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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成都物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的 

对策与思路
1 

王小力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110) 

【摘 要】在建设国际化城市背景下，成都的现代物流行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

问题和制约因素；要使成都物流行业走上国际化水平，必须得有新思路、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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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行业的发展是实现城市现代服务业高度成熟和国际化所必备的基础条件。成都市在十二五期间确立了“加快建设开放

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发展定位，提出了打造首位城市，领先发展的重大要求。如何充分发挥物流业在全面实施“五大

兴市战略”、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加快投入城乡一体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世界生态田园城市中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是提升成都服务业整体国际化水平，大力推进城市国际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成都市物流业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成都市逐渐把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放在发展现代物流业上，据调查，2011 年成都市物流业实现增加值

312.3亿元，同比增长 19.9%,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2%,占服务业比重为 6.5%。推动了成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化发展。 

—是物流相关重大交通初步建成现代化的综合运输网络，集铁路、航空、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为一体。成都是全国 45个公

路主枢纽城市之一，2011 年全市公路货运量达 33,570.1 万吨，同比增长 17.05%；已开通的货运班线有 200 余条公路，其形成

的公路港在西部地区的货运交易信息最大、车辆配载率最高。2011年铁路货运量达 4,800万吨，同比增长 33.33%。建成的成都

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并开通了成都至边贸城市和沿海港口以及蓉欧快铁共 9 条铁路货运班列。成都拥有的航

线网络为中西部地区最便捷，与其他城市的航线往来、航线密度都大大领先中西部其他城市。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2011年旅客吞

吐量 2,907.37万人次，同比增长 12.69%,位居全国第四。已经与 42 个国际地区通航，其中直飞航线有 17条。能级不断提升的

交通及物流枢纽将进一步增强成都物流业国际化发展所需资源的聚合能力，提升成都物流业的国际吸引力和辐射力。 

二是在扶持了一批初步具有当代物流特征的成都物流企业的同时，加快行业的对外开放力度，吸纳了大批国内外大型物流

企业。截至 2011年底，全市已集聚马士基、达飞轮船、日本近铁、德国 DHL、美国联邦快递等外资物流企业 43家，中远洋、中

外运、中国物流、传化物流等国内大型网络化物流企业 20多家；中铁西南国际物流、四川邮政、四川物流等本土国有企业以及

金桥物流、蚂蚁物流等本土民营物流企业发展迅速，成为物流市场的竞争主体。较丰富的企业、人才对产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的因素给成都物流业输入了国际化元素，成为成都物流业国际化发展的稳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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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重点物流项目得到快速发展，建成了成都国际航空物流园区、成都保税物流中心、机场国际国内货运站、新都物流中

心等项目，伽盛、联邦、敦豪等快递巨头及邮政速递都在成都建立了快件区域分拨中心。“截至 2011年底，规划物流园区和物

流中心的路网、管网等配套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建成区规模占总用地规模的 60%以上，累计引进投资过亿元物流项目超过 50个，

建成标准化仓库 85万平方米。”
[1]
为提升成都物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成都市物流业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分析 

成都市的物流业起步比较晚，与国际化城市以及国内先进城市相比较，推动物流产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若干制约因

素和问题。[2] 

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连接其他中心城市、沿海港口城市、国际城市的物流通道的通达性、可靠性、快速性不

高，多式联运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受到经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场发展空间的限制，成都的物流通道还不完善、运

行效率不高，对外物流网络体系尚未全面形成。受云南、广西、陕西、甘肃等西部城市的竞争态势影响，成都西部枢纽地位受

到挑战。 

二是物流发展的软环境还有待提高，物流管理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物流业规模[2]、基础设施、配送体系等相对落后，物流

市场发育不成熟、不规范。成都市“十一五”期间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的比重接近 19%,高物流成本一直是制约成都市大商贸、

大流通、大市场发展计划的限制因素。[3] 

三是目前成都物流企业的发展水平良莠不齐，大部分的物流服务商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提供系统化、一体

化综合物流服务的现代物流企业不多，缺乏突出的品牌，行业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4]。第三方物流模式的比重较小，国际化服务

档次和水平较低。 

四是传统意义上的物流人员（从事运输和储存工作）已不能满足现代物流业发展的要求，成都地区目前物流业大专及以上

人才比重不到 25%,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不到 15%,高中级物流人才短缺已成为成都现代物流业国际化发展的主要障碍[5]。 

三、提高成都物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的对策 

按照成都加快建设开放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目标，结合国际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和成都市物流业发展实际，

十二五时期在物流业发展路径选择上，应该充分发挥成都作为西部中心城市与欧洲、南亚、中亚的地缘优势和较发达的航空网

络，抓住从沿海开放向内陆开放纵深发展机遇，通过国际化发展来提高物流业的竞争力，把成都建成西部区域物流中心和面向

欧洲和中亚、南亚的航空枢纽以及中国与南亚合作的“桥头堡”。为此，要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优化集疏运网络系统和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对外物流通道建设 

一是加强对交通运输资源的系统整合，大力发展多式综合联运，提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整体效能，充分利用五种运输

方式齐全的优势，搞好运输方式之间的配合与协作，坚持以大通道为主轴，发挥空运、铁路和公路的各自优势，在西南西北区

域乃至全国大系统中去实现运输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港、城及腹地经济联动发展。加快构建成都至国际枢纽机场的客货直飞

航线，建成中国至欧洲航空货物转运中心，使之成为成都及西部腹地进出口空地联运的中转点和配送中心，形成西部最大航空

货运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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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高度重视由铁路车辆、汽车、转运船舶或其他运输工具将货物从腹地集中到港口交船舶运出或将船舶运进港口的货

物疏散到腹地的运输条件的改善，特别是扩大铁路运输，降低区域运输成本，加快完善建设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成都国际

集装箱物流园区建设，增开国际以及每天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集装箱直达班列。建设辐射西南地区、联结全国各大城市，

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的西部最大铁路交通枢纽和西部最大的内陆港。 

三是要着力打造交通主枢纽，大力发展国际化交通，加快构建快速铁路通道以及成渝经济区和成德绵经济带快速交通网络

建设，建设与国际物流业相适应的高速公路网、经济干线网、区域连通网、农村公路网以及环整个成都经济区公路，形成成都

至周边省会城市 4小时交通圈，成都至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北部湾地区的 8小时交通圈[6]，这样既可降低成都作为内陆城

市的区位短板，又能大幅度提升成都的集疏运能力和城市运转效率。 

2、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使物流业走向国际化、区域化 

成都物流业要得到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迫在眉睫。要加快物流业与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

的互动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四个区域性综合型物流中心，即辐射四川北部经济区域及北面临近省、市，承担北

部城际配送和市域配送功能的新都物流中心；辐射成渝经济带、川东川南经济区域，承担长江流域公、水联运和东部市域配送

功能的龙泉物流中心；辐射乐山、雅安、攀西经济区域和西藏、云南地区，承担城际配送和南部市域配送功能的双流物流中心。

依托大型工业集中发展区、商品交易市场、中心城区商业网点，在全市范围内建设一批物流配送站，发展制造业配送和商业配

送。 

3、大力推进综合保税区和成都国际物流园区建设 

统筹规划海关特殊监管区，依托空港、铁路和公路口岸，加快建设成都保税物流中心（B型），力争设立国家级成都综合保

税区。整合成都国际航空物流园区、成都出口加工区，打造联结成都保税区和航空港的成都国际物流区域，重点发展国际中转、

国际采购、国际分销、商品展小、转口贸易。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国际国内货运站附近建设辐射西部（乃至全国）、连接国际

国内主要城市的国际性枢纽型成都国际航空物流园区；在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附近建设辐射西部、联结港口和国内主要城市

的国际性枢纽型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逐步发展成为融运输中心、商贸中心、信息中心、运营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物

流中心。 

4、加强建设以国际物流为主体的信息港 

发展国际物流需要一个通畅、健全的信息平台。要加快建设成都智慧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以现有的成都空港、铁路、公路

口岸物流网为基础，建成统一的航运和物流业务信息平台，成为西部重要国际物流中心。另外在统一平台的基础上，还要建成

和完善专业、企业、行业、港口、物流园区的航运和物流信息自理系统与信息网站，大力促进电子商务物流，构建国际物流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的信息源与信息用户群。加快公共口岸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成都物流国际化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5、强化招商引资和物流市场主体培育 

针对成都市现代物流业发展现状，加大发展物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主动吸引国际国内(尚未在西南地区投资的企业)知名

物流企业落户成都，建设区域性总部基地和企业总部；重点培育一批从事综合性物流、物流网络管理、仓储分拨、现代运输、

速递物流、第四方物流的大型物流总部企业和国际国内大型网络化物流企业；引进有实力的物流地产商参与物流园区、物流中

心的开发建设；加快物流企业资源整合，提高现代物流管理和技术水平，建立低碳物流与绿色交通技术体系，规范物流市场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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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立完善国际化物流人才培育机制 

通晓物流管理的技术人才是物流业国际化发展的关键。要加快构建立体化物流人才培养体系，拓展中高级物流人才培养渠

道，强化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和骨干企业的作用，加强与国内外培训机构的合作，开展物流人才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另一

方面要建立一系列健全的人才招聘、激励机制，调动一切资源从各地吸纳高层次物流人才，促进成都开放型经济和国际物流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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