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Economic Research 世界经济探索, 2023, 12(2), 84-91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3.122009   

文章引用: 王安逸, 吴叶婧. 生鲜物流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 世界经济探索, 2023, 12(2): 84-91.  
DOI: 10.12677/wer.2023.122009 

 
 

生鲜物流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以盒马鲜生为例 

王安逸，吴叶婧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经济与统计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3月8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22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13日 

 
 

 
摘  要 

新零售时代下，物流水平决定了生鲜电商的服务质量。本文首先通过国内外生鲜物流业务的对比，分析

出国内物流行业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其次将国内市场中生鲜物流发展较好的盒马鲜生作为研究

对象，从内外双直采与店仓一体化、用户年龄与收入水平定位、产品种类与产品价格对比等方面将盒马

鲜生与每日优鲜进行对比，分析盒马现阶段的物流状况，并针对其门店运营成本较高、冷链物流技术落

后、商品消费群体固定、缺乏专业物流人才等问题提出适当的建议，希望对盒马鲜生未来生鲜物流的完

善给予一定的帮助，并对其他生鲜电商平台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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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retail era, the logistics level determines the service quality of fresh e-commerc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fresh logistics business, it is analyzed 
tha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la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logistics industry. Seco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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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a Fresh, which has a good development in fresh logistic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rect purchasing and store 
integration, user age and income level positioning, product categories and product price compar-
ison, Hema Fresh is compared with Missfresh. Hema’s current logistics situation is analyzed. And 
appropriat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high operating costs of its stores, outdated 
cold chain logistics technology, fixed consumer groups,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logistics talents.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provide some help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ma Fresh’s future fresh logistic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fresh e-com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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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数据预测 1，中国生鲜零售市场规模将从 2020 年的 5 万亿元增加至 2025 年的 6.8 万亿元，在稳步

增长的过程中，展示了人们的消费观念的逐步改变和消费水平的逐年提高。生鲜作为民生刚需行业，未

来生鲜零售市场必将持续增长，因此我们需要推动生鲜产品物流业的建设的加速和完善。 
传统生鲜物流业尽管可以带动产品在交易市场上的交易，但周转时间长、程序复杂、交易期限长等

问题，极易造成生鲜产品损害和产品价格过高现象。自从互联网、大数据等分析技术在生鲜领域广泛应

用，生鲜物流业的发展趋势走向智能化、科技化。此外，新零售可总结为“线上 + 线下 + 物流”，无

论是传统零售行业还是新零售体系中，都少不了“物流”的影子，物流在其中担任着商品存储与流转的

重要职能。因此，生鲜行业的市场运营中，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物流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

意向和购物体验；从供给者角度看，新零售商业模式要求智能、高效的智慧化物流作为支撑。 
因此，本文将对比分析国内外的生鲜物流差异，总结出国内生鲜物流行业较为落后的原因。同时，

选取国内生鲜物流较为领先且具有相对知名度的生鲜零售电商——盒马鲜生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将盒

马与另一广受民众喜爱的每日优鲜生鲜电商平台进行对比，综合分析盒马和每日优鲜的物流现状。其次，

分析盒马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小见大，从盒马这个缩影放眼到国内生鲜行业，以此提出相对应的建

议对策来改善国内物流行业存在的部分问题。 

2. 国内外生鲜物流业务对比分析 

我国的生鲜物流行业起步远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所以无论是成本还是技术我们都明显落后，因此，

通过比较国内外的生鲜物流来分析出国内生鲜物流落后的具体方面。 

2.1. 生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损耗较大 

从表 1 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生鲜冷藏加工技术在产品保鲜化这一方面比率较低只有 30%，

而前者基本维持在 60%以上，至于产值比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 
由于我国产品保鲜化比率较低，致使生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损耗较大，据数据统计，发达国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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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生鲜产品，例如果蔬、水产品损耗率在 5%以下，而我国在损耗率在 8%~15%，可以看出，我国在物流

损耗方面还有待提高。 
 

Table 1. Fresh-keeping ratio and pre- and post-production ratio of products i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表 1. 中国与发达国家产品保鲜化比率和产前后之比(单位：%) 

国家 产品保鲜化比率 产后产值与自然产值比 

中国 30% 0.38:1 

美国 75% 3.7:1 

日本 72% 2.2:1 

欧洲 60% 2.1:1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2. 我国生鲜物流链技术水平落后 

当前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的冷链流通率分别为 22%、34%、41%，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95%、

100%、95%相比差距巨大。同时，远距离运输需要较为完善的冷链基础设施来保证生鲜产品的质量，而

从冷藏车以及冷库保有量角度看，冷藏车只有 7.6 万辆，不及美国、日本，冷库保有量为 107 百万立方

米，落后于印度、美国。这导致生鲜产品的运输范围小，本地化消费较多，而在需求旺盛的区域存在供

不应求的情况。 

2.3. 我国生鲜物流链分段现象严重 

在物流发展相对成熟的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其物流发展模式逐渐走向一体化，把商品的生产、

供应、销售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体化模式已经成为他们的主流形式。而我国目前生鲜物流业主要划分为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产品的采集阶段，也即上游，参与主体主要是农户和个体商户。第二部分是生鲜蔬

菜的储蓄阶段，主要由加工企业、运货商等生鲜物流中间商来完成。第三部分是生鲜的零售环节，这一

阶段主要由个体户、商贸市场以及超市、线上 APP 等零售终端完成[1]。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fresh sales channels 
图 1. 国内生鲜销售渠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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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以看出，在第三阶段，国内大部分生鲜销售主要是通过农贸市场、超市等渠道来完成，其

中农贸市场和超市各占 73%和 22%，生鲜电商仅为 3%。农贸市场在销售渠道上占比高意味着全国范围

内零售商的分散，零售商的分散增加了供应商采购难度，导致物流阶段的衔接不畅。在三个物流阶段中，

产地和销地批发市场将物流链分割成两个部分，批发市场成为了物流链的断裂点，使得三个间断点各自

孤立，信息传递不畅，物流费用较高[1]。 

3. 盒马鲜生物流现状分析 

在新零售环境下，以盒马鲜生和每日优鲜为代表的生鲜电商企业蓬勃发展，二者各有优势且互为竞

品，下面将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阐述盒马与每日生鲜各自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 

3.1. 内外双直采与店仓一体化 

在产品供应方面，盒马采取国外进货和国内采购的方式。在国外，盒马主要采购全球上等果蔬、优

质水产、肉制品等商品；国内直采分为原产地直采和本地直采。每日优鲜虽然也采取直采模式，过程与

盒马相似，都是将产品从源头直采，统一送达加工中心进行质检、包装，再统一送往门店，但是，盒马

的内外双采购充分保证了商品品类的多样化和齐全化，也更强调生鲜产品的新鲜度和质量。 
在仓储管理方面，盒马通过设置“前置仓”的方式实现了店仓一体化管理，前面设置线下门店承载

着超市、餐饮店的功能，给予客户真实的购物体验感；后面设置仓库，承载分拣、配送功能，可以减轻

盒马鲜生的运力，减少配送成本，提高存货周转率。每日优鲜是前置仓模式，同样也是覆盖 3 公里范围，

每一单都需要配送，运力承压大，服务同样多的客户，其配送成本会高于盒马鲜生。 

3.2. 产品种类与产品价格对比 

在买菜种类方面，两者都有着较为丰富的商品品类，由于盒马具有 6000~8000 个 SKU，每日优鲜有

4300 个 SKU，两者相比，盒马在库存量单位上优于每日优鲜，因此，盒马的商品内容更为丰富，从普通

菜品，到各类水产、大闸蟹，甚至火锅料都可以买到。 
从表 2 可以看出，盒马鲜生的菜品价格普遍高于每日优鲜，特别是蔬菜类，多为有机蔬菜，所以价

格也会偏高，适合对生活品质有一定需求的群体，而每日优鲜的价格更符合广大消费群体，受众面更广。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mmodity prices between Hema Fresh and Missfresh APP (jin/yuan) 
表 2. 盒马鲜生和每日优鲜 APP 商品价格对比(斤/元) 

商品品类 盒马鲜生 每日优鲜 

白菜 23.6 (有机) 9.3 

油菜 34.79 (有机) 5.8 

白萝卜 3.6 3.4 

排骨 49.9 39.8 

羊肉 63.5 49.8 

鸡蛋 11.2 10.8 

数据来源：App 价格收集。 

3.3. 用户年龄与收入水平定位 

由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出，盒马鲜生的用户年龄比例中最大的是 38.43%为 31~35 岁的年龄段，偏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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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群体，每日优鲜最大的为 24 岁及以下和 25~30 岁两个年龄段的群体，更偏向于年轻化。且从两者用

户的月收入比例可以推断出盒马鲜生月收入在 5K 以上的为 62.92%，每日优鲜月收入在 5K 以上的为

51.33%，3K 和 3K~5K 集中的人群较多，比较得出盒马鲜生用户的购买力相对较强。由此可以推断出，

盒马鲜生目标主要是中高端群体，这类群体的特点是对价格敏感度低，具有较强的购买力水平并且更加

注重商品的质量和新鲜度；每日优鲜主要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且客户定位主要是中产阶级家庭，用户

偏年轻化。在客户定位上，虽然盒马鲜生的用户定位明确，但是相比于每日优鲜，存在消费群体狭窄，

无法拓宽市场的问题。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Figure 2. Age ratio of Hema Fresh and Missfresh users 
图 2. 盒马鲜生和每日优鲜用户年龄比例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Figure 3. Income ratio of Hema Fresh and Missfresh users 
图 3. 盒马鲜生和每日优鲜用户收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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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盒马鲜生物流现存问题 

4.1. 门店运营成本较高，规模效益难形成 

盒马鲜生门店采用前店后仓模式，前面是线下实体店，主要是为消费者提供生鲜食品展览、餐饮等

体验服务，后面是仓库，承载线上 APP 订单的仓储、分拣、配送等功能[2]。由于门店的选址主要集中在

交通便利、经济较为繁荣的商业区，这类地区人流量大，有利于吸引顾客，但是存在房租高的缺陷，再

加上盒马店仓一体化的模式，店铺所需要的面积较大，房租成本相对较高，特别是在门店初建期，还没

有形成规模效益，成本难以摊薄。 

4.2. 冷链物流技术落后，供应链发展受限 

由于我国冷链物流起步较晚且缺乏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持，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冷链方式不专业，冷

库、冷藏车不足等问题，因此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鲜行业的发展。然而因为生鲜产品的特殊性质，商品

在运输过程中依赖于冷链物流技术，据表 3 数据显示，2020 年广东省盒马鲜生的蔬菜、水果、水产品和

肉类等产品产量为 3330.2 万吨、1547.8 万吨、842.4 万吨、449.9 万吨，同比增长 4.8%、8.9%、1.1%、

1.3%，但是冷链物流占比只有 53.97%、25.08%、13.65%和 7.29%，难以覆盖整个物流过程，因此，为了

保证产品的新鲜度和质量只能缩减商品的运输时长和范围，冷链技术的落后导致盒马鲜生每家门店只能

覆盖 3 公里范围内的消费者，这大大限制了盒马鲜生市场份额的抢占。 
 

Table 3. Relevant data statistics of Hema Fresh cold chain logistic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20 
表 3. 2020 年广东省盒马鲜生冷链物流相关数据统计 

类别 产量(万吨) 同比增长(%) 冷链物流占比(%) 

蔬菜 3330.2 4.8 53.97 

水果 1547.8 8.9 25.08 

水产品 842.4 1.1 13.65 

肉类 449.9 1.3 7.29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4.3. 用户对产品要求高，资金投入量较大 

盒马鲜生的用户地域分布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因为他们这类群体的特点是乐于接受新型零售模

式，对商品价格的敏感度较低且更加注重商品的质量和新鲜度。此外，这类群体生活节奏较快，空闲时

间少，希望能够以最少的时间买到合适的产品，最好能一站式解决所有购物需求。因此，盒马在为客户

提供的产品总是保证质量高和速度快，投入的资本也相应较高。 
其次，这类消费群体也具有忠诚度低、规模小的缺点。盒马鲜生过分强调开发这类群体，缺少对其

他不同收入和不同消费特性群体的开发和培养，其销售渠道难免受到限制，而且会出现发展动力不足的

问题，久而久之会影响公司的发展。 

4.4. 缺乏专业物流人才，物流业发展较慢 

目前，我国物流人才供给不足，缺乏能宣传推广专业物流知识的高端科研型人才，整个社会现代化

物流的观念仍旧滞后[3]。许多物流企业的从业人员都是低学历群体、流动性强且都是非专业人员，没有

经过系统的培训就直接上岗，因此他们很难适应新型智慧物流的发展模式以及把控全局，于是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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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因工作人员操作不当而造成的生鲜产品变质的情况。 

5. 国内生鲜物流发展对策 

5.1. 实行三方把控，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国内许多生鲜企业利润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成本控制不到位，像盒马鲜生实行店仓一体化模式，

虽然提高了配送效率，但也相应了增加了固定成本和流动成本。因此，严格的成本控制是生鲜配送企业

需要努力完成的。成本管控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降低采购成本，生鲜配送企业可以货比三家，挑选

更优质的供应商，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建种养殖基地；二是严格控制运输成本，减少生鲜商品在运输过程

中的损耗；三是降低分拣损耗成本，生鲜的分拣配送也非常容易增加成本，高效管理采购、仓储、分拣、

配送的产品供应链系统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而且可以降低人力成本。 

5.2. 推进冷链建设，加强商品质量保证 

我国生鲜物流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需要依靠先进的冷链技术。首先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2021 年

12 月国办印发《“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明确了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补齐冷链短板，提升

冷链流通率[4]。政策的出台为生鲜物流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企业自身也需要提高冷链物流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冷链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配备冷库、

冷藏车等冷链基础设施，同时提高冷链物流服务的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大力打造具有竞争力、覆盖范

围更广的冷链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生鲜产品对冷链运输的温度和技术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可通过

精细化管理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5.3. 拓宽销售渠道，扩大多元消费群体 

第一增加现有消费群体粘性，可以通过给予回头客价格优惠，增强顾客忠诚度。第二发扬品牌差异

的优势，利用消费者的信任打造品牌效应。目前盒马鲜生的单品价处于高位，消费群体局限于较高收入

人群，因此，盒马鲜生需要适当降低产品价格，将受众群体向其他消费人群拓展，并在此基础上确保产

品、消费场景丰富多样，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5]。最后，企业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大数据精

准定位消费群体的需求，从而扩大用户基数。消费群体的扩大也意味着能形成更多的规模效益，而不局

限于三公里的运输范围，可以将相同路径的产品一起配送，节约成本。 

5.4. 引进专业人才，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生鲜产品的存储、保存和运输是需要较为苛刻的环境和条件，而且运输效率也较其他商品的运输更

高，这就更需要专业的人才参与到物流行业中。专业人才的引入对于生鲜物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专业管理人员可以提升企业的管理效能和增强组织管理能力，更好的帮助物流企业提升运行效率[6]。另

一方面，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根据生鲜产品的储存需求、特性选择合适的条件加以保存，有效提升产品的

新鲜度和质量。最后，专业人员能够有效地与客户进行沟通，推广生鲜产品，不论是沟通态度还是整体

面貌都能给顾客提供直观的质量感知，有效提升生鲜物流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因此，引入高质量且

稳定的专业技术人才有助于生鲜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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