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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物流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和新增长点, 我国也开始日益重视物流产

业的发展。本文作者在简述国内外物流产业发展背景的基础上, 详细地探讨了国内外物流

理论研究与物流业发展的水平和历史进程, 分析了我国目前物流业发展的具体特点 (包括

存在问题、发展现状和与国外的差距等方面) , 并同时从总体格局、东中西部差距、南北

方差异、城乡差异和发展趋势等五个方面具体讨论了我国物流产业的布局现状和分布特

征。最后针对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特点和布局现状, 提出了我国物流业进一步发展的具体措

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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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活动之一, 物流业是兴起较晚但发展相当快的一个

产业, 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支持和带动作用。据统计,

发达国家象法国 1996 年物流产值高达 15 840 亿法郎, 德国物流产值高达 1 580 亿马克, 日

本 1995 年物流产值高达 314 690 亿日元[1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30% 以上包含在物流系统

(包括仓储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及相关产业) 内, 1997 年我国物流业产值 (包括交

通运输业、仓储业、邮电通信业产值) 达到 4 526 亿元。我国经济规模大, 有着巨大的市场

潜力, 仅直接以物流业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而言, 1999 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31 13417 亿元,

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 35 700 亿元, 外贸进口总额为 1 388 亿美元。到 21 世纪, 我国

将向世界提供将近 7 000 亿美元的市场, 因此, 大力发展并合理布局我国的物流业, 将对我

国及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2　物流业发展历史

211　国外物流业的发展历程

物流 (Physica l D ist ribu t ion) (亦称为配送) 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 1915 年阿奇·萧在

《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中提到物流一词, 被称为物流的萌芽。二战中美国军队围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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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建立了“后勤”(L ogist ics) 理论, 将战时物资生产、运输、配给等活动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统一布置, 以达到战略物资补给的费用低、速度快等要求, 物流概念由此产生[2, 3 ]。

20 世纪 50～ 80 年代间, 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将竞争焦点放到产品质量上,

各企业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此时企业管理者将物流

概念引入生产领域, 开始注重生产领域内的物流业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竞争焦

点逐渐又转向非生产领域, 从产品质量竞争转移到服务质量竞争上。如何降低物流系统的

成本, 提高效益与服务质量成为竞争的新焦点, 物流管理因此产生, 并且物流战略被视为

获得市场优势的主要战略[2, 3 ]。20 世纪 90 年代后,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信息网络

的普及, 传统物流业开始向现代物流业转变。综合物流发展包括运输合理化、仓储自动化、

包装标准化、装卸机械化、加工配送一体化、信息管理网络化等。在市场全球化和世界经

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下, 综合物流业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并且其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综

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4～ 9 ]。

212　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历程

建国到 1978 年前, 我国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 生产、运输、仓储、销售等都由国家控

制, 企业在物流过程中没有一个经营自主的空间, 物资不能按市场规律有效流动, 所以此

阶段内我国经济领域中没有物流的概念, 更缺乏有关物流理论的研究[10 ]。1978 年后, 随着

经济的改革和市场的开放, 我国开始发展物流业。我国从国外引入物流概念有两条途径, 一

是 80 年代初随“市场营销”理论的引入而从欧美传入; 二是“Physica l D ist ribu t ion”从欧

美传入日本, 日本人翻译为“物流”, 而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国从日本直接引入“物流”

的概念[10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企业产权关系日益明晰,

生产、流通等企业开始认识到物流的重要性。国内开始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物流企业, 大多

物流企业是由原运输企业、仓储企业、商业企业或工业企业等改造重组而来, 但此时已有

少数物流企业开始建立在物流理论上, 根据物流运作规律进行组织与管理。同时对物流的

研究也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渗透。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等发展对物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 加强了我国物流业与世界物流业的合作与交流, 使我国物流业发展开始走向国际化、

全球化[10, 11 ]。

3　我国物流业的发展特点分析

经过 20 年的建设和发展, 我国的物流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物流设施达到一定的规模,

在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物流市场, 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的物流服务。目前我国

的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311　我国物流发展已有一定基础, 物流体系逐渐形成

尽管物流一词作为舶来品, 引入我国时间不长, 但物流活动早就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

个领域, 并且历史悠久, 目前物流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国的物流业总产值一直

呈上升趋势 (如图 1 所示) , 在 1978 年仅为 17218 亿元, 而到 1997 年就高达 4 526 亿元, 是

1978 年的 26 倍, 发展迅速。我国的物流业设施发展也很迅速[12, 13 ] , 在 1999 年铁路营运里

程达到 6164×104km , 公路达到 135117×104km , 其中高速公路达到 11 605 km , 石油和天

然气管道 2131×104km , 远洋运输的国家主力- 中远集团船队 1996 年发展到 1 700 余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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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吨位的生产能力, 1998 年底全国共拥有 143 个机场; 包装形成了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

品、包装机械、包装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 装卸搬运方面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及

其他机械; 现有商业网点 1 600 万个, 各类批发市场 915 万个, 其中年营业额超过亿元的市

场约 1 000 个, 连锁企业已有 1 500 多个, 店铺数 26 000 余家, 销售额 1 500 亿元; 并且物

流业发展已经形成完善的物流体系, 以海洋运输为代表的运输物流体系、以商品加工和配

送为代表的仓储物流体系、以服务型竞争战略为代表的制造商物流体系、以海空港集散为

代表的口岸物流体系、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配送物流体系。

图 1　我国物流产值变化曲线图

F ig11　T he changes of Ch inese logist ic p roduction value

　

312　物流业的发展仍落后于发达国家

我国从 80 年代才开始从国外引进物流概念, 到现在不过才二十年的历史, 本身缺乏物

流理论的研究, 而且我国物流业发展规模小, 水平比较低, 其产值占GD P 的比重一直很低,

到 1997 年仅为 611%。国内企业对物流服务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企业的自由物流占整个市

场规模的 60%～ 70% , 物流主动需求的匮乏使我国物流业的发展内在动力不足。同时目前

我国物流业的专业化程度低, 企业数量少难以形成网络或有网不畅; 规模小、装备落后、服

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不高, 尚未形成物流业发展气氛; 企业搞“大而全”、“小而全”, 产供销

一体化、仓储运输一条龙, 物流过程费用大、浪费惊人; 而且目前我国的交通运输仓储业

的现代化水平不高, 物流中心、集装箱运输等发展较慢, 商品在物流过程中破损率高, 流

通费用高; 物流服务业服务内容有限, 只能提供各段的物流服务, 没有形成完整的物流供

应链; 物流管理人才缺乏, 技术装备落后, 信息渠道不完善等。并且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

差异明显, 科技落后等因素致使我国发展物流业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实现物流业

的现代化更需要很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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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物流理论研究落后于物流业的实践发展

虽然我国物流活动自古就有, 但关于物流研究的理论却没有发展起来, 物流方面的资

料和教材很少, 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更少。直到 80 年代才引进国外有关物流的理论, 进行物

流的有关研究, 到现在不过 20 年的时间, 与国外相比, 在物流理论研究上远远落后。在经

济活动中, 物流活动的发展却有几千年的历史, 其发展快于理论的研究, 理论研究落后于

实践活动。

314　物流业技术上的多元化

我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但我国人力资源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 并且区域经济和文

化差异明显。同时也由于各种货物具有不同特性并对物流有不同的要求等原因, 物流业发

展在技术上兼容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 形成我国特色的技术多元结构,

这种技术结构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315　物流业发展呈现部门化、区域化

我国物流业发展起步晚, 物流市场管理与行业管理没有理顺, 国家经贸委、交通部、铁

道部等各承担了一部分物流业管理职能, 各部门的权力职能交叉重叠; 从各地区看, 地区

经济发展不平衡,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物流业发展严重受阻, 致使物流业发展呈现出明显

部门化、区域化特点; 工业、商业、物资、交通等行业各自为政, 都在上项目、抢市场, 相

互协调性差, 造成了物流资源的很大浪费。

4　我国物流业的布局特征分析

411　我国物流业格局的形成

我国物流业经过 20 年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我国在东部地区已经形成

了以沿海大城市群为中心的 4 大区域性物流圈格局: ① 以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和青岛

为中心的环渤海物流圈; ② 以上海、南京、杭州和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物流圈; ③ 以

厦门和福州为中心的环台湾海峡物流圈; ④ 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物流圈 (图

版 2 中图 2)。这 4 大物流圈以滚动式、递进式的扇面辐射, 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 这

种辐射功能包含着巨大的物流辐射和集散功能, 以激活和融通全国范围的物流、人流、信

息流。4 大物流圈的形成使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呈现出“区域引力场”的现象, 周围地区包括

中西部地区都处于物流圈的引力场的吸引范围内。同时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经成为区

域性物流产业发展中心, 而且全国范围内以基本交通运输干线为基础形成若干物流通

道[14 ] , 使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点- 轴- 面系统已略呈雏形。

412　东中西部① 物流业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发达且改革开放

较早, 经济发展快, 基础设施完善, 物流需求比较旺盛, 提供物流服务的企业和机会较多,

物流发展水平高, 短时间内能实现物流现代化; 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水平、区位条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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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 12 个省市区;
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云南等 10 个省区; 西部包括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贵州、西藏、四川、重庆等 9 个省市区; 台湾由于资料缺乏未统计在内。



史因素、国家经济政策等原因, 物流业发展水平低, 发展物流业的难度较大, 使我国在全

国范围内出现物流业发展的东、中、西差异, 1999 年东部地区物流产值高达 3 140159 亿元,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仅各为 1 401123 亿元和 476181 亿元, 东中西部之间差距很大。这种不平

衡性减少了商品流通的相对规模, 给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的合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在

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 在内陆腹地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交通运

输线为纽带形成物流节点, 为以后的物流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如图 3 所示: 从时间角度看, 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物流业产值从 1984 年开始一直呈上升

趋势, 1992 年之前三大地带的物流产值增加比较平缓, 增加速度较小, 从 1992 年开始三大

地带的物流产值增加速度加快, 呈直线上升趋势。1984 年东部地区物流产值为 243144 亿

元, 中部地区为 160111 亿元, 西部地区为 60136 亿元, 比例结构为 52∶35∶13, 1992 年

东部地区物流产值为 765155 亿元, 中部地区为 167107 亿元, 西部地区为 371164 亿元, 比

例结构为 48∶23∶29, 其中中部地区落后于西部地区, 到 1999 年, 东部地区物流产值为

图 3　我国三大地带物流产值变化示意图

F ig13　T he change of the logist ic p roduction value in the th ree regions

　

图 4　我国三大地带物流产值构成示意图

F ig14　T he compo sit ion of the logist ic p roduction value in th ree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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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36102 亿元, 中部地区为 1 77414 亿元, 西部地区为 68215 亿元, 比例结构为 61∶28∶

11 (图 4) , 差距越来越大[15 ]。东部地区物流产值增加尤为明显, 中部地区增加也较快, 都

远远高于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物流产值增加缓慢, 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有关, 从 1978

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一直倾向在东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的经济投资环境较差, 经济

发展优惠条件少, 我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为东部地区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

413　南北① 物流产业的发展差距分析

由于我国南北方地区的经济基础不同, 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济开放政策倾

向于闽粤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各种影响因素作用下, 南北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愈来愈

大。物流产业作为流通领域中最重要的产业, 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衔接地带, 经济发展

的差距问题深刻影响了物流经济活动的发展。从图 5 可以看出, 我国南北方地区 1984 年至

1999 年物流产值的变化与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 南北方地区的物流产值变化不是很明显,

但从 1992 年开始, 南方地区的物流产业迅速发展, 速度惊人, 北方地区虽然也在加快发展,

但已经明显落后于南方地区, 两者的差距愈来愈大。1984 年北方地区物流产值为 235173 亿

元, 南方地区为 228118 亿元, 南方地区落后于北方地区, 在 1986 年北方地区物流产值为

333149 亿元, 南方地区为 334113 亿元, 南北方持平, 从 1987 年开始南方地区物流产值增

加快于北方地区, 在 1992 年北方地区物流产值为 586141 亿元, 南方地区物流产值为

717185 亿元, 南北比例为 1122∶1, 从 1992 年开始发展差距比例加大, 到 1999 年南北方

发展比例高达 1138∶1。南北物流产业发展差距很明显是我国经济开放政策倾向的产物, 如

果经济开放政策仍旧过分倾向南方地区, 这种差距就继续加大。

图 5　我国南北部物流产值变化示意图

F ig15　T he change of the logist ic p roduction value in the N o rth and South

　

414　城乡物流业发展的不平衡

在我国, 落后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与现代工业、发达的城市经济并存, 以文盲、半文盲、

文化水平低的群众为基础的落后科学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存, 广大的不发达地区、贫困

地区和经济发达、比较发达地区并存, 而且我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双重任务下,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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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等 15 个省市区; 南方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
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等 16 省市区; 台湾由于资料缺乏未统计在内。



种国情决定了城乡在经济、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物流企业、物流设

施、物流活动高度集中在交通极为发达的大城市中, 形成辐射功能极强的物流中心城市, 而

在乡村地区物流业的发展比较缓慢, 使城市物流与乡村物流在过程上相脱节, 甚至少数乡

村物流几乎为零, 造成物流市场的地域化、畸形化。无论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

区都是在城市首先发展起物流业, 然后沿着交通运输线例如铁路、河流、公路等为纽带形

成物流节点, 向周围地区主要包括乡村地区辐射。

415　全国物流业格局的发展趋势

尽管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物流业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 存在着城乡和区域差异, 但

物流业的发展最终趋向平衡。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扩大内需政策, 扩大内需必

将极大促进物流量的增加, 给中国物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西部大开发将有数以万亿

元的资金投入到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中,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交通运输工程, 西部铁路

网的建设首先将和东部已有铁路网的主干道相连接, 同时连接西部各省, 将成为东西部交

流和西部各省相互联系的重要通道, 为西部地区协调统一发展提供支持条件; 此外, 新亚

欧大陆桥也作为西部铁路网的一条主干线, 为西部地区经济走向国际、发展国际物流创造

条件, 这必将推动中西部与东部的商品交流以及对外贸易的增加, 拓展我国物流市场发展

的空间。我国国情使物流业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得以发育、成长, 并且在这些区域中物流

业首先在城市中兴起, 使城市成为物流业发展的中心, 带动周围地区和临近城市的发展, 然

后向区域中的农村地区辐射、蔓延, 最后由点到线, 由线到面, 最终形成覆盖全国, 并且

与世界物流业发展接轨, 与全球物流业融为一体, 形成遍及全世界的物流网络。

5　发展物流业的几点建议

511　加大物流宣传力度, 普及物流观念

我国国民物流意识淡薄, 发展物流业应首先增强物流意识,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物流

宣传的形式多样, 可以举办讲座、物流培训、实地调查、经验研讨等, 使企业管理者和有

关部门提高对物流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使广大工商企业明确树立物流市场的主体意识, 探

索物流过程的重组形式, 促进物流业在我国的发展。

512　统一法规, 加强物流管理、宏观调控

目前物流管理行业、地区分割严重, 并且各行业权力交叉, 给物流业的发展带来严重

障碍, 必须由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性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物流网络的规划和统一

布局, 推动综合性、跨行业、跨部门的物流法规的制定, 使物流业不仅与全国经济建设相

协调, 而且增强各区域内部物流业发展相协调及物流内部各环节相协调。

513　加快物流业人才的培养与开发、物流理论研究

我国物流业缺乏物流人才, 加快人才的培养成为首要的策略。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培养

人才方面有强大的优势, 应注重中青年物流人才的培养, 注意吸收国外物流发展经验, 加

强物流理论方面的研究, 并且与物流实践相结合。

514　加强物流业的国际合作

我国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发展, 重视物流业的发展就应该加强入世后我国

与国际经济的合作。我国周边国家众多, 应促进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开发, 象图门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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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与开发, 并且加强与沿亚欧大陆桥有关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同时促进与太平洋诸

岛国以及太平洋彼岸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特别是与日本和美国的合作, 使我国物流业融

入到世界物流发展中。

515　加快物流业现代化的建设

物流现代化包括技术现代化、设施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管理现代化等方面。物流业

现代化要求应加快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建设; 发展集装箱运输、建立立体化仓库; 增加

物流设施, 建立现代化物流网络; 完善信息系统, 建立信息高速公路; 采用高科技手段, 实

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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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s of the D evelopm en t and D istr ibution about

Ch inese L og istics and the D iscuss ion of the D evelop ing M 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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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 ow the logist ic is becom ing the econom ical develop ing focu s and new increasing

econom ical po le of the all coun tries in the w o rld, Ch ina also began to adop t a series of the

m easu res to accelera te the developm en t of the logist ics. Based on the ground of the

discu ssion on the w o rld logist ics developm en t, in th is art icle, the au tho r expounded the

develop ing h isto ry of the logist ics and the theo ry study of logist ic in Ch ina and fo reign

coun tries, especia lly in the developed coun tries, including fou r logist ic develop ing stages

in the developed coun tries and th ree logist ic develop ing stages in Ch ina. M o reo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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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tho r analyzed the develop ing characters of the logist ics and logist ic theo ry study in

Ch ina, including the ex it ing p rob lem s, the lag of theo ry study, develop ing situa t ion, the

disparity betw een Ch ina and the developed coun tries and so on. T hen the au tho r took the

discu ssion of the situa t ion and characters abou t the Ch inese logist ics d ist ribu t ion as the

discu ssing stress, including: ① the dist ribu t ion situa t ion of the Ch inese logist ics, ② the

disparity of the logist ics developm en t among the th ree dist ricts ( including the east d ist rict,

the m iddle dist rict and the w est d ist rict ) , ③ the disparity of the logist ics developm en t

betw een the N o rth and the Sou th in Ch ina, ④ the disparity of the logist ics developm en t

betw een the u rban region and ru ra l reg ion, ⑤ the develop ing trend of the logist ics in the

fu tu re. In the final, in o rder to so lve the ex it ing p rob lem s and accelera te the Ch inese

logist ics developm en t, the au tho r pu t fo rw ard a series of the m easu res and advices to

develop the Ch inese logist ics and dist ribu te Ch inese logist ics, including the fu rther study

of the logist ic theo ry, estab lish ing the modern iza t ion of the logist ics, develop ing the

in ternat ional co rpo ra t ion.

Key words: the logist ics; develop ing character; d ist ribu t ion character; the m easu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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