产品的源头追溯和信息共享，实现农产品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各个

环节的实时追踪、监管和信息采集，便于生鲜电商优化农产品物流网络。2) 依靠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基

于对消费数据和用户信息的整合分析，实现对农产品需求的合理预测，优化农产品供给和配送网络，降

低农产品存储成本和损耗，提高供应链整体协作效率。3) 加大对了解生鲜物流技术以及数字化转型相关

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增加相关技术人才岗位，充分发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互联网、大数

据对生鲜的深度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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