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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物 流 2022年 5月 13日 星期五

责编 美编 许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2022 年
4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3.8%，较上
月回落 4.9 个百分点。分项指数中绝大部分

指标环比回落，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
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
设备利用率指数、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从业

人员指数等指标降幅较大。

需求收缩
业务量指数连续回落

4 月份，全国业务总量指数为 43.8%，环
比回落 4.9个百分点，跌入近两年谷底，仅高
于 2020年 2月疫情最严重时期。

长三角供应链、产业链企业密集布局，
多个产业集群聚集，辐射带动作用强，域内
疫情导致的长时间管控，对产业链复苏和物
流循环畅通带来较大影响。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
为 41.9%和 42.1%，环比回落 4—8个百分点，
仅西部地区上升。分行业来看，铁路运输业
业务量指数形成一定支撑，高于全行业水
平，道路运输业、仓储业业务量指数环比有
所下滑。

企业效益承压
内生动力不足现象普遍

4 月份，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不到 40%，连
续下跌 5 个月，其中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

小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差距进一步
缩小，内生动力不足现象由小企业向大企业
传导，不同类型企业趋于薄利甚至微利经
营。资金紧张状况加剧。4 月份，资金周转
率指数不到 45%，环比下降近 5 个百分点。
4 月底 5 月初，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对 43 家重
点企业开展一次紧急调研，数据显示资金紧
张或者流动性不足的企业占比超过 60%，企
业反映成本构成中人力成本、租金和财务成
本占比高，支出大。

循环受阻
物流运营效率和业务预期回调

4 月下旬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
大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力度，货运司乘人
员“白名单”有效缓解道路货运通行难题，大
部分地区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快递网点便可
迅速开启，高速收费站、服务区、快递网点、
物流园区等关键堵点问题大幅减少，但也要
注意全国多点散发疫情形势仍较为复杂，区
域疫情防控政策随时可能出现变化，堵点卡
点仍有可能随时出现。一方面，可能带来跨
省跨区运输中断和停顿的不确定性增加；另

一方面，复工复产可能面临物料断供、产成
品流通难题，同时为生产服务的物流人员进
入闭环也需要一定隔离观察时间，影响复工
上岗率。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复工复产只能循序
渐进，短时间难以全面展开。 4 月份，物流
设备利用率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徘徊在
45%左右，处在较低水平；业务活动预期指
数 51.9%，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企业预期
也有所回落。

4 月份物流景气数据显示，本轮疫情短
期内点多面广频发，超出预期，在现有三重
压力背景下，物流需求减少、循环受阻、盈利
收缩等问题，有可能向长期趋势演化，仍须
高度重视物流供应链畅通对经济的保障作
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民生要托
底、货运要畅通、产业要循环”的工作要求，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疫
情防控和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坚持“两手
抓”，一手全力以赴抓疫情管控，用最快速度
最小代价尽快控制疫情发展，保持社会稳
定；一手全力以赴精准施策，抓破难点疏堵
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保持复工
复产和经济复苏良好势头。

短期冲击仍在持续 促通保障还需加力
□ 胡焓

物流，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一头连
着企业生产，这是市场经济的经脉，也
是社会民生的承载。特别是疫情当下，
物畅其流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一个环节
有 了 堵 点 ，就 会 在 市 场 留 下 一 连 串 痛
点。尽管统筹防控与发展并不容易，但
这一战必须打赢，这是现实的必答题。

物畅其流是一项系统工程。物流

通 ，则 循 环 畅 ；一 地“ 梗 塞 ”，全 盘“ 受
阻 ”。 前 段 时 间 ，一 些 地 方“ 一 刀 切 ”

“简单化”和“层层加码”，导致部分地
区陆路运输受到影响，出现通行受阻、
车 辆 滞 留 、物 流 不 畅 等 问 题 。 物 流 不
畅 通 ，各 地 防 疫 就 缺 少 了 物 资 供 应 的

“大后方”，任何一个城市缺少外部补
给都会陷入疫情次生困境之中。保供

是 防 疫 的 坚 实 后 盾 ，也 是 防 疫 底 气 与
合力的源头所在。在这场疫情防控与
物流保畅的“战斗”中，没有人可以置
身事外。

目前，政策方面已经系统性发力，
例如建立健全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制度，实行网上办理，全国互认等，
这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凝练，也为下一

步的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在这个“动
态清零”的关键时刻，多部门携手紧盯
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问题和民生
保障，努力想新办法 、找新出路，到一
线发现问题并针对性解决问题，打破认
识“堵点”，“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
防控效果”，相信这场战“疫”的胜利终
将属于我们。

5月 5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
布数据，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3.8%，比上个月回落 4.9 个百分点，物
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两个月都低于
50%。随着一个多月的保通保畅工作，
大动脉、微循环都已在显著改善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物流保通保
畅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疫情防控是场
持久战，堵在物流通道上的疫情‘拦路
虎’还有不少。比如全链条货物消杀、
大仓和物流园区管控、人员流动信息上
报共享等等。”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
授丁长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丁长发表示，物流受阻的问题在短
时间内很难完全解决，需要在全面推动
保通保畅的同时，加强枢纽和干道的重
点保障，同时着手构建供应链应急物流
保障体系。

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
闻发言人舒驰介绍说，部分地区仍然简
单以车籍地或途经地为依据限制通行；
部分地区对司乘人员通信行程卡绿色
带“*”号的货运车辆仍然一律劝返；部
分地区核酸检测结果不互认，“即采即
走即追”制度落实不到位；有的涉疫地
区对车辆通行要求不清晰，防疫检查要
求“层层加码”，限制货车通行。

研究制定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10 条措施，督促各地取消层
层加码、“一刀切”通行管控政策；建立
部门责任清单、地方责任清单、部门分
工清单，以及每日调度事项清单、货车
司机反映问题清单在内的物流保通保
畅清单体系，实施挂图作战、倒排工期、
办结销号；指导各地用足用好中小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助企纾困政策，推出加快
投放 1000 亿元再贷款用于交通运输、物
流等领域的措施，切实帮助物流企业和
货车司机解决实际困难……5 月 11 日，
吹风会要求进一步打通堵点、畅通循
环。

丁长发表示，畅通交通“大动脉”、
物流微循环，是托底改善民生保障、推
动企业稳产扩产、畅通工业经济循环的
重要一环。一系列扎实详细的帮扶举
措，无疑给广大货车司机、快递小哥们
打了一剂“强心针”，有助于更好保障交
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

保障交通大动脉 畅通物流微循环
□ 全媒记者 王有哲

交通物流是现代经济的经脉、民生
保障的重要支撑，也是当前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5
月 11 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简称“吹风会”），交通运输部安
全总监李国平介绍，5 月 10 日，全国高
速 公 路 货 车 流 量 较 4 月 18 日 上 升 了
8.59%，铁路货物发送量、公路货运量、
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较 4 月 18 日分别
增长 5.71%、6.16%、1.12%，主要国际航空
口岸货邮运输量增长了约三成，邮政快
递业务量增长了约两成。

“ 在 各 地 区 和 各 部 门 的 共 同 努 力
下，货运物流不通不畅等问题得到初步
缓解，物流主要运行指标持续向好。”李
国平称，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持续加
强对重点地区的调度指导，持续推进各
项关键制度措施落实，持续做好产业链
供应链跟踪保障，持续推进落实纾困解
难政策的落实，进一步打通大动脉、畅
通微循环，确保交通物流畅通有序，为
稳经济稳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有力的支
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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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西收费站，沈海高速公路北向
进入上海的重要一站。5月 3日凌晨，
这里依然灯火通明、车灯闪烁，南来
北往的大货车一辆接着一辆。工作人
员仔细查看司乘人员的“电子通行
证”“核酸检测报告”等信息。

前段时间，“货车困境”牵动人
心，大量货车受封控管理影响“下不
了 高 速 ”，造 成 保 供 物 资 大 面 积 滞
留，居民下单物资不得不延期配送，
引发了一系列矛盾。连日来，随着
路 网 阻 断 堵 塞 等 问 题 得 以 不 断 解
决，物流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
解。

4 月 18 日，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
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部
署十项重要举措，要求足量发放使用
全国统一通行证，不得以等待核酸结
果为由限制通行。

截至 5 月 11 日，全国 27 个省份
启用了全国统一式样的通行证。交

通运输部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启用 6 个应急物资
中转站，全力保障抗疫物资、民生物资、重点供
应链产业链企业生产物资运输。同时，交通运
输部、公安部等部门加强统筹调度，督促指导
各地科学规范设置公路防疫检查点、分类精准
实施通行管控、完善货车司机服务保障，做好
医疗、民生、能源、农资等重点物资运输保障工
作。

同时，随着全国临时关闭的高速公路收费站
和关停的服务区已经全部恢复运转，物流正在持
续恢复。

5 月 11 日，李国平在吹风会上表示，当前长
三角地区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人民群
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和重点生产物资运输保障
任务比较繁重。

打通“最后一公里”甚至是“最后一百米”
的堵点，与解决上游货源短缺同样重要，直接
决定民生保供成效。在政府的“白名单”中，有
电商平台表示通过激励措施招募快递员增援，
有的大型仓储坚持 24 小时运转，还有生鲜商家
积极推出保供套餐，这些都为保供注入了市场
化与数字经济的力量，释放出强链补链的巨大
潜能。

经受考验 破壳重生

这几天，南京不少市民发现，自己
在电商平台买的东西到手速度变快
了。5 月 3 日，南京多家快递网点显示，
快递收发件的数量较四月份有了明显
的增长，网点运营也逐步恢复到了正常
水平。

5 月 7 日，国家邮政局传来消息，
随着各地枇杷、荔枝、樱桃等应季水果
陆续上市，在生鲜电商、网络直播、原
产地直销等模式的推动下，快递业务
发展动能进一步释放，邮政快递业保
通保畅工作成效显现，行业运行呈现
逐步恢复态势，揽投量均超过去年同
期水平。数据显示，5 月 6 日，全行业
邮快件揽收量达到 3.16 亿件，较前一
日上升 2.9%；投递量达到 3.02 亿件，较
前一日上升 0.3%。

今年 2 月底以来，我国疫情呈现点

多、面广、频发的特点，邮政快递业正常
运行经受严峻考验，部分环节出现堵
点，邮快件揽收量、投递量有所下滑，上
海、吉林等疫情发生地区行业生产作业
场所封停、从业人员隔离、邮件快件积
压，服务网络一度运行不畅。

为打通运行堵点，保障行业畅通，
促进上下游稳定，国家邮政局按照国务
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部署，自 4 月
10日起，迅速启动邮政快递业保通保畅
工作，建立工作机制，强化系统部署，加
强政策保障，实施按日调度，开展实时
监测，制定督办措施，保通保畅工作取
得阶段性进展。

各地邮政管理部门积极行动起来，
全力推动邮政快递业防疫情保畅通工
作。江苏、山东、河北、福建、浙江等地
的揽收量和投递量均有明显上涨。全

国停运分拨中心和邮件快件积压数均
大幅度下降，各地累计办理邮政快递车
辆通行证已超 15.3万张。

上海快递业复工复产工作积极有
序推进。包括“三通一达”、顺丰、德邦、
极兔等快递物流公司均被纳入青浦区
的复工复产“白名单”；安徽在现有基础
上，依托交通、接卸、中转、仓储等设施
条件较好的物流园区，再布局一批中转
站；北京建立“白名单”机制，帮助生鲜
电商解决配送人员健康宝“弹窗”问题，
保障末端配送运力……

此 外 ，为 切 实 保 障 基 层 网 点 运
营，邮政快递企业还积极从基层从业
人员的“急难愁盼”问题入手，落实快
递员群体权益保障各项政策举措，稳
定网点、稳定一线员工、稳定岗位就
业。

防止加码
合力攻坚

物流畅通是防疫的坚实后盾
□ 魏鋆依

港口物流运输。 本报资料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