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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广东省冷库现状的基础上， 建立了基于广东省生鲜农产品产量的冷库需求预测模型， 对未来广东
省生鲜农产品冷库需求进行了预测， 并对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根据预测， 广东在加快新冷库建设步伐的同时，
还应通过技术升级和科学管理提高冷库利用率和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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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ｆｒｅ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ｂｕｉｌｔ．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ｕｔ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ｏｎ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 －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Key words： ｆｒｅ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广东是我国的生鲜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省．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居民的消费水平升级， 生鲜
农产品的产量及需求量也在逐渐增大， 对冷库的需
求也日益增加．近年广东的冷库容量每年在以一定
的速度递增， 但还是无法满足生鲜农产品市场越来
越大的需求．由于冷库建设投入不足， 导致了大量
生鲜农产品的浪费．为了尽量减少损失， 冷库需求
预测非常重要．
当前针对生鲜农产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应链

的分析与优化、 物流配送模式、 配送中心选址
等

［１］．钟晓燕等［２］
根据生鲜农产品保鲜期短的特

点， 建立了生鲜农产品配送中心的库存控制优化模
型， 提高了冷库的利用率．王红玲等［３］

以生鲜农

产品在途时间最短、 配送成本最低为优化目标， 构
建了农产品配送路径优化问题的模型， 提高了农产
品配送效率．杨华龙等［４］

以从产地、 预冷站、 配
送中心到各个需求点总物流费用最小为目标函数，
结合生鲜农产品时间敏感特征， 通过采集腐烂指数
经验数据， 测算出因腐烂变质造成的物流损失成
本， 建立了生鲜农产品物流网络布局非线性规划模
型．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来看， 针对冷库的需求预测
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冷库需求预测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所需数据较难获得和搜集， 因此预测
较为困难．作者通过对广东省生鲜农产品发展现状
及冷库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应用数学
建模法建立基于广东省生鲜农产品产量的冷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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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 对未来广东省生鲜农产品冷库需求进行
预测， 以期为冷库区域布局建设提供方向性的参考
作用．

１　广东省冷库发展现状

据初步统计， ２０１２年广东省有大小冷库 １ ４００
多座， 总容量超过 １３０ ×１０４ ｔ， 约占全国冷库总容
量的 １４．８％； 广东省具有一定规模的冷链企业有
１３０ 余家， 冷链园区 １８ 个， 冷库建设规模以及营
业额逐年上升

［５］．新建和改建冷库， 现代化水平、
利用效率、 周转率等逐步提高， 规模化和专业化程
度不断加强．
广东省冷库产业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 但是

与发达国家和现代化农业的需求相比， 冷库产业的
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冷库相关的产业体系没有
完全形成， 总体规模较小， 专业化程度不高， 很多
农产品大多是在常温下保存．目前大约 ９０％的肉
类、 ８０％的水产品、 大部分果蔬都是在没有冷藏的
条件下储存和销售

［５］．并且现有的冷库在区域分
布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平衡， 珠三角分布较多， 而粤
北山区分布较少．

２　冷库需求预测模型构建

２．１　冷库需求总量预测
通过调查， 冷库的需求量与生鲜农产品的产量

成正比， 与冷库的周转率、 利用率成反比．冷库需
求总量如 （１） 式：

P ＝
F１ ×a１ ＋F２ ×a２ ＋F３ ×a３

a４ ×a５
， （１）

其中 F１、F２ 和 F３ 分别为生鲜农产品中蔬菜、 水果
和水产品的年产量， a１ 、a２ 和 a３ 分别为生鲜农产品

中蔬菜、 水果和水产品的冷藏率， a４ 为冷库的年平

均冷藏周转率， a５ 为冷库的年平均利用率．
２．２　生鲜农产品产量预测

根据 （１） 式， 冷库的总需求与生鲜农产品的
产量直接相关， 其总规模由生鲜农产品的产量决
定．为此要预测未来年的冷库需求量， 首先需要对
生鲜农产品的产量进行预测．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广东
省生鲜农产品的产量如图 １［６］．从图 １ 中的趋势可
以判断， 生鲜农产品的产量与年份呈线性相关的
关系．
　　拟合得到线性方程为：

F ＝３ ６３７．４６ ＋１８６t， R２ ＝０．９５ ， （２）
其中 F 为生产的生鲜农产品总产量， t 为时间序列
（２００６年 t ＝１）．函数的相关性较好， 可以用来预

测未来几年的生鲜农产品产量．

图 1　2006—2011年广东省生鲜农产品产量
Fig．1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Guangdong of 2006－2011

２．３　模型检验
为评价需求预测模型的优劣， 选用相对误差对

模型进行检验．相对误差的计算如 （３） 式：

e ＝ F －F^
F ×１００％ ， （３）

其中 e表示相对误差， F 表示真实值， F^ 表示预测
值．该相对误差为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差与真实值的
比值， 该值越小预测精度越高， 通常要求模型的预
测误差控制在 ５％以内．

３　广东省冷库需求预测

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年的生鲜农产品产量 （图 １）
中， 农产品中蔬菜所占比重最大， 为 ５９．５０％ （均
值）， 水果和水产品分别占 ２４．１５％和 １６．３５％．从
趋势上看， 自 ２００６ 年来， 生鲜农产品产量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根据 （２） 式预测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年广
东省生鲜农产品产量， 结果如图 ２．预测误差从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年分别为 ２．７９％、 １．０６％、 ２．４２％、
１．１０％、 ０．２５％和 １．４０％， 各年的预测误差在 ５％
以内， 因此满足预测要求．到 ２０１５ 年生鲜农产品
的产量将达到 ５ ９４２．６６ ×１０４ ｔ， 其中蔬菜 ３ ２６８．４０
×１０４ ｔ、 水果 １ ３２６．４０ ×１０４ ｔ、 水产品 ８９７．８６ ×
１０４ ｔ．

图 2　广东省生鲜农产品产量预测
Fig．2　Predic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Guangdong

　　据调查， 广东省当前的冷库周转率在 ４ ～８
次／年， 为此 ２０１１ 年的冷库周转率取 ６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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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 广东省水果蔬菜的冷藏率占产量的 １０％，
水产品的冷藏率可以达到 ２５％．根据 枟广东省农
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枠［７］ ， 到 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水
果蔬菜的冷藏率将达到 ２３％， 水产品冷藏率将达

到 ４０％．考虑到随技术的提高， 到 ２０１５ 年冷库周
转率会有所提高， 为此取未来年的冷库利用率为
０．８５， 冷库周转率为 ６ ～１２ 次／年．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
的冷库需求量预测如表 １．

表 1　广东省冷库需求预测
Table 1　Prediction of demand for cold storage in Guangdong

项目 Ｉｔｅｍ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帋

冷库利用率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０  ．８０ ０ 　．８５
水果蔬菜冷藏率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０  ．１０ ０ 　．２３
水产品冷藏率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０  ．２５ ０ 　．４０
冷库周转率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ｉｍｅ／ｙｅａｒ） ６  ６ ！７  ８ 揶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ｏ
冷库需求量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ｌ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ｌｙ／（１０４ ｔ） １１１  ．１１ ２７７ 　．６４ ２０７ ｉ．００ ２０８  ．２３ １８５ ＆．０９ １６６ 厖．５８ １５１  ．４４ １３８ Ｂ．８２

　　根据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相对误差检验，
２０１１ 年的相对误差为 １．５％， 在 ５％以内， 满足预
测精度要求．
根据预测， 至 ２０１５ 年广东省的冷库需求将不

断增加， 为实现 ２３％的水果蔬菜和 ４０％的水产品
冷藏目标， 在冷库利用率 ８５％、 冷库周转率 ６ ～１２
次／年的前提下， 冷库总规模需求在 １３８．８２ ×１０４

～２７７．６４ ×１０４ ｔ； 如果周转率为 ６ 次／年， 冷库总
规模需 ２７７．６４ ×１０４ ｔ； 若周转率为１２次／年， 冷库
总规模需 １３８．８２ ×１０４ ｔ．到 ２０１５ 年， 生鲜农产品
的冷藏率每提高 １％， 就需要增加 ５．３８ ×１０４ ～
１０．７９ ×１０４ ｔ的冷库．可见在提高冷库建设规模的
同时， 通过提高冷库利用率和冷库周转率的方式，
可以充分利用冷库资源．

４　讨论与结论

在分析目前广东省生鲜农产品发展现状及冷库

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构建了广东省生鲜农产品的
冷库需求预测模型， 对短期内的冷库需求进行了预
测， 获得了较好的预测效果．根据预测可知， 未来
年广东省的冷库需求较大．根据预测结果分析， 在
加快冷库建设的同时， 还要通过技术创新、 提高管
理等方式， 提高冷库的利用率和周转率， 这样不仅

能够减少成本， 提高效益， 还能节约投资， 加快冷
藏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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