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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经开区物流业主要是
伴随全区工业发展而逐步发展
起来的。2005年 6月，中外运
（合肥）物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这是经开区正式引进的首家现
代化第三方物流企业。在中外
运的影响下，区内原运输型物流
企业纷纷升级转型或兼并重组，
物流产业开始发展壮大起来。
目前，合肥经开区已聚集各类具
有一定规模的物流企业数十家，
聚集的物流企业不仅成为经开
区内商品进出的重要载体，而且
还服务合肥市及周边地区。

物流园区渐具雏形
据合肥经开区经贸局商贸

处处长陈瑞介绍，随着全区工
业的快速发展与综合型多功
能新城区的快速推进，合肥经
开区又先后引进了宝供物流、
招商局物流等第三方物流企
业，建成了铁路专用线、医药
健康产业园、合肥出口加工区
等重点项目，派河港也已列入
省市建设规划，一个集仓储、
运输、分拣、包装为一体的现
代化综合物流园区渐具雏形。

合肥经开区物流园区与物
流企业主要为区内工业企业
提供配套服务，目前经开区物
流企业主要有中外运、宝供、
招商局等物流行业重点企业，
已建成的物流园区有中外运
（合肥）物流园、宝供物流园、
海尔配套物流园、江汽配套物

流园、医药物流园区等物流园
区。正在建设的物流园区有
招商局物流园、嘉安仓储等物
流项目。

此外，2015年8月，在上海
铁路局的支持下，合肥经开区
恒通铁路货场正式运营，占地
300余亩，建有1条白货装车线
和2条到发线，拥有仓库、钢构
雨棚近6000平方米、硬面化货
位 1.3 万平方米，可以办理家
电、日用化工、汽车、机械等各
类货物的综合物流服务。目
前，恒通铁路货场已为江汽物
流发送了 600 台整车，为联合
利华每天发送4—15节集装箱
货物到上海。

航空物流成新引擎
安徽省最大的航空港位于

合肥经开区内，为了建设国际货
运枢纽，合肥经开区引进建设航
空物流项目——中外运（合肥）
物流有限公司。项目由中外运
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
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70亩，建
筑面积8.6万平方米，包含写字
楼、通关服务中心、展示中心、监
管仓库、保税仓库等。

合肥经开区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俞光远说，“十三五”期间，
合肥经开区将大力发展第三方
物流，积极推进建设与全区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物流体
系，充分利用合肥空港经济示
范区建设的有利时机，以发展
航空货物运输和空港物流为突
破口，将合肥空港示范区打造

成为区域性航空货运中心、航
空基地及维修中心，使航空物
流成为促进合肥物流业和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为此，开发区打造建设航
空物流区。该物流区在新桥国
际机场东侧，紧邻机场货运区，
远期规划面积为20平方公里。
重点布局发展特色产品物流、
中转物流、快递物流、应急物流
和保税物流，突出商品集散、公
共仓储、货运代理、物流加工等
功能，建设陆空联运集疏中
心。加快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建设，依托一类航空口岸和
进境指定口岸优势，大力发展
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可食用
水生动物、药品等特色产品物
流。目前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即将验收启用，水果、冰鲜
水产品进境指定口岸开始运
行，可食用水生动物、药品等进
境口岸正在建设中。

打造
综合服务集聚区
物流大数据金融新贵落户

并提供普惠金融服务。6月20
日下午，凯京智能物流信息研发
中心项目签约仪式在合肥经开
区管委会举行。此次上海凯京
信达与经开区签约，促进了经开
区物流大数据金融服务业的加
速发展，为安徽省物流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更好的普惠金融服务，
为物流企业尤其是小微型物流
企业的业务拓展提供了更多的
机会，为搭建经开区、合肥市乃

至安徽省的物流大数据征信平
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凯京信达科技集团是
一家以自建大数据技术和人工
智能建模为征信依据的金融科
技创新型公司。在成立后的短
短两年时间内，已获得红杉资
本1亿元人民币A轮融资和中
航信托领投、复朴资本跟投的2
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2016年
投放贷款总额达25亿元。该项
目为安徽省投资集团引荐。

合肥经开区建发局规划处
处长周妍告诉记者，合肥经开
区南区物流区建设也正在规划
中。以新港工业园、出口加工
区、派河港区域为核心，充分利
用铁路专用线、派河港口、高速
公路、新桥机场的优势，积极推
进多式联运，大力发展综合物
流中心、专业物流中心和配送
中心，提升招商局物流园、中外
运（合肥）物流园、宝供物流园、
医药物流园服务功能等，加快
形成水、铁、公、空四位一体综
合物流体系。

同时，合肥经开区正积极
引进国内外物流企业总部以及
报关、快递、船代、货代等服务
企业和大型商贸企业总部集群
发展，建设以保税物流、规模仓
储、包装理货、水陆铁联运代理
和自动化管理为主的物流储存
配送平台和基地，将该片区打
造成为具有临港工业、出口加
工和现代港口物流等三个片区
服务的包含货代、结汇、委托设
计、研发、风险投资等功能的综
合服务集聚区。

传统经开区物流园区升级样本：
发挥聚集优势 拓展综合服务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张骅

作为现代物流体系发展中的
关键环节，近年来物流园区在统筹
规划、行业引导、结构调整和功能
整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
物流园区的运营过程中，线下资源
得以集聚，包括实现人货车的集
聚、线上与线下产品的融合等。近
几年，物流园区已经成为物流领域
的投资热点，相继出现了一批有代
表性的建设项目。

政策利好频现
产业布局加快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

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中
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18.9万亿元，
同比增长7.1%，比上年同期提高
0.9个百分点。相关人士分析称，
中国物流运行已进入平稳区间，今
年下半年的物流需求将保持适度
平稳增长格局。

今年年初，商务部、国家发改
委等五部门印发了《商贸物流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构建多层
次商贸物流网络，加强商贸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和商贸物流标准化、信
息化、集约化建设，推动商贸物流
专业化、国际化、绿色化发展，建设
商贸物流信用体系等主要任务。
物流业发展再现重大利好。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包括运
营、在建和规划的各类物流园区共
计1210家，比 2012年增长 60%。
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物流园区在规
划布局、开发建设和运营方面都逐
步向规范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发挥规模效益
实现聚集优势
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还普遍

偏高，大约占最终成本的30%—
40%。而在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平
均占最终成本的10%—15%。而
通过物流园区的建设和运营，可将
众多物流企业聚集在一起，实现专
业化和规模化经营，带动新兴技术
的应用和服务水平的提高，降低运

营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是2008

年获批设立的空港型综合保税区，
其核心功能区——国际文化贸易
企业集聚中心，持续引进文化创意
产业中从事设计研发、生产加工、
展览展示、人才培训、检测维修、进
出口贸易等业务的国内外优秀企
业入驻，并配以展示、交易、仓储、
物流、金融、担保、结算、资讯等综
合服务，形成国际文化贸易服务业
态集聚。

据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的负
责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依
托首都机场丰富的航线网络，天竺
综保区口岸功能日益完善，拥有开
展国际物流、国际贸易的良好硬件
条件。同时“保税、退税和免税”的
政策优势、腹地区域强大的消费能
力和产业配套能力，为天竺综保区
开展保税状态下的新型服务业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与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类似，
辽东湾临港物流产业园也在其纵
横往来的交通优势基础上，吸引了
大量在行业内有实力和有影响力

的企业入驻，并逐步内化为产业集
聚优势。

辽东湾临港物流产业园，已建
成通辽、法库、辽中、齐齐哈尔四个
陆港，并将推进阜新陆港建设。辽
东湾临港物流产业园负责人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目前该园区
汇聚了盘锦港集团、盘锦沈铁物流
等企业，先后引进了中储粮、北大
荒、益海嘉里、汇福粮油等国内知
名粮食企业入驻，中小粮食贸易企
业蓬勃发展，粮食企业聚集优势已
经形成。2017年年底，中储粮东
北综合产业基地、汇福粮油油脂及
饲料蛋白加工、北大荒（盘锦）粮食
仓储物流基地、盘锦港农资物流园
等项目将投入使用，千万吨级规模
的粮食加工及仓储集群渐趋成型。

科技创新
促进产业升级
当前，大部分物流园区还没有

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物流经
营模式，同时因物流管理方式粗
放，缺乏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导致货运空驶率高，物流服务的质
量和效率难以提升。

但随着物流园区建设进入高
速发展期，如何从制度搭建、硬件
配备、管理运营等方面着手，实现
更高效运营成为重中之重。各大
物流园区都立足自身优势和现有
基础，积极走创新发展之路，推动
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的应用，向
高端化、品牌化迈进。

辽东湾临港物流产业园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园区为扶持初创企
业，设立了起底天使投资基金，重
点发展电子信息、无人机、智能硬
件及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东北地区
科技创新产业示范基地。

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天竺
综保区在园区配备了先进的智慧
化管理系统，实现建筑物自动化、
通信自动化和办公自动化。天竺
综保区还将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拓展完善区域功能，增强辐射带动
作用，实现国际文化贸易企业集聚
中心、国际文化产品展览展示及仓
储物流中心和国际文化商品交易
服务中心三大功能区有效联动。

做大支撑产业 物流园区升级加速
本报记者 张艺姣

（上接第九版）

大企业更具竞争优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
明在2017年展望中预测，全年社会物
流总额可在2016年的230万亿元基础
上增加6%，社会物流总费用可在2016
年的11万亿元基础上增加4%。如此
之大的物流市场迎来了巨量资本入
场，物流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正在被
放大。

而那些拥有强大资源整合能力、
高效服务能力等竞争优势的企业才有
机会胜出。

物流业降本增效是政府关注的重
点，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旨在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升
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

今年7月1日起，海关通关一体化
在全国实施，企业可以在任意一个海关
完成申报、缴税等海关手续。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
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年内实现全国通关一体化，
将货物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

与之对应的是，企业的清关物流
服务操作流程需要重新调整配置和人
力投入，提高营运效率。中外运市场
营销部经理秦冲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应该跟上海关
和相关检疫系统，迅速启动经济高效
的服务流程。另外，要合理配置资源。

他告诉记者，全国通关没有一体
化之前，需要配置大量的海关监管车
辆，这些车辆资源曾是行业竞争力。
但在通关一体化后，海关监管车辆与
普通车辆没有区别了，竞争优势就变
成了通关工作人员的效率、运输成本
优化、客户资源的把握和拓展。

“网络覆盖越大的企业，所需内部
整合能力和效率就越高。大型企业通
常都会选择大物流企业来作为总服务
商。一方面有稳定保障，另一方面也
能在政策和政府关系上，有所助益。”
秦冲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