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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发 2 号文件实施以来贵州省面临建立西南物流大通道与基地的机遇和挑战，分

析贵州区域物流发展的现状及不足，结合贵州区域物流发展的实际，提出贵州区域物流能力提

升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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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贵州

省要积极建设西南区域物流大通道，将贵阳市打造成区域物流中心，同时根据区位条件，将遵

义、安顺、毕节、六盘水等城市打造成物流节点城市，在贵州省内建设现代物流网络，联通周

边地区，打造西南物流大网络，通过科学规划、积极探索建立一批现代物流园区，同时培育引

进第三方物流，建立完善的物流服务体系，以完善的政策、税收财政体系支持贵州现代物流业

的发展。贵州物流面临着发展的重大机遇，而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成为发展的挑战。 

区域物流指的是一个经济区域内的物流体系，处于相同的法律、文化、社会制度的约束之

下，拥有基本相同的科技水平和装备水平，具有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最初的物流能力研究主

要集中在企业的物流能力，随着经济发展，区域物流能力逐步成为物流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

结合企业物流能力的定义，区域物流能力可以解释为区域物流体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从包含

协商、作业流程、仓储、营销等环节的过程中，对满足客户需求、整体作业、成本控制、效率

以及可靠性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为更好的评价贵州省的物流能力发展，本文采用的物流能力的

概念为在经济环境的制约下，物流主体利用物流载体(包括网络设计、信息、运输、仓储等的

协调以及物流运载包装等活动)完成物流客体的能力。 

在分析物流能力的具体方面时，将从物流主体、物流载体、物流客体以及经济发展环境等

方面进行分析。物流主体方面，主要涉及区域物流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力、成本控制

能力以及盈利能力、企业服务能力等；物流载体方面，主要涉及区域物流运输能力、仓储能力

、包装能力、装卸货能力、流通加工能力、信息流通能力等；物流客体方面，主要涉及区域社

会商品生产效率等；经济发展环境方面，涉及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法律体系、支持力度

等。 

 



1  贵州省物流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1.1  物流主体整体实力不强，潜力有待发挥 

1.1.1  物流企业规模较小，服务功能有待多元化。根据 2012 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数

据显示，2011 年贵州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数为 1740 个，居 31 个省市中的第

27 位；省内大部分物流企业为中小型企业，大部分物流企业偏小、散，盈利空间较小，缺少

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物流龙头企业，物流行业整体发展不成熟；全区物流企业偏向传统的货

运物流，包括货物的装卸、运输和仓储等方面，综合性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数量少，规

模较小，未能满足区域对物流行业在 SKU 管理、系统库存管理及分析、为客户量身设计仓库作

业流程及管理系统、保税仓库管理、RMA 库存管理、物流服务定制等方面的需求，难以提供专

业化、规范化、高效率、高水平的物流服务。 

1.1.2  物流领域管理体系不健全，区域协调能力弱。由于地处内陆，市场经济发展程度

落后于发达省份，贵州省经济发展仍受区域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贵州省内与物流有关的管理

部门包括交通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人事管理部门等多个部门，管理部门多导致物流体系

被划分为多个条块，各部分之间缺乏密切的横向联合，加上当前缺少统一领导、统一认识、统

一规划等集聚性功能，区域内难以形成高效的大物流体系。 

1.1.3  人力资源匮乏，需提升创新能力。从行业需求来看，2011 年贵州省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劳动力市场需求人员为 12409 人，行业人才需求缺口较大；从高学历人才角度来看

，贵州省内设置物流专业的高等学校较少，物流专业的教育与市场实际环境脱节，毕业生对物

流行业的工作实质、发展现状了解不足，适应周期长，未能很好的发挥高校在促进行业发展过

程中的作用；从研发创新来看，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金额为 363089 万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的 0.64%，不及江苏省研发投入占 GDP 比例(2.2%)的 1/3，全社会对科研的投入力度不足

，引致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严重落后于发达省份。 

1.2  物流载体资源匮乏，物流营运效率较低 

1.2.1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交通运输网络亟待提高。从交通道路覆盖情况来看，

2011 年贵州省路网密度为 9076.05km/万 km2，远低于江苏 15067.74km/万 km2，不足上海路网

密度(19900km/万 km2)的 1/2。从公路技术等级构成来看，2011 年贵州公路线路里程总数为

157820km，其中技术等级内公路 79643km，占总数的 50.46%。技术等级公路里程数中，高速公

里程数为 2022km，占总里程数的 1.28%；一级公路里程数为 164km，占总里程数的 0.10%；二

级公路里程数为 3831km，占总里程数的 2.43%；三级公路里程数为 8367km，占总里程数的 5.30%

；四级公路里程数为 65258km，占总里程数的 41.35%。技术等级外的公路站总里程数的 49.54%

。贵州公路结构中，等级公路仅占一半左右，以低级公路为主，公路网整体质量有待提高。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全省 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复杂多变

的地势地貌特征加大了贵州运输网络建立的困难。 

1.2.2  仓储设施建设需统一规划，资源浪费严重。自国发 2 号文件出台以来，根据建设

西南地区大物流通道与物流核心区域的建议，贵州省着手建立多个物流园区，各市州也逐步建

立行政区域内的物流园区与基地。由于尚未出台完整的物流发展规划，各地区自行建立的物流



园区较多。在建设过程中，部分地区未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运输网络的承受能力以及环

境的容纳能力，盲目跟风，许多物流园区与基地的建设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导致部分项目重

复建设，或者部分地区物流园与基地远超出区域所需的数目，消耗区域资源。 

1.2.3  物流信息技术应用不足，物流信息网络尚未建成。目前，贵州尚未建成统一的物

流信息平台，规模较大的物流企业有自己的信息系统，服务于自己的业务范围与对象，系统兼

容性和扩展性不强；规模较小的物流企业难以运用信息技术处理物流信息，仅在网络上的信息

平台公布相关业务信息，物流信息分散，不利于需求者寻找相关信息，进而导致客户资源不足

。政府相关部门、物流园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网络与信息联动并不完善，有效性较差。 

1.3  物流发展环境欠佳 

1.3.1  政策法规体系尚未健全。目前，贵州省有关物流行业的政策尚处在制定规划与发

展目标方面，对于区域内物流行业装载标准、计量标准、绿色行业标准等方面并没有明确的省

内规定，有关物流行业标准化运作、盈利能力划分、成本控制标准等方面并未形成统一的法律

法规体系，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足，同时物流行业商品与服务标准化尚未形成并推广

。在具体法律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各种新生经济形式与商品服务不断出现，

如第三方物流合作、仓储、标准化定制等形式的经济行为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

与确定，只能依照相似法律，导致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纠纷难以确定。物流行业的法律法规、

行业标准亟需完善。 

1.3.2  社会整体经济规模较小，制约物流能力的提高。2011 年，贵州省区域生产总值为

5701.84 亿元，江苏省为 49110.27 亿元，贵州省仅占江苏省的 11.61%；贵州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仅为 1751.62 亿元，江苏省为 15988.38 亿元，贵州省仅为江苏省的 10.96%。总体来看

，贵州省经济总量较小，社会消费总额远落后于发达省份，不能为区域物流提供大规模的物流

客体。 

 

2  贵州省物流能力提高路径 

2.1  以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思想为指导思想，科学规划 

贵州地理地貌复杂多变，生态环境脆弱，在发展现代物流业、提高区域物流能力的过程中

，必须以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思想为指导思想，积极探索适合贵州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趋势的现

代物流发展模式与路径，在规划建设物流园区、物流基地时，应充分考虑目标地生态环境承受

与容纳能力，并将生态恢复与保持作为物流规划的一部分，将被占地的生态以多种形式进行恢

复与保持，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贵州省物流能力。 

根据《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发[2009]8 号)及《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贯

彻落实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工作方案的通知》(黔府发[2009]28 号)，结合贵州实际，以科

学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为指导思想，积极编制《贵州省“十二五”物流业发展规划》与《贵州省

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确定贵州物流业发展的战略构想、战略目标与实施

步骤达成共识，对物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路径、政策支持体系、行业技术标准等做



统一的规范，根据发展规划建立包括《贵州省物流园区建设发展规划》、《贵州省农资和农村

日用消费品物流体系建设发展规划》、《贵州省快递物流发展规划》、《贵州省应急物流发展

规划》、《贵州省煤炭物流专项规划》、《贵州省矿产品物流发展规划》、《贵州省商贸物流

发展规划》以及各市州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建立起完善的规划体系，指导贵州省现代物流业的

发展，提高贵州省区域物流能力，实现建设区域物流大通道以及运转中心的目标。 

2.2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 

为更好的提升区域物流管理协调能力，结合科学规划，寻找适合贵州现代物流发展的管理

体系，将现有的分散资源整合，建立起一套多层次的科学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要将现有的

与物流发展相关的部门和职能良好的整合，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功能与作用，积极引导贵州现代物流行业的良性发展。同时结合财政、税收、信息、规章制度

等方面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高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区域物流能力的提高。 

2.3  打造物流园区，提高物流行业的聚集 

建立综合集约、专业标准、服务多元的现代物流园区，以贵阳为区域物流核心，遵义、安

顺、毕节、六盘水为物流节点，建立起现代物流园区网络，依托资源建立对物流组织进行高效

管理、依托物流服务实施经济开发的现代物流园区。选择区域重点扶持物流企业，鼓励其通过

战略重组与兼并、构建物流联盟等多种方式对区域资源进行整合，提高优良资源的利用效率，

改善不良资产，充实物流资源，并以此提高区域物流资源的运作效率，积极打造贵州物流行业

的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为动力源，带动区域物流行业的高质发展。积极对国有运输仓储企业

进行改革升级，加强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横向联合，提高区域物流行业的竞争实力，推动现

代物流业的发展。 

2.4  加大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建立完善高效的区域物流网络体系 

贵州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要以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为建设主线，积极推进综合运输

体系建设，将促进现代物流发展、提升科技进步和信息化水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

业、提高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作为主要发展方向，最终构建成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

输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交通总量要进一步扩大，交通建设质量更要同步提高，实现县县

通高速公路的阶段发展目标，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交通运输体系为发展战略目标，积极推进现

代交通网络的建立完善，打造陆海空协调发展的运输网，提高运输网络的营运效率，建立起完

善的区域物流网络。 

2.5  积极发展经济，扩大物流需求 

一是抓住战略机遇，积极开展经济合作。贵州省应主动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东部产业转移、国家大力支持贵州经济发展以及对口帮扶等战略机遇，结合地处大西南经济区

、泛珠三角洲经济区，毗邻成渝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的区位优势，根据

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展需求，积极发展优势产业，扩大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质量，促进贵州经济

更好更快发展。二是进一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工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导力量，贵州工业资源丰富，优势产业居全国前列，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利用贵州丰富的资

源优势加快推进工业经济的发展，带动第一、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区域经济实力。三是坚持工



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战略，带动贵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以农业现代化带动第一产业的高效、高产、优质发展，提高第一产业的

生产效率；以工业化带动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提高行业市场竞争实力、盈利能力与成本控制

能力，推动绿色集约化发展；以信息化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积极开展金融、旅游、教育、文

化等产业的发展，为第一、二产业发展提供现代服务；以城镇化带动社会发展，缩小二元经济

差距，充分带动贵州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2.6  积极培育与引进物流人才，建立物流人才库 

培养人才方面，积极完善高等教育中现代物流专业的培养方案，将在校学习与企业实习相

结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积极建立职业教育，培养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职业人才；建立企

业人才继续教育基金，鼓励企业人才进修，提升个人能力与素质。人才引进方面，建立人才引

进机制，完善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支持，包括户籍、住房、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内容，留住人才

。建立物流人才库，记录人才的进修、服务以及社会贡献等方面的内容，结合工作实际，对贡

献较突出的人才进行物质精神方面的鼓励与奖惩。 

2.7  鼓励物流技术的联合与创新，推广高效率的新技术 

一是进一步扩大产学研合作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机制，建立以需求为主导的研究体系，鼓

励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大学以及大中专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以及物流技

术研究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研发现代物流高科技，提高物流行业运转效率与盈利效率，

加强物流行业技术信息平台建设与技术信息交流网络，深入推进各利益方的合作创新。二是建

立物流技术创新资金支持机制，包括基金、风投、保险、税收优惠等，加大对物流及时创新、

更新改造的资金支持力度。三是规范技术服务组织机构管理，为技术推广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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