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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贸物流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它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产品价格与产品销售，而且对于经

济结构的调整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武汉市商贸物流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于东部发达城市，但是，近几年经过国家、

省、市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培育，其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本文首先对武汉市商贸物流产业的发展进行了阐述，

并针对其发展商贸物流面临的一些问题， 即发展商贸物流产业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SWOT），提出了政策

建议。 

【关键词】商贸物流产业；SWOT 分析；武汉；内需 

商贸物流产业包括商贸业和物流业两个部分，两者间呈现相互依存的关系，商贸业是物流业的基础，物流业是商贸业的延

续。发展现代物流业可以降低商贸企业成本和流通费用，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优化与提升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增强中心城市

凝聚力。物流业与国民经济是协调发展的，我国近十年来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10%的上升，而物流业发展却相对滞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这对我国传统的商贸物流产业而言是一巨大挑战。2010 年，

我国物流总费用占GDP 比重约17.8%，比发达国家要高出一倍，物流效率是发达国家的一半。我国物流企业成本的居高不下，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物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2011 年，中央和地方在“十二五”规划中都将商贸物流产

业列为重点发展产业。 

一、武汉市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现状 

武汉市近几年来大力发展商贸业，直到 2010 年，全市社会物流总额已达 14861.12 亿元，年均增长 24%。其中，近五年来，

武汉市批发和零售业占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8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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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湖北省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目达到136 个，并且大多数市场集中在武汉。根据图1 可知，武汉市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和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成指数型上升，后续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 

在商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商贸业的支撑行业，武汉市的物流业2010 年实现增加值562.53 亿元，年均增长17.74%，

物流需求系数达到2.69。2009 年，武汉市货运运输量为34409.19 万吨，比2008 年增长17.5%，而水运、航空和铁路运输数量

却出现了下降态势；同样，武汉市2009 年货运周转量为1990.05 亿吨公里，比2008 年增长12.1%，而航空和铁路运输也相应下

降（见表1）。这与武汉市在中部的经济地位不相符，尤其是对于拥有大量水运和铁路运输资源的武汉来说，大力发展物流业需

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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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汉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SWOT 分析 

SWOT 用于分析一个企业或产业的竞争优势（strengths）、竞争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挑战（threats），

以便有利于制定企业或产业的未来战略。 

1、优势 

（1）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地理位置处于中部腹地，是中国中部地区（华中）的最大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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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心城市，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目前，其“铁、水、公、空、管”一体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已经基本完成，这

一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未来武汉商贸物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历史悠久的商贸文化底蕴。武汉从古至今是商贾名镇，汉商文化久负盛名，并且大汉口一直拥有“货到汉口活”的美

誉而闻名于海内外。在这一深厚的商贸文化底蕴的支持下，新形势下快速发展的武汉将秉承大汉口的商业精神，发展商贸物流

产业，服务中部，辐射全国乃至世界。 

（3）相对优越的教育支撑。武汉市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且

高校教育位于全国第三位。因此，有效利用武汉高校的人才资源，可以促进武汉的快速发展。 

（4）规模庞大的潜在市场。作为中部中心城市，武汉拥有华中地区2 万多亿消费潜在市场，并且与广东、浙江等省市的优

质客户资源对接，具有极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潜力。 

2、劣势 

（1）有效需求尚待启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武汉城市影响力辐射未能完全体现在商贸物流产业，有效需求不能得到

完全整合。因此，进一步提升武汉城市影响力，并且将其用于商贸物流产业上，可以进一步启动中部地区市场需求。 

（2）相关产业缺少支撑。武汉商贸物流产业发展不仅与武汉的经济息息相关，而且更需要中部地区经济的强烈支撑。为了

能够更好地发展商贸物流产业，武汉需要培养区域性的一流物流企业。此外，武汉商贸业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当地一流的龙头企

业支持。目前，武汉虽然有些物流、商贸企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支撑力度依旧不足。 

（3）产业集群化发展缺乏经验。武汉需要发展几个具有特色的集群化商贸物流园区，但是商贸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经验的缺

乏成为武汉市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在学习义乌等大型小商品市场经验的同时，武汉需要努力发现自身特点，

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商贸物流园区。 

3、机遇 

（1）国家相关物流产业政策的出台带来的机遇。2009 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促进了物流企业的

快速发展。2011 年6 月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工作，从税费、过路过桥费等八项政策为物流业减

负。这些政策将进一步加快企业规模的形成，提高物流企业效率，也为发展商贸物流提供了政策支持。 

（2）武汉市两型社会和城市圈建设促进了商贸物流业的发展。2007 年12 月，国家批准了以武汉为龙头的8+1 武汉城市圈

两型社会试验区，这给武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武汉市“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和提升发展现代

商贸业是加快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规定也给武汉发展商贸物流产业提供了政策机遇。 

（3）武汉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促进了商贸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武汉市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为其商贸物流产业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十一五”期间，其地区生产总值连续突破3000、4000、5000 亿元，2010 年达到5515.76 亿元。全市社会物

流总额达14861.12 亿元，年均增长24%。经济的高速发展直接导致商贸物流产业的快速进步。 

（4）外向型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带来的契机。2008 年，金融危机使得外向型的中国企业走上了内销的道路，而内销最大的

中转站就是武汉，武汉成为东南沿海企业产品的销售地，很多国内企业通过武汉商贸物流市场向全国销售。此外，东南沿海部

分企业向武汉等内地转移，也为武汉商贸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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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挑战 

中部周边城市商贸物流业的发展形成了竞争激烈的局面。与中部城市形成竞争的有：安徽的合肥商贸物流开发区、郑州国

际物流园区、以现代物流产业为支柱产业的太原市民营经济开发区、长沙金霞物流区、以及各个地方建设的物流园区、保税区

等。这些商贸物流区的发展使武汉商贸物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武汉市商贸物流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根据武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武汉在华中地区的影响力，建设具有

特色的商贸物流产业，比如，重点建设中部小商品集散中心、钢铁等金属交易中心、汽车贸易市场等。同时，也要认识到自身

的问题，避免无序竞争，浪费商贸物流资源。 

2、政策建议 

（1）加强政府宏观引导。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形势认识不清，经常出现迷茫的状态。因此，政府制定商贸物流产

业规划十分重要。扶持引导商贸物流相关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2）提升现代商贸物流服务水平。在政府完善城市建设的同时，企业也应充分利用好城市基础设施，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

时间需求，提高服务水平。建立商贸物流服务组织，协调生产企业、商贸物流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努力形成网状合作伙伴

关系。 

（3）重点建设特色商贸物流中心。首先，将汉口北商贸物流枢纽区建设成为中部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区域内拥有最全面

的商贸企业、物流仓储企业，实现集群化产业运作，商贸、物流一站式服务。其次，将新港阳逻物流园等其他八家物流中心建

设成依托园区优势发展的专业化物流园区，以提高物流园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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