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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商务物流具有时效性强、服务空间广、供应链条长等特点，徐州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对于发

展电子商务物流有较好的支撑作用。在梳理了徐州市电商物流发展概况及其面临形势的基础上，对徐州市电子商务

物流发展战略进行研究，重点从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物流工程、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工程、发展社区城市配送物流

工程等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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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徐州是华东的重要门户城市，位于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交界，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优势，对于

电子商务物流的发展有较好的支撑作用。2016 年徐州快递业务量 7528.9 万件，快递业务累计收入 63975.3 万元。物流与电子商

务的共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徐州市电商物流的产业配套环境，电商物流企业仍然存在“小、散、弱”的发展格局，农村

电商第三方物流覆盖不足，城区电商物流竞争激烈，物流资源整合难度大，物流服务集聚区功能亟待提升。

1 徐州市电子商务物流发展概况

从政策环境方面来看，作为全国第二批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徐州物流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初步建立，《徐州市创建国家

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实施方案》、《徐州市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内河水运发展的实施意见》、《徐州市物流寄递

业治安管理规定》等行业文件相继出台。

从经济方面来看，2014 年度徐州市物流产业收入达 1860 亿元，增长 17.7%，累计至 2015 年，徐州市注册的物流公司有上

千家，营业收入 800 多亿元，物流产业的增加值所占 GDP 比例逐年增加。2015 年徐州市快递业务量完成 9240 万件，快递业务收

入达 8.5 亿元，入选全国快递收入前 50名城市，其中异地快递量达 7436.85 万件，占总量的 80.48%，同比增长 78.8%，同城快

递量达 1788.77 万件，占总量的 19.36%，同比增长 1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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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系建设方面来看，徐州市于 2015 年 7 月，获批为全国第二批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获得 5000 万中央财政补贴，并在

以下方面进行标准化探索和尝试：一是推动标准托盘在综合性物流园区内的流转及循环共用；二是推动供应链标准托盘在大型

商贸连锁企业的流转及循环共用；三是构建标准托盘社会公共运营服务体系；四是健全完善物流行业协会的服务平台及规范。

目前，市商务局联合市质监局、财政局及第三方机构完成对第一批试点项目验收，第二批试点企业和项目已公示实施，预计 2017

年底全面验收。

从平台建设方面来看，2015 年，徐州雨润农副产品全球采购中心建成投产，万吨保鲜大蒜运输冷储加工扩建项目和农产品

生鲜加工配送中心等冷链物流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建设任务。2015 年，“徐州港电子商务平台”正式运行，利用“互联网+”联系

港口线下服务，将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四流进行有效整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客户提供全程供应链服务，荣获

“中国电子商务物流优秀服务商”称号；新建成的大沙河电商物流园占地 21.33hm2，建筑面积约 4 万 m2，目前入驻企业已达三

十多家，园区设物流仓储、电商集聚、产业综合配套及商务生活配套四大功能区域，园区入驻企业可享受“一站式”服务。2016

年，标志着开发区物流进入了“互联网+”的新时代的安必信平安电商物流产业园开工建设，项目基于“互联网+工业”，致力

于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一个集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仓储、电子商务等为一体的电商产业园区。

2 面临的形势

2.1 电商物流需求高速增长

随着徐州市农村电商、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以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水平的提升，电子商务不断向经济、社会和人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随之而来的是高速增长的电子商务物流需求。

2.2 电商物流服务质量急需提升

随着网购及移动电子商务的普及，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质量急需提升。2016 年 9 月《电子商务物流服务规范》正式实施，规

定了电商物流的服务要求、服务能力和作业要求，以全面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2.3 电商物流业向智能化发展

随着 DT 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智慧仓储、自动化分拣、智能快递柜等先进技术得到推广应用，电商物流数据化、

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

2.4 跨境电商物流快速发展

徐州市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则中的重要节点城市，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机遇。跨境电商将借力进入高速发展期，

必然要求跨境电商物流快速发展。

3 徐州市电子商务物流发展战略的建议

3.1 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物流工程

首先要合理规划农村的物流基础设施，打造“综合性物流中心—乡镇配货中转站—村级物流代办点”物流网络平台体系。

农村物流基础设施不仅仅是延伸到农村的铁路、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还包括分布在村庄里的物流网点、物流信息平台等基础

设施，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要兼顾这两个方面，从整体上合理规划物流网点的地理分布，科学确定各级物流中心的规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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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加强农村物流的信息化建设，开发多层级物流信息处理系统，提高运作效率及服务水平，实现城市—县—乡镇—村的多级

物流结构，保证信息传输渠道双向通畅，完善物流信息系统从收集、传输、处理到反馈的各项功能，形成完整的农村物流信息

平台；第三，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刻不容缓。从供应链管理的思维出发，优化农产品物流路径和节点设计，对农产品供应链中

的加工、包装、库存、配送等环节制定符合现代物流技术的标准，引导和鼓励各物流公司跨区域冷链业务合作，整合冷链货运、

冷链中转中心、落地配送公司等多种物流资源，优化冷链流通。

3.2 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工程

一是依托淮海经济区现代物流服务枢纽，整合跨境电商基础服务、国际物流综合服务、跨境金融保险服务。使得跨境电商

企业通过点击鼠标完成报关、国际货运、海外清关及海外仓储的整体过程，通过平台授信即可获得融资，降低通关、物流等跨

境供应链成本；二是租用公共外库海外仓，此区域主体功能是借助铁路、水运和陆路运输为支撑，以智慧商旅物流的国际商品

展示采购交易、跨国电子商务和大型免税超市等业务为依托，设立公共外库和海外仓服务功能。为国内大型电子商务公司提供

区域中转仓服务的同时，也为多个国家电子商务公司或厂家在国内设立“海外仓”提供服务。成为加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与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区域，开展商旅物流、经济技术合作的示范区。

3.3 发展社区城市配送物流工程

一是推广“够快城市共同配送”类方式，集合了“快递+社区+电商”三种模式于一体，打通入户最后一公里，服务半径在 3～

5km 范围内，达到真正的快速、便捷；二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在小区、校园、农村村委会等区域设置自助快递柜，解决快递

物流最后 100m 问题。客户可通过输入快递公司发送至手机上的密码自助取货。三是整合有充足业余时间的优质人力资源，发展

众包物流，并帮助中小型店铺和企业突破地理位置、店面规模等因素限制，扩大营业范围，实现产品点对点直达全城。

3.4 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一要综合协调，在市级层面，由发改委、国土资源局、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电商物流业的指导和管理。县级政府

有关部门也应协调配合，统筹推进电商物流规划实施工作；二要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支持电商物流企业建设和改造交通配套设

施，支持电商物流园区建设信息平台，提高物流设施信息化及智能化水平；三要改善投融资环境，适当降低对物流园区投资强

度和税收强度的要求以吸引入驻，并鼓励物流园区各企业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鼓励传统物流公司往电商物流领域渗透，鼓

励现有电商物流从快递往供应链管理转型升级。对于电商物流示范园区，有关部门可根据具体项目情况予以投融资支持。

3.5 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力度

政府加大对电子商务物流的资金支持力度，并根据财政增收情况逐年增加，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传统物流公司往电商物流领

域渗透、现有电商物流从快递往供应链管理转型升级；鼓励第三方电商物流龙头企业在徐落户，对国际排名前十或国内排名前

三的电商物流企业在徐设立全国性、区域性、功能性总部的，分别给予一定补助；支持电商物流创新发展模式。鼓励电商物流

创新，对农村电商物流、跨境电商物流、城区物流配送等关键模式的创新突破予以扶持。

3.6 加强电商物流人才引进和培养

以网络招聘、专场招聘会、赴外招聘等多种形式来搭建人才供需交流平台，为企业引进紧缺电商物流人才。另外加强校企

电商物流人才合作培养，引进高校专业老师及优秀毕业生；实施“走进来”培训，引进国内优质培训机构，为政企提供电商物

流相关培训；实施“走出去”培训，参观学习国内外先进电商物流经验，接轨电商物流发展新形势。由政府出资，每年从电商

物流示范企业中选取中青年优秀人才去外地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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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加强电商物流标准化工作

从徐州市整体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制定电子商务物流各个子系统内的技术标准和业务工作标准；并通过二者的统一来制定

电商物流系统的标准；最后研究电商物流系统与相关系统的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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