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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的思考
刘文杰 [1，2]

（1.焦作物资集团公司，河南 焦作 454000；2. 焦作市物流办，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变革，促使我国物流业迅速发展，形成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物流规划建设理念新发展、物流经营模式新变革，新的物流技术的广泛应用，都给物流行业升级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些新的理念和新的技术，在城市区域物流枢纽建设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本文从城市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的背景、

存在问题、建设思路和人才需求等方面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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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的背景

从 2018 年底《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发布，

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布局建设 30 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

2019 年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确定了首批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名单，共有 23 个物流枢纽入选 [1]。此次通知，反

响热烈解读纷纭，地方政府热情高涨，积极争取这次历史

性的发展红利。

2 城市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存在的问题

全国各地市积极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大力建设物

流园区。我国物流园区的规模化建设始于 2000 年之初，物

流园区从无到有，2012 年《物流园区建设发展规划（2013-

2020 年）》出台之后达到建设高潮，当时规划里提出，一

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29 个，二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 70 个，

与现在规划 127 个城市的 212 个国家物流枢纽异曲同工。

据中物联统计，2006 年全国各类型物流园仅 207 家，2012

年 754 家，到 2018 年总计 1,638 家。

物流园区大量重复建设带来的良莠不齐、空置率高和

整体的低效益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物流枢纽的建设应当如

何真正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推动物流组织方式变革、提高

物流整体运作效率呢？

规划提出了具体的物流枢纽布局城市及不同类型的功

能区分，但是枢纽城市的定位逻辑是什么？究竟该建设多

少物流枢纽、怎样去建设枢纽、为谁提供服务又如何服务

呢？是主要依托存量设施作为枢纽的主体，还是需要多少

新增物流设施？问题并无具体阐述，枢纽不能为了规划而

去规划，否则不但没有指导意义，而且造成新一轮的重复

建设和投资失误。在对中西部中心城市市场调研，成都、

西安、武汉、长沙等都有物流设施的巨量供应，不仅有存

量的大量物流园、公路货场、物流中心、保税区域和国际

陆港，动辄 300 万、400 万平米的高标仓库设施体量已经出

现供大于求的局面。

随着社会物流规模总量增速减缓，自动化物流设备和

信息技术的应用、供应链管理的持续深化、新型流通和生

产方式的变革使得物流运营去中间环节、缩减不必要的库

存和运输，实现物流设施的高效利用和产业链价值的优化，

对物流设施的需求总体上看是减量的，各地过剩的同质化

物流园区不会因为纳入国家物流枢纽城市而得到重生。

在没有新增货量的前提下仓促上马新的物流枢纽项目，

将是新一轮的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建议各地的物流枢纽

建设应当慎重事之，做好市场调研、功能定位、可行性研究，

不可盲目大干快上。

3 城市发展区域物流枢纽的基本思路

3.1 城市物流业发展的方向

1. 物流为城市自身经济发展服务。为城市自身的生产、

流通、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各类物流提供专业服务，特别是

面向产业组织、产业布局提供物流服务，以降低运行成本，

提高城市经济运行效率，有效促进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2. 物流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

发展成区域物流枢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物流服

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般情况下，第一点是发展城

市物流的立足点，但在城市物流专业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及效率提升、物流行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可向区域

物流枢纽发展。

3.2 经济中心城市向区域物流枢纽转变

经济中心城市依托交通运输条件和产业积聚环境，通

过持续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服务辐射率，提供创新服务，

向区域物流枢纽转变。具体方针是：面向区域物流枢纽的

功能定位，积聚物流产业，培育物流产业；切入产业物流，

培育物流需求；提升物流服务，培育物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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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建设区域物流枢纽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经济中心城市在处理物流与宏微观经济发展的关系、定

位现代物流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在城市发展物流

业存在明显的区别。根据目前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情况分析，

经济中心城市要发展为区域物流节点，为区域物流提供组

织与管理服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解决如下几方

面问题：一是物流基础设施的功能提升与物流服务企业的

升级转型问题；二是生产与流通企业的物流技术、尤其是

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问题，这是有效发展现代物流的关键；

三是物流产业发展定位问题，妥善平衡好改善经济发展环

境与培育产业增长点两个方面；四是与上述三方面配套的

方针政策。

4 城市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对人才的需求

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加快现代信

息技术和先进设施设备应用，构建科学合理、功能完备、

开放共享、智慧高效、绿色安全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

从指导思想中发现，要建设现代化的区域物流枢纽中心，

对物流人才就提出了新的要求。

4.1 物流规划人员

规划中提出，到 2025 年，国家要布局建设 150 个左右

的高标准物流枢纽，并加快建设物流园区，对现有物流园

区进行改造。这个过程中，必须有大批物流规划师参与，

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物流规划人员需要具备全方位的物

流知识并具有一定的物流实战经验。同时，物流规划人员

需要掌握当地城市的经济状况、货运体量、物流需求量，

对供应链知识提出新高度，熟悉实际的操作业务，具有综

合业务能力 [2]。

4.2 物流信息化人才

当今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国际贸易量的加大，

城市要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就对物流提出了更高更快

更准确的要求。和前几年爆仓事件相比，物流标准化、信

息化水平的发展，无疑为物流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现代物流的标准化操作、智能识别技术、无人化操作的发

展，信息可追溯且可便捷采集。这几年，智慧物流不断被

提出并被企业应用。“互联网 +”物流的运用，带动行业新

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例如，顺丰打造了智慧物流地图，

高度依靠物流信息，京东自建物流采用的无人仓、自动分

拣技术甚至是送货机器人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

应将物联网技术、数字化分析等相关课程融入教学，培养

学生的数据思维，提升学生的编程能力，以应对物流信息

化人才的需求。

4.3 绿色物流人才

随着物流业务量的增加，在物流的运输、仓储、包装、

流通加工、装卸搬运等各个环节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也越

来越多，这些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了极大污染，也产生了不

必要的浪费。尤其是这几年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快递行

业的业务量呈倍数级增长，快递业务中包装垃圾的增量也

呈倍数级的增长。城市物流枢纽中心建设的原则中就要求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能耗和排放水平，打造绿色智慧

型物流枢纽。国家邮政总局物流统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

城市的快递包装垃圾增量占生活垃圾增量的 85% ～ 90%，

而在中国特大城市中，这一数据高达 93%。这就要求在建

设城市物流枢纽中心时把绿色物流纳入规划要求刻不容缓。

改进物流设施设备提高绿色包装、绿色运输，例如对包装

材料进行改造，提高循环利用率，包装中的防震材料运用

空气防震的原理，降低成本的同时减少货损率，改进大型

运输车辆的尾气排放等。目前，各个企业也对绿色物流做

出了贡献，例如淘宝、京东等电商企业提出绿色快递，推

出了绿色包装，苏宁电器推出的“共享快递盒”、京东物

流提出的“青流计划”、顺丰公司运用的“免胶纸易拉纸箱”

等都大大促进了绿色物流在企业中的应用和发展。可以预

见，未来在城市物流枢纽中心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绿色

物流人才，服务于物流的各个环节。

4.4 跨境电商物流人才

这几年国际经济贸易形势风云变幻，又随着新冠疫情

的影响，我国作为一个生产力旺盛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

逐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随之对国际物流业提出了

新的挑战。城市物流枢纽中心建设必然要面对这个挑战，

并在规划时将跨境电商物流业务列入其中，跨境电商物流

人才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多。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的发

展和实施，跨境电商物流人才的需求和培养就会愈加重要。

5 结语

在全国各地市纷纷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以上对国家政策的解读和对已建物流枢纽的经验

总结 , 对城市物流枢纽建设进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避免浪

费，从物流枢纽的规划、变革、协调、共享等方面进行物

流枢纽的建设，提高利用率。各个城市应结合自身特点和

条件，凭借国家政策 , 探索适合当地特色的区域物流枢纽发

展途径。同时，也对物流人才的需求提出新的要求，物流

规划人员、物流信息化人才、绿色物流人才和跨境电商物

流人才的培养，成为实现城市建设区域物流枢纽中心的必

要条件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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