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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驰  观  察
2024 年第 7 期（总第 32 期）            2024 年 3 月 1 日

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看 2024年物流发展关键词之一

（总体篇）

本文基于 2024年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

政府工作报告，对各省区市“物流”发展的重点工作进行梳理，

提取 2024 年物流发展关键词，为研判物流发展趋势提供参考借

鉴。

“物流”关键词整理情况

31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有 30个提到了“物流”，

重庆、安徽、四川、湖南、天津分别提到 19、15、12、10、10

次，位居前五。

图 1 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及“物流”次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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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流”进一步延伸，广东、重庆、四川、海南、上海政

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到“枢纽”13、11、10、10、10次，湖北、

安徽、四川、广东、上海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到“供应链”

10、4、4、4、4次，

图 2 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枢纽”次数统计

图 3 各省区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供应链”次数统计

整理各省区市与物流相关的重点工作，发现 2024 年物流发

展围绕以下关键词展开：

关键词 1：国家物流枢纽

自 2018 年《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发布以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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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改委已经陆续公布了五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212个国

家物流枢纽中已有一半以上进入布局建设阶段，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进入提质增效期。2024 年重庆、四川、广西、湖南等省市均

将国家物流枢纽、综合货运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等建设

作为提升物流发展能级的重要抓手。

表 1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重点工作（部分）

省区市 主要内容

河北 加快国家物流枢纽、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

广西 推进南宁、钦北防、柳州、凭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广东 加快国家物流枢纽和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福建 深入实施厦福泉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工程，建好国家物流枢纽

城市和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安徽 推进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争创安庆港口型、阜阳商贸服务型

国家物流枢纽

湖南 做好国家物流枢纽、现代流通战略支点、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等建设

山东 提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辐射能力

辽宁 加快沈阳、大连、营口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支持锦州创建国家物流枢

纽

江西 推进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重庆 完善“五型”国家物流枢纽功能，增强物流协同服务能力

云南 申建新一批国家物流枢纽和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四川 推进 5个国家物流枢纽、3个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和 3个国家骨干

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关键词 2：降成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有效降低全社

会物流成本。各省区市从完善现代物流体系、优化营商环境等出

发，提出了 2024 年物流“降成本”的重点工作。例如，广东省

提出大力实施“降成本”行动，包括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健全港

区、园区等集疏运体系，引导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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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转水”，推动大型物流企业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服务

等。湖南重点打造“三化”一流营商环境，以降低综合运营成本

为主攻方向，综合运用政策、金融、服务等手段，降低企业制度

性交易、物流、融资、用能、用工等成本，打造低成本“洼地”。

青海、河北将实施降低物流成本行动。吉林、重庆、贵州等将出

台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具体举措。

关键词 3：开放平台

2024 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的开局之

年，各省市区高质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落实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八项行动，均将提升国际物流枢纽和综合保税区、优化

布局中欧班列、创新发展跨境电商等作为物流发展重点。

表 2 物流业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重点工作（部分）

省区市 主要内容

山西 增开中欧班列，开辟更多国际航线

山东 增加中欧班列“上合快线”“日韩陆海快线”线路，创新发展跨境电

商、冷链等特色班列，支持申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青海 加快构建“南下、西出”开放大通道，巩固中尼贸易陆路通道合作，

提升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功能，加快推进格尔木国际陆港枢

纽工程，推动国际货运班列和铁海联运专列提质扩容

内蒙古 推进开行中欧班列扩容提质，加快建设满洲里、二连浩特中欧班列基

地和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中欧班列集散中心，打造智慧海关、智慧口

岸，力争始发班列总量增长 10%以上

江苏 促进中欧班列、洲际客货运航线扩面提效

关键词 4：县域物流体系

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

的农村商业体系，离不开县域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模式的支撑。

2024 年各省区市将围绕进一步完善县域物流冷链基础设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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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县乡村电子商务和物流快递配送等工作，持续完善县域物流体

系，推进县域商业创新发展。

关键词 5：农产品冷链物流

2024年 2月 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

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发布，指出要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优化农产品

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建设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并在县域产地

布局建设公共冷链物流设施。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将

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注入全新的动力。福建提出深化农村三

产融合，加快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发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观光农业。河北重点推进“河北净菜”

进京，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发展农产品电商、乡村休

闲旅游等业态。黑龙江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完善

现代冷链物流配套体系。海南大力发展农村冷链物流、电商直采、

定制农业和精致农业。山西、吉林、湖北、青海、海南等省份均

提出完善农村物流寄递体系建设。

关键词 6：产业升级

我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驱动资源整合、产业

升级成为下阶段的重点任务。人工智能、无人配送、数字货运等

新业态新模式的加快应用，加速推动传统物流产业向高端化、智

能化转型，吉林提出推进东北地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共建物流、

能源通道和科技创新、制造业走廊。四川提出推动现代物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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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融、科技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天津围绕

航运物流服务，引育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新疆将运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促进旅游、商贸、物流、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转

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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