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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际物流发展现状与对策思考 

胡国良 卿前沅 

新疆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摘 要】：湖南是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内陆省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内陆核心经济腹地，在日益

繁盛的经济发展环境下，随着国际贸易量的迅猛发展，湖南国际物流也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但湖南国际物流发展

仍然不够理想，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很好满足湖南经济发展需求。本文主要对湖南国际物流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并在挖掘背后隐藏的问题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湖南 国际物流 对策建议 

湖南地处内陆，具有承东接西、南联北进的经济枢纽地位，但不具备沿海沿边省份的地理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短

板，而国际物流可以突破地理屏障，为湖南敞开通往国际市场的便捷通道，可以弥补湖南地理位置上的劣势，进而带动整个中

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面对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度推进、产业转移由我国沿海向内陆延伸的重要战略机遇，湖南在发展外

向型经济时如何加快推进自身国际物流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探讨。 

一、湖南国际物流发展现状 

（一）国际物流需求增长迅速 

外贸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物流需求现状。由附图可以看出，湖南进出口总额从 2011年的 190.0亿美元增

长到 2018年的 465.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从 2011年的 99.0亿美元增长到 2018年的 305.7亿美元，进口总额从 2011年的 91.0

亿美元增长到 2018年的 159.6亿美元，说明湖南外贸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由附图也可看出，2015年和 2016年呈现回落态势，

2017 年呈明显上升趋势，据长沙海关数据显示，2018 年湖南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9.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31.9%，进口同比

增长 24%，进出口贸易额的高速增长反映出湖南国际物流需求增长迅速、层次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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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物流以水路为运输主力、以短程运输为主 

湖南水路运输进出口总额位列第一，数额为 298.5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4%，出口 208.76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6%，

进口 89.82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7%，据长沙海关数据显示，2018 年湖南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

品为主，出口额达 10 亿美元以上的有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钢材、陶瓷产品，出口额 10 亿美元以下的有箱包及类似容器、

电话机、贵金属或贵金属的首饰、汽车零配件、蔬菜等，2018 年湖南进口产品以原材料、能源、半成品和关键的高新技术产品

为主，进口额达 10亿美元以上的有集成电路、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额较多的有汽车零配件、煤及褐煤、乳品、纸浆、计量检

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等，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货物，湖南国际物流主要依赖水路运输。 

此外，邮件运输进出口总额 0.0082 亿美元，数额最小，但同比增长却达 79.5%，由此可知邮件运输具有巨大增长潜力，同

时铁路运输也保持活力，完成进出口 5.0175亿美元，同比增长 84.0%，其中出口 2.9927亿美元，同比增长 73.6%，进口 2.02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1.9%，在湖南未来国际货运中，铁路运输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据长沙海关数据显示，湖南进出口市场已遍及美国、东盟（10 国）、欧盟（28 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2018年对外贸易总额方面，香港、欧盟（28国）、东盟（10国）、美国、韩国、日本分别以 66.3026亿美元、59.7291

亿美元、57.5039 亿美元、54.0382 亿美元、25.1337 亿美元、20.7579 亿美元位居湖南进出口市场的前六位，其余贸易对象进

出口总额都在 20亿美元以下，由此可知，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往来占了湖南进出口货物的绝大多数，贸易对象的分布意味着湖南

国际物流中心面临的国际物流服务以对亚太地区的短程国际物流运输为主。 

（三）物流园区、综保区、物流中心及口岸建构初具规模 

1.物流园区。 

列入湖南第一批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的有湖南一力物流园区、湖南城陵矶物流园区等 8 个，当前湖南具有一定发展规模的物

流园区约 50家，随着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逐步完善，具备条件的物流园区逐渐由单一的公路运输转向公、铁、水、空多式联运，

长沙金霞、岳阳城陵矶、衡阳白沙洲等物流园区依托国家或省级开发区、内河主要港口、重要铁路货站，已发展成为多家物流

企业入驻、多个物流项目集聚、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大的物流园区，不但具有传统的运输、仓储、加工、包装、配送等服务功能，

并根据市场需求，扩大信息服务、物流金融，展示交易等增值服务。据湖南省交通物流园区布局规划（2018—2035）显示，2030

年，湖南初步实现以交通枢纽为核心的物流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全省 90%以上的重要交通枢纽，80%以上的省级及以上产业基地

都将配备建设交通运输物流园区，到 2035年，湖南各级交通运输物流园区将有 137个，其中，一级 22个，二级 70个，三级 45

个，这些物流园区在建成后将会充分发挥作为国际物流节点的作用。 

2.综合保税区。 

湖南现有 5 个综合保税区，即长沙黄花综保区、衡阳综保区、湘潭综保区、岳阳城陵矶综保区、郴州综保区，其中长沙黄

花综合保税区是依托湖南航空港口开发建设的第一个综合保税区，2017 年封关运行，5 个月内吸引了 100 多家企业进入该综合

保税区，2018 年新增加 177 家企业，企业总数共有 285 家，外贸总额达 26.8 亿美元，增长 249.0%。据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的

长远规划，到 2020年末将力争实现 500家以上外贸进出口企业在综保区落地，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海关（国检）备案等各项入

驻手续和资质办理，外贸进出口企业的到来将为湖南国际物流的发展带来生机。 

3.保税物流中心。 

湖南现有两个保税物流中心，即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和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其中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年货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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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达 10000吨，通过引进大型国际物流企业入驻，为进出口加工贸易提供配套服务，以有效降低企业国际物流成本。 

4.口岸。 

截至 2018 年 11 月，湖南共拥有 3 个国家一类口岸，即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城陵矶水运口岸、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拥有

11 个口岸作业区，其中公路口岸作业区 4 个、铁路口岸作业区 5 个，水运口岸作业区 2个，口岸已由单纯的客货通行向保税、

加工、仓储、物流等综合服务转变，口岸布局为湖南国际物流通畅打通了道路，为湖南对外贸易提供了便利。 

（四）国际物流干线建构发展迅速 

1.铁路方面。湖南国际物流铁路运输主要集中在“湘欧班列”，国际货运专列以“湘欧快线”为代表，其开行打开了湖南

直达欧洲、中亚的陆上货运大通道，促使湖南国际物流效率整体提升。湘欧快线长沙—德黑兰线路是全国中欧班列首创线路，

班列从长沙火车北站启程，通过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全程 1万多公里，运输 16天左右即可

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而海运到伊朗需花费 35—45天，出口商品主要有钢铁、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成品、无机化学品、金属

制品等，该线路为湖南企业对接中亚、西亚市场提供了高效、快速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截至 2018年 7月，湘欧快线先后累计开通长沙—明斯克、长沙—布达佩斯、汉堡—长沙回程班列、布达佩斯—长沙、长沙

—德黑兰等 12 条线路，直接途经国家 14 个，物流服务覆盖 30 个国家，累计运营超过 430 列，货物运输总值超过 16 亿美元，

综合实力位居全国中欧班列前列，成功进入全国中欧班列第一方阵，出口地主要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波兰、科威特、

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等国家，其中从长沙到德国汉堡有南北线，主要出口电子产品、陶瓷、机械配件、化工、食品、

钢材，进口矿产品、化工品、成套设备。2018 年 8 月“湘欧快线”长沙—荷兰蒂尔堡班列开通，该班列从广州铁路集团长沙货

运中心的长北货场出发，通过二连浩特出境，经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大约 17天抵达荷兰，出口商品主要有电子产品、鞋

服、光缆、五金、机械零配件等货物，湖南正用实际行动拓展湘欧班列线路，把湖南特色产品销往欧洲、中亚、东南亚和西亚，

开拓国外市场、加速过剩产能转移。 

2.航空方面。湖南国际物流航空运输主要集中在黄花机场，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已成为进出口货物双向流转、储存、分拨、

配送的快速通道。2017年 12月湖南首条国际全货机定期航线“长沙—胡志明”货运航线开通，去程主要是出口湖南名优特产品，

回程主要是进口越南优质海鲜产品和水果，这条路线为湖南产品出口东盟市场开辟了一条空中快速走廊，2018 年 3 月长沙航空

口岸开通长沙至伦敦航线，该航线是长沙航空口岸继至法兰克福、洛杉矶、悉尼、墨尔本、莫斯科航线后的第六条洲际定期航

线。截至 2018 年 3 月，湖南已开通了 23 个国家（地区）、60 个城市、86 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其中长沙航空口岸已开通了 23

个国家（地区）、64 条航线。2018 年 7 月开通的加拿大哈利法克斯-长沙航空口岸航线，是湖南第一条洲际全货机定期航线，

路线：长沙—美国芝加哥—加拿大哈利法克斯—长沙，来程航班专注于优质海鲜类，如北美生蚝，三文鱼，帝王蟹等，去程航

班专注于高品质的湖南产品，如服装，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同年 9 月开通的长沙—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航线是长沙航空口岸

继越南、北美航线之后的第三条国际全货机航线定期航线，该路线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电子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进口商品

主要是海鲜和一般商品。据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长远规划，到 2030 年将建设成为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6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75

万吨的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 

3.公路与水路方面。湖南国际物流公路运输主要集中在以长沙为中心的“公路网”和“港澳直通车”上，“港澳直通车”

为湖南农副产品出口打造了一条高速公路绿色通道，成为连接湖南与港澳的重要纽带。水路运输已形成以洞庭湖为中心，依托

长江黄金水道，发展江海联运、近海直航和接力航班等外运业务，2015年开通岳阳城陵矶至日本、韩国直达国际航线，2016年

岳阳—澳大利亚接力航线开通，该航线搭载岳阳成品纸、硫铵、陶瓷等产品出海，带回澳大利亚大麦、高粱、肉类和其他产品，

运输路线为：岳阳出发—上海外高桥（换船）—悉尼—布里斯班—上海外高桥（换船）—岳阳，整个往返时间为 50天，与开通

前相比，运输时间减少了近一个月，目前，长沙新港已开通多条国际水运航线，分别通往日本、韩国、美国、欧洲、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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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南美洲等，货物通过湘江入长江经上海港口中转运往世界各基本港。 

二、湖南国际物流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运力水平有限 

湖南国际物流基础设施规模不大，造成物流运力水平有限，各种运输方式基础设施还未达到齐备状态，运输结构不合理、

综合运输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铁路和公路之间衔接不紧密，运输效率还有待提升，水运能力开发不够，缺乏高等级的水运

航线，江海不能直达、中途要转换，港口设施也较陈旧，远洋运输船只少、吨位小、缺乏规模和竞争力，同时在满足货物运输

要求方面，湖南江海联运湘江航线容易受季节性水位影响、受长江枯水期影响，航空运输方面，虽然航线较多，但多以客运航

线为主，其配套设施、吞吐能力、航线航班等未能较好满足国际物流发展需求，发展铁水联运问题也很明显，铁路不进港造成

转运成本过高，造成巨大运输成本压力，这些都影响了湖南国际物流的发展。 

（二）国际物流标准化程度低、法律法规不健全 

物流标准化是提高国际物流运行质量的重要保证，标准化不统一，会增加国际物流成本。虽然我国已建成物流标准体系，

且制定了一些国家标准，但湖南在实施国家标准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湖南各种运输方式间设备标准的不兼容性等问题制约了

多式联运的发展，降低了物流效率，影响了物流系统的协调运行，增加了国际交往的难度，更突出的是使进出口贸易在原有高

关税和运费基础上又增加了由于标准不一致所造成的效益损失，不利于湖南国际物流长期发展。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于促进物

流行业的发展，由于湖南国际物流起步较晚，立法条件不足导致湖南国际物流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前，有关湖南国际物

流的大多数法律法规都是部门性的规章制度，这些部门性规章制度对保障湖南国际物流正常运转并没有极强的针对性，造成了

湖南国际物流管理过程中分割现象较重，导致部门与部门间、产业与产业间没法达成有效协作，严重影响了湖南国际物流的发

展。 

（三）国际物流专业人才紧缺 

2001 年教育部批准增设物流专业，湖南各高校开始就物流专业相继办学，但在物流人才教育方面，对物流专业各类学历教

育以及职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定位和重视不够。虽然一批院校开设了物流专业本科教育，但物流专业课程师资力量缺乏，培养

模式不合理，培养出来的人才参差不齐，远远满足不了湖南国际物流发展需求。此外，传统物流主要从事运输、仓储等物流业

务，对人才需求主要集中在运输、仓储、企业物流运作等岗位，随着现代物流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冲击，湖南国际物流

专业信息化人才显得尤为紧缺，同时口岸、园区运作和国际货运代理等涉及国际贸易和海关方面的专业国际物流技术人才也相

对紧缺，既懂国际物流信息管理又懂外语的高端人才更是严重不足。而且由于湖南地处内陆，自身物流业发展不如东部地区，

在薪资和待遇方面没有沿海地区那么有竞争力，结果物流业的许多专业人才流向其他省份，此外，在引进国际物流人才方面做

得远远不够，物流专业人才紧缺影响了湖南国际物流的发展。 

三、促进湖南国际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交通物流网络体系，加快多式联运衔接 

加强湖南国际物流节点体系建设，优化物流行业区域布局，构建立体式国际物流服务体系，利用省内临港临空城市设施条

件，依托水陆空等综合交通枢纽和网络，发展水运物流、冷链物流、空港物流、保税物流、国际商贸物流和应急物流。同时加

强铁路、公路、航空和航运等运输方式间的转换衔接，发展多式联运、集装箱运输，加快现有铁路公路货站、机场等交通设施

之间的联运设施建设，加快发展集装箱多式联运中转设施，解决国际货运过程中多次搬运、拆装等问题，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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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连接，降低国际物流成本，提高国际物流效率。其中，岳阳市要建设和完善港口铁路、公路的集疏运设施，发挥港口集装

箱中心的作用，长株潭依托机场、湘江内河港口、公路铁路交通枢纽的优势，加快公铁联运、陆空联运和铁水联合运输的发展，

怀化、衡阳、娄底等城市积极发展公铁联运。同时对蒙华、娄邵、渝怀等运能较为紧张的铁路通道实施新建或扩能改造，以及

依托长沙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民航国际国内货运中转运输、空铁联运和航空快递，完善长沙黄花机场货运枢纽功能，依托

张家界荷花机场，重点发展以快递业务、特色农产品、旅游产品为主的国际航空快运。 

（二）加强物流标准化建设，健全国际物流法律法规 

首先，湖南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强国际物流标准的应用和推广，支持湖南龙头物流企业建立健全国际物流服务标准体系以及

参与国家和行业物流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并大力推进仓库标准化、仓储运输和专业仓库建设，推广标准化托盘和自动化搬运工

具的使用，以及推动标准化托盘循环共享系统的建设。其次，选择省级示范物流园区，重点物流企业和城市配送中心开展国家

级物流服务标准化试点和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研究制定省级重点物流园区标准、省级重点物流企业标准和省级重点物流项

目标准。最后，为了从深层次推动湖南国际物流发展、提高政府部门国际物流管理水平，应加强湖南国际物流相关法律法规建

设，提升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尤其应加强保税物流法制建设，以保障湖南国际物流正常运转。 

（三）加强国际物流人才队伍建设，强化人才支撑 

湖南各级物流业主管部门应制定符合物流业发展实际的人才实施细则，进一步改善生产、学习、工作和创业环境，采取各

种形式吸引国际国内优秀国际物流专业技术人才在湖南就业、创业和定居、久居。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有关部门要完

善多层次的国际物流教育体系，定期为国际物流行业从业人员提供高级培训，以提高高级物流管理人员和行业管理人员的综合

能力，以及利用国际合作形式加强对国际物流人才的培养，同时引进世界一流国际物流人才来湘工作，并根据有关人才引进政

策提供补贴。二是有关部门要积极规范物流行业的专业资格认证，提高国际物流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支持高等院校以

及中等职业院校重点物流专业建设，支持重点物流企业与院校之间的校企合作，共同建立实习和培训基地，教学互用，提高国

际物流人才培养的质量。三是企业做好对国际物流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工作，在企业内部积极营造学习国际物流专业知

识与技能的热潮，并结合自身业务需要，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等形式，培养自己所急需的国际物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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