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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物流产业发展状况及保障体系建设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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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农业大学发展学院工商管理分院，吉林长春130600)

[摘 要]物流产业作为吉林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物流产

业的发展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存在诸多问题。建立物流产业发展的六大保障体系，对促进吉林省物流

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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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

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及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促进生产、拉动消费

作用大，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

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吉林省的物流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不能满足经济

发展需求。物流产业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市场的力

量，还必须有完善的保障体系，为吉林省物流产业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促进物流产业的腾

飞与振兴。

一、吉林省物流产业发展现状

(一)社会物流总额的情况

2009年我省社会物流总额20136亿元，同比增

长11．4％，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是我省经济又

快又好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从社会物流总

额的构成看，工业品物流总额14709亿元，同比增长

11．O％，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73．0％；外部购

人物流总额4732亿元(其中进口物流总额为

595亿元)，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13．3％。这两

者是带动我省社会物流总额增长的主要因素。农产

品物流总额641亿元，同比增长7．4％，占社会物流

总额的比重为3．2％；再生资源物流总额32．7亿元，

同比增长24．3％，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0．2％；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20．8亿元，同比增长

18．9％，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为O．1％。

(二)社会物流总流量的情况

2009年吉林省的物流总量有了很大提高，物流

总量达到41560万吨，其中公路物流量所占比重最

大，而且提高最多，这与我省公路事业高速发展息息

相关，而航空所占比重较小，增长速度比较缓慢(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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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吉林省物流量 (万吨)

年份 总量 铁路 公路 水路 管道 航空

2004 33290 6552 26659 75 3396 l

2005 37529 6634 27441 87 3365 2

2006 38830 6107 28744 89 3667 2

200r7 41560 6199 28965 84 3703 l

2008 34373 7118 23558 125 3570 2

2009 38960 7478 27032 26l 4187 2

资料来源：2005—2010年吉林统计年鉴

(三)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构成情况

2009年，吉林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302亿元，

同比增长17．0％，增幅比2008年回落4．5个百分

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8．072％，比

2008年下降0．03％个百分点，反映出我省物流支出

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扩大，而效率在提高。

从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构成看，运输费用为735

亿元，同比增长18．1％，增幅比2008年回落13．1个

百分点，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为56．5％，比

2008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其中运输费用增幅回

落以及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的下降，反映出

物流需求有所减少。保管费用为412亿元，同比增

长15．2％，增幅比2008年下降了lO．5个百分点，占

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为31．6％，比2008年下降

了1．1个百分点，反映出我省配送、加工等现代物流

业供给不足，社会物流需求进一步加大的同时，相应

的现代物流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趋势。管理费用为

155．6亿元，同比增长11．4％，增幅比2008年下降

了8．4个百分点，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为11．

95％，同比2008年下降了0．15个百分点，反映出我

省企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

(四)物流行业基础设施投资情况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物流基础设施

条件继续改善。2009年我省物流相关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额为492亿元，同比增长17．2％。从投资构

成看，交通运输业投资额253亿元，同比增长

一13．3％，占物流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

51．4％；仓储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6．4亿元，同比

增长121．9％；贸易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81亿元，

同比增长80．1％；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业固定资产

投资额为52亿元，同比增长31．3％；邮政业固定资

产投资额为1．3亿元，同比增长22％。随着投资的

快速增长，物流业基础设施条件继续得到改善，有利

于物流产业的发展。

二、吉林省物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物流产业发展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要

从吉林省物流业的发展状况来看(见表2)，从

2000年到2009年，吉林省的GDP增长了5327．24

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14．07％，2009年的GDP总

值约为2000年的3．73倍。交通运输、仓储及邮

政业产值从2000年到2009年增长了222．16亿

元，年平均增长速度11．12％，低于全省GDP的增

长率。2000年吉林省物流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为6．1％，2009年这个比重已经降为4．7％，进一

步说明最近几年吉林省物流业总产值在GDP的比

重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吉林省

物流业发展缓慢，有待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以满足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

袭2 2000年—2009年吉林省GDP、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产值 (亿元)

2000 200l 2002 嬲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吉林省GDP 1951．5l 2120．35 2348．54 2662．08 3122．Ol 3620．27 4275．12 5284．69 6424．06 7278．75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产值 119．10 129．06 138．92 152．27 180．2l 208．10 236．82 275．76 318．84 341．76

比重％ 6．10 6．09 5．92 5．72 5．77 5．75 5．54 5．22 4．96 4．70

资科来源：2001—2010年吉林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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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缺乏联动，阻碍优势

产业发展

物流业的发达程度和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制

造业的效率和效益。首先，近年来吉林省制造业物

流虽然取得较快发展，但仍然薄弱，制造企业的物流

需求分散在各个部门和企业，没有转化为社会化的

需求，物流运作成本高、效率低。其次，由于社会化

需求不足，专业化物流的发展受到制约，适应制造企

业需要的物流服务能力不高。第三，由于制造业与

物流业缺乏沟通和衔接，制造企业不放心物流企业

的供应服务能力，物流企业不了解制造企业的真实

需求，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供应能力不够并存的

矛盾。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物流企业融资渠道窄，融资困难

吉林省物流企业经济效益不高，自我积累意识

不强，片面追求消费，轻视资本积累，短期行为比较

严重，利润分配中用于形成盈余公积金的比例小，自

我积累能力差。此外，物流企业的负担重，也削弱了

其内部融资的能力，尤其在纳税政策方面，物流企业

的实际纳税负担重，并且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更是

加重了物流企业的负担。因此，物流企业内部融资

比例不高，自身发展资金长期不足，从而导致在市场

经济竞争中丧失发展动力，制约着物流企业的快速

发展和做强做大。

物流企业自身信用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其获

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大小，信用不高是物流企业贷款

难的最大障碍。近年来，中小物流企业改制发展很

快，一部分物流企业改制流于形式，短期行为倾向严

重，借改制之机逃避银行债务也成为一个普遍性的

问题。银行投放中小企业的信贷资产流失严重，不

仅影响金融安全，也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加大了中

小物流企业信贷融资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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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物流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缺失

物流产业的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

用，还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物流业涉及多个

部门和行业，大量的发展政策及法规、发展战略及规

划、组织管理及协调工作需要各个部门和行业的互

相配合，统一管理。目前在政府部门的设置中，还没

有明确主管物流的部门，部门分割的状况在相当程

度上影响了物流产业的发展，这也是制约吉林省物

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在价格、税收、投资等政

策方面，都存在不统一、不协调的现象，制约着物流

业的发展。为此。有必要成立一个宏观的管理协调

机构，同时建立全方位的产业保障体系，促进物流产

业的快速发展。

三、吉林省物流产业发展保障体系建设思路

现代物流与相关产业的关系密切，从物流经营

角度和物流技术推广的角度，均需要在产业层面上

推进现代物流的发展，以发挥物流在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与水平、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与效益方面的作用。

制定相关发展政策，进行必要的保障体系建设，是促

进吉林省落实国务院《振兴物流产业调整和规划》

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

措施的意见》的需要，也是实施吉林省物流发展规

划，推动物流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建立组织保障体系

目前，物流相关的行业管理部门不仅分散，而且

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为加快吉林省现代物流的发

展，必须充分发挥现有行业管理部门的作用，加强行

业管理部门的组织和领导。考虑到现代物流涉及生

产、流通、运输、信息等诸多领域，首先要明确宏观协

调部门，尽快成立能在更高层次统揽全局的“吉林

省现代物流领导协调小组”，下设省现代物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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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负责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组

织与协调，引导吉林省现代物流的发展。

交通运输是现代物流发展的重要支撑行业，如

何使交通、铁路、民航、管道等部门相互协调、密切配

合，围绕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形成一盘棋，是吉林省

现代物流领导协调小组以及现代物流推进办公室首

要的使命。

(二)完善现代物流的政策法规体系

为了适应吉林省物流业的发展需要，建议各个

相关的行业管理部门从加快全省物流发展的整体高

度，在吉林省现代物流领导协调小组的直接组织下，

抓紧制定和完善现代物流发展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法

规。一方面，引导鼓励物流企业按现代物流管理模

式进行调整、重组、联合，走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

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要积极配合国家制定适应物

流发展需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与国际通行规则接

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以便在行业市场准

人、行业经济秩序监督、行业管理方式等方面起到推

动作用，为现代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建立与物流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系

一要加强政府对物流行业的监管和引导，规范

市场行为，推进物流市场公平有序竞争。二要加快

建立起包括市场准入政策、相关行业管理政策、现代

物流培训、咨询等中介组织服务体系和职业资格认

证制度。三是建立工商、金融、税务、海关、商检等部

门联合办公模式，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四

是通过监管规范物流服务企业行为，努力打破行业

和地区的分割和垄断，为各类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

争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完善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体系

1．税收政策。针对现代物流的新的服务业态和

经营类别，税务部门要按照现代物流服务企业的特

点，建立新的税收体系。在税收的制定过程中，对纯

服务型项目，参照传统运输、仓储及其代理核定税

率，针对传统运输、仓储服务的低盈利特征和扶持现

代物流发展的角度出发，建议税收部门参照社会平

均利润水平，适当降低物流业在传统服务领域的税

率水平，对物流业的流通加工、物流信息系统开发经

。营等具有增值特点的服务，建议税务部门积极开展

研究，提出合理的适应现代物流持续、稳定发展的税

目及税率。

2．财政政策。财政部门应当设立现代物流发展

专项资金，并根据发展情况逐年增加该项财政预算，

主要用于规划引导政府公共信息平台打造、企业信

息平台搭建，鼓励主辅分离，对重点物流企业、国家

A级物流企业和重大物流项目实施以奖代投的资助

等，大力扶持现代物流业发展。

3．融资政策。金融部门应当积极引导信贷资金

投向物流企业，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物流企业提供

信贷担保，在申报国债贴息资金项目中优先推荐有

发展潜力的国家A级物流企业。支持国家A级物

流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及私募股权融资，鼓励物

流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增资扩股、内联引资、仓单质

押、股权质押贷款及供应链融资等途径筹集项目建

设资金。

4．土地政策。凡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

总体规划和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的物流项目用地，

土地部门应当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内优先予以安

排。已建项目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关闭，其土地转让

时，可优先安排用于其它重点物流项目。

(五)加快建立行业标准化体系

吉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受政府委托，承担

全省物流行业管理的社团组织，应尽快制定和建立

物流行业道德规范、行规行约，引导企业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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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成为连接政府和企业的

桥梁。

其次，鼓励物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行业物流标

准的制定，组织实施一批对物流产业发展和服务水

平提升有重大影响的物流标准，通过实施标准化战

略推动我省物流技术设施、物流信息化建设及物流

管理与国际接轨。在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中，率先

制定和使用化工、医药、食品、冷链、农产品等物流作

业和物流服务地方标准，并争取上升为国家行业

标准。

(六)建立物流人才保障体系

加大对现代物流科技人才的开发力度，加强人

才的引进和培养。一是采用多层次的物流人才引进

模式。从政府层面上，制定切实有效的具有吸引力

的政策措施，吸引国内外物流人才加盟我省现代物

流行业；从企业层面上，可以通过健全企业物流运行

机制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发挥物流人

才的主观能动性。二是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人才的

培养。加快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物流人才培养体

系；引导和支持行业协会或有实力的高校开展对我

省物流人才的培养；加强对现有物流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的再培训和再教育，通过定期举办物流讲座

或培训班等形式，提高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加快

建设一支适应我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人才队伍。

[责任编辑：关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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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o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System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JSn Province

砌甥a勋。砌n，Wang Jingfeng，Wu Anping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 30600)

Abstract：As 8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109istic industry plays all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

opment in Jilin province．But at present，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logistics industry from macroscopic perspee—

tire and promotes the six security syst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Key words：Logistics industry；Security system；Exter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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