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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物流枢纽已成为新常态背景下驱动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高质量发展又取

决于管理机制的高效能。本文通过对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物流发展环境、运营主体、管理机制的梳理，总结

了国家物流枢纽管理机制的有益经验和启示，提出了我国物流枢纽管理机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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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及《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方案（2019-2020 年）》

等文件，我国正式步入物流枢纽发展新时代。物流枢纽基于物流园区，通过角色定位转变和功能要素提升，实现从分散布局到

系统布局、从实体物流到智慧物流、从服务产业到引领产业的转变，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当前，我国已进入物流枢

纽建设第二个年头，但物流枢纽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较好的示范效应，相关研究仍较为空白。根据 2019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名单，本文选取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进行探索，为枢纽管理机制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二、成都市物流管理体制 

在物流管理体制创新上，成都市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早在 2003年，成都市人民政府便极具前瞻性地率先在全国成立物流主

管部门，其推动物流发展的做法被《物流时代》评为了“成都模式”[2]，并随着城市的发展、产业需求的变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变革。目前，成都市统筹构建了“市一区一园区”三级物流行政管理体系，各级部门清晰划分职能，统筹管理分工协作，为国

家物流枢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成立市级物流行政机构统筹全市物流业发展 

成都市级物流行政部门自 2003年成立至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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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一：2003年 10月，成都在中西部率先成立“现代物流业发展领导小组”，市级有关部门和海关、商检、民航、铁路等

中省直单位为会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先后挂靠在市经委、市交委、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全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推进

协调及政策落实。 

阶段二：2014 年成都“现代物流业发展领导小组”升格成为市政府工作部门，统筹推进航空、铁路、公路枢纽建设及多式

联运发展，制定物流业口岸和建设中长期规划。同年发布《关于全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始筹措政府职

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构建体现成都政府功能特点的物流组织机构体系。 

阶段三：2015 年 1 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都市物流发展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正式成立成都市物流发展办公室，下设综合处、规划政策处、产业发展处（供应链发展处）、国际班列服务处、民航发展处、

口岸服务处六个内设机构，负责推进公、铁、空枢纽建设、多式联运发展和口岸研究建设等工作。 

（二）组建区级物流行政机构实现物流业行政监管 

在全市物流工作统筹下，成都市各区县陆续成立专门物流主管部门，如青白江、龙泉、新都，或在交通运输局等单位下设

专项物流推进办公室，如邛峡、崇州、双流；其他未成立区级物流行政机构的县区也已明确物流的主管部门，如武侯、锦江区

由住建交局主管，温江、大邑由交通运输局主管。 

2019 年 2 月，成都市青白江区成立全国首个国际贸易和物流发展的政府组成部门一一国际贸易和现代物流发展局，下设办

公室、贸易发展科、物流事业科、对外经贸关系科、口岸服务科 5 个内设机构，重点负责全区国际贸易和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

规划、行动计划、工作重点等相关工作，承担口岸申报和国际物流发展、境外投资管理、服务贸易工作（见表 1）。 

表 1成都市各区县政府物流机构组建情况 

 区县 物流主管部门 行政级别 

专门物流 

主管部门 

青白江区 【青白江区国际贸易和现代物流发展局】 区政府部门 

龙泉驿区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和物流局】 区管委会直属 

蒲江县 【蒲江县商务和物流局】 县政府部门 

专项物流 

推进办公 室 

邛峡市 【邛峡市交通运输局（邛峡市物流发展办公室）】 市政府部门 

崇州市 【崇州市交通运输局（崇州市物流发展办公室）】 市政府部门 

双流区 【成都市双流区航空经济局（双流区物流管理办公室）】 区政府部门 

金堂县 【金堂县商务局（物流产业科）】 区级行政机关 

新都区 【成都市新都区现代物流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级行政机关 

明确物流 

主管部门 

分工 

郸都区 郸都区商务局 区政府部门 

武侯区、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  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区政府部门 

温江区、大邑县、新津县、彭州市、 

简阳市、都江堰市  
交通运输局 区/县/市政府部门 

 

表 2成都市物流节点政府机构组建情况（部分） 

行政区划 物流园区 管理机构 行政级别 

青白江区 成都国际铁路港 青白江国际铁路港管理委员会 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新津区 新津物流园区 新津物流园区管委会 区委、区政府派出行政机构 

双流区 成都航空物流园 成都航空物流园区管委会 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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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 龙泉物流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物流中心管委会 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新都区 新都物流中心 成都市新都物流中心管理委员会 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三）组建物流园区管理机构直管具体事宜 

成都市通过政府派出机构组建管委会的形式，对市内重大物流节点实行政府直接管理，主导园区的建设、开发、运营。如

2006 年，成都国际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落户青白江，同年成立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推进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

区建设发展。2016年 12月，为贯彻落实成都市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蓉欧”战略，加快区域性国际物流枢纽和联通欧洲泛

亚桥头堡建设，特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党工委、管委会，直管铁路港工作（见表 2）。 

三、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管理机制 

遵循“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原则，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采用“管委会+国有平台公司+市场化企业”建设模式，由

政府统一规划并提供枢纽建设所需土地等要素保障，平台公司和市场主体分别进行枢纽功能性平台和延伸性项目开发建设。 

（一）设立枢纽建设推进小组提供建设要素保障 

由政府部门牵头组领导小组，推进枢纽筹建工作，实现精准政策引导。确保枢纽建设所需要素、科学定制枢纽发展规划、

引导枢纽空间布局、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营商环境、引导产业聚集、发展枢纽经济、做好市场监督以及维持市场秩序的工作。 

（二）国有平台构建“运营联盟”夯实枢纽基础 

现代物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运营主体，在国内首创“陆地合作”模式引入铁路部门参与铁路港的建设与运营，联合成都

蓉欧供应链集团公司和成都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成运营联盟，实现市区两级国有共同平台参与枢纽的运营管理。

运营联盟代表市区两级政府行使政府性物流项目投融资平台功能,进行枢纽公益性和平台性项目的开发建设，为物流枢纽入驻企

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及服务，建立健全枢纽基础业务体系。 

（三）大力吸纳多元化社会企业共建枢纽项目 

除平台公司外，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大力吸纳多元化社会企业参与枢纽项目共建，入驻中远海运、中外运长航、香港

新华、怡亚通四川物流等市场化企业，具体负责各自产业型项目的建设运营，从而激发物流枢纽市场活力、拓展物流枢纽服务

范围、提升物流枢纽竞争力。 

四、国家物流枢纽管理机制相关建议 

（一）成立专门的物流相关机构推进物流工作 

物流业作为涉及多个部门、环节的复合型产业，其组织管理及协调需要各个部门和行业互相配合，以宏观协调管理机构牵

头制定物流政策、法规及战略规划，协调解决现代物流业发展重大问题[3]。目前，部分枢纽承载城市尚未明确物流主管机构，缺

乏相关工作责任主体，对物流业的敏感度和前瞻性相对滞后。建议借鉴成都模式，组建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作为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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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机构，形成口岸和物流快速发展、联动发展、协同发展的工作合力。 

（二）以市级领导小组牵头推进枢纽筹建工作 

国家物流枢纽属于国家级重点建设工程，是服务全省、连通国内外的重要平台，积极申报建设国家物流枢纽是枢纽承载城

市提升能级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选择，其战略地位应上升至全市层面。建议以市级政府牵头，协同物流管理机构、发改委、交通

局等多个部门，共同成立枢纽建设规划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制定枢纽工作推进机制、明确职责分工，从上至下组织协调各个部

门和行业配合，推动枢纽规划建设的实施。 

(三)组建各类型国家物流枢纽管理委员会 

借鉴成都模式，在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政府管理层面，由区级政府行政机构——港管委负责对铁路港的具体发展进

行直接服务和管理，快速找到责任部门和最大限度协调多部门配合解决重大问题。同时建议枢纽选址地区级人民政府组建成立

国家物流枢纽管委会，隶属区政府派出的副区级行政机构，负责对枢纽选址地的发展直接管理。 

(四)推动国有物流企业承担枢纽平台公司职责 

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经验显示，枢纽运营主体以平台公司、合作联盟形式居多，例如，成都以成都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

司牵头联合组建运营联盟，郑州在省级层面组建本土多式联运公司等。本地大型国有物流企业拥有良好的市场资源整合能力、

市场运营能力和较为突出的物流专业水平，可承担枢纽运营主体职责，建议推动相关企业快速融入枢纽建设运营工作，牵头建

立枢纽运营联盟，主动承担枢纽基础业务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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