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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物流在国家经济规划中的地位不断加

强 2001年3月，国家经贸委、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联合印发《关於加

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千意见》提出，发展现代物流的总

体目标，是积极采用先进的物流管理技术和设备，加快建立

全国、区域、城镇、企业等多种层次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物畅其流、快捷准时、经济合理

、用户满意的社会化、专业化现代物流服务网路体系。在国

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最新发布的《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

业、产品和技术目录》中，也已把发展物流配送中心列为重

点鼓励发展的内容。 2001年底，中国制定了未来5年物流配送

发展初步规划，以推动物流业的快速发展。该规划包括扶植

和规范发展一批第三方物流企业，争取“十五”期末社会化

配送企业比重达五成以上；培育若千条贯通全国并且使之开

展国际配送业务的联运干线，构建全国性的商品物流配送绿

色通道：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商品生产集散地和交通枢

纽，建设若干规模合理，运作规范的现代化商品物流中心和

专业化配送中心，构建全国性物流配送网路；培育若千国家

物流骨干基地，有条件的可争取发展成为亚洲的重要物流中

心；确定一批物流配送示范专案，在全国各大区的中心城市

，选择符合现代商品物流配送基础条件的企业，建立符合现

代商品物流配送，具有全国性经营网路的专业化骨干物流配



送企业。 现代物流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

为人们所认识，不少省市把发展现代物流列入了重要议事日

程。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画纲要的报告』中，把现代物流列为上海市四大新兴产业

之一，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发展；天津市政府把现代物流作为

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并由主管市长负责，组织了20多个有关

部门，研究提出了天津市现代物流发展纲要研究报告，；深

圳市为提升综合经济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把发展现代物流

与高新技术和金融同时列为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编制了『深圳市“十五”及2015年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总体来看，物流现代化是和经济发展水准密切相关的，预计

在今後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将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和

世界经济接轨的趋势也将加强，这是物流事业发展的大环境

。如果能够及时解决发展瓶颈中存在的问题，在“十五”期

间即近5年内，将是中国物流发展的黄金时代。 阅读材料： 

我国物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物流系统效率低，物流成本

高 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物流成本方面、周转速度方面以及产业

化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服务水平和效率方面都比较低。我国

目前每万元GDP产生的运输量为4972吨公里，而美国和日本

的这一指标分别为870吨公里和700吨公里。 我国物流系统各

环节的衔接较差，运转效率不高，反映为货物在途时间、储

存时间、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均有较大改善和提高的

余地。仅以货运汽车的生产率水平为例，美国营运汽车的单

车吨年产量约为66万吨公里，而中国这一指标仅为3万吨公里

左右。二是速度慢。目前我国铁路货车的运营速度仅46.4公里

左右，散装、集装箱等高效运输方式比重较低，装卸时间较



长；公路货车的运营速度也不足50公里；内河航运速度更低

；原材料、半成品及产成品的在库周转时间平均在3～6个月

左右。 此外，根据调研及有关资料分析，我国许多商品总成

本中，物流费用已占到20-40%，每年因包装造成的损失约150

亿元，因装卸、运输造成的损失约500亿元，保管不善造成的

损失在30亿元上下，公路货运因缺乏合理的物流组织，空驶

率多年来保持在50%左右；铁路因能力不足，使相当数量的

商品失去销售机会或无法保证企业提供客户满意的服务；水

运因运输组织方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许多产品失去

了低价运输的途径。 2、物流基础设施的配套性、兼容性差

，物流技术装备水平低 总体来看，我国现有的物流基础设施

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还比较落后。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

量计算的运输网络密度，我国仅为1344.48公里/万平方公里，

而美国为6869.3公里/万平方公里，德国为14680.4公里/万平方

公里，印度为5403.9公里/万平方公里。这方面，我们不仅落

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如果按人口计算则差距更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

报告》总1417期)。 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传统模式影响下

，我国各种物流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缺乏必要的协调，因

而物流基础设施的配套性、兼容性差，导致系统功能不强。

各种运输方式之间、不同地区运输系统之间相互衔接的枢纽

设施建设方面缺乏投入，对物流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各种

综合性货运枢纽、物流基地、物流中心建设发展缓慢。 我国

物流物流系统一般技术水平低，装备落后。在仓储设施方面

，第三方物流企业拥有的仓库70%是普通平房仓库，现代化

立体自动化仓储设施比例极低，具有冷藏、保鲜、气调功能



的仓库更少。在使用的搬运工具中，人工搬运车，手推叉车

和普通起重设备占到70%以上，而可视屏叉车等现代化的搬

运工具却很少采用。在运输工具方面，第三方物流企业拥有

的运输车辆中，普通车辆占70%以上，而现代化的箱式货柜

和集装箱拖头及特种运输车辆却很少。物流企业开发和使用

的物流信息软件，性能水平不高，即使有些软件比较适用，

但有时又与客户系统不兼容。 3.标准化建设滞后 物流是跨地

区、跨行业的运作系统，标准化程度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各种

物流功能、要素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协调发展，也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全社会物流效率的提高。我国物流标准化滞后主要

表现在缺乏有关的标准及规章制度，同时在推行标准方面也

缺乏必要的力度。例如，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标准不统一

，海运与铁路集装箱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

国海铁联运规模的扩展，对我国国际航运业务的拓展、港口

作业效率的提高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又如物流器具标准不配套，特别是现有托盘标准列入了国

际标准中所有4种规格，也没有推行的原则，这样等于没有标

准。托盘标准和各种运输装备、装卸设备标准之间都有衔接

关系，这就影响了托盘在整个物流过程中的有效使用。三是

产品包装标准与物流设施标准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虽然目

前我国对商品包装已有初步的国家和行业标准，但在与托盘

和各种运输装备、装卸设施、仓储设施相衔接的集装单元化

包装标准方面还比较欠缺，这对各种运输工具的装载率、装

卸设备的荷载率、仓储设施空间利用率方面的影响较大。四

是信息系统之间缺乏接口标准，工商企业内部物流信息系统

与第三方信息系统之间缺乏有效衔接，运输信息系统、仓储



信息系统、物流作业管理信息系统之间互不沟通，由于没有

公共物流信息交流平台，以EDI互联网等为基础的物流信息系

统难以得到实际应用。 4、我国物流业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

的障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个行业从上到下一统到底，行

业之间、部门之间管理体系分割现象严重，在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过程中，习惯势力仍然有一定影响。物流产业的发展涉

及到基础设施、物流技术设备、产业政策、投资融资、税收

、海关、服务、与运输标准等多个方面，而这些问题的管理

分属于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对现代物流认识不

足和缺乏统一协调的战略思想，成为物流产业发展的主要『

瓶颈』之一。 由于经济利益部门化和地区化弊端的存在，我

国在物流业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上的协调能力较差。物流业涉

及交通运输、经贸、外经贸、城市管理、公安、税务、海关

、商品检验检疫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的管理职能、管理方

式和制度体系等存在较大不同，在对物流业实施管理的过程

中，因管理之间的体制及机制性原因，造成物流业发展的许

多困难。条块分割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体制及机制的影响，

许多部门政企尚未实现真正的分开，从而形成了多部门管理

的条条之间的基于部门利益的分割状态，使得管理的能力因

分割而受到局限和制约，造成管理水平的提高较为缓慢。此

外，由于地区的经济利益驱动，地方管理成为地方利益的体

现，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省市间的

市场壁垒，使网络化物流服务企业的成长变得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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