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物流业存在的几个问题 

受国家“十一五”大力发展物流产业，重点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新兴行业

等利好政策影响，我国物流业进入平稳快速增长时期。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社

会物流总额 5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5%。社会经济发展对现代物流业的需求继续增大，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物流总额相比的物流需求系数由去年上半年的 2.9、今年一季度的 3.1

提高到今年上半年的 3.2，即中国每单位 GDP 产出需要 3.2 个单位的物流总额来支持。 

  但是，中国物流业快速发展的背后，却隐匿着许多现实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

一就是物流成本过高。美智顾问公司在 2001 年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合作，写出了“中

国第三方物流市场调查”，认为：中国物流成本占 GDP 的比重为 20%左右。2006 年物流成本

与 GDP 的比例仍高达 18.3%，比发达国家 9.5%至 10%的比例高出近一倍。 

  过高的物流成本分化到应用层面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物流业务附加值低。2005 年，我国物流单位货运量每吨收入不足 160 元，为美

国同期的 26%左右。我国的物流业增值服务少、物流业务附加价值低，仍处于低水平、粗放

的阶段，很难适应目前多品种、多批次、少批量的流通方式的变化。 

  其次，物流社会化程度较低。“条块分割”、“地区封锁”、“行业垄断”这些计划经

济“后遗症”仍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物流领域中有关行业、部门、系统自成体系、独

立运作，相互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将影响物流整体效率水平的提高。 

  第三，物流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升，这也是我国与美国、日本的主要差距所在。物流组

织管理水平较低，导致物流总费用中的仓储保管费及管理费用明显偏高。目前，我国物流管

理费用与 GDP 的比例仍高达 2.5%，美国只有 0.4%左右。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性和机制性

约束，内部分割、垄断、封锁的现象依然突出，尚未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物流竞争市场，



没有形成可控与自由运作的现代物流机制。但是可以看到，这一情况也在逐渐改善，今年上

半年管理费用为 2379 亿元，增幅比一季度回落 1.1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回落 3 个百分点。 

  第四，保管费用过高。高保管费用主要归咎于我国库存水平高。美国社会商品库存额与

GDP 的比例在 3%左右，而我国却高达 20%以上。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流动资金年周转速度只有 2.1 次，重点生产资料流通企业只有 2.8 次，远低于发达国家 10

至 20 次的周转速度，这也就同时意味着资金占用、减少收入、降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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