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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5_B8_88_E7_c31_516673.htm 中国物流发展的进程

，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密不可分。“物流”概念自上个

世纪70年代末引进我国以来，经历了近20年的研讨酝酿、启

蒙尝试，到90年代后半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有

力推动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大举进

入，现代物流开始在经济生活中推广应用，并引起了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新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2001年，以物流业发

展进入“十五”规划，六部委出台首部关于加快物流发展的

“若干意见”，首家全国性物流行业协会挂牌，《国家标准

物流术语》颁布实施，第一个物流示范基地建立和各地大力

推动物流规划与建设等重大事件为标志，被称为中国物流发

展的“起步年”。 2002年，是我国加入WTO的第一年，也是

中国物流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2002年的中国物流在持续“

升温”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在对基本概念的“

炒作”中，增加了理性的思考；在理论探索中，加大了实践

操作的分量；政府、企业和行业社团组织都在寻找自己的角

色定位，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实质性进展。不少专家指出

：2002年，将以从“务虚”到“务实”的“转折年”，写入

我国物流发展的史册。这一年的中国物流，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众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采购中心。沃尔玛是全球500强之首

，2002年决定把全球采购办公室(采购中心)从香港迁到深圳。

目前沃尔玛公司在中国开了20多家分店，其中有7家在深圳。



沃尔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采购了12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分销到世界各地。同年，全球日用化学品巨头联合利华公司

在上海也建立了全球采购中心，预计今后5年联合利华中国公

司的出口额将超过5亿美元。二是国际知名的物流公司加快在

中国建立网络。例如马士基物流公司2002年在中国获得大连

南京宁波重庆和成都五个分支机构的营运执照，至此共有14

个分公司和两个代表处，是至今为止在中国最大外资物流商

，网点布局已构成一张大网。日本邮船（NYK）作为日本最

大的班轮运输公司，在中国已有4个分公司，又申请开设天津

分公司和连云港、武汉、重庆办事处。Exel公司目前在国内

已拥有15个业务区，员工人数逾800人，其服务对象已经朝多

元发展，由专门针对科技公司扩大到汽车、消费品、零售、

医疗用品及器材等领域的公司。三是中外合资的物流项目急

剧发展。例如上海航空公司与日立物流、香港正大船务公司

在沪组建现代物流企业。交通部批准的合资物流企业---大众

交通控股51％的上海大众佐川急便正式成立。交通部批准了

厦门象屿保税区惠建码头有限公司经营海上国际集装箱港口

装卸、仓储和中转业务的申请。2002年中国引进外资突破500

亿美元，成为全世界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其中物流领域是

外资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目前外资的进入主要竞争的是高

端市场，即跨国公司的客户需求、国际物流业务等，同时给

国内带来技术、管理、资金和人才。 第二，制造业、商贸业

成为国内物流发展的主角。 中国的物流专业化程度低，80%

以上的物流是企业内部自行完成的，因此企业物流的发展状

况成为决定我国物流水平的关键因素。2002年，在经济结构

调整加快和参与国际竞争要求的影响下，制造业加快了信息



化带动现代化的进程，商贸业则加快了连锁配送和电子商务

的步伐，工商企业的物流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例如春兰

集团建成全球采购与供货网系统。此后不仅在自己的专业网

上发布采购信息和招标项目，而且将通过采购供货网向全球

厂商开放供货体系。上汽集团、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与

天地物流控股公司合资组建了安吉天地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公司总投资４９５１万美元，注册资本为３０００万美

元。由华联超市投资的上海华联超市物流公司年中成立，以

上海为中心，在沪、宁、京等地设有五个现代化联网的配送

中心，初步形成全国配送框架，向近千家零售店配送。国家

烟草专卖局计划用1年左右的时间实施行业整合，打造全国分

销配送体系，实现网上销售一体化。同时，加快进军国际市

场的步伐，实现大宗出口。首先重点启动和开展了11个省会

城市的网建联动项目，并在上海进行了试点，已经初见成效

。此外还有联想集团、一汽集团、宝钢、海尔、青啤等等一

大批制造企业、商贸企业启动新的物流改造工程。工商企业

的物流项目规模大、范围广、效益明显，成为2002年中国物

流市场的主角，其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 第三，国

内第三方物流企业稳步发展。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美

世咨询公司（Mercer）的调查，当前，在中国真正符合现代

物流模式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还是比较少的，仅占国内物流市

场的2%以下，因此发展第三方物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与2001年相比，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声音更趋理智、稳健。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传统的国有交通运输与仓储大

型企业实行资产重组与流程再造，向第三方物流企业转型。

如中远集团、中外运、中储集团、中海物流、中集集团等等



。这些国有大企业走了三条路，一是整体改造、提升为物流

企业；二是整合内部物流资源，组建物流公司；三是与外方

或国内法人实体组建中外合资或国内股份制物流公司。2002

年最有影响的例子有：中国民航经过资产重组后成立六大集

团，与中国民航总局脱钩。在此基础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与

中信泰富及北京首都机场共同投资筹组一家大型的货运公司

。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22亿元人民币，将拥有四架波音七

四七型货机，员工1200人左右，可飞抵包括美国纽约、德国

法兰克福和日本大阪在内的19个国家的29个城市。新成立的

公司名称是“国航货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有望成为目前

内地最大的航空货运公司。另外诚通集团旗下的中国物流公

司宣布以强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面貌正式全面进入市场。

中国铁路系统最大的物资流通企业──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

与国内六家单位共同发起组建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股本为11859万股。目前已在国内10个大城市设有分公

司，建立了19个区域配送中心和218个协作配送中心。2003年

年初，中国邮政物流公司的筹备成立标志着国内网络覆盖面

最广的物流公司诞生了。 另一方面是民营的物流公司不断扩

展，呈稳步发展态势。例如著名的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投资兴

建的苏州宝供物流基地于年底之前落成运行。该基地座落于

苏州市吴中区郭巷镇，规划用地总面积约４００亩，首期建

设用地为１１５亩。宝供集团计划在广东再建一个大型配送

基地。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另一家民营物流企业----安得物流公

司则成立了一家第四方物流公司，专门提供物流方案设计和

供应链管理服务。像这样的民营物流公司还有南方物流、大

田物流等一大批，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务实、稳健，生气勃勃



。 第四，物流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取得新成绩。 信息化是现

代物流的主要特征，广泛采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业务是发展

现代物流的主要内容。2002年在落实“电子政务年”的过程

中，政府有关部门在促进物流信息化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国家科学技术部确定把电子商务作为重点攻关技术来开

发，其中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化作为重点支持的内容之一。在

此基础上确定了9个城市为首批全国智能交通系统应用示范工

程试点城市，它们是上海、天津、重庆、济南、青岛、广州

、中山、深圳、杭州。海关总署的“电子口岸工程”初战告

捷，上海口岸数据中心正式运行，为上海大通关工程的持续

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技术保障。上海口岸的出口成品通过无纸

通关只要50分钟，最快30分钟；进口报关速度已经缩短至15

分钟，部分料件甚至达到6分钟。事实上这是一个成功的“公

共物流信息平台”，不仅提高了通关的效率，对于整合物流

信息和流程规范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北京、广州

、满洲里等一批口岸的信息化系统也纷纷告捷，物流的信息

化从涉外贸易做起，也是“入世”“接轨”的积极促进作用

所致。另一件较有影响的事件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举办

了首届物流与采购信息化优秀案例的评选活动，该项活动以

应用效益、流程改造和标准化、规范化成果为评选准则，推

选出制造企业、商贸企业和第三方物流企业共计16个物流与

采购信息化优秀应用案例，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与此同

时，IT界也加大了对物流领域的关注，《赛迪集团》和《计

算机世界》两家IT媒体都对物流信息系统市场进行了专题调

查研究，对物流信息化的发展起到宣传和推动的作用。 当前

物流信息化应用的水平参差不齐。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调



查，80%的物流信息系统是以现有流程为基础的信息采集、

共享和反馈等基础功能的整合；15%的物流信息系统涉及流

程改造、优化或者是能够在运行中提供优化操作方案；只

有5%以下的物流信息系统具有企业之间业务协同的供应链管

理功能。这种应用结构状况反映了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和信

息化仍处于起步阶段，需求还是初等级的，基础性的信息化

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提倡物流信息化要务实，要切

切实实地解决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标准化建设是发展

现代物流的另一件基础性工作。目前已经引起政府、企业和

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并已经组织机构和队伍，开展了基础研

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例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于2002年正式颁布的两项国家标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

范》和《数码仓库应用系统规范》就是具体的进展。该两项

国标于2002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年末，交通部又发

布了关于港口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字典等八项行业标准。此

外，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正在筹备建立全国物流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联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快标准化的建设。与此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很重视标准化建设的工作，例如广东

省政府转发了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加快我省现代流通业

标准化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完善流通业标准体系建设；加

强流通业信息标准化工作；加快商品条码的广泛应用；加大

对物流标准化工作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 第五，物流教育

走向规范，理论研究稳步深入。 人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基础

，因此物流的发展也必然伴随着物流人才教育和培训事业的

发展。2002年在物流学历教育、在职培训等各方面均取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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