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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领域首个五年规划发布——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有了“施工图”
近日，《“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这是我国物流领域第一个五年规划，标志

着我国物流业已进入到系统整合、转型发展、功能提升的新阶段。未来，现代物流体系该怎么建，发力点在哪里？
如何推进物流业增效降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举行专题发布会，对相关话题进行了回应。

社会物流成本水平是国民经济发展
质量和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近年
来，在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已基
本构建起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的政策
框 架 体 系 ，社 会 物 流 成 本 水 平 稳 步 下
降。据统计，2021 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
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4.6%，较 2012 年下
降 3.4个百分点，与主要经济体差距不断
缩小。

与此同时，我国物流降成本工作也
面临着更加严峻复杂的挑战，生产生活
方式改变带来的多批次、小批量物流快
速发展，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不
断上升，特别是 2022 年上半年受新冠疫
情影响，交通物流运行受阻，社会库存高
位运行，物流保管费用明显上升，社会物
流成本水平出现阶段性上升。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商务部等部门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强
化交通物流保通保畅的政策措施，包括
收 费 公 路 货 车 通 行 费 减 免 10%、用 好
1000 亿元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等，支持
货运企业和司机等重点群体纾困。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我们积极
加大对物流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统筹通
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
金（REITs）试点等方式，支持相关物流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减轻物流企业融资成
本压力，助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水平。”
张江波说。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将“推动物流
提质增效降本”作为“十四五”时期现代
物流发展的重要任务，明确提出到 2025
年 ，社 会 物 流 总 费 用 与 GDP 的 比 率 较
2020年下降 2个百分点左右。

综合交通网络在提高物流运行效
率、降低物流成本中发挥着基础性保障
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张
大为表示，将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总
纲，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全面加强
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建设高效率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强边远地区、欠
发达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工作，推动
智慧物流发展。

在巩固减税降费成果，聚焦全链条
降成本、系统性降成本的基础上，推进深
层次降成本成为重点发力点之一。张江
波举例说，比如，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促进企业协同发展，推动设施联
动发展，支持生态融合发展。加快库存
周转，减少社会物流保管和管理费用；再

如，稳步推进重大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
设，不断健全“通道+枢纽+网络”现代物
流运行体系，推动物流规模化、网络化、
组织化、集约化发展，在更大范围、更深
层次推动社会物流降低成本。

新思路
促进现代物流发展

推动现代物流
由大变强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
降成本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
实的物流大国。2021 年，社会物流总额
超过 330万亿元，较 2012年翻了近一番，
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快递业务量等位居
世界前列，物流业总收入将近 12万亿元，
成为全球最大的物流市场。

与此同时，我国现代物流“大而不
强”问题也较为突出，规模经济效益释放
不足，组织化、集约化、网络化、社会化程
度不高，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物
流企业，存量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东强西
弱”“城强乡弱”“内强外弱”，与世界物流
强国相比仍存在差距。

对此，《规划》提出采取综合措施，提
升物流企业竞争力，提高物流服务质量
效率，加快发展多式联运，补齐相关细分
领域短板，健全“通道+枢纽+网络”运行
体系，完善现代物流发展制度环境，通过
上述措施协同发力，积极推动现代物流
实现由大到强转变。

“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针对综合交
通网络存在的布局不够均衡、结构不优
等情况，我们将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
总纲，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全面加
强综合交通网络建设，为构建现代物流
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张大为说。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张祥表
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瞄准“农
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
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下一步，将会同
有关部门加快实施“千集万店”工程，推
进县域商业建设行动，补齐农村商业设
施短板，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

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持续提
升。

“智慧物流是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将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夯
实智慧物流发展基础；以智慧化改造为
抓手，促进物流业态模式创新；以网络化
升级为抓手，激发现代物流发展活力。”
张江波说，要发挥创新在建设现代物流
体系中的引领作用，促进物流业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强化物流数字化科技赋能，
推动绿色物流发展，培育枢纽经济、通道
经济等物流经济新形态。

（顾阳）
据《经济日报》

现代物流是经济的“经脉”，一头连着生产、一
头连着消费，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的重要支撑，在构建现代流通体系、促进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张江波表
示，作为推动现代物流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
重点聚焦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
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对“十四五”时期现代物
流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要求，对现代物流体
系建设也作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可操作
性的重大战略部署——

结合我国经济产业布局、现代物流发展空间
格局，《规划》提出了构建“四横五纵、两沿十廊”物
流大通道：对内建设串接东中西部、连接南北方的

“四横五纵”9 条国内物流大通道，提升相关城市
群、口岸城市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和规模化运行效
率；对外建设“两沿十廊”国际物流大通道，包括沿
海、沿边物流走廊以及 10 条国际物流通道，对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强化服务
共建“一带一路”的多元化国际物流通道辐射能
力。

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新要求，《规
划》将此前已出台相关政策规划中现代物流发挥
国民经济发展“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的表
述，调整为“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看似简单
的文字顺序调整，背后隐含着深层次含义。”张江
波说，更加重视和充分发挥现代物流先导性作用，
创造低成本、高效率物流条件，支撑和推动产业布
局调整、要素配置优化、发展模式创新，建设更为
合理、更加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有助于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支撑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张江波说，发展现代物流的最终目的和主要
成效，集中体现在支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上。《规划》提出了“培育发展物流经济”，旨在促进
现代物流与区域经济互促发展、良性互动。一方
面，依托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等
重大物流设施，集聚物流要素资源，带动相关产业
要素资源集聚融合，打造具有区域集聚辐射能力
的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物流枢纽经济；另一方面，
提升“四横五纵、两沿十廊”物流大通道沿线物流
基础设施支撑和服务能力，优化通道沿线产业布
局与分工合作体系，打造基于物流大通道的经济
产业走廊，培育发展物流通道经济，为区域经济增
长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