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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资源、能

源和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而且越来越无法容忍陈旧、低效

、粗放、高耗的商品流程，降低物流成本在经济“总量块头

”急剧增大的场合显得尤为迫切。据最新估算，2006年，我

国社会物流总额接近60万亿元，绝大部分来自采掘加工制造

业，由此引起的货运、仓储和管理活动所付出的社会物流总

成本占当年GDP的比重始终偏高。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物流

成本高昂，但降低成本的潜力巨大，只要在“十一五”期间

给予更多关注，并纳入国民经济节能降耗总盘子，寻求综合

治理，就有望明显改观，并取得“立竿见影”的巨大实效。

从经济学及其政策含义角度考察，降低物流成本是一项大战

略，有些方向性的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起来。 第一，将

优化流程、大幅度降低采掘加工制造业的物流成本作为重中

之重。 基本情况是，在社会总产品中，工业生产资料产品

占75％，工业品物流总值占社会物流总值的85％以上，工业

企业自采自销比重高达70% 。这些产品的市场流通，绝大部

分是在工业企业之间直接进行的。而目前对工业企业为此而

自行设置的采购、库存、储运、销售机构所引发的巨额投入

，以及成本和效率状况几乎胸中无数。这个深不见底的巨大

黑洞正是中国物流效率低下、粗放扩张、流程恶化的要害所

在，也是潜力所在。 根据国内有经验的物流服务商提供的信

息显示，中国运用信息技术，优化整合潜力巨大的工业采购



、库存、储运、销售、废旧物流程，可降低现有物流成本

的50%~60％。据框算，在现阶段，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降

低1％，则可以在货物运输、仓储方面节能降耗1000亿元以上

；在此基础上，倘若中国逐步逼近工业化国家平均成本（即

占GDP的12％），则可节约当年物流成本8000亿元。因此，

“优化流程”有希望成为“十一五”时期很有操作性、并将

收获丰厚的政策思路，将切实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

奏、高成本、低效率到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

重大转变。 第二，节能降耗的近期重点在于运输成本，长期

努力在于库存成本。 从各国的经验看，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

破，运输成本通常经过大幅度降低后会趋于稳定，而加快周

转、降低库存则潜力无限。因此，在“十一五”期间，要统

筹兼顾、科学规划、率先改善大宗货物的流量、流向，充分

运用信息技术，减少盲目性，讲求合理化，特别要注重铁路

、公路、水路、海上、航空和管道等不同运输方式各个转换

节点上的有效衔接。一位智者说过：“落后通常是配套的。

”作为讲求系统协同的物流更是如此。俗话说，“不怕慢，

就怕站”。某一个环节的改进，例如火车提速、飞机高超音

速，而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跟不上，迟滞耽搁甚至处处“作

对”，最终结局注定还是“整体无效率”。 在运输成本明显

降低并趋于稳定的基础上，要将节能降耗的重点转向库存控

制（当然不是说，近期可以放任库存低效率）。为此，要对

工业企业加快资本周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消

除库存积压、优化产品流程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具体要求；要

促进工业企业采购、销售、储运业务和流程的“外包”，推

动社会化“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的发展，改变工业企业“家



家有仓库、户户有车队”的落后低效局面，提高企业物流的

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 第三，降低物流的体制性成

本是迄今最薄弱、最困难、最有针对性、最值得深入研究的

重大课题。 新世纪新主题是“经济节奏的较量”。重要特征

是各个国家争相向加快节奏、减少耽搁迟滞的流通领域“投

钱和找钱”、“投小钱、找大钱”，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

以储备信息取代储备商品，从而促使高昂的物流成本大幅度

降下来。但充分必要的先决条件是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相

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有些尴尬。从管理机构纵向化、立体化

和物流横向化、扁平化的矛盾角度讲，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

而来的政出多门、九龙治水、自乱其制的现行管理体制，职

能权限交叉、重复、遗漏已成痼疾顽症，从而是与物流天性

处处“作对”的体制。从经济学观察，由此引起的物流成本

属于物流的“体制性成本”，它有别于一般所说的物流管理

成本。因为“体制性成本”带有纯粹人为的性质和既得利益

背景，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原本可以避免、剔除的行政性额

外负担。在基于原有体制的统计框架下，是不大可能把它自

己的“体制性成本”独立识别出来的，但可以断定它确实存

在。并且还可以断定，只要相关体制和政策得到改变，与之

对应的体制性成本就会即刻消失。例如，诸多过时的不合理

审批制度、政策规定、收费庞杂、税制缺陷、行政垄断、地

区封锁、标准混乱及其他人为障碍造成的物流开支，都属此

列。降低物流的体制性成本是迄今最薄弱、最困难、最有针

对性、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目前，人们积极从事物

流的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值得赞赏和鼓励，但是率先改

变政出多门，从而改变物流“标（准）出多门”、“规（划



）出多门”，互相掣肘的体制性状况更加迫切；而解决与物

流相关的铁道、公路、航空、水运、海运、仓储、包装、统

计、监管等几十个主管部门的“体制性”协调衔接，更是降

低物流体制性成本的要害。体制性问题不解决，许多先进的

物流技术和管理创新恐怕会被大打折扣，就像不合理的体制

性障碍使许多先进的环保技术设备被束之高阁，甚至闲置报

废一样。 总之，“十一五”期间要明确地将工业企业流程优

化和降低体制性成本作为节能降耗、降低社会总成本的主攻

方向。当然，这一行动计划需要在改革攻坚的大背景下进行

，因为只有深化改革，推动空间上产业结构调整与时间上产

品流程优化二者的互相促进、紧密配合，才可能对高耗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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