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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业以强劲的态势快速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新趋势。 

一、政府推动力度加大，但没有形成合力 现代物流业在国际

上已成为与高科技产业、金融业并驾齐驱的朝阳产业，引起

了各级领导、各级政府、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国家领导人

明确指出要把现代物流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产业与新的经济

增长点，并列入了“十五”规划；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30多

个中心城市作出或正在制订物流发展规划，有的已进入实施

阶段；原国家经贸委已把现代物流与连锁经营、电子商务一

起成为推进流通现代化的三大重点，并准备出台有关产业政

策。新成立的商务部拟加大推进力度；国家发改委正在着手

制订中国物流业发展总体规划；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已决定成

立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家科技部已把“电子商务

与现代物流示范工程”作为“十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国

家教育部已同意在大学开设物流专业；财政部、铁道部、交

通部、信息产业部、国家民航总局等都从自身业务出发，把

发展现代物流摆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的现代物流业需要政府

的推动，这几年这种推动力明显加大，但许多部门各自为战

，并没有形成合力。在不少省市，有的是计划部门牵头，有

的是交通部门牵头，有的是经贸部门牵头，浪费了人力、物

力、财力，反而会阻碍物流业的发展。国家与各地方政府都

应设立协调小组，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需要总指挥。 二

、物流发展的地域性、行业性特点明显，呈不均衡发展 均衡



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物流业的发展也是一样。目前

中国物流业发展地域性、行业性特点十分明显。从地域讲，

东部起步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特别是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与环渤海地区。中部要落后于东部，但好于西部

。从总体讲，东部已处于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则处于起步阶

段。从行业讲，物流需求大的主要是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企

业、连锁企业、日用化工品行业、家电行业、烟草行业、医

药行业、汽车行业等等。 三、城市成为物流重要结点，但综

合物流水平不高 城市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

的中心，并以此影响和带动农村的发展，不管这个城市是工

业城市、商贸城市或旅游城市，都必须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

的综合物流体系，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物流结点。现代物

流对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城市

作为工业集中地，物流业发展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

竞争力。物流业也是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的强大支撑。第二，

城市物流环境的优劣，是引进内外资的重要条件，是能否进

入全球采购系统的重要条件。第三，城市作为一个人口居住

的集中地，物流水平是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第四

，城市物流的发展，可以起到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和对农

产品物流的带动作用。第五，物流业作为一个新兴的服务业

，可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提高城市化率。第六

，城市物流发展是进出口贸易能否正常进行与加速发展的重

要条件。第七，降低物流成本在城市GDP中的比重，是这个

城市综合实力、竞争力、经济效率与宏观调控力的体现。但

从总体讲，目前除少数城市以外，综合物流仍处于低水平。 

四、跨国物流企业在中国实行“抢滩战略”，物流业已成为



外资与民间资本投资热点 中国物流市场很大，但中国物流比

较落后，加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就给跨国物

流公司进入中国物流市场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这几年，世

界前10强物流公司纷纷进军中国，除特批独资的以外，纷纷

成立中外合资物流企业，迅速在大城市布点，抢占中国物流

市场。如美国联邦快递与天津大田集团合作，于1999年共建

大田联邦快递有限公司，业务已扩展到中国210个城市，经营

额每年以30％速度上升。世界500强中，近400家在中国投资

了2000多个项目，国际上50家最大零售企业三分之二已进入

中国，这些集团纷纷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使与采购相关的

物流业快速起步。目前物流业已成为外资与国内民间资本投

资的热点之一。 五、传统运输与仓储企业向第三方物流企业

加快转型，工商企业物流管理有所加强，但物流需求增长慢

于供给增长 传统国有运输企业与仓储企业加大了自身改革力

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有的已经上市。在物流市场激烈

的竞争下，实行资产重组与流程再造，加速向第三方物流企

业转型，如中远、中外远、中海、中铁、中邮、中储等等，

或整体改造提升为物流企业；或整合内部物流资源，组建物

流公司；或与外方组成中外合资物流公司。一些大中型工业

与流通企业也开始重视企业采购与物流系统的改造，如青岛

海尔、上海大众、长春一汽、中石化、中石油、北京联想、

上海华联、山东三联等等，都将成为工商物流业发展的带头

羊。 但要明确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企业走的是一条

“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目前工商企业物流的需求

增长要慢于物流企业供给的增长。而物流企业供给的增长从

总体讲又是低水平、小规模的，在许多方面又满足不了物流



需求的需要。 六、用信息化、标准化带动物流现代化有所推

进，但差距很大 信息网络技术是现代物流的基础，也可以说

是第一要素。中国物流企业与国外物流企业的差距，最大的

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网络技术落后；二是服务理念太差。

这几年，信息网络技术普遍受到重视，企业物流信息平台推

进速度较快，社会公共物流信息平台也在规划建设，已涌现

了一批优秀案例。但由于主观认识差异与实际困难（如缺乏

资金等），这项工作差距很大，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解决。 

标准化对物流业的发展生命攸关，没有标准化，物流全过程

与供应链全过程将无法进行，将加大物流运作成本，而使现

代物流失去意义。目前各部门都有一些行业标准，但国家标

准少，且各项标准之间往往不可连接。物流标准既包括物流

硬件标准，也包括物流软件标准，这项工作已到了非常迫切

的程度，而各部门的互相扯皮已影响了这一进程。 七、物流

人才工程已经启动，但人才短缺短期内难于解决 物流人才是

全国短缺人才之一，据初步结算，到2010年，高级物流人才

需求量约为20万30万，加上中级、初级物流人才数量很大。

如何解决，一是学历教育。目前已启动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教

育以及大中专教育，有的城市已试点职业高中，目前全国已

有近40所大学设物流专业或物流专业方向。二是继续教育。

就是对在职人员开展培训，或取得国外国内设立的资格证书

，或短期培训证书。三是上岗资格培训，即持证上岗。这需

要带动部门规范，需要一个过程。 物流人才包括研究人才、

管理人才、规划设计人才与操作人才，都十分紧缺。目前企

业要招聘一个物流总监肯定比招聘一个总经理要难得多，物

流人才的短缺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可能靠短期的努力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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