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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物 流 与 采 购 联 合 会 发 布 的 2025 年
2 月 份 中 国 物 流 业 景 气 指 数 为 49.3%，较 上
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受季节性因素影响，
本月工作日较少，指数有所回落，随着节后
复工有序推进，各地区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平 稳 复 苏 ，2 月 下 旬 实 物 量
指标明显上升。

节后复工加快
东、中部地区业务总量保持扩张

2 月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49.3%，环
比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和中部
地 区 业 务 总 量 指 数 处 于 扩 张 区 间 ，分 别 为
50.3% 和 50.2% 。 正 月 十 五 之 后 ，特 别 是 2
月 下 旬 复 工 复 产 步 骤 加 快 ，民 生 消 费 以 及

冶炼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物
流 需 求 得 到 提 振 ，东 部 和 中 部 地 区 业 务 量
回升较为明显，根据企业调研，2 月下旬平
均快递业务量、干线普通货运单量、港口作
业 量 比 2 月 上 中 旬 增 长 2%左 右 ，其 中 东 部
地区企业业务量增长 5%左右，中部地区企
业业务量增长约 3%，西部地区企业反馈未
见明显增长。

企业微观经营状况平稳
民营企业利润指数上升

2 月 份 ，主 营 业 务 成 本 指 数 环 比 下 降
0.2 个百分点，物流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反映出物流企业成本上涨幅
度放缓，物流服务价格在低位略有上升，企

业 外 部 经 营 条 件 有 所 改 善 。 2 月 份 主 营 业
务利润指数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分地区
看 ，东 部 和 中 部 地 区 主 营 业 务 利 润 指 数 分
别环比上升 0.4 和 0.9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道路运输业和水上运输业主营业务利润指
数 分 别 上 升 0.1 和 0.2 个 百 分 点 ，仓 储 业 和
多式联运领域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上升
0.4 和 0.3 个 百 分 点 。 以 民 营 企 业 为 主 的
中 、小 、小 微 企 业 盈 利 稳 中 有 升 ，2 月 份 主
营 业 务 利 润 指 数 分 别 上 升 0.2、0.3 和 0.1 个
百分点。

新订单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上升
企业保持乐观态势

2 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6%，环比上升

0.7 个 百 分 点 ，三 大 区 域 均 保 持 在 扩 张 区
间 ，西 部 地 区 新 订 单 指 数 达 到 52.3%，分 行
业 看 ，铁 路 运 输 业 、航 空 运 输 业 、道 路 运 输
业、管道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均
在 扩 张 区 间 ，水 上 运 输 业 和 航 空 运 输 业 新
订单指数环比上升 0.8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
业 和 航 空 快 递 业 新 订 单 指 数 环 比 上 升 0.5
和 0.4 个 百 分 点 。 从 后 期 市 场 来 看 ，2 月 份
业 务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为 54.4% ，环 比 上 升 0.6
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航空
运输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达到 54.6%、
51.5% 和 57.1% ，对 后 期 物 流 需 求 全 面 复 苏
起到稳定支撑作用。

从 年 初 2 个 月 的 物 流 业 景 气 指 数 运 行
来 看 ，主 要 呈 现 以 下 特 点 ：一 是 节 后 有 序
复 苏 ，其 中 中 部 、东 部 地 区 率 先 恢 复 ，西 部
地 区 蓄 势 待 发 ，2 月 份 西 部 地 区 新 订 单 指

数 和 预 期 指 数 均 高 于 中 部 、东 部 地 区 ，预
示 后 期 西 部 地 区 物 流 业 务 即 将 发 力 。 二
是 企 业 经 营 效 率 和 盈 利 能 力 稳 中 有 升 ，民
营 企 业 盈 利 水 平 上 升 相 对 较 快 ，2 月 份 企
业 库 存 周 转 次 数 指 数 、资 金 周 转 率 指 数 均
环 比 上 升 0.1 个 百 分 点 ，平 均 库 存 量 指 数
环 比 下 降 0.3 个 百 分 点 ，同 时 中 小 微 企 业
主 营 业 务 利 润 指 数 上 升 幅 度 好 于 大 型 企
业 。 三 是 行 业 结 构 趋 于 均 衡 发 展 ，2 月 份
传 统 公 铁 水 行 业 中 ，道 路 运 输 业 和 铁 路 运
输 业 活 跃 度 在 扩 张 区 间 ，水 上 运 输 业 活 跃
度 持 续 改 善 ，水 上 运 输 业 业 务 总 量 指 数 、
设 备 利 用 率 指 数 、服 务 价 格 指 数 和 业 务 活
动 预 期 指 数 均 有 所 上 升 。 在 新 动 能 领 域 ，
多 式 联 运 和 邮 政 快 递 板 块 物 流 活 跃 度 持
续 活 跃 ，业 务 总 量 指 数 分 别 达 到 55.6% 和
66.3%。

节后需求有序恢复 市场保持较高预期
——2025年2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分析

□ 胡焓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3123..33 点

比去年同期上升 11..11 点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同比上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同比上升

其
中

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总业务量指

数分别上升00..55 和00..33 点

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京东集团
联合发布的 2025 年 2 月份中国电商物流
指数为 108.9 点，较上月回落 0.3 点。分
项指数中，库存周转率指数、实载率指数
有所上升，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
数、履约率指数、人员指数、满意率指数、
物流时效指数和成本指数有所下降。

（数据来源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全媒记者邹雨轩制图）

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

指数为 120120..44 点

比上月回落00..44 点

农村电商业务量指数小幅回落农村电商业务量指数小幅回落

成本指数 119119..44 点

环比回落 11..33 点

是自 2023 年 1 月之后
首次回落至 120 点以下

成本指数明显下降成本指数明显下降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
电商物流企业陆续返工
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

库存周转率和实载率指数

环比均上升00..44 点

库存周转率库存周转率、、实载率指数止跌回升实载率指数止跌回升

2 月电商物流业务量继续下降
但降幅明显收窄

物流时效指数环比下降 11..11 点

降幅收窄33..99 点

履约率、满意率和人员指数

环比下降00..33、00..55 和00..44 点

降幅环比分别收窄

33..88、00..88 和22..66 点

物流时效物流时效、、履约率履约率、、满意率满意率
和人员指数小幅回落和人员指数小幅回落

在具体实施路径和侧重点上体现了
各 地 结 合 自 身 区 域 特 点 和 发 展 需 求 的
精准施策。

上 海 发 布 的 地 方 性 政 策 ，以 仓 储 为
着 力 点 推 动 社 会 物 流 降 本 。 落 实 国 家
层 面 有 效 降 低 全 社 会 物 流 成 本 工 作 要
求 ，长 三 角 三 省 一 市 联 合 制 定 印 发 了

《长三角区域物流提质增效降本行动方
案》重 点 是 推 动 物 流 基 础 设 施 互 联 互
通 ，多 式 联 运“ 一 单 制 ”“ 一 箱 制 ”试 点 ，
提升区域物流协同效率。

浙 江 省 ，人 多 地 少 ，企 业 多 ，在 物 流
降本上强调土地供给，其方案主要聚焦

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优先安排物流仓
储用地，强调土地集约利用与项目落地
效 率 ，通 过 优 化 土 地 资 源 配 置 ，提 升 物
流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而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则聚焦物
流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强调“大通道、
大枢纽、大网络”，推进公铁水空多式联
运衔接。

云 南 的 矿 产 资 源 丰 富 ，大 宗 商 品 物
流 重 要 ，因 此 ，《方 案》提 出 发 展 大 宗 商
品精细物流，实施大宗商品精细物流工
程；有条件的边境口岸、内河港口、物流
枢纽布局建设大宗商品储运设施。

但在仓储用地方面，云南与上海有异
曲同工之妙，强调落实国家对仓储物流用
地支持政策，推广长期租赁、弹性年期供
应等新模式，允许物流仓储用地和一类工
业用地合理转换；支持企业利用原有土地
进行物流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推进铁路物
流场站设施用地分层立体开发。

在 物 流 降 本 上 ，位 于 南 端 的 广 州 ，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强化国
际 物 流 枢 纽 功 能 ，提 出“ 国 际 物 流 通
道 + 国 内 骨 干 网 络 ”双 轮 驱 动 ，而 中 国
北 端 的 吉 林 省 则 针 对 东 北 地 区 农 业 冷
链短板，支持冷链物流和农村物流网络

建 设 ；老 工 业 基 地 的 辽 宁 ，针 对 老 工 业
基地的特点，提出一系列支持物流产业
发展的措施。

总 体 来 看 ，各 地 物 流 降 本 增 效 政 策
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实施路径上
充分体现了区域特色和差异化策略，如
果 详 细 研 判 ，都 具 有 共 性 ，坚 持 问 题 导
向，突出效果导向。

在 国 家 和 地 方 政 策 的 双 重 推 动 下 ，
各地物流企业将加速转型升级，物流基
础设施将更加完善，运输效率将显著提
升 ，绿 色 物 流 、智 慧 物 流 等 新 模 式 将 蓬
勃发展。

优化提升仓储设施 助推上海物流降本

去年 11 月份中办、国办公开印发
《有 效 降 低 全 社 会 物 流 成 本 行 动 方
案》后 ，各 省 市 结 合 本 地 实 际 ，陆 续
出 台 细 化 落 实 的 方 案 。 上 海 方 案 则
是 优 化 提 升 物 流 仓 储 设 施 ，这 是 根
据 上 海 的 地 域 定 位 ，经 济 特 点 ，产 业
特 质 ，现 有 物 流 运 营 情 况 做 出 的 选
择 ，那 么 ，具 体 的 举 措 有 什 么 特 点 ？
与 其 他 省 市 相 关 政 策 有 什 么 区 别 ？
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又是什么呢？

仓储先行

上海是个综合性、多功能的城市，大
量进出口货物通过上海港口中转集散 ，
因此 ，上海需要对区域内或区域之间经
济发展的资源进行空间优化配置 ，物流
仓储是其中之一。

相 对 而 言 ，目 前 上 海 物 流 仓 储 比 较
薄 弱 ，主 要 体 现 在 三 个 方 面 ：设 施 等 级
偏低、标准库、高标库的比例过低，无法
满足现在货物品种的仓储需求 ；设施单
体规模偏小，小、散、低标的问题比较明
显 ；专 业 化 运 营 水 准 参 差 不 齐 ，普 遍 存

在 专 业 化 水 平 低 、管 理 水 平 低 、单 位 产
出率低和各类事故风险高的问题。

为此，上海市九部门联合印发的《优
化提升本市物流仓储设施及服务行动方
案（2025—2027 年）》（简称《方案》），这是
我国第一个以仓储为着力点推动降低社
会物流成本的地方性政策文件 ，涉及生
产、商贸、港口与国内、国际有关物流仓
储的布局优化、质量提升与服务创新。

仓储设施在上海的空间布局是否合
理 、数 量 是 否 合 适 、结 构 等 级 是 否 合 度

等等 ，都直接关系到上海及长三角地区
经济、贸易和航运中心建设的水平。

同时，上海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
物流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这些都对仓储
物流专业化、标准化和增值化服务提出
了新的要求。

目 前 ，上 海 的 物 流 仓 储 设 施 已 基 本
布局到外环线以外 ，物流仓储设施主要
集中在上海的西北、西南和浦东三个片
区 ，这三大片区约占上海物流仓储设施
的 70%。

此 外 ，电 子 商 务 驱 动 的 电 商 和 快 运
快递仓储 ，包括跨境电商对跨境仓储设
施需求快速增长 ；生鲜食品对冷冻冷藏
仓储设施需求急剧增长 ；高端制造业对
专业的高标准的仓储设施需求增加。

为 应 对 物 流 体 系 中 的 变 革 和 挑 战 ，
仓储设施需要不断地创新和改进 ，仓储
占据物流成本的较大比重 ，可以作为物
流成本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优化
规 划 和 布 局 ，提 升 职 能 ，从 而 降 低 物 流
成本。

明晰路径

《方案》围绕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
本 ，促进物流仓储设施及服务高质量发
展，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画出路线图
突 出 一 体 化 ，围 绕 交 通 枢 纽 节 点 加

强 一 体 化 布 局 ，统 筹 对 接 公 、铁 、水 、航
空等重大交通设施布局规划 ，优化围绕
交通枢纽场站的一体化仓储设施布局。

开 展 全 市 仓 储 设 施 专 项 调 查 ，建 立
全市统一的物流仓储信息数据库 ，纳入
国土空间基础平台“一张图”，全面归集
物流仓储用地及设施数据 ，实现物流仓
储用地和设施全周期监测。

围绕空港枢纽，加快形成“东西两片
区 ”航 空 货 运 布 局 ，在 机 场 及 周 边 规 划
布 局 国 际 跨 境 邮 件 快 件 、食 品 冷 链 、电
子 芯 片 、生 物 医 药 等 高 时 效 、高 价 值 商
品物流仓储设施。

围绕铁路枢纽，在北郊、闵行等节点
打造城市物流仓储配送中心 ，结合上海
东站规划建设 ，规划布局高铁快件和空
铁联运物流仓储设施。围绕公路网络 ，
在 G1503“货运外环”周边具有公铁联运
功能的交通节点 ，研究集中规划布局陆
路物流仓储设施。

——找准突破口
以“ 产 业 地 图 ”为 指 引 ，衔 接 沿 江 、

沿 湾 、沪 西 高 端 产 业 发 展 带 等 产 业 载
体 ，实现物流仓储对高端制造业的嵌入
式 服 务 支 撑 ，推 动 制 造 业 与 物 流 业 联
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为高端制造集群加大专业性设施配
套，围绕新材料、精密器件、生物医药等
产业的“高精尖”货品存储需求，完善恒
温、恒湿、防尘、防静电等专业性仓储设
施配套建设。

同 时 ，以 新 思 路 和 新 方 法 突 破 发 展
瓶颈，探求转型路径。

突 出 土 地 复 合 利 用 创 新 ，优 化 用 地
支 持 。 利 用 存 量 房 产 和 土 地 资 源 进 行
物流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从事长期租
赁 等 物 流 经 营 活 动 的 ，支 持 产 业 园 区 、
综 合 保 税 区 以 及 企 业 自 有 存 量 土 地 进
行物流仓储设施建设。

以 优 化 供 给 结 构 破 解 供 需 矛 盾 ，以
构建多功能多业态模式提升服务能级 ，
从 单 一 降 本 ，到 系 统 提 质 ，以 培 育 新 优
质生产 ；以壮大高能级主体激发市场活
力 ，全面促进上海物流仓储设施及服务
高质量发展。

——强调创新性
发 展 多 元 业 态 融 合 的“ 仓 储 综 合

体 ”，鼓 励 工 业 仓 储 设 施 与 产 业 项 目 叠
加 ，支 持 建 设 多 层 仓 储 设 施 ，打 造 土 地

集 约 节 约 利 用 、业 态 功 能 复 合 的“ 仓 储
综合体”。

仓 储 还 需 要 加 快 提 升 全 链 服 务 能
力 ，向供应链上下游业务延伸。建立集
采 集 配 、报 关 保 税 、运 输 分 拨 等 供 应 链
管理服务能力 ，支持依托高等级仓储设
施建设智慧供应链服务平台 ，支持物流
仓储设施拓展加工、仓储、配送等功能。

再 有 ，提 升 仓 储 设 施 设 备 数 字 化 智
能 化 水 平 ，鼓 励 企 业 发 展 智 能 云 仓 、数
字仓储、“AI+”仓储，实现全链路数字化
运营和智能化决策 ，提升仓配一体化精
准管控能力。

加快绿色化改造。重点推动具有温
控功能的仓库节能环保改造 ，支持企业
应用绿色能源技术和制冷技术 ，鼓励仓
储 企 业 发 展 从 源 头 到 库 存 的 绿 色 供 应
链全过程追溯和管理服务。

精准施策

京东“亚洲一号”仓库。 本报资料室供图

□ 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