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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国物流业五大趋势

同济大学中国交通研究院

2024年 2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联接生产和消费、

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

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024年，我国物流业将迎来 AI大模型、

数字化、跨境市场等新机遇。我国物流业发展继续融入国家发展

战略，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围绕降本增效、绿

色低碳、韧性安全、创新驱动等关键词发展，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一、高质量发展催生物流新需求 细分专业领域发展潜力巨

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把坚持高

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是适应现代

产业体系对多元化专业化现代物流服务需求的必由之路。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持下，以服务与解决方案的落地

为核心的“物流即服务”（LaaS）业务将带动物流业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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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业深化融合，集成商贸、物流、金融、信用等综合服务，形

成具有产业特色的物流产业盈利模式，冷链物流、即时物流、数

字货运、跨境电商、低空物流等细分新兴领域也将迎来快速发展。

二、物流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  ESG体系成为物流治理新

标配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向驱动下实现快速发展，物流行业从“减

碳”到“脱碳”的绿色低碳转型进展迅速，中外运、顺丰、京东

等物流企业从社会责任和企业可持续发展需求出发，主动引领行

业绿色创新。未来，物流企业将从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建设出发，进一步深化探索 ESG的具

体实践，聚合 ESG视角与生态化资源，开展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绿色运营、绿色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等多重实践，主动参与

完善 ESG评估标准体系建设。政府、行业和社会从 ESG治理切入，

将持续建立完善 ESG监管、评级、投融资等多重保障体系，为物

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高频高损冲击成为“新常态” 物流韧性能力提升迫在

眉睫

在疫情、自然灾害、地区冲突等高频高损冲击成为“新常态”

的背景下，提升物流供应链韧性逐渐成为国际共识。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积极打造韧性交通体系，我国《“十四五”现代物流

发展规划》提出要“提升现代物流安全应急能力”“强化现代供

应链安全韧性”。随着我国经济加快融入全球市场、“走出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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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进一步提速，物流业保供稳链的作用将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

企业认识到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物流供应链规划与挑

战的考虑因素之一，持续加强供应链安全风险监测、预警、防控、

应对等能力建设，发展应急物流，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与稳定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四、通用大模型加速物流行业变革 数据成为物流新质生产

力

AI 大模型引领的新一轮技术变革为物流业发展带来了全新

机遇，科技型企业纷纷进军物流大模型领域，通过与大数据、物

联网等前沿技术及物流供应链理论的融合应用，实现更精准的需

求预测、提升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和可追溯性，推动新质生产力加

速赋能物流增值服务。随着 AI 大模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数据

二十条”“数据要素×”等政策举措的相继出台，数据要素的作

用和价值将更加凸显、应用广度和深度将大幅拓展，赋能供应链

数字化平台、智慧仓储、智慧园区、智能驾驶等新型运作方式蓬

勃发展，提升物流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物流业数智化

转型和物流新质生产力形成。

五、“一带一路”迈向新十年 物流“跨境出海”进入新阶段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我国物流企业深度嵌入国际物流产

业体系，为基础物流工程建设、优化寄递服务品质、促进跨境贸

易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站在新起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发

展动力保持强劲，同时助力全球价值链重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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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的使命更加突出，物流“跨境出海”将迈向全链路业务整

合和全球化多点布局发展新阶段，实现以规模化、网络化、平台

化为特征高质量发展，沿线优质物流资产投资、国际供应链服务

延伸、地面业务团队搭建将成为物流“出海”发展重点，通过快

速建立全球化物流服务能力，畅通供应链，服务产业链、融入价

值链。

注：原文刊载于《中国交通报》2024年 2月 28日 物流·快递 8版。更新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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