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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流运输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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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与世界物流运输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物流运输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管

理落后。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物流运输成本离；物流运作水平低，物流运输对阍长；物流运输

进入门槛高，难以形成良性竞争；物流运输管理效率低下等。加快发展我蕊物流运输业的政

策建议：转凳传统观念，树立现代物流理念；加强物流学科建设，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深化物流

体制改革，儆天做强物流运输业；奄}l造良好发展环境，究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物流信息化水

平，加速信息流转效率；整合传统物流企业，提高物流资源的利用率；企业缔结战略联盟，维持

供应链整体优势；放眼全球市场，“走出去”参与竞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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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嚣物流逡输韭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近20年来，我网物流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健康运行做出了巨大贡献。

物流业增加值是物流产业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物流活动为社会提供的最终成果的货币表现，它反映了物流产

监对国虑生产总值懿贡献。到2010年，我基物流韭增攘值达到2。7万亿，是1991年懿13。6倍，复合增速略

高于15％(名义增速，未考虑价格因素)。物流运输业是整个物流链条的核心环节，也是构成物流成本的重

要内容。2010年我网物流运输费用为3．83万亿，比1991年增长12．2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4．6％。也就是

说，我国物流运输费瘸在物滤成本中所占毖铡超过-3"50％。

与世界物流运输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物流运输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管理落后。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物流运输成本高

在欧美发达国家，物流运骧成本一般只占到物漉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正常壤况下，我国的物漉运输

成本要占物流总成本的50％以上。因此，我国很多商业企业要比美国的商业企业多支付40％～50％的物流

运输成本。2007年，意大利调查机构“溉洲观察家”组织开展的一项调焱显示，中国是世界物流运输成本最

裹的国家之一，每年用予物流运输监的辫金高达2000亿美元，是美国的藤倍。
(二)物流运作水平低，物流运输时间长

我国大多数物流运输企业是由传统的仓储、运输企业转型而来，在管理水平、技术力量及服务范阐上与

现代物流她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物漉企业不仅普遍存在经营规模较小，市场份额较少，服务功能单一、

信息化程度低、高素质人才缺麓等现象，而且物流企业整体遮作水平较低，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此外，由于

物流企业整体运作水平较低，物流运输时间被拉长，导致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率低下。

(三)物流运输遴入门槛越，难以形成良性竞争

货物运输的主瑟方式有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其中铁路、水运占有货物运输市场绝大部分份

额。在我国，铁路逡输市场长期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经营主体是铁道部，铁路运输市场不存在来自铁路部

门默於的竞争；水运照特别是远洋运输市场}l槛甏，实质上是寡头垄断市场。由予市场的分割与垄黢，物漉

行业难以形成良性竞争，从而阻碍了物流运输业的健康发展

160

ll雯璃霜期：2012-01一15

作者简介：沈岳，弱，中石他胜和j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副处长、高级经济师。

万方数据



(四)物流运输管理效率低下

物流管理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在控制成本和环境负担的约束F达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目的。由

于我国物流业发展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物流管理还处于粗放式经营格局，大部分物流运输企业管理水平低

下、服务能力较弱。一是物流装备整体水平低下，主要靠人力来完成各种物流作业。二是物流信息系统功能

落后，无法满足现代物流所需要的供应链信息一体化的需要。三是缺乏统一的物流管理机构，迟缓了物流各

环节的交接和物流信息的快速传递，致使物流运输管理效率和物流管理水平低下。

二、我国物流运输业问题成因分析

(一)物流运输管理分散

我国物流运输业管理多年来一直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使原本归属于一个系统资源的物流运输业，

其管理权限被分别划归于若干个部门。如，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资源管理，分别直属铁道部、交通

部、航空总局等。物流管理和资源的分散化，导致物流业低效运作，使物流运输业本应具有的整体功能被大

大地削弱，社会性的物流配送体系难以形成。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和自上而下的纵向隶属的管理格局，

严重制约了全社会范围内物流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现代物流的社会化进程，制约了电子商务、物联网的

推广应用，降低了物流运输业的整体效益。

(二)物流运输基础设施落后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不适应高速发展的物流业。我国大多数物流企业是从传统的物资和商业储运企

业、各部委所属储运基地以及港口、码头等转运代理点转变过来的。由于这些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是粗放

型经营，条块分割的产物，其基础设施已难以满足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表现在物流运输能力上就是运

输通道供求矛盾严重失衡；仓库储存设施陈旧、装备落后，缺乏信息化处理手段；现代化集装箱、散件运输发

展迟滞，高效专用车辆少，汽车以中型汽油车为主，能耗大、效率低、装卸机械化水平低。

(三)物流运输缺乏物流专业人才

我国在物流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起步比较晚，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2008年以前物流本科教

育方面，我国以专业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专业方向的形式出现的大学只有60所；其他还有50多所高校开设

了交通运输和交通工程、电子商务专业等与物流相关的课程。由于物流基础教育的滞后，难以满足高速发展

的经济社会对物流专业人才的需求。目前市场上符合现代物流要求的物流专业人才，一是绝对数量少，二是

专业层次低；而能够切实为企业提供有效方案的中高级物流专业人才更是稀缺资源。

(四)物流运输企业规模小，第三方物流起步晚

目前我国70多万家物流公司中，市场占有率超过2％的企业还没有一家。物流运输企业规模普遍较

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小企业很难依靠自己的有限资源进行自我调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第三方

物流是指物流供应链一体化过程中由物品的供方、需方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物流服务。我国传统的物流企业

多半为原先的仓储、运输企业改造而成，业务多局限于传统范围，运输方式单一、机械化程度低、规模小市场

份额少、融资能力弱、货源不稳定、服务功能少。第三方物流则更专业化，综合成本更低，配送效率更高。由于

我国第三方物流起步较晚，因此与国际物流业的发展趋势、社会化分工和现代物流发展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三、加快发展我国物流运输业的政策建议

(一)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现代物流理念

加快物流运输业的发展需要转变传统观念，提高物流运输企业员工的现代物流意识，特别是物流运输企

业领导的现代物流意识。一是由计划经济观念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现代物流企业要从计划经济的传统观

念束缚中解脱出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转变思想观念主动与市场经济接轨；二是由市场垄断分

割观念向市场一体化观念转变。物流运输企业要解放思想，树立全国市场一体化观念，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

料分割为商品市场一体化，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分割为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新观念；三是在企业管理上，

要在思想观念、经营战略、内部管理、服务水平、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根本改变，使现代物流观念深入人心。

(二)加强物流学科建设，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一个成功的物流运输企业，不仅要有傲人的业绩为同行所称道，还要有业务技术精通、爱岗敬业努力奉

献、文化底蕴深厚的员工队伍。针对我国物流运输业普遍存在的专业技术缺乏、文化层次较低，观念陈旧、管

理理念落后等现象，政府应积极支持和引导物流运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尤其是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的物流运输业，要充分开展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合作，引导企业、行业组织及民办教育机构参与并

开展多层次的物流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鼓励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开办物流专业或相关专业课程，为物流领域
161

万方数据



培养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

(三)深化物流体制改革，做大做强物流运输业

目前物流运输企业的小、散、弱状态是制约我国物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物流管理条块分

割、部门分割，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加剧，市场发育滞后；另一方面，许多工商企业还维持物流自营，从而

形成了庞大的物流设施存量。据中国仓储协会调查，目前我国生产企业中，73％的企业拥有汽车车队和仓

库，33％的企业拥有机械化装卸设备，3％的企业拥有铁路专用线；商业企业中，36％的企业拥有汽车车队和

仓库，7％的企业拥有机械化装卸设备。这种粗放式的经营模式，造成了物流运作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差。

改革物流运输业的管理体制机制，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与市场化运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将不同业

态的物流和产业链加以整合，通过收购、售卖、合并、重组和建立企业联盟，做大做强物流运输业。

(四)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物流运输业按照市场规律构筑实现物流一体战略，离不开良好的市场氛围和外部发展环境。对此，

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物流运输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制定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

政策，为为物流运输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强化服务意识，为物流运输企业在跨地区经营的工商登记、办理

证照、统一纳税、交通管制、进出口货物查验通关等方面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积极扶持和引导物流运输企业

引进先进装备，改善物流设施，提高物流绩效和物流服务水平；鼓励和扶持有一定基础的大型货运企业或储

运企业完善服务功能，实现向物流服务企业的转变，推动第三方物流服务市场的形成；健全社会保障和就业

机制，促进生产性和流通性企业更多地使用社会化物流，提高物流运输业的经济效益，增进社会福利。

加快综合物流中心的建设，是全面提高物流综合效益的关键。大型综合物流中心具有功能多、层次高、

集散功能强、辐射范围广的社会化物流优势。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综合物流中心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

要作用。同时，积极探索现代物流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以市场经济的方式

筹集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

(五)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加速信息流转效率

探索积极有效的方法，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加快物流标准化的进程。信息化是现代化物流的灵魂，通

过推广物流信息技术，使信息高度网络化，可以大幅提高物流作业系统的效率，特别是在物流作业的各个环

节使用各种先进的物流专用设备和技术，是物流企业提高作业效率和节约服务成本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我

们要重视物流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发展，为物流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流信息平台；另一方面，针对当前物流

标准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国际物流标准化的发展方向，政府要高度重视物流标准化工作，对国家已经颁布

的各种与物流活动相关的国际标准、行业标准进行深入研究，对托盘、集装箱、各种物流搬运和条形码等通用

性较强的物流设施与装备的标准进行全面梳理，并进行适当的修订和完善，以使各种相关的技术标准协调一

致，提高物流产业货物和相关信息的流转效率。

(六)整合传统物流企业，提高物流资源的利用率

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应逐步推进现有物流服务资源的整合，比如，在“物流基地”或“物流中心”建设方

面，应当在建设初期就贯彻整合的原则，充分运用网络技术，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再比如，现行的

6个物流系统，即海运物流系统、物资储运物流系统、生产企业物流系统、口岸城市物流系统、电子商务物流

系统和外资物流系统等，应实现跨系统、跨行业、跨地区以至跨国的物流服务的整合，这也是我国物流企业构

建供应链策略联盟，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必由之路。

(七)企业缔结战略联盟，维持供应链整体优势

中国的大型制造企业、商业企业要迅速从“大而全”的经营误区中解脱出来，不失时机地与合适的供应

商、储运商等结成战略联盟，通过合作以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参与竞争，同时又实现互惠互利。要积极寻求与

核心企业的战略合作，成为核心企业长期的、稳定的战略伙伴。结成战略联盟，实行供应链管理，以供应链参

与国内、国际竞争，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和物流行业里的市场份额。另外，中国的物流运输

企业要增强竞争忧患意识，在抓住国内市场的同时，放眼世界，构筑全球化战略，以一体化的物流管理和供应

链管理在全球寻求资源采购、生产装配和产成品分销，参与国际化竞争。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实现对顾客的

快速反映、提高顾客服务水平、降低物流总成本或供应链成本，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在全球性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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