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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业融合助推宜昌农村物流发展研究 

黄世秀
1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宜昌农村物流目前还存在物流规模化需求不足,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和农业生产物资及生活

品下乡“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难题等。针对宜昌农村现有物流发展各类资源要素的自身特点和实际,提出交通、农

业、供销、邮政多行业融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宜昌农村物流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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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物流,对于改善我国农村物资流通现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建立“资源整合、多业融合、跨区合作、多部门合力”运行机制,将分散在交通、农业、商务、供销、邮政等部门和行业的

资源整合起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多行业融合推动农村物流发展,是解决当前农村物流发展滞后,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

抓手。 

1 宜昌农村物流发展现状 

近年来,宜昌大力发展商贸物流业,着力构建多功能、多层次的现代商贸物流服务体系,全市商贸物流业取得跨越发展,2018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4.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2018 年,宜昌市社会物流总收入 499.73亿元,比上年增长 6.1%;物

流业增加值 382.58亿元,同比增长 12.02%,物流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例达到 9.46%,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 0.61个百分点。2018

年,全市重点物流企业营业收入 59.22亿元,同比增长 19.16%,其中收入过亿的物流企业有 17家;全市重点物流园区交易额 534亿

元,同比增长 16.14%,其中交易额过亿的物流园区有 8家。 

宜昌目前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公路网体系,2018年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增加值 329.83亿元,比上年增长 6.8%;全

年公路、水运完成货物周转量 480.02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 9.6%;旅客周转量 56.60亿人公里,比上年下降 2.8%。公路营运里程

达 31697公里,比上年增长 2.1%。 

宜昌市供销合作社服务人口 400 万,耕地 257.7 千公顷,横跨农资、棉花、果品、药材、再生资源、烟花爆竹、储藏运输、

资产营运等行业;拥有独立核算企业 130个,其中基层社 77个,社有企业 53个;员工总数 1.3万人,资产总额 12.3亿元,年实现购

销总额 25 亿元。目前已兴办村级为农综合服务站 960 个,各类连锁店 3400 多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8 个,专业合作社 31 个,

真正成为助农增收、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服务主体。 

2 宜昌农村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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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宜昌农村对规模化物流需求严重不足 

目前,宜昌农业生产仍从属于全国模式,分散的农户经营、自产自销。加之宜昌特有的“七山二丘一分平”地形地貌,宜昌农

村住户相对分散,大量的果树、茶园、蔬菜等农作物种植于海拔大于 500 米的高山、中山和低山地带,农业规模化生产与经营不

足,农产品的采摘、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物资以及农产品销售等涉及的物流环节多为农户自己解决,进而决定宜昌农村物流呈现小

规模、低层次、分散化等特点。宜昌各县市近年来呈现人口负增长,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并存,农村青壮年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农

村人口减少、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聚落空心化日益显现,进一步加剧宜昌农村物流规模化需求不足的问题。 

2.2宜昌农村最初和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问题依然存在 

宜昌市农村物流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农资配送、农村消费品、邮政物流方面已基本构建了“县—镇”的二级节点体系,如邮

政系统目前已经在各县市镇、街道设立了邮政支局,但从“镇—村”,从“村—农户”的末端物流节点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如供销

社系统尚未在每个行政村建立村级综合服务社,广大农民仍然面临着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和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

的物流难题。 

2.3宜昌农产品生产特点制约农村物流发展 

宜昌位于长江中上游结合部,地处鄂西山区与江汉平原交汇过渡地带。西部山地占全市总面积的 69%,中部丘陵占全市总面积

的 21%,东部平原占全市总面积的 10%,严重制约宜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农业生产受天气等自然条件影响大,加上产销

信息不对称,宜昌农村农产品供应波动较大,增加了物流企业进入农村和开展农产品物流运营的难度和成本,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宜昌农村物流业的发展。 

2.4宜昌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较为落后 

近年来,宜昌交通物流部门、农业部门、商务部门、供销部门和邮政部门等不断加大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对

相关市场主体采取补贴等各种扶持政策。但是,由于资金投入有限,资金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并未达到理想效果。部分农资

农家店、村级综合服务社设施设备单一,电子化程度不高;已建成的农村客运站普遍规模偏小、停车场站面积不足,缺乏农村物流

货运的仓储空间;农资货场就是普通仓库,标准化程度低,以人力为主机械化水平不高,高效专用运输车辆少,现代化水平低,制约

了农村物流的发展。 

2.5宜昌农村物流信息普及与利用率不高 

宜昌各县市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条件和信息化程度远不如城市,加上农村中多数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多在城市

务工,利用网络信息购买城市商品和出售农产品的农村居民数量较少。农业生产依然靠经验和效仿他人,同质化生产经营严重。

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者不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另一方面思想认识不足,农业生产经营“靠天收”,“精准农业”还处于萌芽状

态,影响了宜昌农业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物流发展。 

3 宜昌农村物流融合发展对策 

3.1搭建互联互通的农村物流信息平台 

信息化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宜昌农村物流就需要借助互联网,将分散在交通、农业、商务、供销、邮政等部门

和行业的资源整合起来。通过加强通讯网络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农村物流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农产品生产者、流



 

 3 

通企业和物流运营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信息共用。通过推进信息资源集成与共享建设,实现客运、物流、邮政、供销查询和发

布等系统的信息联网共享,推动宜昌农村物流业发展。 

3.2建立宜昌农村物流配送体系 

解决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和工业品下乡“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难题,关键是需要整合现有资源,促进资源共享,建立

完善的宜昌农村物流配送体系。以三峡物流园为核心节点,通过开辟零担快递、邮政处理中心和城乡物流专业配送公司,解决工

业品下乡难的问题,实现商品集中统一配送、降低配送成本的目的。以乡镇站为中轴,支持重点零担快递企业进驻,建设成区域农

资、农产品和农村日用消费品配送平台,如农村淘宝。以村落便民店、村超市为主体打造末端物流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实现农业

生产和生活物资下的去,农产品上的来。车辆进村,快递入园,在电商、物流快递等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基础上,让昔

日“无人问津”的秭归脐橙变身为“金牌项目”,2018年实现网销交易量近 10万吨。 

3.3培养与引进双管齐下解决人才队伍建设 

农村物流融合发展,涉及众多行业和部门,既需要相关专业人才,同时也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一方面在现有从业者中通过集

中培训提升和运营中成长的方式,缓解农村物流人才短缺和引进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借助湖北省加大贫困县(市、区)农村实用人

才队伍建设力度,实施的“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培养一批;第三,借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扶持三农发展的契机,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本土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创业发展,并给予创业政策上的优惠,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宜昌农村物流融合发展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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