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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加工配送、市场交易

乃至信息化为一体的复合型服务业。在计划经济时

代，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部

门建立起的供销公司、铁路和航空等专业运输部门

拥有的储运企业完成传统的储运活动，并非真正意

义上的现代物流产业。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市场经

济发展的需要，“物流”这一概念逐步被引入。20 世

纪 90 年代，我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的大浪潮，落后的

物流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掣肘日益凸显。为改变

这一现状，我国开始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推

动物流业在国内迅速发展，成绩卓然：物流业基础设

施建设日益完善，综合物流运输体系逐步形成，物

流服务的内容与手段不断创新。截至 2017 年，全国

货运量达到 479 亿吨，物流业总收入 8.8 万亿元。
纵观中国物流业发展实践，作为这一新兴产业

发展的重要引导与保障主体，各级政府积极探索其

在物流业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借助各项政策支持

与保障措施为物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笔者将各时

期国家级、省级及市级关于物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

支持手段加以梳理，考察各时期物流业发展政策支

持的重点与各级物流业发展政策的共性和差异，系

统回顾物流业发展政策支持的动态变迁，并展望中

国物流业政策支持的未来趋向。

二、中国物流业政策支持的历史回顾

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关于物流

业的发展政策，从政策支持的角度观察，可以将中国

物流业发展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物流业探索期

（2000 年以前）、物流业起步发展期（2000—2010
年）、物流业调整发展期（2011—2015 年）、物流业深

度发展期（2016 年至今）。鉴于物流业深度发展阶段

的相关政策仍在实施过程中，对中国物流业政策支

持的历史回顾将主要基于前三个阶段而展开。
（一）物流业探索期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物流”概念并开始其相

关的理论研究与对外考察后，我国政府积极改革国

家的物资分配、商品流通、交通运输等物流相关体

制。为推动物流业在我国的起步与发展，1992 年原

国内贸易部颁布了《关于商品物流中心发展建议的

意见》，以试点企业的方式推动物流业的起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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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又颁布了《物流配送中心发展建设规划》，

确立了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的总体构想。这一时期，

仅有天津等物流特色较为突出的城市或地区在其五

年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有对物流业的相

关发展规划，大部分地区对此并无涉及。
（二）物流业起步发展期

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我国物流业逐步进入起

步发展期。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物流业的

落后形成了鲜明对比，为此，2001 年 3 月，原国家经

贸委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

若干意见》，从市场培育、宏观环境营造、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信息技术应用、标准确立以及人才培养等方

面对物流业的发展进行了指引。同年 8 月，交通部

颁布实施了《关于促进运输企业发展综合物流服务

的若干意见》，鼓励不同类型企业联合经营，发展多

式联运以及“门到门”服务，以适度对外开放的原则

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2002 年，商务部发布《关于开

展试点设立外资物流企业工作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外商投资物流企业的市场准入和审批程序进行了

具体规定。2004 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九部

委又出台《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

进一步细化了市场准入与市场管理、主体培育、设施

完善、标准构建与从业人员素质提升等方面的具体

保障措施。[1]与此同时，系列关于规范物流运输的法

律法规在此期间得以完善，如商务部颁布的《关于加

强流通法律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海运条例》、铁道部颁布的《铁路货

物运输管理条例》、交通部颁布的《国内水路货物运

输规则》、民航总局颁布的《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

运输规则》等。[2]这一系列相关发展意见与管理条例

对于活跃和规范物流市场进行了多方面的发展指

导，但尚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构成统一完善的综合物

流服务网络体系。[3]2009 年，国务院颁布了《物流业

调整与振兴规划》，提出了物流业“重要的服务产业”
的地位，确立了 21 个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17 个区

域性物流节点城市和诸多地区性物流节点城市，并

强调与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的衔接与协调，推动全国

范围内三级物流节点城市网络的形成。这一时期，

政策措施着力加强组织协调、改革物流管理体制、完
善政策法规、落实专项规划等。虽然省级、市级政府

开展物流业相关发展规划的政策仍较为稀少，但《物

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明晰了大部分地区在全国物

流网络体系中的地位，为后续各地区开展物流业发

展规划奠定了基础。[4]

（三）物流业调整发展期

在《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的指引下，物流业

在我国得到了普遍重视与快速发展，各级政府纷纷

将物流业发展纳入其“十二五”时期的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规划、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之中，并开始制定

物流业“十二五”专项规划。[5]2014 年，国务院印发了

《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明确物

流业的地位已经上升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战略性产业”，进一步提升了各级政府对物流业

发展的关注度，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级、省级

和市级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对这一时期国

家级、省级和市级物流政策支持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有几点不同。
1. 各级政府物流政策支持的主题范围不同。国

家级政策支持的重点在于资金、土地、税收、市场准

入、规费清理、效率优化和信息统计七个方面，明确

的政策支持条款较少，更倾向于对各地区发展物流

业所需政策支持的宏观指引；各省市在国家级物流

政策的指引下，继续向资金、土地、税收、市场准入、
规费清理和效率优化倾斜的同时，明确了对物流信

息统计、标准建立的支持。同时，部分省份如山西省、
浙江省、上海市等还明确了对物流品牌建设、中小物

流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部分城市如大连市、成都

市、武汉市等则引入了对物流通道建设的支撑性政

策。这充分表明，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引下，各省市在

积极推进物流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仅仅在扩大

土地、资金、税收、规费、市场准入和物流效率等方面

提供政策支持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以物流标准规范产

业发展，以便捷的物流通道提升物流服务的广度与

深度，以良好的物流品牌带动物流业健康发展，以及

时、准确的物流统计信息引导物流业务科学开展。
2. 在政策主题的具体分支上，各级政府的政策

倾斜也存在差异。
第一，土地政策。土地政策主要包含三个分支：

土地保障、土地优惠和土地使用监管。其中，土地保

障仍是各级政府政策支持的重点，土地优惠次之，土

地使用监管方面国家级政策并未提及。为确保物流

业发展的土地供给，各级政府均强调了在城市规划

中优先保证仓储用地安排。为实现仓储用地的有效

释放，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土地优惠力度。然而，随着

土地稀缺性和土地价值的提高，部分地区出现了以

发展物流为由实则“圈地”的情况。为杜绝这一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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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物流用地的诉求相背离的情况出现，山东、山西、
西安、长沙等省份和城市分别就物流用地性质不可

变更、物流用地必须按时开发等确定了相应的管理

条款与措施。同时，为推动物流业的发展，各地均积

极规划建设物流园区，但土地出让后，园区迟迟不建

或改变规划用途的情况屡见不鲜，土地使用监管政

策应时而生。
第二，税收政策。虽然税收支持的重点仍是物

流企业，但除国家级政策外，省级与市级税收政策已

经从单纯面向物流企业的税收优惠向主辅业分离的

生产性企业延伸，主要通过利用“营改增”的推进鼓

励生产性企业剥离物流业务成立物流企业获得税收

减免，以降低企业税收支出。这与我国专业的第三

方物流发展严重不足，大量生产性企业自建物流有

很大的关系。导入这一政策有助于生产与物流的专

业分工，推动原本内生于生产性企业中的物流功能

面向市场提供物流服务，形成一批具有一定物流服

务水平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第三，资金支持。资金支持的政策分为两类：政

府资金支持和融资支持。其中政府资金支持主要表

现为给予发展引导资金、专项资金或补贴等；融资支

持则多为信贷支持、鼓励上市等。政府资金支持多

面向具体项目提供政府资金支持以带动社会资本进

入，融资支持则多面向物流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

支持。这一时期，国家级物流政策对融资支持具有

相对较高的支持倾向，市级物流政策则在政府资金

支持上具有较高的政策支持倾向。
第四，市场准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政策支持

的目的在于鼓励物流企业的蓬勃发展，以适应当前

物流服务需求规模的扩张与需求多元化的发展趋

势。这一时期，国家级政策倾斜度最高，省级政策、市
级政策倾斜度逐渐下降。这表明市场准入仍依赖于

国家级政策的指引，各级政府尚未有效贯彻国家关

于放宽市场准入的相关政策。究其原因，虽然部分

省市已经明确了市场准入标准，但实际中仍有大量

未达到市场准入标准的个体户、小型货代等类型的

物流服务主体游离于标准之外而存在，市场准入条

件放宽与否并不对地区物流主体形成影响，进而导

致各省市对此政策关注不足。
第五，规费清理。规费清理主要包含水电费与

工业并轨、行政事业收费清理、交通费用清理三个分

支，其目的都在于降低物流成本。从各分支在各级

政策文件中的分布来看，国家级政策集中于加强对交

通费用的清理，省级政策和市级政策则覆盖了三个分

支，且倾斜度从高至低的排序分别为：水电费与工业

并轨、行政事业收费清理、交通费用清理。
第六，效率优化。现行政策文件对物流效率优化

的支持主要集中于提高通关效率、给予车辆通行权

和简化审批程序。其中，国家级政策仅涉及通关效率

和简化审批程序，且对提高通关效率具有更高的倾

斜度；省级、市级政策在车辆通行权上的支持最高，

简化审批程序次之、提高通关效率最低。各地是否涉

及通关效率的政策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地是

否存在物流口岸，但审批程序复杂、车辆通行受到城

区和区域间的条款分割的严重限制是当前各地普遍

存在的情况，严重影响了物流效率，亟待改善。这也

是部分省市制定车辆通行、简化审批程序等相关政

策的初衷所在。
第七，物流信息统计。在物流统计信息严重缺失

的情况下，加强对物流信息统计的要求与支持，有助

于推动物流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实现物流资源的

有效利用。这一时期，省级政策对物流信息统计的倾

斜度更高。物流业发展决策依赖于充分的信息基础，

部分省市率先启动物流信息统计工作与相关支持为

物流信息统计形成了初步示范。
第八，品牌打造。虽然中国物流业在这一时期仍

以传统物流占据主导，物流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物流

服务水平较低，但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势不可挡，各地

均在谋求向现代物流业的转变与升级。随着第三方物

流的发展壮大，物流服务品牌的打造对现代物流业的

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品牌打造这一主题

上，国家级政策并未确定明确的支持性条款，部分省级

政策与市级政策虽有所涉及，但政策条文并不明确，多

为倡导性文字，品牌打造的政策支持缺失严重。
第九，中小物流企业发展支持。仅部分省级政策

与市级政策对中小物流企业的发展有相应的支持性

政策，这与物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极不相符。我国尚

未形成大型物流企业及集团，中小物流企业是物流

业发展的核心主体，对中小物流企业发展的支持不

足严重影响物流业服务水平的提升。同时，结合融资

支持来看，虽然各级政策均力求为物流企业提供良

好的融资环境与有效的融资支持措施，但针对于中

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的问题，导致中小物流企业固化在较低的

规模与服务能力上，进而使得中国物流业的发展也

固着在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与服务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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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物流业政策支持的现状分析

从现行政策的制定来看，国务院 2009 年发布的

《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国发〔2009〕8 号）、2014
年 9 月发布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国发〔2014〕42 号）等形成了各级政府编制物

流业发展政策的指导规划。当前物流业相关支持政

策主要分布于各项物流业发展政策文件之中，归纳

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各级政府发布的

针对于物流业发展的具体政策，如各地物流发展专

项规划等；第二类为各级政府发布的为落实物流业

发展相关规划所明确的发展意见；第三类为各级政

府发布的涉及物流业发展政策支持的现代服务业发

展规划。为真实、全面地反映当前物流业政策支持

的现实情况，本文充分采纳“十三五”时期发布的政

策，选取现行的 8 项国家级物流政策文件、46 项省

级政策文件和 65 项市级政策文件作为本文研究的

基础。
从现行政策制定时间来看，国家级政策以“十三

五”前为主，省级政策中近 50%为“十三五”时期新

制定的发展规划，市级政策中“十三五”时期新制定

发展规划占 26%。通过对现行物流政策内容的梳

理，不难发现，物流政策已经从土地、资金、税收等一

般性的产业支撑政策开始向更凸显物流业发展特性

方面延伸，如通关效率、通行权等通行政策、水电气

价格与工业企业同步、过路费清理/减免等行政费用

清理政策，以及物流创新与技术标准推进、统计分析

与信息平台建设等。表 1 是按照 8 个主题 22 个分

支对现行 119 项政策文件进行深度梳理后所完成的

统计分析结果。
（一）主题结构比较分析

从统计结果来看，各级政府物流政策支持的主

题方面基本一致，都着力于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资
金政策、行政费用清理、通行政策、重点培育、人才政

策、市场监管 8 个方面。在具体的政策主题上，国家

级政策、省级政策和市级政策均在市场监管、资金支

持、土地政策上有较大的倾斜力度，但人才政策的关

注度则相对较低。这一方面表明，从物流业发展的

要素支撑来看，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物流业的

发展需要园区、货运站场、铁路专用线等基础设施建

设的支撑，相关基础设施占地面积大，建设成本高，

需要资金和土地相关政策予以保障。而与土地、资
本要素相比，当前物流业发展的人才要素制约相对

小一些。另一方面也表明，从物流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来看，各级政府也充分认可物流业应以市场化运营

为主，政府以市场引导和市场监管为己任，力图打造

良好的物流市场环境与竞争秩序。同时，各级政府政

策支持又各有侧重：国家层面力求以点带面破冰物

流业发展长期滞后的僵局，突出培育重点；省级政府

从降低物流运营成本角度出发，强调行政费用清理；

市级政府作为地方税收主体，则力图充分运用税收

政策加以扶持。这与各级政策的职能安排具有较大

的联系：土地规划掌握在各市级政府手中，行政收费

主要由各省制定，税收执行主要由国税和地方税构

成。因此，物流业政策体系中，土地支持上需要有效

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行政费用清理上需要

省级政府政策的完善与有效落地，税收优惠上则需

要在国税与地方税上进行合理安排。
此外，比较各政策主题可以发现，市场监管、重

点培育两大政策主题上，自上而下的政策倾向度呈

下降趋势；而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两大主题上，自上

而下的政策倾斜度呈上升趋势。从当前中国物流业

发展现实来看，上级政府所培育的重点项目与工程

都得到了下级政府在土地和资本上的有力保障，下

级政府的物流设施建设、物流运营乃至物流市场监

管均在上级政府相关监管之下开展。因此，可基本认

为国家级政策、省级政策及市级政策不同的倾斜度

与当前物流业的发展有着较高的契合度。
（二）分支结构比较分析

1. 土地政策。从当前政策来看，土地保障是各级

政策支持的重点。同时，针对“十二五”时期出现的

“圈地”与“捂地”现象，“十三五”时期，国家层面仍未

放松对物流用地的使用监管。同时，土地资源主要由

各地市政府进行规划利用，土地优惠政策集中于市

级政策之中。随着土地稀缺性和土地价值的提高，加

之物流项目开发日益市场化，融资手段日益多元化，

近年来，土地优惠政策支持力度有所下降。
2. 税收政策。税收政策主要集中于税收优惠，但

从目前国家级政策支撑力度来看，国税优惠力度并

不大，地方税收优惠是物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

构成。目前，江苏、四川、哈尔滨、南昌等省市均已明

确对生产性企业剥离出物流业务独立成立物流企业

的税收优惠，这为各地推动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3. 资金政策。资金政策在各级物流政策中均处

于重要支持地位。与“十二五”时期一样，国家级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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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主题和分支

土地政策

土地保障

土地优惠

土地使用监管

税收政策

税收优惠

生产性企业主辅分离税收优惠

资金政策

资金支持

融资支持

行政费用清理

水电气价格与工业同步

过路费清理/减免

其他行政收费目录清理

通行政策

通关效率

车辆通行权

物流通道开通奖励/补贴

培育重点

重大项目

技术创新与标准推进

统计分析与信息平台

人才政策

人才引进与培育

市场监管

放宽准入

简化审验

制度规范

信用体系

多方协同

排名

3

7

3

5

4

2

6

1

比例（%）

71.43
0.00
28.57

14.29
0.00

28.57
71.43

14.29
14.29
0.00

14.29
57.14
0.00

28.57
85.71
57.14

28.57

28.57
57.14
42.86
42.86
14.29

排名

3

5

1

3

7

4

6

2

比例（%）

73.91
0.00
6.52

56.52
0.00

43.48
84.78

34.78
23.91
21.74

6.52
15.22
0.00

23.91
15.22
36.96

39.13

21.74
23.91
08.70
30.43
23.91

排名

1

3

2

5

7

6

8

4

比例（%）

58.46
33.85
09.23

52.31
21.54

50.77
40.00

26.15
18.46
13.85

20.00
27.69
06.15

07.69
12.31
35.38

24.62

15.38
21.54
009.23
10.77
13.85

表 1 各级政府关于物流业发展的 8 大主题 22 个分支的政策统计①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级物流政策对融资支持具有相对较高的支持倾向，

市级物流政策则在资金支持上具有较高的支持倾

向。这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较为统一，国家级的金融

支持政策在全国具有较高的普适性有关。同时，各

级政府资金支持在现实操作中可叠加，即物流项目

在达到各级政府政策要求的情况下可申请多个级别

的政府资金支持。因此，政府资金支持与金融支持

在现实中并无较为明确的政策倾斜度差异。二者的

差异主要在于政府资金支持较为明确、直接且基本

无成本，各地在进行物流项目开发与建设时都具有

争取政府资金支持的积极性。而融资支持上虽然政

府也会适度给予一定的贴息、信贷等方面的支持，但

资金获取仍会有一定的成本，物流企业往往依据实

际需要酌情考虑是否争取融资支持。政策支持的重

点应当是政府资金切实为物流项目所用，融资支持

切实满足物流企业发展需要。

4. 行政费用清理。行政费用清理在实践中部分

省市在贯彻国家关于行政费用清理政策的同时，也

在不断探索新的降低物流成本的政策与措施，所形

成的行政事业收费清理政策支持的相关经验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加以借鉴。同时，也应注意到，省级物流

政策关于行政费用清理的描述比市级物流政策更为

充分，表明省级政府切实着力履行其在行政费用清

理中的主体作用。
5. 通行政策。通行政策主要包括通关效率、车辆

通行权、物流通道开通三个方面，其目的在于提升物

流联通水平与效率。国家级和省级物流政策涉及通

关效率和车辆通行权两个方面，仅大连、武汉、乌鲁

木齐、成都、昆明、贵阳 6 个城市确立了对物流通道

建设的支持性政策条款，主要通过奖励、补贴等方式

对航线开通等地区间物流通路建设给予支持。而物

流业的发展依赖于地区间物流通道的有效建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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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基于当地物流发展需要自发进行的物流通道

建设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物流通道，尤其

是西部地区各省市之间，以及他们与外部省市之间

物流通道建设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地市到省

乃至全国，都在积极进行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以提

升各级地市内外的联通水平。从国家到省市的交通

规划应充分兼顾物流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因此，国

家级、省级政策对物流通道建设的引导与支持对于

有效改善物流服务的基础环境、促进地区间建立更

为密切的物流联系、提升物流服务的广度与深度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完善车辆通行权

和通关效率将进一步提升物流运行效率，提升各级

物流体系服务能力。
6. 培育重点。与“十二五”时期培育物流品牌、

小微企业不同，当前物流政策的培育重点是重大项

目、技术创新与标准推进、统计分析与信息平台。
“十二五”时期，中国物流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大部

分地区物流企业以小型货代、运输企业为主，物流服

务功能不健全，物流服务方式粗放，服务水平低下。
为推动物流业快速发展，多省市提出了培育小微企

业、打造物流品牌的相关支持政策。但小微企业在

大型物流项目开发方面能力有限，组织化程度低，

“小、散、乱”现象突出，并未带来地区物流业的快速

发展，也未能形成相应的物流品牌。进入“十三五”
时期，各级政府均着力于重大项目与工程的建设，集

中有限的政府资源推动重大物流基础设施的建成与

物流升级改造工程的实现。与此同时，为优化物流

服务能力，提升物流服务效率，推动物流业向集约化

方向发展，各级政府均着力于推动物流技术创新与

标准推进以及统计分析与信息平台构建。从政策支

持力度来看，当前在重大项目、技术创新、统计分析

与信息平台三个分支上，国家级政策支持力度最大，

省级政策次之，市级政策最小。这一方面与物流重

大项目多自上而下分项目级别规划建设有关，同时

也与物流技术创新与标准推进以及统计分析与信息

平台的强外部性有关。
7. 市场监管。市场监管政策主要包括放宽准入、

简化审验、多方协同、制度规范、信用体系建设五个

方面。市场监管政策旨在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规
范的竞争环境，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引导更多企业

参与物流经营，推动物流主体多元化；以简化审验程

序提高物流企业登记成立与日常审验效率；以多方

协同实现对物流业发展的全方位引导与监管；以制

度规范约束物流主体行为；以信用体系建设实现对

物流主体的长效监督。从国家到省市，市场监管政

策的倾斜力度都较大，相比而言，国家级政策倾斜

度最高，省级政策次之，市级政策最低。其中，国家

级政策突出简化审验、制度规范和信用体系建立，

以规范物流主体为主要政策着力点；省级政策强调

信用体系建设、简化审验和多方协同；市级政策则

主要向简化审验倾向。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在于制

度规范上，省级与市级政策的倾斜度远低于国家级

政策，这一方面与下属省市对物流制度规范的关注

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级政策在物流规范制

定上的特殊地位有关。物流业涉及多省市的对接联

通，各省市需要在国家级政策的一致指引下进行制

度规范的建立。
8. 人才政策。虽然人才政策在 8 个政策主题中

的排名比较靠后，但是相较于“十二五”时期，各级

政府对人才要素的关注度有了较大提升，这与我国

物流业逐步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化方向发展转变

有着较大的联系。国家级物流政策明确了人才在物

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省级政府正积极探索物流

业专业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市级政府虽提出了人才

的引进与培育，但对此的政策倾斜度较低，目前大部

分城市相关政策描述较为宽泛，并无较为详细可行

的物流人才引进与培育办法。

四、关于中国物流业政策支持的展望

基于上述物流政策的内容分析不难发现：进入

“十三五”时期，物流政策体系所涉及的政策内容更

为全面，政策重点更为突出，政策倾斜更加明确。国

家级物流政策突出对产业发展的宏观引导与监管；

省级政府在推进国家级政策与市级政策衔接的同

时，更侧重在其权责范围内积极强化对物流业发展

的政策支持力度；市级政策则向物流设施建设、物流

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倾斜。随着物流政策的推进和

落实，我国物流业发展的成效也逐步显现：作为现代

服务业，物流业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显著提升；

物流基础设施与骨干网络建设初步布局完成，建成

了世界领先的公路网、铁路网、物流骨干节点和完善

的物流运营体系；拥有国际领先的物流技术和装备，

无人车、无人机、全自动无人配送中心已经出现，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智慧物流

等先进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应

当注意到，伴随着物流需求规模的扩张与层次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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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物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也长期存在：各地物

流业发展“小、散、乱”现象依然突出，服务功能较为

初级，服务方式较为粗放，处于低度发展水平，产业

附加值也处于低位。“十二五”时期末，我国物流业

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仅有 4.4%，与 2010 年相比

略有下降，距离《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
2020 年）》所确定的“到 2020 年，物流业增加值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7.5%左右”这一目标尚有较

大的差距。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物流业政策

在产业发展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要改变这一发展态势，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当前

中国物流业的发展阶段。与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

业不同，物流业是现代产业体系分工的结果，属于现

代服务业范畴。中国现代物流业萌芽于 20 世纪 80
年代，于 20 世纪 90 年代正式起步，当前尚处于探索

发展的成长期。社会各界均意识到了物流业发展在

各地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较为成熟

的发展模式，地区间发展也极不均衡，物流企业经营

模式、产业技术、服务功能不断更迭，互联网技术更

新迅速，除去发展中已经和可能出现的突出问题之

外，各级政府难以针对行业发展形成明确的产业发

展引导、技术服务标准、行业监管规范等，相关政策

的前瞻性与可操作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次，需要明确中国物流业发展的主体及产业

发展的动力机制。如前文所述，各级政府已经明确

了中国物流业应以市场化为主，需要充分发挥企业

主体的能动作用。当前，各级政府通过土地保障政

策、资本政策、技术创新与标准推进、统计分析与信

息平台等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以

放宽准入、简化审验引导更多企业进入物流领域，借

助土地优惠、税收优惠、行政费用清理、通道补贴等

政策降低物流运营成本，凭借车辆通行权、通关效率

等政策提高物流服务效率，并通过制度规范、信用体

系、多方协同政策对物流业进行行业监管。不难发

现，这些现行政策除重点项目外，多为普适性的支撑

性政策与监管政策，能激发物流企业主体能动作用

的针对性政策缺失，对物流企业乃至物流市场的促

进作用极为有限。
最后，需要明确中国物流业产业政策的走向。

产业政策的本质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非市场性

质的经济调控手段，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工具。
制定和推行产业政策是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实现形

式。就促进产业发展的目标而言，产业政策并非对

任何产业都具有同等的作用，产业政策本身也并非

是万能的魔杖，片面夸大产业政策作用是不可取的。
因此，对于物流业的产业政策建议可归纳为：要支持

资源整合，鼓励物流企业做大规模；加快物流管理、
技术和服务标准的建设和推广，进一步完善物流标

准体系；打破部门和地区间的分割和封锁，促进物流

市场的一体化建设完善相关制度，保障物流服务的

社会化和资源利用的市场化，促进物流业的空间合

理布局，以增强其空间利用能力。
基于此，未来调整中国物流业政策的内容体系，

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契合中国物流业实际，重构物流政策结

构。可将物流政策划分为保障类政策、培育类政策、
监管类政策与促进类政策，其中，保障类政策主要包

括对资本、土地、通道、人才等物流业发展所需要素

的支持政策，侧重于支持和鼓励物流基础设施和物

流骨干网络以及运输通道的建设，并与一定力度的

金融支持相配套；培育类政策主要包括为节省物流

企业运营成本而给予的具有一定时效性的税费减免

支持政策，侧重于增强物流企业内生动力，鼓励做大

做强，提升竞争能力；监管类政策致力于规范市场运

营，规范市场行为，建立竞争有序的物流市场环境；促

进类政策着力于将鼓励物流企业重点发展的方向与

其他各类政策之间建立条件关系，进而促进物流企业

主体向着各级政府所引导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以企业竞争推动行业技术革新等政

策内容的实现。即不再构建物流业的地方乃至国家

标准，鼓励企业建立企业标准，鼓励企业与协会联合

制定团体标准，并通过竞争方式将企业标准发展成

为地方标准乃至国家标准。在这里尤其强调鼓励物

流企业积极探索制定团体标准。这将有助于明确市

场准入标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市场主体的良莠不

齐，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物流企业的转型

升级创造规范的发展空间。此外，团体标准的制定，

有利于建立行业的准入机制，形成相对平等的竞争

主体，营造公平有利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行业的

规范发展，形成竞争有序的发展秩序；有利于加强企

业自律和行业管理，配合相关评级达标工作，形成标

准化的管理体系，促进企业和行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有利于宏观调控和监管的实施，以团体标准为参照

的监管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强化物流企业

能动作用，构建物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中国物

流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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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此表展现了各级政府政策支持主题的排名以及政策主

题与分支的政策文件数量占总政策文件的比重，由于一项政

策中所涉主题往往不只一个，因此各主题所占比例之和大于

100%。

参考文献：
［1］赵娴.我国物流业现行政策的分析与评价［J］.中国流通经

济，2006（6）：8-10.

［2］陈文玲.我国建立和完善现代物流政策体系的选择［J］.中
国流通经济，2009（1）：8-12.

［3］林勇，王健.我国现代物流政策体系的缺位与构建［J］.商
业研究，2006（18）：183-186.

［4］高鸿鹰，赵娴.我国物流业成长中的市场失灵与产业政策

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4）：19-25.
［5］王文举，何明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物流业发展轨迹、阶段

特征及未来展望［J］.改革，2017（11）：23-34.

责任编辑：武玲玲

Review and Prospect of Policy Support of Chinese Logistic Industry i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hao Xian，Pan Jianwei，Yang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Beijing Wuzi University，Beijing 101149，China）

Abstract: During 40 year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ese logistic industry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Policy
suppor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guiding and promo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logistic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policy support in Chinese logistics industry，and deepl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ficiency of Chinese logistics industry policy support based on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mes and branches of current
notional，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ogistic policies. According to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djust the content system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policy in the future. Firstly，we should agree with China's logistic
industry and reconstruct logistic policy structure. Secondly，we shoul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contents such as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enterprise competition.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logistics industry，logistic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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