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港物流合作调研成果摘要 
 

为积极推动川港物流合作，进一步推动川港贸易与投资，香港特区政

府驻成都经贸办和四川省商务厅联合委托四川省现代物流协会开展《四川

物流发展及川港物流合作研究》调研项目。研究着重以四川物流发展为基

础，意在加强川港物流的合作，为香港企业和投资合作方提供了解四川物

流发展现状、布局、发展空间以及有关政策措施。 

 

一、四川现代物流发展的背景和主要特征  

（一）改革促进现代物流发展 

    四川现代物流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发展，到九十年代末期才开始

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主辅业分离

加快，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附属的运输、仓储与主业剥离，物流部分独

立运营或外包，一批商业配送中心和专业货运公司建立。 

（二）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 

    四川刚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状况，决定了四川

现代物流发展的基本水准。加上地处内陆，以及人口和资源大省等状况，

决定了四川物流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总体上，四川物流业发展落后于全

国平均水平，与发达省区的差距明显。速度快、规模小、基础差、欠规范、

增长方式粗放是四川物流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二、四川物流保持较快发展 

四川是一个以制造业、农业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大省，在国民生产总值

中，一、二产业比重占到 65%，尤其是二产业占比达到 46%。作为反映物

流市场需求的重要指标社会物流业务总收入，近几年均保持较快的增长。

2000-2008 年，四川社会物流业务总收入年均增长达 21%，2008 年，达到

1770 亿元。社会物流总额为 24256 亿元，是当年国民生产总值的 1.93 倍，

总额比上年增长 28%。四川物流以工业品物流为主导的特征明显。在社会

物流总额中，工业物流总额所占比重最大，占全省社会物流总额的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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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农业物流总额，占全省社会物流总额的 16.09%；最低的是单位与居

民物品总额，仅占 0.5%。从目前初步统计情况看，第三方物流企业 500 多

家，占四川物流企业比重超过 10%。 

截止 2010 年 6 月，全省共有 25 家国家 A 级以上物流企业，已成为四

川物流企业的重要领头羊，平均增速超过 30%。  

三、物流行业发展及物流业务特征 

近几年物流业发展加快，按大类分的大件物流（也称特种物流）、小件

快递、航空物流等都保持较快发展，为灾后重建和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作出了重要贡献。制造业物流和商业物流特征集中反映四川物流发展的主

要情况。 

（一）制造业物流业务特征 

    大型制造业的物流业务特点：一是物流专业化程度提高，但传统物流

模式和格局尚未根本改变。二是外包物流主要给直属或关联物流企业。如

德阳二重集团和万路运业、绵阳长虹电子和长虹民生物流、自贡东锅集团

和东方物流、威钢集团和通宇物流等。中小型制造企业一般不建立自营物

流体系，采取外包方式建立相对稳定的物流供应商。 

（二）商业物流及国际货代业务特征 

    商业企业的物流运营主要形成三类，一是将物流运作外包给公司参股

或控股的物流公司（占 55.6%）；二是将全部物流业务交给公司内部的物流

部门承担（占 42.9%）；三是将物流业务外包给独立的三方物流企业（占

0.5%）。四川国际货运代理公司采取第三方物流的运作模式，依靠自身的信

息系统，与航空公司、快递公司、配送公司等物流公司建立联盟合作关系。 

（三）影响四川物流的主要要素 

    影响四川物流的主要要素分别为资本、人力、土地使用税、价格和道

路运输。其中，原材料、燃料动力价格和道路运输是制约我省物流业发展

两个最主要因素。物流费用占制造业成本的比重为 20-22%，其中运输成本

占企业物流成本的 60-70%。 

四、物流流量及流向 

四川省综合物流通道主要由东南北西四个方向的大通道构成，根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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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通道的流量预测，物流的重点通道是东通道和南通道。东通道的物流量

占全部物流量的 35%，是四川的第一大物流通道。南通道物流量占全部物

流流量的 32%，是四川的第二大物流通道，是增长较快的通道。北通道是

四川物流的第三大通道，占全部物流流量的 29%。因此发展上是强化东通

道、突出南通道、扩大北通道、开辟西通道。 

目前四川进出口货物主要经由上海、广东（广州为主）、天津、广西、

云南等口岸。其中上海口岸占 50%左右，广东占 20%左右。  

五、川港物流合作的空间巨大前景广阔 

（一）四川与香港的经贸往来密切 

    从 2000 年以来，川港之间进出口总额年均增长达到 31.5%，比同期四

川进出口总额年均增长 30.97 %，高 0.53 个百分点。2009 年四川从香港进

口的贸易额为 6.75 亿美元，是 2000 年 31 倍，年均增幅达到 136.44%；四

川出口到香港的贸易总额为 28.47 亿美元，是 2000 年的 12 倍，年均增幅

为 31.87%。 

（二）川港物流在川的合作机会 

    川港物流合作主要集中在六个方面： 

1、城市配送。以成都为中心的特大城市和以各地级市为中心的大中城

市，城市配送水平较低，专业的第三方物流配送公司极其短缺。按照各地

发展水平的不同，专业的城市配送公司是发展方向。 

2、冷链物流。冷藏设施陈旧，集中的规模较大的冷藏设施极其缺乏，

仅成都市的缺口至少在 20 万吨以上（不含正在筹建的冷藏项目）。四川冷

链体系还没有形成，处于加快建设中。 

3、仓储市场。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新建符合条件的仓储而采取租用的方

式。围绕大型交易市场建立仓储式销售市场是内地物流发展的趋势和短板。 

4、国际货代。香港公司可采取直接设立办事处或开设分支机构或独立

机构进入四川货代公司行业，会更好的发挥香港公司的优势。 

5、信息化建设。物流企业和物流行业的信息化管理水平正在快速的发

生变化，市场需求增大。 

6、园区建设。一方面物流园区的基础建设投资较大、需求较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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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园区内物流业态的发展需要引进物流管理水平较强的优秀团队。园区

建设和发展的需求在未来 5 年将会不断上升。目前四川各地已纳入规划的

物流园区（含物流中心）超过 30 个。 

（三）川港物流合作的主要方式 

香港在物流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人才、网络优势在四川将拥有充分的需

求市场；香港的金融资本优势在四川物流发展中也有广阔的市场。川港物

流的合作方式:一是建立合作对接的行业组织关系。四川省现代物流协会与

香港物流协会等机构构建合作平台。二是建立网络业务关系。香港物流公

司、投资机构在四川川港物流基地、物流园区设立分支机构或建立投资合

作关系。三是建立以香港公司为主体的物流基地（川港物流基地）。在相关

物流园区划出一定比例的土地用于香港公司的投资和设立相关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