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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4_B8_9A_E4_c31_518307.htm 作为我国现代服务业

基础性产业，物流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2007

年物流业实现增加值1.68万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由2006年的17.1%提高到17.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由6.7%提高到了6.8%。 “2007年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

成品油供需偏紧的情况下，社会物流总费用仍然维持了平稳

增长，占GDP的比重与上年基本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副会长戴定一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技术

在物流业中的应用提高了整体物流效率。” 物流监管迈上新

台阶 尽管我国物流业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整体发

展水平较低。2007年我国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约为18.4%

，而欧美发达国家仅占8.99%.我国公路货车空载率高达40%，

而欧美发达国家只有10%左右.在许多领域，我国企业的物流

成本约比欧美发达国家高出40%至50%。 “物流成本的居高

不下已经成为阻碍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戴定一认为，要大幅降低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增强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以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思

想来带动物流行业的全面发展，构建起全社会的“大物流”

系统。 国家推动的物流监管信息化成为驱动物流信息化发展

的重要力量。“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

展现代物流业”，并将物流信息化列为重点建设工程。2007

年国家陆续对食品、药品、危化品、通关物流等项目实施重

点监管。在此带动下，这些领域的信息化工程也迅速推进，



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成，起到了示范效应。 “首先启动的是

电子口岸建设。”中国物流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吴志惠说

。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加强电子口岸建设的通知，各地电子

口岸建设逐步加快。“目前，通过对货物、船舶、人员在通

关申报中的有效整合，全国多数地方的电子口岸实现了大通

关核心流程全程上网，基本实现了各执法部门在同一网络平

台上共同执法。”与此同时，海关的电子商务和综合物流服

务平台逐步开发完成，实现了由政务向商务、物流服务的延

伸。 在青岛，药品医疗器械电子监管网已经建立并投入运行

，有效实现了对药械流通的实时监管，通过对药械的生产、

经营单位的资质和物流过程实施监管，大大提高了药品监管

部门的监管水平、监管能力和工作效率。该网还可以通过与

全国其他监管信息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实现对进出青岛市区

的药械物流的远程监管，避免监管的断层。 在物流信息标准

、规范制定方面，原交通部在2006年、2007年两年间连续颁

布了《公路水路交通信息化“十一五”发展规划》、《关于

加强交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和《公路水路交通

信息化标准建设方案(20072010年)》，明确了交通信息化标准

体系建设的建设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以及建设重点计

划表，对促进交通信息资源开发、共享和利用起到了推动作

用。 “相关物流标准的相继制定和完善为信息技术大规模应

用清除了障碍，也大大提升了公路运输效率。”吴志惠说。 

信息化整合进入新周期 “目前，我国物流业信息化正进入信

息和资源整合周期。”戴定一如是认为，我国物流信息化在

经过一段时期的基础性研究和建设后，已经进入一个以整合

为目标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信息技术的单点应用将会整



合成一个体系，来追求整体效应，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整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企业内部信息资源的整合。

制造企业通过内部信息化整合，实现关键业务应用的技术优

化。苏宁建立了以财务为中心，将营销、物流和采购统一起

来的信息平台，大大降低了成本。平台建成后，苏宁的库存

周转率提高了60%，资金占用率下降了40%。 其次是供应链

的整合。2007年市场的竞争压力迫使国内制造企业、分销企

业和物流企业在供应链上、下游加强合作，制造企业、流通

企业的整合与优化进一步走向深入，整合的资源开始增多。

国内最大的物流企业中远物流建立起了信息数据交换平台，

完成了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集成，实现与客户精确、及时

的信息共享。宝供物流将信息化系统拓展到供应链上下游，

为上游厂商开发了采购、生产的物流管理模块，同时将下游

的分销企业纳入到供应链的一体化系统。企业还充分利用自

身信息技术的增值能力为多个行业客户量身定制了不同的物

流信息化解决方案来源百考试题网。 再就是综合性的物流信

息平台建设。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资源、市场和信

息的整合推动了信息平台的商业化投资和发展。传统批发市

场正在向现代电子交易中心转变。钢铁、煤炭、粮食等大宗

商品批发市场纷纷建起了网络商务平台。这些平台融交易、

金融、信息、物流等多种服务为一体，在开展网上电子交易

的同时，也结合进了现货交易和物流配送。 现代物流园建设

步伐加快 2007年我国物流基地建设发展势头强劲，全国现已

拥有各类型物流园区200多个。分散各地的物流园区之间也开

始了信息化整合，通过网络实现信息共享。许多地方更是列

出专项资金支持园区内的物流企业进行信息化、标准化以及



电子商务建设。很多物流基地在规划时就把信息化设施建设

列入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在此带动下，一批经济效益明显的

信息化物流基地已经涌现。在港口物流基地方面，深圳盐田

港等以港口为核心的物流基地将功能单一的传统港口发展成

为现代物流中心。在空港物流基地方面，北京空港物流园区

、上海浦东港口物流园区等有效地对接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

，成为物流国际化的重要枢纽。铁运方面，虽然没有物流基

地的兴建，但铁道部在全国建立了18个集装箱货运中心，赋

予了铁路物流资源集聚的重要作用，有效实现了铁路和其他

运输方式的无缝对接。公路物流方面，以传化物流为代表的

物流园区通过搭建网络运营平台，将物流企业的资源聚集起

来，实现了公路运输的集成化和信息化管理。 目前，全国已

有半数以上省区市应用了公路货运配载系统，并逐步向物流

信息平台过渡，供应链管理系统和RFID(射频识别)技术也开

始成为交通运输的重点。2008年现代物流业将越来越多地进

入国内资本市场，完成以物流信息网络平台为支撑的现代仓

储业务、现代配送业务、现代货物运输业务的新兴主导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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