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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编号及标准名称
GB/T 39664-2020 《电子商

务冷链物流配送服务管理规范》

二、标准制定背景
电子商务冷链物流发展前景巨

大。一方面，政府高度重视，《关
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
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国办发
〔2017〕 29号） 提出推动冷链物流
行业健康发展，保障生鲜农产品
和食品消费安全。《电子商务十三
五发展规划》 中提出“逐步完善
电子商务物流标准体系，加强重
点标准制修订工作，进一步提升
电子商务物流服务水平”。《国务
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 中指出，鼓励发展
社区自提柜、冷链储藏柜等新型
社区化配送模式，完善冷链仓储
建设等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居
民消费需求迫切，随着我国经济
快速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们对于冷链产品的需求
量日益增长，同时对其品质和安

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19 年中
国生鲜电商交易规模达 3225 亿
元，较 2018 年 1950 亿元，同比
增长 65.38%，而在今年新冠病毒
疫情期间，居民减少了外出购物
活动，平台购物更是成为居民消
费的主要渠道。

然而，目前我国冷链物流配
送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针对
于最后一公里的操作规范缺乏相
应的技术指导，发生在最后一公
里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屡见不鲜，
由 于 服 务 不 规 范 、 服 务 水 平 低
下、最后一公里的冷链管理不到
位等，导致消费者投诉的案例也
比较多，行业内亟需制定冷链物
流配送服务管理规范，以推动冷
链物流配送服务规范、快速、稳
步发展。

三、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冷链物流

配送的基本要求、管理要求、作
业流程及要求和评审及改进，适
用于电子商务冷链物流配送服务

提供方对配送作业服务的管理，
不适用于医药冷链物流配送。其
中，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提供方是
指提供冷链配送服务的组织及相
关个体，包括第三方冷链物流配
送企业、电子商务运营企业内的
冷链物流配送部门、从事冷链物
流配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或个人
等。

标准规定了末端的最后一公里
配送要求，以及配送服务的保障
要求，包括配送中的设施设备要
求、配送人员要求、信息管理要
求，以及配送物品的包装要求和
温控所用的材料要求等。在作业
流程及要求中，规定了配送站暂
存、收货和垛码等相关要求，规定
了配送前、交付时，以及交接的相
关要求，规定了物品拒收后的撤回
要求，标准还给出了配送服务提供
方的内审管理及改进要求。

四、标准实施意义
生鲜电商被誉为电商行业的最

后一片蓝海，由于冷链食品易腐

烂变质的自然属性，以及电子商
务的虚拟性，使得电商的整个供
应链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
冷链物流环节的时效性和食品安
全性。 2020 年借助新冠疫情下

“宅经济”的崛起，“无接触配
送”模式的大火，给生鲜电商行
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各生
鲜 电 商 平 台 迎 来 了 销 售 额 的 井
喷。标准化的运作是降本增效的
有效方式。

本标准的制定将对电子商务冷
链物流配送服务提供方的配送作
业及其管理予以规范，为冷链产
品的最后一公里冷链物流运输服
务提供指导性的标准，引导企业
综合开展服务，优化组织管理，
推动服务评价，提高冷链物流配
送企业的服务质量，构建服务质
量管理体系，形成“法律落实、
体系建设、标准实施”的良性机
制，有利于提升行业服务质量监
管水平，从技术标准层面和操作
规范性提供基础依据。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电子商务冷链物流配送服务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解读

“通过智慧监管平台，我们可以
看到寿光各镇街区每个村的蔬菜种
植面积、大棚个数、蔬菜种类，点
击输入一位农户的名字，可以查看
到该农户所有大棚蔬菜的交易、检
测信息及肥料使用情况，这些信息
都是通过大数据抓取的。”在山东省
潍坊市寿光市农业智慧监管服务公
共平台展示厅，现场工作人员边演
示边向记者介绍。为进一步实现透
明、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实时、便捷地为农服务，寿光市
2016年开发了农业智慧监管服务公
共平台，实现了蔬菜产业的智能化
监管、全域化追溯和信息化服务。

目前，寿光市 14 万个蔬菜大
棚、1556农资经营店、1020家蔬菜
市场、21家三品基地、6家大型超
市和15处镇街检测室等，所有的生
产信息、检测信息和交易数据都采
集进了智慧监管平台，将寿光市每
一个蔬菜大棚、每一个批发市场、
每一家农资门店都纳入监管，利用
平台对农资交易信息全部进行自动
采集，构建起覆盖产前、产中、产
后的全产业链监管服务体系。特别
是推广了二维码信息追溯体系，寿
光本地蔬菜基本实现了二维码交易
全覆盖，消费者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立即就能查到是谁种植的、用
的什么肥料，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

在洛城街道董家营子村的瑞胜
农资超市，店主崔元芳每出售一件
农药产品，都会拿起手中的扫码

仪，对准在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的农药产品追溯码轻轻一扫，交易
信息 （农资店、购买农户、时间、
产品名称、数量等）就自动上传到
了智慧监管平台。

记者了解到，寿光市统一规范
了农资店农药进货渠道。各大农药
经销商在寿光市销售农药，必须先
到寿光市农业农村局进行产品备
案，由执法大队进行审核，审核通
过给予农药产品追溯码，然后进入
农资店的销售网络中。

其次，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实
现了农药全程可追溯信息化管理。
寿光市1556家农资门店，每天哪家
店卖了什么药、卖给了谁、卖了多

少量，在智慧监管平台“农投品管
理模块”上一目了然。一旦有违禁
用药情况发生，智慧监管平台可立
即追查到所有违禁农药产品的销售
来源、去向，同时对违禁产品进行

“黑名单”管制，其他农资店将无法
扫码销售。

“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要把农作物
使用的农资统一管理，包括生产出
来的样品，也要进行检测、监管，
所有的交易流向，会进行一个全数
据的实名制管理、跟踪。”平台研发
者成健林介绍。

质量安全是农业发展的“生命
线”，也是决定“寿光蔬菜”品牌发
展的关键因素。在地利农产品物流

园，检测室可对农药残留进行快速
检测，25分钟出结果。目前，日检
测蔬菜样品1000余批次，全年达到
30万余批次。

“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抓蔬菜质
量安全。”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监
管科负责人介绍，早在10年前，寿
光市就拿出专门资金，实施耕地质
量提升工程，从源头上抓安全。同
时，全面推行蔬菜质量全域网格化
监管，寿光市划分28个网格，网格
内大棚生产、蔬菜交易、农资经营
全部纳入监管，实现“生产有记
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责
任可追究”的全程追溯体系。

谁能把控质量，谁就占领制高
点；谁能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
权。寿光市依托部、省共建的全国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以信息化服务
蔬菜质量全程管控，利用数字化手
段助力基地管理、标准制定、产销
对接，加快由输出产品、人才、技
术向输出标准、机制、体系转变。

“目前，我们启动了 118 项国
家、行业、地方标准研制工作，番
茄、黄瓜2项农业行业标准获农业
农村部发布，是国内首个从种苗到
餐桌的蔬菜全产业链行业标准。同
时，在江西、内蒙古、四川、西藏
等省、自治区认定试验示范基地27
个，全国新建蔬菜大棚中一半以上
有‘寿光元素’，有力带动了全国蔬
菜产业链条的标准化。”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负责人表示。

寿光日报记者 高斌

生产有标准可依 质量有数据可查

寿光农业智慧监管平台
让农产品质量安全更加透明化

质量安全是农业发展的“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