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rvic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服务科学和管理, 2018, 7(3), 61-66 
Published Online May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sem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18.73007   

文章引用: 雍瑶欣. 渭南市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研究[J]. 服务科学和管理, 2018, 7(3): 61-66.  
DOI: 10.12677/ssem.2018.73007 

 
 

Research on the “Last One Kilometer”  
Distribu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einan City 

Yaoxin Yong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Apr. 10th, 2018; accepted: May 2nd, 2018; published: May 9th, 2018 

 
 

 
Abstract 
“Last One Kilometer” distribution as the most terminal part of logistics operation has prominent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Last One 
Kilometer” distribution theory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Last 
One Kilometer”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present distribution time, high cost and low efficiency and so 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
tions on the “Last One Kilometer” distribu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einan, hoping 
to broaden the distribu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Channel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tail outlets and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r-
ke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Last One Kilometer”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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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后一公里”配送作为物流运作最末端环节，拥有较为突出的地方特色性和亟待改进提升的必须性。

本论文在讨论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理论和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现状的基础上，分析目

前面临的配送时间长、高成本、低效率等问题，提出对渭南市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体系的建议，

希望能够拓宽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渠道，加强零售网点建设管理以及促进农产品市场信息化，达到提高生

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整体流通配送效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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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理论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生鲜农产品产量逐年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2016 年，我国果蔬产量约为

77,403.56 万吨，与 2015 年相比增加了 1.2%；肉类总产量约为 8540 万吨；鲜活水产品约为 6900 万吨，

同比增长 3.0% [1]。由此看出，生鲜农产品在市场上拥有巨大潜力，应该更加注重农产品的发展状况。 
最后一公里配送通常是指快递公司通过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工具将客户指定的货物及时准确的

送到指定地点，并且是由指定人来签收的门对门的物流活动[2]。而且在此过程中，快递公司通常还要兼

顾快递派送时间、流通动态追踪、以及根据客户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系列增值服务。最后一公里常会拿来

比喻完成某件任务的最后一步,同时也是物流发展重要的一步。 
生鲜农产品产量的增多直接推动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发展。生鲜农产品物流指以生鲜农产品为对象，

经过运输、储存、搬运、装卸、加工包装、配送等一系列物流活动，将生鲜农产品转移到客户手中的过

程。其中，生鲜农产品配送的“最后一公里”是生鲜农产品物流的关键环节，是制约生鲜农产品扩展市

场的难点。从我国目前生鲜农产品由经销商到客户“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发展现状来看，农产品配送渠

道混杂、损耗严重、配送时间较长、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效率低、严重影响了生鲜农产品物流业的发展。

因此，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生鲜农产品配送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2. 研究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的目的和意义 

渭南市生鲜农产品种类多，数量大。近年来，由于技术设施落后、信息不流通。生鲜农产品出现运

输难、费用高。部分地区大量瓜果滞销，农民收支失衡，更甚者有农民宁愿瓜果烂在地里也不愿以低价

卖出。其实滞销的生鲜农产品基本存在一种特性：保鲜期短、极易腐烂变质。普通的农民大都是以家庭

为单位的生产，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冷库，或其它加工类设备，同时，由于抗风险能力差，绝大多数农户

也不会选择建立冷库储存这类成本较高的方式，在生鲜农产品成熟期，如果运输不及时，配送方式又耗

时耗力，都会造成产品质量大打折扣。为了使生鲜农产品能够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到达客户手中，并且

从促进农民收入，城市生鲜农产品供给，发挥生鲜农产品物流的经济效益、适应农业及经济快速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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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我们必须增强配送服务体系。 
“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并不是一个特例现象，随着经济以及物流业的发展，“最后一公里”配送

己经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只是更为突出的表现在生鲜农产品上。例如，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聚集，市场上对生鲜农产品的需求量暴涨，原来的生鲜农产品零售网点

与城市居民实际需求、流通配送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冲突，网点布局不合理，容易造成配送过程繁冗，增

加不必要的工作任务。结合实际需求，合理布局网点，才能减少“最后一公里”配送中的阻碍。 
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研究有利于农民获得切身利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

到城市生鲜农产品的流通，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从配送角度出发，也推动了渭南市城区内物流的发展。 

3. 渭南市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的发展现状 

渭南市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四季分明，拥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种植条件，渭南作为陕西省重要

的果蔬基地，盛产优质小麦、绿色果蔬等生鲜农产品。解决物流配送问题，是渭南生鲜农产品走出的关

键。现阶段，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还处于耗时，费力，效率低的层面，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渭

南市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 

3.1. 现代农业的发展 

渭南市凭借自身优越的地形优势和气候条件，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地空间。全市粮食产量占陕西

省总量的 30%，果菜产量分别占全省的 35%，是我国西部的农业大市，被誉为“陕西粮仓”。目前，全

市已建立起 100 多个农业批发市场、年销售在 40 亿元以上，130 多家果蔬仓储企业。同时带动了快递业、

餐饮服务、运输、存储、包装等相关企业的发展[3]。 

3.2. 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的网络模式 

随着市场对新鲜农产品需求的不断提升，对农产品销售配送也会越来越重视，农产品的物流配送需

要合理完善的网络模式，而供应链体系则是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纽带，农产品供应链是以农产品为主要研

究对象，通过对生鲜农产品流通配送的控制，以协调农产品经营者和客户之间的利益。近几年来，渭南

市基本形成了以批发市场为龙头、以连锁超市为基础、以城区生鲜农产品配送网点为辅助的生鲜农产品

配送体系。具体形式见图 1 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目前城区内主要的生鲜农产品配送模式为产品先由农户与产地批发市场、运销

商交易，再由产地批发商、运销商或农户直接向销地批发商转移；销地批发商再销售给下游的零售商、

超市等，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4]。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渠道主要是通过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超市连锁店

这两种渠道，渭南市的生鲜农产品的配送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已经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

开始意识到物流配送的重要性，其物流网络模式已经初备雏形[5]。 
 

 
Figure 1.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图 1. 农产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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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渭南市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出现的问题 

尽管渭南市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和市场条件，但是在很大程

度上还是受到传统配送模式、经验以及市场需求、信息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生鲜农产品

“最后一公里”配送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农产品配送成本高，效率低，

降低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的市场竞争力。 

4.1. 传统的配送模式难以突破 

目前，渭南市基本上能够满足部分区内的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任务，而这些区域大都是

城市周边的区、县、镇。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配”和“送”还有一定

距离。城市对生鲜农产品的日配送量要求较大，然而并未做出合理的配送规划，配送规模相对较小、配

送地分散、配送方式单一，使得传统的配送模式还存在大量有待完善的问题，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6]。 

4.2. 生鲜农产品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依照渭南市相关交通法规，物流配送车辆受到诸多限制，造成不能满足配送需求的情况[7]。一些极

易损坏的瓜果蔬菜，极易变质的肉类及鲜活水产品，最需要一些具有保鲜库和冷藏的配送车辆。然而我

们在城市流通配送中的生鲜农产品大多数都还是处在常温状态下的一般物流，因此配送中的毁损率居高

不下。我国农产品存在种种不合理的损失率，大大增加了生鲜农产品的流通成本。 
此外，渭南市缺乏高、精、尖技术企业，其农产品加工、包装、配送以及质量检验能力落后，也是

造成生鲜农产品物流成本高的因素之一。以渭南市果蔬批发市场为例：市场内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未经加

工直接进入消费市场，造成损毁率平均在 30%到 40%之间，资源浪费严重。并且仍然是以粗放型为主的

市场经营方式，产品质检、市场服务功能不规范，使得农产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障，造成物流运作成本

的提高。 

4.3. 交通线路与城市网络关联性差，配送布局不合理 

城区内普遍存在交通道路拥挤的现象，目前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城区车辆道路,增设非机动车道以及设

立人行立交桥来进一步完善交通网路，缓解主要交叉路口交通拥堵的现状。但是城市道路网络和综合运

输流通配送线路关联很差，政府和企业没有充分考虑到物流配送过程中的线路优化问题，也没有对交通

线路与城市网络之间的关联重视起来，相应的配送也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布局。因此也出现了像大型农贸

批发市场未经事先的规划在社区内设立越来越多的生鲜农产品的零售网点，出现配送频率越来越高，配

送速度越来越快，配送单位却越来越小的一种较为复杂的配送体系。 

4.4. 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 

农产品市场信息较为闭塞，近来，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越来越关注农业信息。这表明要建立一个农产

品信息化系统并不难，真正难的是要如何让农民学会使用信息、相信信息化。农产品市场信息存在很多

错误，网上存在很多欺诈消息，加大了人们对农产品信息的不信任感。 
渭南市的生鲜农产品供应信息和需求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户种植的果蔬无人采购，而城市市场需求

确很大，且价格高，出现供求脱节的现象。由于每个地方的情况各不相同，要改善这一状况还需要一段

时间。特别地，我国的实际国情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所以也不能一味地照搬国外历史经验。平衡

农产品市场信息要从实际出发，找出自身存在的真正缺口，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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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体系优化建议 

5.1. 加强渭南市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渭南拥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与交通便利优势，渭南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属于东中部地区与西北部地区

的纽带，距西安 60 km、距咸阳国际空港 80 km、连霍(连云港-霍尔果斯)高速公路、渭蒲高速公路、108、
310 国道及 7 条省道穿境而过，构成了渭南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但据实地分析，渭南市物流辐射范围

较窄、生鲜农产品物流服务内容少。因此，要充分发挥交通便利的条件，提高公路铁路运输的承载能力，

保障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及时将农产品运输到市内。 
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目前渭南市正在筹建的大型冷链物流项目有：华阴市冷链物

流中心、富平润和农副产品冷链物流项目、大荔渭滨屠宰冷链物流项目等。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生鲜农

产品物流需求，基于农产品的周期性特点，果蔬、鲜活水产品若得不到恰当的储存和运输，每天都会造

成严重浪费。所以还要加大对冷链技术的支持，进一步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5.2. 拓宽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渠道 

渭南市生鲜农产品销售区域必须进行拓宽，这样才能使“最后一公里”配送发挥成效。因为销售区

域的拓宽才能覆盖更加广阔的需求市场，从而促进渭南市经济的发展。进行这些过程的主要方法是： 

5.2.1. 规划生鲜农产品的销售范围 
在拓展市场销售范围时，我们要做到加强管理与规范经营。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货物配送能不能适

应销售范围的扩大。其次需要规范农产品的销售摊位，以此来保证农产品的交易活动正常有序。增设生

鲜农产品的经营区域，使配送更加便利，减少因地缘劣势造成的配送盲区[8]。 

5.2.2. 设立生鲜农产品大户专用的配送窗口 
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专用的配送窗口，并且发动农产品种植大户和承包生鲜农产品种植基地负责人

的积极性。保证这些生产商能够在指定区域内进行交易，通过收集各方信息，了解城区居民对生鲜农产

品的实际需求。再分析需求的分布情况，将农产品直接送到配送窗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配”和

“送”的距离。 

5.3. 加强生鲜农产品零售网点的管理，完善“最后一公里”配送体系 

根据城区内交通运输网络模式来协调生鲜农产品零售网点的建设与配送模式选择，生鲜农产品的零

售网点选择要做到消费需求与零售网点布局相适应，零售网点能够利于流通配送。渭南市生鲜农产品零

售商主要是由城市周边的乡镇农民构成的，但从最近几年开始，与农村临近的城市批发零售商，甚至是

社区居民都已经车载生鲜农产品在小区进行零售试点的工作。 
针对前文所述的渭南市农产品配送成本过高、货损率高的情况。首先，应该多加鼓励、支持和组织

大型的农贸批发市场，中外联合农产品企业以直销的方式到达农户家里进行收购，从而减少中间环节的

各种费用和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也能减轻农户的配送成本。积极扩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推动农超对接、

农批对接。逐渐完善生鲜农产品现代物流配送体系的标准和规范， 
其次，在城区范围内建设生鲜农产品的连锁直销零售店，人口稠密的住宅区，建立有序的早晚市等

生鲜农产品零售网点，形成遍及全城的连锁直销零售网点。就实地调查发现，在人口多、直销零售店少

的区域其农产品的价格稍高于其他地方，这主要是因为需求大，网点少且竞争力小的缘故。所以我们以

建立连锁直销零售店的方式，促进市场的竞争业态，也使得渭南市民买到“放心、新鲜”的生鲜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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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平衡生鲜农产品的市场信息 

首先应该关注有关部门所掌握的较为全面的农产品、地域等各方面信息，以便分析市场供求信息，

对信息加以整合，平衡供需方市场。在已有的农产品信息系统基础上，促进信息系统硬件设施建设。促

进城市与城市、区、县之间的信息交流，实现农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消费者的信息资源共享，对

物流各环节进行有效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信息处理和发布以及市场信息咨询等工作[9]。例如，

将农产品供应方信息发布到微信、微博等相关平台上，进行推广宣传使需求方获取此类农产品的信息。

大型生鲜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深入了解农户的种植情况，加强企业负责人和农户之间的沟通，建立一种

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解决企业对农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帮助农户销售滞销的农产品，减轻农

户负担。 

6. 总结 

关于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的研究，目前渭南市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跟进，就文中对

生鲜农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进行的分析和相应的解决措施。我们认识到要以高效的、科学的技

术为基础，提高信息化水平，建立起企业和政府联合制度并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引进大批具备专业技能

和高素质的优秀毕业生，从而投入到“最后一公里”配送领域开展工作，帮助解决目前所遇到的生鲜农

产品“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使未来物流运作过程中的配送体系效率得到更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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