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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随着冷链物流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冷链物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其资源配

置问题日益重视。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博弈理论，以我国22个省份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法，探寻多个要素对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协同作用机制，结论如下：多条路径中多个前因条件的组合

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市场监督条件相较于其他条件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

府需要对此加以重视；基础设施配置和政府补助的组合与金融保障为替代关系，二者目的均为完善冷链

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冷链物流高效发展。本研究为政府推进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提供了路径

选择，对现有关于冷链物流资源配置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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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cold chain logistics industry has entered a rapid devel-
opment stage with the growing demand for cold chain logistics in China.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government is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resource alloca-
tion for cold chain logistics.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game theory, 
this study uses 22 provinces in China as samples, and adopts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fuzzy se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state to explore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multiple factors on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so as to obtain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path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with universalit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in 
the study: the combined effect of multiple antecedent conditions in multiple paths have success-
fully realized the reasonable combination and alloc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 elem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us realizing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market supervision condi-
tions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compared to other antecedent conditions, so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supervision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infrastructure configuration can replace financial guar-
antee to a certain extent substitutes; the focus of both of them is different but their purpose all is 
to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reduce the capital pressure of 
enterprises themselves, and then promot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this 
study shows options of the path that government boost the high efficient development in cold 
chain logistics, provides new idea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allocation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resources,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cold chain logistics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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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近年我国肉类、水果、蔬菜、水

产品、乳品、速冻食品以及疫苗、生物制剂、药品等冷链产品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极大促进了我国冷链

物流的快速发展。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快速增长[2]，2020 年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超过 3800 亿元，冷库

库容近 1.8 亿立方米，冷藏车保有量约 28.7 万辆。为与冷链物流的快速发展趋势相匹配，我国不断加大

对于冷链基础建设的投入，2020 年中央投入 50 亿元支持冷链仓储及保鲜等基础设施建设，2022 年财政

部门投资13.75亿元用于城乡冷链和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和保障国家物流枢纽及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运转[3]。 
在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物流服务的需求日益増长，冷链物流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冷链物流如何进行高效发展进行研究。现有关于冷链物流的研究主要是从冷链物流

的整体发展分析或从农产品、医药和食品等维度研究冷链物流的发展，或基于具体地区和特定冷链产品

的案例探讨冷链物流的发展机制和路径[4] [5] [6]。在关于冷链物流发展路径的现有研究中，牟进进和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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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等基于服务创新对冷链物流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7]；陈红霞等研究了数字技术驱动下冷链物流的创

新发展路径[8]；常丽娜，杨子楠等分别从智慧冷链物流，区块技术融合链冷链物流角度研究了冷链物流

的发展路径[9] [10]。学者们研究冷链物流发展的方法有基于定性分析的因子分析法和 SWOT 分析法，也

有基于定量分析的数学模型分析法[11] [12]。定性分析方法虽能有效把握冷链物流发展的本质因素，但得

到的结论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定量分析方法虽具有高精确化与标准化程度，但对多个因素间的因果关

系难以把握。因此，本文基于组态视角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对冷

链物流的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能够将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的优势有效结合，有助于探寻多个因

素间的因果关系，得到具有普适性的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路径[13] [1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从政府角度出发提出推进冷链物流行业高效发展的具体路径，引入模糊集定

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探讨多个要素协同影响冷链物流高效发

展的复杂机制。 

2.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2.1. 理论基础 

关于冷链物流发展的研究，学者们尝试从多个维度构建冷链物流发展分析框架，但尚未形成共识。

胡天石等从市场环境下、行业标准与监管、市场化程度和第三方物流企业四方面分析冷链物流发展，但

未考虑冷链物流人才培养对行业发展的影响[15]；阙丽娟、刘冰等从政府支持、物流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方冷链物流发展、冷链物流标准化建设与监管机制、专业冷链物流人才培养六方面建立冷链物流发

展分析框架，但未分析金融保障对冷链行业发展的影响[16]；邵凯丽等基于基础设施落、行业规范全及第

三方物流企业三方面构建冷链物流发展体系，但同样忽略了人才储配问题[17]；闫国琦等从冷链物流的基

础设施、监管体系与行业标准、冷链专业人才储备、信息资源与相关技术落等维度分析我国冷链物流的

发展问题与对策，但针对冷链行业的金融支持与政府扶持政策方面对行业发展的影响未进行阐述[18]。上

述研究中分析框架中主要要素均属于资源配置方面，且我国冷链物流行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资源的分散和

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缺位[19]。因此，本文将从资源配置着手，以政府补助、金融保障、基础设施配

置、市场监督和人才培养等五个资源配置要素构建冷链物流发展分析框架。 
1) 政府补助 
冷链物流政府补助是政府运用财政工具扶持冷链物流公司、工商企业开展冷链运营的各种投入，比

如资金支持、税收返还等。政府所提供补助支持能够为冷链物流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20]，其主要分

为中央补贴额、省补贴额、市补贴额、县补贴额。政府可通过采取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扶持冷链产

业发展促进冷链物流企业发展创新的积极性，补助则是则是其中重要的经济手段。 
2) 金融保障 
冷链物流企业日常运行涉及大量流动资金，部分冷链产品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冷链物流企业对于资金

周转的需求更为迫切。此外，在发展过程中冷链物流企业需要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资金。金融保障能

有效减少冷链物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促进冷链物流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冷链行业的飞

速发展。冷链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样会增加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刺激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形成金融机构与冷链物流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3) 基础设施配置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作为冷链物流供应链的基础，主要包括仓储中心、加工设备、运输设备及配送中

心等。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更好地满足我国冷链产品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提高冷链运输过

程中的运输效率，有效降低冷链物流成本，提高我国冷链物流的运作效率，解决冷链资源缺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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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构建现代化冷链物流体系[21]。 
4) 市场监督 
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能有效推动我国冷链物流行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提升冷链物流运输的安全

性和服务质量，以及保障冷链产品的质量安全。我国冷链行业标准和相关监管措施主要由政府主导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制度，由交通部门、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分责监管。但由

于冷链行业和政府部门缺乏足够的信息交流，行业标准制定往往较为缓慢且不能迅速普及推广[22] 
[23]。 

5) 人才培养 
在冷链产品的采购、储藏、运输、销售等各流通环节中都需要冷链物流人才参与管理、组织、操作

工作，通常冷链物流人才被分为作业类人才和管理类人才。冷链物流人才可以提升冷链物流的服务水平

与产品质量，从而实现我国冷链物流的高质量发展[24]。 

2.2. 模型构建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学界对于冷链物流资源配置的研究主要针对政府补贴、金融保

障、基础设施配置、市场监督、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各个资源配置要素的发展均会影响冷链物流发展

的速度与质量，但相关研究未能分析多个要素对冷链物流发展的协同作用机制，基于组态视角的研究能

整体系统的对要素间的组合效应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多要素组合路径。同时，根据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博弈理论，冷链物流的发展需要政府加强人力、物力、资金建设和监督力度。鉴于

以上观点，本文引入基于组态视角的 QCA 研究方法，围绕冷链物流资源配置的五个方面要素，探究基于

政府角度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路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推进冷链物流实现高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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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本文是将影响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多个要素作为前因条件，探究其如何

组合达到最优路径，而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大多仅关注单一要素，难以考虑要素间的协同关系，基于

fsQCA 的组态分析方法能有效规避不足，进行合理诠释[25]；二是政府推进冷链物流实现高效发展的路

径可能有多条，即不同前因变量组成的不同路径都可能会实现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存在多种最优策略

组合，而 fsQCA 方法能有效展现一种结果的多种路径组合，符合研究实际情况；三是 fsQCA 分析方法结

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种方法的优势，对于大样本数据和中小样本数据均具有较高的适用性[14]，本

研究属于中小样本数据，适用 fsQCA 分析方法。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地域条件对于冷链物流的发展会产生较大影响，我国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地域面积较

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西藏自治区地域辽阔，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山

体环绕、盆地错落自然阻碍较多，冷链物流发展与其他省份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以中国 22 个省份(除
台湾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均匀覆盖全国各地区，各地区政府对冷链物流行

业的推进程度具有异质性，满足总体同质性与内部异质性的案例选择要求。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政

府官网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债券信息网等，其中计算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数据来源于中冷联盟官网。

考虑到政府每年对于冷链物流市场监督方面的政策出台较少，因此，本文对市场监督条件选取 2020~2022
年数据，其余前因条件均选择 2021 年数据。 

3.3. 变量选择与测量 

政府在冷链物流体系构建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在冷链物流发展中，政府大多发挥着规划、引导、培

育、投资与协调的作用[26]。因此，本文基于政府角度对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路径进行研究，各变量的测

量方式如表 1 所示。 

3.3.1. 结果变量 
本文研究的结果变量是冷链物流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冷链物流的发展起导向作用，基础设

施的建设程度能够有效体现冷链物流的发展水平[27]，据此，本文采用 2020~2021 年各省冷库容量、冷

藏车数量以及冷链物流企业数量增长率的均值测定冷链物流的发展水平。 

3.3.2. 前因条件 
1) 政府补助。冷链物流的政府补助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上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冷链物

流的成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效益上政府补贴有利于冷链物流的技术提高。政府补贴程度由各

省份对冷链物流专项补贴总额表征。 
2) 金融保障。以政府为主体对冷链物流项目进行融资的模式包括政府财政出资、政府债务型融资模

式和专项债券融资模式三种。金融保障方面由各省政府对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专项债券发行总额表征。 
3) 基础设施配置。政府建设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能有效发挥冷链物流作为供应链的作用，形成

冷链物流设施网络，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增加产业竞争力[28]。基础设施配置水平由各省国家骨干物流基

地数量及省内冷链物流园区数的加权平均值表征。 
4) 市场监督。政府对冷链物流的市场监督涵盖冷链产品的追踪监控、冷链物流市场的规范化等多方

面。本文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对各省以及省内重点发展城市(省内 GDP 前五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布的冷链物流市场监督相关政策进行效力量化分析，市场监督力度由各省政策力度均分表征[29]。 
5) 人才培养。我国逐步加强培养冷链运输调度、冷链配送、冷链仓储、冷链项目运营、冷链设备维

护、冷链市场营销等方面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校作为人才、技术交汇的核心主体，能够有效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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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发展[30]，并且高等职业学校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的专业点数、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

数逐年递增[31]。人才培养水平由各省高职院校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在校总人数表征。 
 
Table 1. Variabl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表 1. 变量衡量指标 

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测量指标 

因变量 冷链物流发展水平 DP 2020~2021 年各省冷库容量、冷藏车数量以及冷链物流企业数量增长率的均值 

自变量 

政府补助 GS 各省对冷链物流专项补贴总额 

金融保障 FS 各省政府对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专项债券发行总额 

基础设施配置 C 
各省国家骨干物流基地数量 

省内冷链物流园区数 

市场监督 MS 各省政策力度均分 

人才培养 P 各省高职院校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在校总人数 

4. 数据处理与分析 

4.1. 数据校准 

在使用 fsQCA 方法进行分析前，需对研究变量进行校准。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每个变量设置三

个锚点，即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使校准后的数据均处在 0~1 中，参考先前研究[32]，
分别选取 5 个前因条件和 1 个结果变量数据的 0.95、0.5、0.05 分为作为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

属点。此外，对于校准后出现变量数值为 0.5 的情况，参考 Ragin 的研究[33]，将 0.5 改为 0.49 或 0.51，
各变量校准锚点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alibration of variable data 
表 2. 变量数据校准 

 变量名称 符号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条件变量 

政府补助 GS 7800.0000 3600.0000 0.0000 

金融保障 FS 30.0040 4.0253 0.0000 

基础设施配置 C 57.9600 23.7050 0.7500 

市场监督 MS 2.9850 1.6500 0.0000 

人才培养 P 585.1500 .0000 0.0000 

结果变量 冷链物流发展水平 DP 19.6790 3.1350 −11.0715 

4.2. 必要条件分析 

数据校准后，对单个前因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查看是否有给定结果的必要条件，一致性水平是衡

量变量是否是必要条件的重要指标，参考相关文献[13] [34]，当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大于 0.9 时，认为

该条件为必要条件，各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政府补助、金融保障、基础设施配置、

市场监督、人才培养五个前因条件解释冷链物流产生高效发展行为的一致性均小于 0.9 门槛值，初步判

断没有任何一个条件变量是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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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of efficiency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表 3. 冷链物流高效发展必要条件分析 

前因条件 
冷链物流发展水平 ~冷链物流发展水平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GSFZ 0.591855 0.612934 0.690411 0.708529 

~GSFZ 0.718552 0.700794 0.622831 0.601942 

FSFZ 0.660634 0.653536 0.753425 0.738586 

~FSFZ 0.735747 0.750693 0.646575 0.653740 

CFZ 0.738461 0.704663 0.673973 0.637306 

~CFZ 0.619909 0.657390 0.687671 0.722649 

MSFZ 0.717647 0.729531 0.580822 0.585097 

~MSFZ 0.591855 0.587601 0.731507 0.719677 

PFZ 0.836199 0.717391 0.867580 0.737578 

~PFZ 0.694118 0.841009 0.667580 0.801535 

注：~表示集合运算非。 

4.3. 组态分析 

本文采用 fsQCA3.0 软件对政府推进冷链物流实现高效发展以及非高效发展的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

借鉴 Fiss 的研究[35]，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案例阈值设定为 1，得到初始真值表后根据 PRI 一
致性数值对真值表进行检查，本文将 PRI 一致性大于 0.7 的结果变量保留为数值 1，将 PRI 一致性小于

0.7 的结果变量更改为数值 0，最后得出 4 条政府推进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条件组合路径，如表 4 所示，

4 种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 0.9，总体一致性达 0.941，高于 0.8 的阈值，总体覆盖率达 0.640，高于 0.5
的阈值，表明这 4 种组态效果显著，且对结果变量有比较强的解释力度。 
 
Table 4. Efficiency development path configuration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表 4. 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路径组态 

 路径一 路径二 路径三 路径四 

GS ○× ○×  ● 

FS ○×  ● ○× 

C ● ○× ○× ● 

MS  ● ● ● 

P ○× ● ● ● 

一致性 0.944086 0.981265 0.974414 0.997355 

原始覆盖度 0.397285 0.379185 0.413575 0.341176 

唯一覆盖度 0.102263 0.0190046 0.0135747 0.081448 

解的一致性 0.941489 

解的覆盖度 0.640724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既可

出现也可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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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径 1 的组态构成为~GSFZ*~FSFZ*CFZ*~PFZ，该条路径为基础设施推动型。路径中起核心作

用的是政府引导下冷链物流的高基础设施配置水平和非高人才培养水平，路径表明在冷链物流行业政府

补助、金融保障和人才培养水平均较低时，仅通过提高冷链物流基础设施配置水平也可达到冷链物流高

效发展的目的。该路径组态下的典型省份是山西省与辽宁省，冷链物流的基础设施配置有助于构建特色

产品产销对接网络，推动产品物流枢纽的建设[36]。以山西省为例，太原、大同等地建设的大型农产品冷

链物流园区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聚集效应，形成了村、乡、县、城四级相连相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冷

链物流产品的高效快捷流通提供了保证[37]，推动实现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 
2) 路径 2 的组态构成为~GSFZ*~CFZ*MSFZ*PFZ，该条路径为市场监督 + 人才驱动型。路径中起

核心作用的是高市场监督力度和非高基础设施配置水平，高人才培养水平为辅助核心要素。路径表明在

非高基础建设水平的省份，通过高市场监督力度并辅以一定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也可以达到冷链物流

的高效发展。政府所建立起来的“监督 + 激励”的机制，能够有效对冷链物流产品实现从生产到配送全

流程的监管，而专业技术人才则大大增加了冷链物流行业的工作效率，并促进行业的规范、改革和创新。

该组态路径下的典型省份是安徽省，安徽省通过完善冷链物流标准体系、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市场

监管局、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建立了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级管理的冷链物流监管机制，同时，

省内高校冷链物流专业扩招为行业输送更多专业技术人才，实现了冷链物流的快速发展。 
3) 路径 3 的组态构成为 FSFZ*~CFZ*MSFZ*PFZ，该条路径为市场监督 + 金融保障 + 人才驱动型。

路径中起核心作用的条件要素为高市场监督力度和非高基础建设水平，高金融保障和高人才培养水平为

边缘条件。此路径在高市场监督力度的前提下同时辅以高金融保障和高人才培养，通过规范冷链物流市

场、为冷链行业输送人才以及为行业发展建设提供金融保障，帮助冷链物流企业克服当地基础设施配置

水平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相比于路径 2，路径 3 增加了高金融保障为边缘条件，

高政府补贴作用并不必要，此路径的覆盖率在四种路径最大，为 0.41，这说明更多的省份选择此路径来

推动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路径 3 的典型省份为湖北省，湖北省农业部门、商务厅、省发改委、食品安

全等部门加强对冷链企业配送过程中的温度、操作规范等的安全监管，且政府对冷链行业提供大量金融

保障，其中 2022 年湖北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项目专项债券就达 3.4 亿元，极大地促进了湖北省冷链物流

行业的高效发展[38]。 
4) 路径 4 的组态构成为 GSFZ*~FSFZ*CFZ*MSFZ*PFZ，该条路径为市场监督 + 政府补助 + 基础

设施配置 + 人才驱动型。路径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高市场监督力度和非高金融保障，高政府补助、高基础

设施配置水平和高人才培养水平是辅助核心要素。路径表明在金融保障力度不高时，政府可在高市场监

督力度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政府补助和逐步完善基础设施缓解冷链物流企业的资金压力，并依托现有

资源，学习借鉴先进技术，整合高校人力资本，促使冷链物流行业实现高速增长。该组态路径下的典型

省份是江苏省，其经济实力雄厚，地理位置优越，为冷链物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和交通便利，

依托沿江沿海港口、航空机场等交通枢纽，建设大量冷链物流交易中心、加工中心，冷链物流内生发展

动力不断增强。2022 年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大学排名中，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位居第一，为江苏

冷链物流行业输送了大量高技术人才，实现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调整原始一致性水平的方法对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前因条

件进行稳健性检验[39]，将原始一致性水平由 0.8 提升为 0.85，发现结果组态是前述组态的完美子集，

同时，新结果组态的一致性和覆盖度相较于原结果组态仅发生细微变化，由此可判断上述研究结果具

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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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新发展格局为背景，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出发，探寻政府推进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有效路

径。文章以全国 22 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整合政府补助、金融保

障、基础设施配置、市场监督和人才培养这五个前因条件，从而探寻出有效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 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实现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必要条件，反言之单个前因条件也不构成冷链物

流高效发展的瓶颈。我们从资源有效配置入手，探寻政府助力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路径。通过研究分析

发现，多条路径中多个前因条件的组合效应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各资源要素的合理组合与配置，

从而实现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 
2) 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实现并不是仅依赖于单个前因条件，而是多种前因条件的不同组合而产生推

进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效果。经过分析，共有四条有效路径。其中有三条的核心条件均为市场监督，证

明了市场监督相较于其他因素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为实现冷链物流的高效发展，无论选择哪个

路径政府都需重视市场监督的执行情况。同时，从组态分析结果来看，市场监督与人才培养往往相伴出

现，相辅相成。单个因素的缺失都对结果产生阻碍作用。以市场监督为核心，辅之以人才培养，来达到

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目的。 
3) 从第三、四条路径所呈现的结果来看，金融保障所带来的效用和政府补助 + 基础设施配置的组

合效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替代。金融保障偏向于解决资金从何处来的问题，无论是政府主动筹集资

金，还是政府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等，都是为了解决冷链物流发展中的资金问题，从而运用资金进行

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后者是政府直接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并提供一定的补助。二者的侧重

点虽有一点的不同，但共同的目的皆为完善冷链物流的基础设施建设，减轻企业自身的资金压力。 
4) 从最终结果来看，总体覆盖度为 0.640，说明这四条路径有效地解释了 64.0%的冷链物流发展水平

案例；总体一致性为 0.941，说明这 4 个组态对结果变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40]；并且 4 条路径的原始一

致性分别为 0.944、0.981、0.974 和 0.997，具有超高的一致性水平，且原始覆盖度都高于 30%。 

5.2. 展望与不足 

考虑到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大多仅关注单一要素，难以处理分析要素间的协同关系，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基于组态思维，探究冷链物流高效发展的多元路径，丰富与完善了研究方法，得到了更趋于合理

的路径解。文章一共提出了 4 条有效路径，这对我国当前冷链物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但是，本文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一是样本含量的问题。由于各直辖市、自治区的地域条件与其他省

份差别较大，本文只选取了全国 22 个代表性省份，并没有完全覆盖全国每一个省份，所以对于路径的适

用性不完全普适，各直辖市、自治区的路径还需根据其特点，进行后续专门性研究。二是关于测量题项

的广泛性。本文只选取了一至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衡量指标作为各前因条件的测量题项。例如政府如何通

过政策性银行帮扶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等，由于调取、整合数据的难度系数较大，未进行采用。未来还可

在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补足缺陷。三是本文只是从政府角度出发，未关注企业内部自身发展。政

府在冷链物流高效发展中主要起外部帮扶的作用，为实现高效发展还需企业同时发力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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