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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南省“四条丝绸之路”融合发展研究
——基于农产品跨境物流分析

李 富

一、引言

自 1982 年以来，国家持续

24 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

发布“三农”相关政策。尤其

是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

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

乡村振兴就是要达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河南省是

一个典型的内陆省份，不靠海、

不沿边、不临江，且人口众多，

也未搭上中国对外开放的“早

班车”，但作为农业大省，河南

省是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

量，紧紧抓住了“一带一路”重

大历史机遇。目前，河南省已逐

步探索出“四条丝绸之路”，逐

渐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物流通道枢纽，作为丝绸之路

重要参与省份和众多重要节点城

市，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四条丝绸之

路”的融合发展，为农产品跨境

摘  要 ：河南省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是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本文立足于

农产品跨境物流的“四条丝绸之路”融合发展的研究，通过研究现状和发展现状分析，找到“四路”

发展缺乏有效融合互通，全程冷链不健全、与海上丝绸之路缺乏互联，多式联运发展缓慢、“四路”

协同有待提升等方面的问题，最后针对性地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政府部门和相关产业在

决策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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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提供了跨境通道，也为农产

品的跨境贸易提供了重要保障。

然而，“四条丝绸之路”的融合

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定程度

上制约着河南省农产品的跨境贸

易，因此有必要研究基于农产品

跨境物流的“四条丝绸之路”融

合发展。

二、河南省“四条丝绸

之路”现状分析

（一）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梳理相关的文献，农

产品跨境物流和“四条丝绸之

路”的研究相对较为全面，但针

对农产品跨境物流的“四条丝绸

之路”融合发展的相关内容研究

较少。韩丽娜（2018）以跨境电

商的视角，针对河南农产品物流

系 统 SWOT 分 析， 提 出 了 对 农

产品运输的形式进行优化和改

进，科学地管理供应链。李妹燕

（2021）通过对跨境电商经营模

式、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农产

品出口贸易成本结构进行分析，

提出了相应的中长期联动策略。

张娟等（2021）通过对河南省特

色农产品西峡香菇国际市场开发

分析，提出优化目标市场、拓宽

国际市场进入渠道、不断进行产

品创新、扩大品牌影响力的开发

策略。郭涵（2019）基于河南省

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优势及存在问

题，提出了调整出口结构、提升

农产品质量、构建合作机制的发

展对策。展小瑞（2020）从河南

省农产品走出去的角度，提出了

提升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搭建

农业信息共享平台，建立完善的

管理协调机制的发展建议。综

上，有必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开展农产品跨境物流的“四条丝

绸之路”融合发展，以促进国家

政策落地，助力河南经济腾飞。

（二）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有赖于河南省的

中原区位优势，各项国家战略密

集落地河南，为河南本地区经济

的发展不断加码。其中，“四条

基金项目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 2021 年度调研课题《河南推进“四条丝绸之路”融合发展研究》项

目，项目编号 ：SKL-2021-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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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发展成绩喜人，农

产品跨境贸易也卓有成效。

“ 四 条 丝 绸 之 路 ” 方 面 ：

一是“空中丝绸之路”已形成

“1+3+5”的机场圈，“国际—国

内—区域”客货运航线网络体

系逐步完善，尤其是郑州机场

2020 年的客、货运吞吐量分别

排名全国第 6 位、第 11 位。 “郑

州—卢森堡”双枢纽基地建设成

效显著。二是“陆上丝绸之路”

以中欧班列（郑州）为依托，

已实现每周去程 16 班、回程 18

班、六口岸、十站点的国际物流

线路网络，新乡、洛阳、南阳、

商丘等郑欧班列相继开通且平稳

运行。三是“网上丝绸之路”方

面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为主体

开展跨境电商，创新海关监管

“1210”和“9610”模式并向全

国推广，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9710”和“9810”

模式试点。四是“海上丝绸之

路”着力打造“无水港”和内河

运输，与沿海城市构建铁海联运

班列 12 条，内河港口开通 5 个。

农产品跨境贸易方面，根据

河南省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

河南省粮食种植面积 10738.79 千

公顷，比上年增加 4.25 千公顷 ；粮

食产量 6825.80 万吨，比上年增加

130.40 万吨，增长 1.9% ；油料产

量 672.57 万吨，比上年增加 27.12

万吨，增长 4.2% ；猪牛羊禽肉总产

量538.21万吨，比上年下降2.8%。

根 据 郑 州 海 关 统 计，2020 年，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金额 119.55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34.5%， 农 产 品

进口金额 84.07 亿元，同比增长

4.8%。其中，鲜干水果及坚果、

苹果、果蔬汁等品类农产品出口

量有所增长 ；进口增长的农产品

品类集中在肉类、鲜干水果及坚

果、粮食、食用植物油、食糖等。

三、河南省“四条丝绸

之路”存在的问题

（一）“四路”发展各有特

色，但缺乏有效的融合互通

近年来，随着国家物流枢

纽建设的逐步推进，河南省有 6

个城市入选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其中，郑州市和洛阳市先后

入选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同时，河南省相继获批 5 项试验

区，郑州市获批国家中心城市，

为“四路”发展带来了政策的优

势。虽然，“空中丝绸之路”越

飞越广，“陆上丝绸之路”越跑

越快，“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

通畅，“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

发达，但是“四路”融合互通相

对缺乏。尤其是在农产品跨境物

流方面，由于鲜活农产品的自身

特性，粮食、油料基础农产品的

低值性，仅靠“空陆网海”中的

某一条，难以有效地流通。而河

南省的十大特色农产品中，除了

茶叶、中草药材的价值量较高

外，小麦、花生、草畜、林果、

蔬菜、花卉、食用菌、水产等相

应的价值较低，因此对于“四条

丝绸之路”的融合性较差，尤其

是空中丝绸之路，难以发挥空路

农产品出口优势。相反，农产品

进口包机运输此起彼伏，高价值

的肉类产品、果蔬产品自由的呼

声不绝于耳。

（二）全程冷链不健全，与

“网上丝绸之路”缺乏互联

由于农产品鲜活易腐的特

性，在跨境贸易中，想要更加持

久地保持农产品的口感和营养价

值，除了制作成干制品或酱制品

外，全程冷链尤为重要，同时能

够提高农产品的售卖价格。2021

年，农业农村部在全国推广地藏

覆膜、源头冷库建设。随着建设

的深入推进，河南省农产品的预

冷率逐步提高。然而，由于冷库

和冷藏设备的建设相对滞后，不

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冷藏需求，同

时因冷库分布不均，淡旺季明

显，冷藏和运输过程中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断链情况发生。反复的

冷藏、冷冻，容易造成农产品的

腐败、变质，甚至致使细菌、病

菌等封锁在农产品内，从而降低

农产品的品质。此外，冷链信息

收集不健全，温湿度控制尚不精

准，农产品溯源体系不健全等，

都对农产品跨境贸易带来影响。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四条丝绸之

路”与农产品的衔接缺乏一定的

基础。尤其是在“网上丝绸之

路”方面，农产品在跨境电商贸

易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存在购

买淡旺季之分，旺季快件积压，

易出现爆仓等现象，淡季需承担

高额的租赁及其他运营费用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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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物流运输存在时效较长、通关

手续繁琐、成本高昂等问题，与

农产品自身的冷藏保险要求及产

品价值量低等特性不相吻合 ；跨

境电商物流的运营企业较为分

散，具有实力的大型综合性物流

企业入局较少，对应的物流信息

服务体系尚不完备 ；相较于国内

电商，产品包邮、赠送运费险、

一般商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等已

经成为基本共识，然而跨境电商

因跨越不同关境区域，退货清关

及逆向物流的手续繁琐、费用较

高，为农产品的跨境电商带来一

定的阻力。

（三）多式联运发展缓慢，

“四路”协同有待提升

由于农产品自身的特性，

在跨境物流方面，一是要考虑运

输的及时性，二是要考量运输的

经济性。因此，单一的运输方式

并不适合农产品跨境贸易，而多

式联运是比较理想的选择。经过

多年的快速发展，河南省“空中

丝绸之路”各项指标势头良好，

在“四条丝绸之路”中的领头羊

地位明显，起到了很好的区域带

动作用。以中欧（郑州）班列为

主体的“陆上丝绸之路”，不断

拓宽贸易国家，增加跨境出境口

和线路的同时，积极开展连接郑

州国际机场，通往日韩的空铁联

运线路，同时示范运行“一干三

支”铁海公多式联运，充分发挥

“四条丝绸之路”的各自优势。

“网上丝绸之路”，虽然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下相应的需求得到

了很大提升，但是由于各个地区

的“空、陆、海”三路的丝绸之

路通道发展进度不一，尚未形成

有效的协调融合机制，致使跨境

物流运输周期长、运输费用高、

退货换货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加

上海外仓储建设过程中遇到销售

情况不稳定造成的运营成本高

昂、产品库存积压等问题突出，

进一步制约着跨境电商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因不临海、不

沿边的地理位置情况，河南省借

助“无水港”的铁海公多式联

运，及空、铁、公连接内河航运

进而直达海港的多式联运模式，

已经实现集装箱调拨运输，促进

农产品跨境物流的发展。然而，

在农产品的品类数量和适应性方

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通过

模式的不断创新进而逐步解决。

四、河南省“四条丝绸之

路”融合发展建议

（一）明确“四路”发展的主

体地位，构建农产品跨境物流健

康通路

首先，结合河南省的区位

情况，综合考量“四条丝绸之

路”的各自优势，从农产品跨境

物流的实际需求出发，逐步构建

以“网上丝绸之路”为贸易和信

息传递纽带，以“空中丝绸之

路”对接高附加值、短保存期的

特色农产品出口，“陆上丝绸之

路”对接一般特色农产品出口，

“海上丝绸之路”对接低值农产

品、低温保鲜冻品、海外仓储存

货品等出口的多路协同并进模

式。其次，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空中丝绸之路”方面，适时建

设郑州机场 T3 航站楼，加速洛

阳、南阳、信阳机场的扩建项

目，稳步推进新建机场项目，并

在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农产品航

空运输的配套需求。“陆上丝绸

之路”方面，国际陆港的冷藏冷

冻仓库需及早科学合理地规划布

局到位，精准温湿度控制的冷链

专用集装箱的调拨、使用和运营

管理。“网上丝绸之路”方面，

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平台，提供

符合农产品的特色网上销售渠

道。“海上丝绸之路”方面，港

口附近的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

以保证农产品出港前的品质。最

后，创新海关监管体制，为特色

农产品开辟绿色通道，打造农产

品跨境物流健康通路，助力河南

省特色农产品的跨境贸易。

（二）完善全程冷链和溯源

体系建设，加强与网上丝绸之路

的协同发展

在现有的农产品源头预冷，

以及过程中冷链存储、冷链运输

的基础上，为充分保证跨境物流

中农产品的品质，需要做到以下

几点 ：一是完善全程冷链机制。

从农产品的产地预冷，扩展到冷

库、冷藏车、冷藏集装箱的预

冷，实现农产品同一适宜温湿度

下进行转移。同时，增加冷库等

建设，加大冷藏车、冷藏集装箱

的投入，并对接好农产品跨境进



33

OPEN 开放 2022 02

入国家或地区的冷链运输环节，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帮助其

进行冷链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

在整个跨境物流过程中全程冷链

不断链。二是充分利用各项先进

的信息化技术，进一步完善农产

品溯源体系建设。在全链环节

中，引入传感设备，利用“大智

物移云”等先进技术，全程监控

农产品跨境物流情况，做到全链

条的可追溯，以确保跨境贸易的

农产品品质。三是推进与“网上

丝绸之路”的协同发展。一方

面，充分考虑跨境电商 B2C 的

个性化需求，充分融合四条丝绸

之路的各自优势，以满足顾客的

购物需求，提升顾客的实际购物

体验 ；另一方面，提早应对跨境

电商 B2B 的大宗需求，在业务

比较密集、需求量较大的地方，

选择合适的位置建立海外仓，甚

至可以参考生鲜电商社区团购的

模式，在当地设置前置仓，以降

低海外仓的运营成本，增强企业

抵抗风险的能力。

（三）创新多式联运模式，

打造“四路”融合发展机制

多式联运方面，充分结合

特定农产品的运输需要，以及海

外仓的地理位置，开拓出稳定

的河南出海通道，将“空”和

“陆”与“海”充分对接，在保

证农产品跨境物流时效性的同

时，有效地降低整体费用成本。

“四路”融合方面，在“四条丝

绸之路”各自做大做强，逐步靓

丽名片的同时，一方面结合河南

省内不同产业的特点，有针对性

地开展特定模式的丝绸之路建

设 ；另一方面要注重相关信息的

共享，避免相互间业务竞争，从

而降低品牌的竞争力。通过“四

条丝绸之路”的融合发展，真正

做到互融互通，才能不断地成

长与进步。管理体制方面，梳

理“四条丝绸之路”各自管理模

式，明确各自区域功能，建议建

立一套统一的管理机构，充分监

管和协调“四条丝绸之路”的发

展，从而进一步健全管理机制，

并考虑建立统一的信息互联平

台，逐步实现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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