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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6_84_E7_A6_BD_E7_c31_37883.htm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肉、蛋、奶上的消费

量不断增加。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禽畜产品生产国。禽

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对禽畜产品物流提出了更高要求。 禽

畜产品属于鲜活易腐商品，具有价值低、易变质、生产周期

长、季节性和地区性强、技术要求高等特点。因此，只有对

禽畜产品的物流过程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协调，才能保证禽畜

产品在物流过程中质量完好。 我国禽畜产品物流存在的问题

1.加工产品比例小，活畜所占比例大。发达国家的禽畜产品

加工量约占生产总量的70%，而我国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

导致肉类加工比重目前还不到5%；深加工蛋品只占禽蛋总量

的0.5%～1%，而美国、法国等国家鲜蛋加工为15%～30%，

这无疑增加了禽畜产品的保管难度，提高了物流成本。 2.冷

链体系不健全。我国冷藏保温汽车约有3.5万辆，占货运汽车

的比例仅为0.3%左右；而美国拥有冷藏保温汽车20多万辆，

占货运汽车的0.8%～1%。我国铁路冷藏车约8000辆，占铁路

货车的1.6%，而且大多是陈旧的机械式速冻车皮，冷藏运量

仅占易腐货物运量的25%。在禽畜产品的销售环节，部分产

品不是直接进入超市销售，而是流入集贸市场拆零散卖，使

禽畜产品冷链存在中断现象。禽畜产品冷链体系不健全，影

响了产品的质量安全，增加了产品在物流过程中的损耗，提

高了禽畜产品的物流成本。目前，我国禽畜产品的物流费用

占总成本的70%，而按照国际标准，此类费用最高不超过50%



。 3.法律法规不完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禽畜产品的生产、

加工、物流、销售等都制定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如德国规定

，猪、羊等从出生开始就要挂上相当于其身份证的耳标，由

半官方的监督协会按官方的要求填写条形码，屠宰场对要屠

宰动物的耳标和条形码进行核对，不相符的不准进入屠宰场

。加拿大对禽畜产品经营企业有非常严格的注册程序，申请

企业必须在申请书中详细说明生产经营环境。欧盟对运输活

畜使用的车辆、司机培训、动物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及饮用水

等都有相应的规定。我国目前有关禽畜产品的相关法律只有

《动物防疫法》、《食品卫生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兽药管理条例》等，而针对禽畜产品物流方面的法律法

规尚没有一部。 4.管理水平低，管理体系不健全。由于缺乏

规范的管理体系，管理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各地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有的地方政府采取

非市场化手段，对区外的优势企业设置壁垒，限制了市场竞

争。如双汇、雨润、苏食等名牌企业产品在进入异地市场的

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遭遇过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另外，

由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禽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

、国内市场检疫、进出口检疫等环节分属五六个不同的主管

部门，政出多门，管理漏洞很多。另外，行业协会的作用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国外，政府把许多管理的工作交由行业

协会去做，行业协会在管理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日本的

九州地区，就有多达50个以上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协会。这

些协会为禽畜主提供各种服务，既维护了禽畜产品稳定的市

场价格，又保证了禽畜产品质量。 改善我国禽畜产品物流的

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应充分学习和借鉴国



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禽畜产品物流法律法规方面的经验，结合

我国禽畜产品物流的实际，尽快制定禽畜产品物流的市场准

入、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统一各相关法律法规不

一致的部分。各执法和管理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杜绝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的发生。 2.加大禽畜产品的冷链

建设步伐，扶持专业物流企业的发展。政府可采取低息或无

息贷款的形式，帮助大型专业物流企业购置禽畜产品的专用

物流设备，提高禽畜产品物流的现代化水平。同时，国家还

可以利用税收、土地等经济手段，扶持大型物流企业的发展

，鼓励物流企业间的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 3.建立禽畜产品

的绿色通道，完善禽畜产品物流的市场环境。所谓禽畜产品

绿色通道，是指不分品种、季节、路型，统一在收费口设立

“绿色通道”标志，一律免收禽畜产品的过路费，尽量减免

畜牧业生产、收购、运输、加工、贮藏等环节的费税。有关

管理部门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治理禽畜产品物流中的

乱收费以及各种限制禽畜产品流通的非市场化因素，完善禽

畜产品物流的市场环境，实现物流企业的跨区经营。 4.充分

发挥禽畜产品专业协会的行业管理职能。中国禽畜产品流通

协会应发挥协会的管理职能。一方面，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

定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做好企业的服务工作和行业管理工

作。同时，协会应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加

强科学研究，努力探索禽畜产品物流的新方法、新技术，逐

步减少活禽畜在终端市场的流通。 5.提高我国畜牧业的产业

化水平。积极推行“公司 农户”的畜牧业发展模式，改变目

前一家一户的饲养状况。大力发展饲养专业户、家庭饲养场

、股份合作场，并逐步过渡到规模化、规范化的饲养。尽快



制定《屠宰法》，推行集中屠宰、就近屠宰，控制活畜流通

，增加加工产品种类，提高加工产品的技术水平。逐步减少

禽畜产品在集贸市场的销售，增加连锁超市在销售环节所占

的比重。鼓励组建产、供、销一体化的禽畜产品经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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