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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热升温 在新闻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物流园区”，能搜

出成千上万条相关信息，如“湖南省重点建设八大物流园区

”、“浙江 2020 年将建 100 个物流中心”等等。近几年来，

从口岸城市到内地城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商贸、加

工、物流一体化综合园区到各类专业物流园区，物流园区的

投资建设持续升温。 “物流园区作为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中

出现的新型业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陆江日前表示，“根据我们去年的调查

，我国物流园区（基地）已经发展到 475 个，其中 122 个已经

建成运营。” 今年上半年，《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出台，无疑又让这股投资建设热更加升温

。目前很多省市都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部署规划的实施工作

。作为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一项，物流园区的规划建设成为

贯彻全国规划的一个落点。 《规划》中指出，虽然我国物流

基础设施条件逐步完善，物流园区建设开始起步，仓储、配

送设施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一批区域性物流中心正在形成

。但是物流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尚未建立布局合理、衔接顺

畅、能力充分、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物流园区、

物流技术装备等能力有待加强。 因此，物流园区工程此次成



为了《规划》的九大重点工程之一。《规划》要求，在重要

物流节点城市、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按照符

合城市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的要求，充分利用已有运输场站

、仓储基地等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设一批以布局集中、用

地节约、产业集聚、功能集成、经营集约为特征的物流园区

。 另外，《规划》表示，要重点发展九大物流区域，建设十

大物流通道和一批物流节点城市，优化物流业的区域布局。

其中，物流节点城市分为全国性、区域性和地区性三级。全

国性和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由国家确定，数量分别是 21 个和

17 个，地区性物流节点城市由地方确定。 在近两个月举办的

“物流万里行”活动以及第七次全国物流园区交流研讨会中

，记者看到不少地方政府通过举办投融资考察活动、推介会

等各种方式大力为自己的物流园区项目宣传造势，从中不难

感受到地方政府发展物流业的迫切心态。虽然没有被列入《

规划》公布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物流节点城市之中，但成为地

区性物流节点城市却被很多城市认为是可以尝试并值得努力

的目标。 “围绕打造重要的区域性综合物流枢纽城市为目标

，加快建成一批功能完备的物流基地（园区），培育一批第

三方物流企业品牌，实施一批带动作用大、社会经济效益好

的重点物流项目，推动物流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在近期徐

州市举办的一次物流项目投资推介会上，该市经济贸易委员

会主任洪涛如是阐述了徐州市物流业的总体发展思路。到

2011 年，徐州市将基本完成物流基地（园区）、物流中心、

物流配送三级物流体系构架，重点打造五大专业物流基地。 

为更好地招商引资，徐州市推出了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



如在土地上，投资在 1 亿元以上的大型物流项目，用地可以

实行评估价（或基准价）带项目挂牌出让，也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由市政府实行“一事一议”确定出让价格；在资金上，

市政府每年从财政列支 2000 万元设立商贸物流专项引导资金

，重点扶持复合物流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等。从更宏观

的层面来看，徐州作为物流枢纽城市的定位从属于江苏省贯

彻《规划》的物流布局战略。这一战略对江苏省内的物流区

域空间布局、区域性物流城市以及重点物流基地（园区）做

了规定，是《规划》的进一步细化。 政府主导作用很关键 去

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物流园区（基地）调查报告》显示，

从开发方式看，政府规划、企业主导开发的园区占 60.8% ，

政府规划、工业地产商主导开发的占 24.2% ，企业自主开发

的占 15% 。由此可以看出在物流园区建设上政府的主导核心

地位。 的确，由于物流园区（基地）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经

济和 GDP 增长，促进流通业特别是连锁商业与电子商务的发

展，改善投资环境以更好地吸引投资，并且还能实现增加就

业机会、推动城市化建设，优化城市居住和创业环境等社会

和经济效益，所以各级政府都在推动物流园区建设上不遗余

力，形成了政府主导发展的局面。 但是，政府并不是万能的

。市长们的诸多困惑其实很有代表性，看似已经“遍地开花

”的物流园区在国内实际上还算一个新兴事物，起步晚，发

展快，其规划、建设和运营的规律都处于摸索过程中。虽然

有国外园区和国内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但毕竟园区

的成功与否与当地的经济生态、物流基础息息相关，不能照

搬照抄。 目前来看，国内物流园区的总体运营并不理想，一

些地方出现了定位不准、规划不明、经营不善、管理不力，



甚至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的问题。一方面，很难满足物流园

区的产业积聚和成本集约的需求，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居

高不下；另一方面，物流园区定位不明、物流设施不配套、

服务功能不健全的情况十分突出。因此，《规划》中明确要

求物流园区建设要严格按规划进行，充分发挥铁路运输优势

，综合利用已有、规划和在建的物流基础设施，完善配套设

施，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由于《规划》是指导整个物

流业发展的纲要性文件，推进落实需要进一步制订专项规划

和区域发展规划。目前物流园区的专项规划正在制订中，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主任贺登才表示，年内会形成初

稿，将制订出更为详细、操作性和针对性更强的发展目标和

政策措施。 此外，去年 8 月 1 日，推荐性国家标准《物流园

区分类与基本要求》开始实施。该标准是我国物流标准化建

设中急需制定的基础性管理标准之一。它给出了我国物流园

区的分类类型与基本要求，将物流园区划分为货运服务型、

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和综合服务型四种类型，并对每种

类型的主要业务范围及功能作了具体界定；从规划与评审、

交通影响评价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对物流园区基本要求；给出了

物流园区的推荐性指标———投资强度和物流规模强度。标

准制定部门表示，该标准适用于政府主管部门对物流园区的

界定，也可以作为对物流园区进行规划、设计、建设与规范

管理的依据。 物流园区建设要把握好火候，不仅在前期的规

划上有要求，在管理经营体制上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

般来说，物流园区的起步阶段———从政府规划、征地动迁

、设施完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到企业运营等需要 5~8 年



时间。有物流专家认为，这个阶段关键的问题来自于体制保

障上。体制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各自应履行

的义务、享有的权利和权益的划分。由于物流园区的建设需

要巨额投资和大量土地，如何做好政府部门以及条块之间的

协调，运用良好的市场调节机制，达到整合各种物流资源的

目的，对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的物流园区经营管理体

制显得十分重要。 另外，物流园区的体制建设应把握分阶段

实施和健康过渡的方法，在“搭台期”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

控和统一协调的作用，采用“政府搭台”或“政企联合搭台

”的方法比较有利，在园区的“经营期”，政府职能和资金

要退出，完全按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模式运营，做到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健康过渡、政府行为与企业运作的有

机结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