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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国物流业五大特征

同济大学中国交通研究院

我国物流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3 年，

我国物流业积极应对需求不足、预期减弱和灾害冲击等带来的挑

战，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加快构建，物流市场恢复整体向好，支撑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物流增效降本等各项工

作稳步突进，呈现以下发展特征。

一、现代物流基础战略地位突出 现代化物流强国开启新征

程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强调了现代物流的先导性、

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全面开启从“物流大国”迈向“物流强国”

的新征程，现代物流体系将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浙江、江苏、河南、河北等省份也纷纷以打造“物流强省”推动

省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和

效益，大力发展智慧物流、布局新型物流基础设施、培育壮大物

流企业、推动物流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融入区域发展格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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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物流基础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二、新发展格局稳步推进 内陆地区的物流枢纽地位不断提

升

新发展格局带动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迎来了大量承接产业

转移、延链补链强链新机遇，叠加开放大通道助力，重庆、郑州、

西安、长沙等城市已经实现由内陆腹地向开放高地的转变。按照

大通道、大枢纽、大口岸、大物流、大平台一体化协同发展趋势，

持续建设完善国家开放大通道物流基础设施，着力强化国际陆港、

综合保税区等枢纽平台资源整合和平台服务能力，在通道实体化

运营、组织中心建设、标准互联互通等方面发力，促进中欧班列、

中老铁路等品牌运营线路由上规模向提质量转变，将带动中西部

内陆地区的物流枢纽能级持续稳健提升。

三、物流市场存量竞争格局加剧 国有物流资源加速整合重

组

近年来，我国物流业社会物流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相关指

标增速逐步放缓，物流市场从“增量”向“存量”竞争转变。海

南、重庆、广西、新疆等 10 余省份，纷纷整合国有物流资源成

立省级的物流集团，以物流基础设施、仓储物流、国际货代、大

宗商品、数字物流以及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为主导，成为各省市整

合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抓手。民营物

流企业依然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积极推动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各

类市场主体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在绿色低碳、智慧物流、数据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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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急物流等前沿和难点领域，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

业模式创新，成为推动物流提质、增效、降本的领头雁。

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深入推进 现代物流体系向县域下

沉

农村作为扩大内需最大的增量空间，畅通农村物流体系，是

实现乡村振兴和释放消费潜力等基础支撑。随着县域商业体系、

物流配送体系和农村电商等发展不断成熟，我国农村客货邮融合

发展从“试点示范”迈入“全面覆盖”阶段，县域物流现代化建

设开启新篇章。政府端将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加

快寄递物流设施补短板，在“多站合一”、“一点多能”的基础上

进一步实现农村物流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另一方面，电

商快递企业持续挖掘下沉市场，将促进产业生产不断完善，以平

台或联盟的形式开展设施共用、物流共享和业务共赢，全面释放

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乡市场潜力。

五、多式联运制度环境逐步完善 端到端物流解决方案更趋

多元

我国多式联运已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关于加快推进多

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发展的意见》《多式联运货物分类与

代码》等政策、标准的印发实施，为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

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未来，多式联运“一单制”“一

箱制”法规制度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将更加

紧密，形成更加完善的物流网络。在此基础上，运输、物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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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机会通过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空陆联运、高铁快运等方式，

探索更加高效、智能、环保的运输方式，创新物流解决方案、升

级端到端履约服务，推动端到端供应链解决方案趋向多元化。

报告执笔人：

彭晨鹏

编辑：徐静怡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康路 100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