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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7_89_A9_E6_c31_517914.htm 11月21日，《上海构

建国际物流中心的标准化支撑体系及相关标准研究制定》科

研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至此，上海市为构建国际物流中心而

出台的《物流中心作业通用规范》、《物流服务合同准则》

、《物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要求》、《物流中心分类与基本要

求》等多项标准，为我国物流配送体系打造了一个环环相扣

的链条。 如同乘客凭借“一票换乘”在各条轨道交通间轻松

转换一样，上海物流业也在不同的运输方式间实现了“零换

乘”。 “1234”夯实基础工程 现代物流业是上海重点发展的

产业之一。根据《上海市“十五”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重点专

项规划》的要求，该市几年前就已经启动了相关标准的研究

制定和应用示范工作。 标准化是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技

术支撑，物流信息标准化是现代物流产业标准化的核心。《

上海市“十五”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重点专项规划》中明确提

出，以现代物流国家标准体系表为指导，经过调研和对比分

析，建立以“1234”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现代物流产业标准化

实施框架建议。即：围绕1个核心，服务2个领域，采用3大物

流信息国际标准体系并推进其应用技术的研发与实施，夯实4

批物流标准化基础设施。 11月13日上午，由上海市标准化研

究院主持承担的《物流中心分类与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审查

会在全国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召开。审查委员会对标

准送审稿进行了逐条逐句的认真讨论，一致认为该标准结构

合理、内容科学、重点突出、描述规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规范物流中心

的建设、更好地推动和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11月13日下午，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主

持召开了由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起草的《物流服务合同

准则》行业标准（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重点推进

工程）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该标准将对规范物流合同起

到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目前还不成熟的物流增值服务、现

代物流服务等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将产生积极的引导。 9

月24日，由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主持编制的《冷冻食品物流

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国家标准，在北京顺利通过了由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国家标准审查会的审

查。该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参考大量国内外标准的基

础上，规定了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等物流

环节的物流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在冷链温度管理技术指标

上采用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相关技术标准要求，有效保证

了冷冻食品安全和品质、促进了冷链物流产业的有序发展。 

一项项标准的出台，是上海市着力推进的结果。6月6日，上

海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推进上海物流标准化工作。上海

市市长韩正强调，标准化是上海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

制造业的一项基础工程，必须切实抓紧抓好。 与此同时，上

海市政府要求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应着力加强包括标准

、规范等在内的软件建设，尤其对过去基础相对薄弱的现代

物流服务业，更应十分注重标准、规范等的研究制定，使其

能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发展。 据悉，上海在推进物流标准化

工作过程中，以“先行先试、服务全国”为目标，按照“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保证重点、试点示范、逐步推广”的发



展思路，集中精力加强对全市物流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标

准的研究制定、实施、推广和示范，提升上海物流业的标准

化水平，实现以标准化引领现代物流业发展。会议要求各有

关方面突出物流信息标准化和物流服务标准化两大重点，积

极参与国家标准的研究制定与贯彻实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加强同先进地区以及长三角物流标准化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一批物流标准化示范项目的建设；建设物流标准化的综

合服务体系和工作保障体系等。 268项数据打造“无障碍” 

从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获悉，上海市标准专家为该市物流业

货物实现运输方式的“零换乘”提供了技术保障。 据上海市

标准化研究院有关人员介绍，在食品、危险品、口岸通关等

现代物流体系中，他们通过研发和应用标准来提升物流服务

水平，形成了一条安全而高效的“标准物流链”。目前，标

准化物流已在上海全市超市中应用。通过现场触摸屏的条码

识别，购买带包装肉制品的顾客可以获知价格之外的大量产

品流通信息这包肉来自哪个农场的哪头肉猪，它打过什么疫

苗、吃了什么饲料，最后进了哪个屠宰场、去了哪个加工点

。即使肉制品出口他国，这些条码信息仍始终保留着。据了

解，在食品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配送、销售的整条供

应链上记录风险节点的受控信息，这一标准化手段已在该市

乳品、肉类等食品物流中得以更广泛的应用。 此外，物流标

准化在上海航运口岸通关中也形成“无障碍”通道。该市标

准化部门通过实施有关地方标准，整合了涉及“大通关”

的268项数据，为上海口岸单位实现通关信息共享奠定了基础

。目前，涉及口岸物流的20多个监管和职能部门的系统数据

，已基本与该标准取得一致，数据交换便利，兼容性极大。



同时，包括马士基物流、德迅、大航、南京国货、北京阳光

等在内的国内外大型航运企业已按此标准提供报关信息，货

物通关效率大增。据悉，有关方面正研究和吸取香港、鹿特

丹港物流标准化的先进经验，在洋山港口岸通关和物流园区

建设中应用。 以“先行先试、服务全国”为目标，上海标准

工作者目前研发的现代物流标准达20项左右。复旦大

学AUTO-ID实验室成为物流国际组织EPCGlobal的唯一国内

会员，参与物流信息国际标准ISO18000的制定；上海交通大

学与西北综合物流园区已合作建成物流电子标签演示中心“

未来商店”模型，演绎无收银台的“全数字结账”。 据百考

试题了解，除了制定各类物流标准，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还

收集了其他国家的现有物流标准，并成为帮助企业提高通关

效率的重要举措。在近期整理成册的《现代物流产业常用标

准目录汇编》中，他们罗列了200多项与现代物流业密切相关

的国际标准，涉及基础、信息、设备、技术等各个方面。根

据以上标准的提示，企业在走出国门做物流时，就不会因为

“语言不同”而被拒之门外。此外，收集国际上的最新标准

也为我国制定相应标准提供了参考，缩小了国内标准与国际

标准的差距。 在《上海构建国际物流中心的标准化支撑体系

及相关标准研究制定》项目验收会上，来自主管部门、协会

和企业等单位的代表组成的验收专家组，在听取了课题组对

研究成果的汇报后，一致认为课题研究路线清晰、结构合理

、技术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标准制定程序规范，同意

该项目通过验收。 据悉，该课题研究成果《第三方物流服务

质量要求》、《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两

项国家标准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我国第三方物流和冷链物



流服务标准领域的空白，也为构建上海国际物流中心提供了

标准化技术支撑。其中，《第三方物流服务质量要求》国家

标准适用于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企业，也可作为客户对第

三方物流企业进行选择和评价的依据，该标准的研制将促进

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质量的规范和提高；《冷冻食品物

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国家标准将对保障冷冻食品品

质安全、促进冷链物流规范运作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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