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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上都有自己的经验和特色。回顾中国物流行业改革开

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中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也走

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三十年的成绩物流业持续快

速增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GDP

年均增长9.8%，由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4.95万

亿元，增加了67倍；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

升到2.17万亿美元,增加了104倍。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

为物流业提供了强劲的需求基础。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由1991年的3万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75.2万亿元，增加了23.8

倍，年均增长22.2%。物流业增加值，由1991年的1851亿元，

上升到2007年的1.7万亿元，增加了8.2倍，年均增长14.8%，占

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17.6 %，占当年GDP的比重为6.9%。我国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由1991年的24%下降到2007年

的18.4%，下降了5.6个百分点。现代物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持

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物流企业快速成长 物流企业迅

速崛起，是我国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物流市场上形成了由多种所有制、不同经营规模

和服务模式构成的物流企业群体。一是原有的国有物流企业

加快重组改制和业务转型。如中远物流、中海物流、中外运

物流、中邮物流、中国储运、中铁快运和招商局物流等。二

是快速发展的民营物流企业。如宝供物流、顺丰速运、远成

集团、长久物流、南方物流、九州通集团等。三是一批生产



或商贸企业的物流部门，以原有业务为基础向社会扩展，形

成具有专业特色的物流供应商，如海尔物流、安得物流以及

大庆油田、开滦煤矿的物流公司等。四是世界知名的跨国物

流企业，如丹麦马士基、美国总统轮船、英国英运、荷兰天

地、日本日通、美国联邦快递、联合包裹、德国邮政等相继

进入。2007年，外商在我国物流领域投资项目达到6996个，

占外商在中国投资项目个数的18.5%。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的调查，我国已经出现了经营规模超千亿元的物流企业

，2008年度进入前50名物流企业最低主营业务收入已达8亿元

。 制造业和商贸业推行现代物流管理 生产制造企业开始重视

现代物流理念、管理和技术的应用，以订单为中心改造现有

业务流程，在生产组织、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运输和仓

储等方面实行资源整合，业务外包。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加

强深度合作，物流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以物流配送体系为支

撑的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新的营销方式快速发展，传统批

发市场提升改造物流功能。到2007年，我国“连锁百强”企

业销售规模超过1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2%,连

锁经营企业统一配送率已达50%；电子商务年交易额已近1.7

万亿元；综合型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年成交额9521.9亿元

。2007年，亿元以上生产资料批发市场成交额1.5万亿元，大

多数采取了贸易、加工、配送等一体化运作；纳入“双百市

场工程”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 物

流基础设施建设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加大了对交通

、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1991年以来，全国累计投入

物流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7.8万亿元。到2007年，我国铁路营

业总里程达7.8万公里。公路通车总里程达357.3万公里，其中



高速公路5.36万公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基本贯通

。我国内河通航里程达12.3万公里，内河及沿海已拥有1400多

个港口，各类生产性泊位3.58万个。2007年，我国已有14个亿

吨大港，港口货物吞吐量64.1亿吨，已陆续5年保持世界第一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12亿TEU。到2007年末，我国民用航空

航线里程234万公里，定期航班通航国内146个城市。全国输

油（气）管道里程为5.45万公里。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

，2004年，我国共有仓储企业10177个，仓储企业资产总额

达2578亿元。 10年前开始出现的物流园区（基地）发展很快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近的调查，目前我国物流园区

（基地）约为475个。其中已经运营的122个，占25.7%；在建

的219个，占46.1%；规划中的134个，占28.2%。货运服务、生

产服务、商贸服务和综合服务等多种类型的物流园区，如北

京空港、上海西北、浙江传化、山东盖家沟、上海外高桥、

苏州综合物流园区等，已成为不同物流需求与多种服务方式

有机对接的平台。 物流信息化和技术创新迈上新台阶 我国物

流业在企业物流信息化改造、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信息技术

的开发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对国

内1000多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有信息系统和数据库支持的企业

占被调查企业的70%,大型企业信息化普及率达90%以上。以

行政监管为职能的信息平台建设稳步推进，行业物流信息化

平台开始出现，物流枢纽信息平台建设取得实效，公路配货

信息平台在减少车辆空驶，提高运输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条形码、智能标签、射频识别（RFID）、电子数据交换

（EDI）、全球定位系统（GPS）等信息技术应用范围扩大。

中国移动、联通等网络运营商参与物流信息化运作，移动电



话成为获取物流信息的便捷通道。 我国物流设备和技术条件

极大改善。到2007年年底，我国叉车产量达13.9万辆，自动立

体仓库保有量超过600座，流通中的托盘数量约为9亿个。第

五次中国物流市场供需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大型制造企

业在物流作业中采用物流集装单元化技术的占31%，使用工

位器具的占67%，使用叉车/拖车等搬运设备的占76%，采用

吊车/起重机的占27%，在生产线采用连续自动输出线的

占46%，采用自动包装与码垛技术的占19%，采用其他物流技

术的企业占28%。 物流行业基础性工作体系初步建立 在政府

部门支持、行业协会组织和各类企业积极参与下，物流行业

各项基础性工作全面铺开。2003年9月，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批准，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全国物流信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相继成立。按照国家标准委等八部门

《2005-2010年物流标准发展规划》，至2008年9月，全国物流

标委会以及全国物流信息标委会和其他物流相关机构已完成

、正在编制、已立项计划编制的物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项

目，总计约110项。自2005年5月1日起实施的《物流企业分类

与评估指标》，截至目前，已向社会公布了370家经评估确认

的A级物流企业。2004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统计局

批准建立“全国社会物流统计核算报表制度”。国家发改委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每年向国内外发布统

计结果，部分省区市物流统计工作启动。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及“全国公路普通货物运价指数”

相继建立并定期发布，我国物流统计工作体系已经形成。教

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中等职业

学校物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相继成立。相当于省部级奖励



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科学技术奖”2002年11月经科技

部批准设立。物流行业信用体系开始建立，物流行业信用企

业等级评定工作已经开始。百考试题收集整理。"#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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