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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自贸片区背景下本地现代物流业的 

发展战略研究
1
 

王礼刚 

（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湖北襄阳 441053） 

【摘 要】:基于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基本概况，分析襄阳自贸片区对于本地现代物流业的影响，并剖析目前襄阳

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与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现代物流业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物流行业监管体制改

革，大力引进培养现代物流专业高素质人才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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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基本概况 

2017 年 3 月，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总体方案（第三批自贸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公布。襄阳自贸区是中国（湖北）自

由贸易试验区三片区之一，是在产业园区（汽车工业园）基础之上划定的自贸区。2017 年 4 月 1 日，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以

下简称“襄阳自贸片区”）正式挂牌。襄阳自贸片区面积 21.99 平方公里（含襄阳保税物流中心“B型”0.281平方公里），用地

范围东起奔驰路、东风汽车大道与希望路，南至富康大道与新城路，西至平行焦柳铁路的规划道路和名城路，北至机场路和平

行汉十高速的规划道路，选址内包括襄阳保税物流中心、铁路物流基地以及东风股份、康明斯等一大批优质企业和项目。襄阳

自贸片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充分利用国家高新区和自由贸易区的双重

叠加机遇，力争通过 3-5 年的改革探索，建成省内乃至中部地区高端自由贸易区域，长江中游城市群、汉江生态经济带以及中

西部地区开放合作的先行先试区。 

2 襄阳自贸片区对于本地现代物流业的影响 

2.1襄阳自贸片区制度的创新，将推动本地现代物流业主体的更新升级 

随着襄阳自贸片区制度的创新和转变，本地现代物流业的迅速发展将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与贸易流通的深度融合，在信息平

台建设、国际班列开行、园区转型升级、多式联运发展、跨境电商物流路径优化等方面，提高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充分发挥供应

链管理创新发展模式的引领作用，促进企业有效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运作，推动本地现

代物流业主体向集聚型贸易主体转变。 

2.2襄阳自贸片区融通各类大数据平台，将更新本地现代物流业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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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下平台，统筹规划自贸片区物流园区+四类专业物流基地+三级城配网络的格局;在线上平台，大力发展互联网+物流平

台的经济新模式，作为襄阳自贸片区的首要任务，通过推动对传统工业园区升级改造建设公路港，整合、规范、提升传统公路

货运物流业态，利用金融手段支持一批土地占用少、资源配置效率高、增值服务能力强的物流与供应链平台做大做强，进一步

推动本地现代物流业向高增值、高效率、低消耗转变。 

2.3襄阳自贸片区升级消费服务品质，促进本地现代物流业便民惠民 

襄阳自贸片区将以智慧物流服务系统构建为主导，完善功能及服务，积极推进试点城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着力创新

完善末端服务体系，对快递末端的基础设施、服务标准、操作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统一。完善农村电商物流网络，

开辟农产品双向流通渠道，将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同电子商务平台无缝对接，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增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的能力。 

3 襄阳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与制约因素 

3.1比较优势 

襄阳是全国 66个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70个二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42个铁路物流节点城市、179个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

市、57 个二级快递专业类物流园区布局城市之一。先后在第九届和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物流节中，获得“物流中心城市杰出成就

奖”和“物流发展特色城市称号”。 

（1） 物流发展政策环境不断优化。襄阳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颁布了《襄阳市现代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3—2020）》等文件，《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襄阳片区商贸

物流产业发展规划》也正在加紧编制，这些都为本地物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与指导。 

（2） 日益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发力。“十三五”末，襄阳将形成“三纵两横两支一环”高速公路骨架网和“三纵

三横”的铁路网，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达到 833 公里，并将成为全国“八纵八横”髙铁网的重要枢纽。目前，襄阳新港正在

加快建设，襄阳机场正在按照一类航空口岸标准改造提升。不断完善的铁水公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襄阳现代物流发展提供

了硬支撑。 

(3) 物流对社会经济贡献不断增强。2017年，襄阳社会物流总额为 14084亿元，同比增长 12.85%;物流产业增加值为 625

亿元，同比增长 17.9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5.38%，同比增长 1.03%；社会物流总费用为 583亿元，同比增长 5.04%;物

流成本为 14.34%，同比降低了 0.68%，低于全国 14.6%和全省 14.9%的水平。 

(4) 物流企业品牌意识不断提升。近年来，襄阳已发展形成一批主营业务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物流企业。截至 2018年 3

月，襄阳 A级物流企业达到 85家，其中：5A级 2家、4A级 56家、3A级 22家、2A级 5家，占全省 480家的 17.7%;省级重点物

流企业 36家，占全省 199家的 18.1%。国家 A级和省级重点物流企业数量在全省均名列第二。 

(5) 物流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健全。襄阳汽车产业物流园、东风合运物流园、同济堂物流配送中心等 7 个大型物流园(配送

中心)已建成运营；国际陆港物流园区(金鹰公铁联运物流园)等 3 个大型物流园正在建设;小河临港物流园、传化公路港前期工

作正加快推进。襄阳已初步形成具有一定专业分工、层次分明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群体。 

(6) 物流信息化应用不断推广。襄阳物流协会成立“互联网应用中心”，为协会成员单位提供全面互联网信息服务。2017

年 8月，襄阳物流信息中心研发的艾特物商网，实现了与交通运输部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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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村物流网络不断延伸。宜城市、谷城县、襄州区已纳入省级农村物流发展示范试点，县级配送集散中心和所辖镇级

农村物流综合服务站改建已完成；以农村超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设立村级物流网点，自购和整合多台车辆参与物流配

送。县、镇、村三级农村物流服务网络已基本建立。 

3.2制约因素 

(1) 物流基础设施规模较小，集聚程度偏低。目前襄阳自贸区有的物流园规模较小，物流成本偏高，物流效率低下，物流

的运输方式缺乏有效链接、物流资源分散，物流产业链没有形成。从集聚程度来看，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分散，物流设施及装备

的技术水平较低，物流作业效率不高，落后于国内标准化水平。 

(2) 物流企业组织化程度低，服务水平不高。物流企业的物流功能主要集中在运输、仓储、配送等环节，物流企业的组织

化程度低，许多物流企业内部散乱无序，物流管理理念传统，提供的物流服务水平较差，在物流增值服务、服务方案设计等方

面与现代物流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3) 物流相关专业人才较为匮乏。襄阳自贸片区定位于立足中部、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努力成为中部有序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不同于别的自贸区是单体性的，

襄阳自贸片区面对物流全球化的趋势，未来发展兼具综合性与区域性，因此物流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对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

贸易、商务英语等相关专业人才，尤其是既熟悉国际商贸规则，又能熟练运用英语从事物流管理工作的跨学科、通用型人才有

较大的需求。 

4 襄阳现代物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 

4.1加快现代物流业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发展跨境电商及配套线上线下业务，加快推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配套平台建设，建设“一带多点、联动发展”的汉江

流域跨境电商生态圈。建设中西部地区综合物流枢纽，建设铁路物流基地、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建立商品交易平台，积极引入

基地运输公司和国内外知名物流集成商，建设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综合信息中心。 

4.2深化物流行业监管体制改革 

支持将保税物流中心整合升级为综合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施“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的通关

监管服务模式。襄阳自贸片区内的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仍按照现行模式实施监管。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

类监管模式，实行保税展示交易货物分线监管、预检验和登记核销管理模式。探索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间使用社会运输工具

进行转关作业。试行企业“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助审放、重点稽核”的通关征管作业。 

4.3大力引进培养现代物流专业高素质人才 

第一，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体系。加强与在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领域具有较好基础的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省外高校，以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省内高校的合作力度，加强对高素质现代物

流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发挥本地湖北文理学院和襄阳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支撑作用，增设物流管理的专业学科，特别是加大

本地高校物流管理专业硕士点的申报与建设工作力度，培养并留住一大批本地高素质物流专业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第二，鼓

励本地现代物流企业与高校联合建立现代物流从业人员培养基地，按照对口送学的原则，采取订单培养、定向培养、委托培训

等方式，重点培养一批物流领域，特别是现代物流业发展急需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高素质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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