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现代物流政策体系研究 ， 是我市开展
“大调研” 工作格局以来形成的首个比较系统的调
研成果， 也是我市物流业政策研究的重要突破，
这项研究为加快全市物流业发展， 提供了政策层
面的支持。

现代物流业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
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脉和基础
产业， 其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 物
流业所蕴涵的巨大潜力正日益受到政府、 企业和
学术研究领域的高度关注。 我国自改革开放初期
引入物流理念以来，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和引
导下， 各地把发展物流业作为一项涉及经济全局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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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性产业来抓， 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 物流
业正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和新的增
长点。

兰州处于西部内陆地区， 要想克服区位上的
不利影响， 充分融入国内外市场， 更应高度重视
发展物流业， 这对于调整全市经济结构、 优化资
源配置、 改善投资环境、 扩大对外开放和提升企
业竞争力， 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目前， 兰
州物流业发展正处于高速增长的上升阶段， 各种
物流要素如功能要素、 支撑要素、 装备要素以及
仓储配送、 装卸搬运、 流通加工、 信息处理等都
有了长足发展， 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
展前景。

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 每一个新兴产业
的成长都离不开政策环境的扶持和引导。 物流业
的发展也不例外， 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物流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 逐步完善物流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
等宏观环境， 以有效地引导和促进其发展。 目前，
兰州市现行物流政策体系尚处于探索完善阶段，
尤其是针对物流业加速发展的实际， 需要在政策
的制定、 理念的创新和工作的落实上逐步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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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为了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 结合全市 “继续

解放思想， 推动科学发展” 大讨论活动和 “大调
研” 工作格局，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专门力
量， 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完成了《兰州
现代物流政策体系研究》 一书。 该书的许多内容
是我市尚未深入研究或较少涉及的问题， 具有较
强的针对性、 适用性和一定的创新性。 该书设计
的物流政策体系， 对于营造有利于全市现代物流
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确立物流业在各个产业中的
地位、 创新物流政策理念、 落实物流政策措施、
引导物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都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 全市上下都要提高对发展现代物流业重要意
义的认识， 以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 高效的服务
管理、 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健全的法制环境， 共同
促进物流业在兰州的发展和繁荣。

二○○八年十二月十日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兰 州 市 市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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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物流效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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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物流国际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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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贸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二） 物流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三） 交通运输网络更加健全

（四） 物流信息水平稳步提升

二、 制约兰州物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 发展观念滞后

（二） 管理机制不顺

（三） 物流成本偏高

（四） 企业规模偏小

（五） 物流信息不畅

（六） 专业人才短缺

三、 兰州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总体框架和思路
（一） 功能定位

（二） 基本原则

（三） 总体框架

（四） 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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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优化发展环境政策

（四） 健全信息平台政策

（五） 落实智力支持政策

第四章 构建服务于兰州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一、 构建服务于兰州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基础政策

体系
（一） 构建兰州物流市场体系

（二） 规范兰州物流市场秩序

（三） 扶持物流园区发展

（四） 给予物流企业优惠的土地政策

（五） 给予物流企业优惠的税费政策

二、 构建服务于兰州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体系

（一） 强化财政对物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二） 加大金融业对物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三） 简化口岸通关程序

（四） 给予物流企业享受公共事业服务的价格优惠

政策

（五） 给予物流企业运输车辆相关便利政策

三、 构建服务于兰州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保障政策
体系

（一） 构建全市物流行业信用体系

（二） 建立物流技术标准化体系和创新体制

（三） 健全物流信息统计制度

3· ·



四、 构建服务于兰州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协调政策
体系

（一） 完善市级领导联系重大物流建设项目制度

（二） 成立兰州市物流行业协会

（三） 加强对物流工作的综合组织协调

第五章 建设东部城区物流基地的激励政策
一、 建设东部城区物流基地的背景、 意义及指导

原则
（一） 东部城区物流基地项目建设的背景

（二） 东部城区物流基地项目建设的意义和目标定位

（三） 东部城区物流基地项目建设的指导原则和方式

二、 建设东部城区物流基地的激励政策
（一） 土地政策

（二） 税费政策

（三） 补偿政策

（四） 招商政策

（五） 基地建设

（六） 资金保障

第六章 建设兰州主城区农贸市场的政策建议
一、 主城区农贸市场基本现状
二、 建设主城区农贸市场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

（一） 总体思路

（二） 工作重点

三、 建设主城区农贸市场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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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规划建设农贸市场

（二） 分步清退马路市场

（三） 确保城区农贸市场建设用地

（四） 强化政策扶持力度

（五） 积极拓展筹资渠道

（六） 切实加强市场管理

第七章 城郊及三县物流业发展的政策要点
一、 搞活农村市场的基础政策
（一） 实施 “双十市场工程”

（二） 支持工业消费品下乡进村

（三） 加快农资连锁配送中心建设

（四） 积极扶持农产品营销服务组织

（五） 支持兴办农村非公物流企业

（六） 加快培育农村物流人才

（七） 推进农村物流信息化建设

（八） 加快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九） 加强农产品 “绿色通道” 建设

（十） 大力发展农村外贸物流业

（十一） 充分发挥农村物流协会作用

（十二） 规范农村物流市场秩序

二、 实施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扩容升级的配套
政策

（一） 大力建设 “农村小超市”

（二） 加快建设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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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优惠政策

（四） 财政优惠政策

（五） 税收优惠政策

（六） 工商管理优惠政策

（七） 车辆交通管理优惠政策

（八） 融资优惠政策

（九） 人才优惠政策

三、 加快发展城郊及三县物流业的主要政策
（一） 加大农村物流业资金投入

（二） 加快农村仓储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三） 改造提升供销社网络主渠道

（四） 建立健全农村物流法规体系

（五） 强化农村物流工作目标管理

（六） 落实户籍政策和政治待遇

附录 国务院关于印发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
通知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
流业发展的意见
商务部关于加快我国流通领域现代物流发
展的指导意见
兰州现代物流政策体系研究课题组赴苏州、
杭州、 昆明市学习考察报告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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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章 绪 论

现代物流业已经成为继制造业和商业之后的第三利润源
泉。在我国，沿海城市为构筑现代流通平台，集聚物流，加快经
济发展，发起了抢占“物流中心”制高点的战略行动：天津摆开
要做北方物流“盟主”的阵势；上海立志要成为全球物流的中
心枢纽，其物流业产值以年均22%的增幅迅猛发展；广州声称
要建设亚太地区最大的物流中心；福建借物流业发展迅速之
机，采取六大措施构筑物流中心制高点。

兰州发展物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
自古就是丝绸之路商埠重镇的兰州，现已发展成为现代中国
32个物流中心城市之一，成长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物
资集散地和商品交易中心。目前，正在开工建设的兰州铁路枢
纽、兰成铁路、兰渝铁路、兰新客运专线、宝兰客运专线、兰州
机场扩建工程，以及以兰州为中心的高速公路网的扩建和延
伸，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兰州物流业发展的优势、层次和地
位。大力发展兰州物流业正逢其时，制定兰州物流业发展的政
策体系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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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润源泉———兰州现代物流政策体系研究

一

物流(Physical Distribution)一词来源于美国，1915年美国
学者阿奇·萧在专著《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物流”
一词，被视为物流理论的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
围绕战争供应创立了“后勤”理论，将战争时代的物资生产、仓
储、运输和配给等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配置，以达到战
略物资补给成本低、速度快的目标，物流概念也由此正式产
生。

20世纪50—80年代，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开始将物流概念
引入生产领域，注重生产领域内的物流发展，通过降低生产成
本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间竞争又逐
渐转向非生产领域，以降低物流系统成本作为新的竞争焦点，
企业开始把发展物流服务作为获得市场优势地位的重要战
略，物流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新技
术的应用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传统物流业开始向现代物流
业转变。现代物流成为涵盖运输迅捷化、仓储自动化、包装标
准化、装卸机械化、加工配送一体化和信息管理网络化的综合
产业，竞争的方式也由单个企业对单个企业的竞争变为产业
链与产业链、供应链与供应链、需求链与需求链之间的竞争，
其核心是整个链条对市场的快速响应能力，而快速响应能力
的核心则是加快流通的速度，特别是物流的速度。物流产业的
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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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和销售等环节都由国家控制，企业没有自主决策的空
间，物资不能按市场需求进行有效配置。所以，该时期内我
国经济领域中基本没有物流的概念，更缺乏对物流的理论研
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各级政府逐渐认识到
发展物流业的重要性，各地纷纷建立起物流园、物流基地和
物流中心。同时，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物流企
业，这些物流企业大多是由原运输企业、仓储企业、商业企
业或工业企业等改造重组而来。此时虽然有少量物流企业根
据现代物流运作规律进行经营管理，但大多数企业还是处于
借鉴、学习和探索的阶段。如中国最大的物流公司中远集团
在改革之前，企业还没有形成现代物流的框架，而刚刚进入
中国的航运巨头马土基集团就已经在中国开设了11个分公
司，业务覆盖了我国几乎所有重点货物的流通区域。直到进
入21世纪，国内对物流的研究才从流通领域逐渐向生产领域
渗透，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的兴起对物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中国物流企业与世界物流企业也加强了合作与交流，
使我国物流业发展开始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之路。

二

我国物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沿海大城市
群为中心的四大区域性物流圈格局。即：以北京、天津、沈
阳、大连和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物流圈；以上海、南京、杭
州和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物流圈；以厦门和福州为中心
的环台湾海峡物流圈；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物
流圈。这四大物流圈以滚动式、递进式的扇面辐射，带动中

第一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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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润源泉———兰州现代物流政策体系研究

西部地区联动发展，激活融通全国范围内的物流、人流和信
息流，带动了我国“大物流”的发展格局。国内一些特大城
市也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物流中心，并以交通运输干线为框
架建立了多条物流通道，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点—轴—面”
系统已显雏形。
全社会货物运输量持续增加。在良好的宏观经济背景

下，交通运输部门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大力开展结构调整
和企业重组，重点提高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保证了交通运
输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东部经济发展较快以及对外贸易的连
年攀升，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持续增长，2008年达到17.01
亿吨，增长率为7.12％，对外贸易总额突破9000亿美元。但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社会货物运输在一定程度上由
出口转为内销，这必将刺激国内物流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方物流服务蓬勃兴起。目前中国每年与物流相关的

总支出近21000亿元，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20%~25%，
第三方物流市场潜力非常大。根据中国仓储协会的调查：有
57％的生产企业和38％的商业企业正在积极寻找物流代理
商，企业对第三方物流的满意度也在逐步提高。目前企业的
物流需求主要是货物配送，但也强调物流全面代理的形式，
需要第三方物流为其提供一体化的全程服务。同时，市内配
送、城区远郊配送和农村市场配送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物
流管理、物流决策等也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
物流技术装备水平迅速提升。由于近年来我国企业生产

规模不断提高，生产设备与物流设备的更新速度进一步加
快，尤其在汽车、烟草、药品、家电等行业表现明显。为了
适应市场需求，国外物流装备制造商不断研发新产品，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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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国企业的物流装备也在
积极升级（如华为、海尔等公司均建成了高标准的物流系
统，对企业自身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邮政、机场、
连锁商业等配送中心和分拣设施的建设也有效保证了物流系
统的高效率运行。因此，物流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将为我国
实现物流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
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现代物流业。2001年3月，国家6部委

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发展现代物流的总体目标是积极采用先进的物流管理技术和
设备，加快建立覆盖全国、区域、城市、农村等多种层面
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
物畅其流、快捷准时、经济合理、用户满意的社会化、专业
化现代物流服务网络体系。2001年底，中国制定了未来5年
物流配送发展初步规划，加快推动物流业的全面发展。该规
划包括扶持和规范发展一批第三方物流企业，争取“十五”
期末社会化配送企业比重达五成以上；培育若干条贯通全国
并且开展国际配送业务的联运干线；构建全国性的商品物流
配送绿色通道；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及主要商品生产集散地和
交通枢纽建设若干规模合理、运作规范的现代化商品物流中
心和专业化配送中心，构建全国性物流配送网络等多方面内
容。
现代物流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为各

级政府所重视，不少省市把发展现代物流列入了重要议事日
程。上海市政府在“十五规划”中把现代物流列为上海市四
大新兴产业之一，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发展；天津市政府把现
代物流作为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并由主管市长负责，组织20

第一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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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润源泉———兰州现代物流政策体系研究

多个有关部门研究出台了《天津市现代物流发展纲要研究报
告》；深圳市为提升综合经济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把发展
现代物流、高新技术和金融同时列为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三大
支柱产业，编制了《深圳市“十五”及2015年现代物流发展
规划》。
物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尽管我国物流业已经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本身发展时间较短，而且产业规模
较小，水平也较低，其产值占GDP的比重一直不高，到2007
年也仅为8.2％。目前，我国物流业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物流企业专业化程度不高，尚未形成规模化的配送网
络，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也亟待提升；二是上游企业搞“大
而全”或“小而全”，造成物流成本过大，浪费惊人；三是
我国交通运输仓储业的现代化水平较低，物流中心建设和集
装箱运输等方面发展缓慢，商品在物流过程中的破损率和运
输成本较高；四是物流服务层次较低，物流企业一般只能提
供分段的物流服务，尚未形成完整的物流配送供应链。

三

1980年到2004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从3600亿美元扩大
到21000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增长的主要是生产类物流服
务和消费类物流服务。现代物流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和经济增长的利润源。兰州要盯住这一发展态势，抓住这一
战略机遇，发挥自身独特的比较优势，抢占物流发展的制高
点。
商贸流通是发展我市现代物流业的支柱优势。兰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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