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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新征程
网络货运为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添动能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
“十四五”期间，物流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产业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物
流发展、供应链创新高度重视，明
确提出构建现代物流体系。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指出，流
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
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
战略任务来抓。

网络货运肩负新使命
数据显示，2020年1—12月，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300.1万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5%。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物流大国，但还不是
物流强国。专家指出，尽管我国
物流业近年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
展，但流通成本较高、流通结构不
合理、资源设施较“散”等问题依
然存在。构建现代物流体系需继
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
行业短板，加快转型升级，加大技
术、服务、模式等创新力度，不断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中储智运创始人李敬泉教授
认为，构建现代物流体系需要可
以维护流通体系正常运转的政策
和完善的制度，公平、阳光的竞争
环境，同时更需要科技的加持。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亟需实
现我国物流行业由“量变”到“质
变”的过渡，真正解决行业痛点。
其中，网络货运平台作为互联网+
物流的成功探索，将传统物流行
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让整个
物流运输过程透明、高效，通过智
能匹配技术的运用实现更加高质
量、高效率、低成本的现代物流模
式，在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中发挥
重要价值。截至2020年，网络货
运新业态整合货运车辆超过200
万辆，五年来累计降低物流成本
超过4800亿元。

此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交通运输“十

三五”发展成就时，也重点提及网
络货运为物流降本增效做出的突
出贡献。

在切实完成降本增效目的基
础上，网络货运平台以大数据、人
工智能、北斗等先进技术助力传
统物流向数字物流转型。同时，
网络货运可以帮助企业在车辆调
度、运途监测、货物管理和税务合
规等实现高效、规范、智能操作，
促进物流业规范有序的发展。

网络货运有效解决了运输过
程的安全性、信息的真实性问题，
做到网络上虚拟的运输行为与实
体运输有同样的法律地位。既降
低了货主的物流成本，又能够保
证货物安全，从根本上解决了近
几年互联网+物流过程中过度虚
拟化的问题。

谈及网络货运的价值，李敬
泉介绍说，“网络货运平台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能否给客户创造价
值，通过给客户创造价值来体现
自身的价值，这一点很重要。平
台获得了利益回报，但是消费者
没有获得利益回报，我认为这样

的平台是没有生命力的。而网络
货运平台就是通过给上游的托运
人和下游的实际承运人创造价
值，来撬动各行各业的发展，进而
被消费者、被市场认可。”

网络货运落实新要求
可见，构建现代流通体系，

网络货运平台的价值不仅体现
在其助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能
力，还体现在其保障运输安全、
高效的同时也承担了运输的责
任，更体现在平台被消费者、被
市场认可后可持续的价值创
造。不过，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对
网络货运平台也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网络货运平台的标准
如何定义?目前，对于网络平台
要解决什么问题，为客户带来什
么价值还不是太清晰。去年是
网络货运平台元年，在政策的支
持下，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申请
了网络货运经营许可证，可部分
企业并不具备网络货运平台的
经营能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络
事业部主任、物流信息服务平台
分会秘书长晏庆华指出，网络货
运应具备三个特点:一是经营者
依托互联网平台，既是承运人，又
是托运方；二是物流企业，也是物
流的电子商务平台；三是有大数
据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只做信
息撮合不属于网络货运形态。

其次，政府要把控网络货运
平台的真伪。在把握其运营模
式的前提下，对网络货运平台运
营本质做出甄别，找到不符合网
络货运属性的平台。

网络货运平台合规经营最基
本的就是四流合一，四流合一的
真实性能保证业务的真实性。以
中储智运为例，其基于对业务流
程的优化设计、信息技术的高度
集成和各种资源要素的有效聚
集，四流合一的基础上，实现了业
务流、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货
物轨迹流的无缝衔接和融合，实
现了更进一步的“五流合一”。

最后，网络货运平台需要一
定的技术门槛。一家物流企业

想要正式转型网络货运平台，从
系统开发、技术储备、资料整理
到获得网络货运许可证的整个
过程都要求较高，但仍有部分平
台企业存在技术实力、人才储备
不 足 的 问 题 ，导 致 行 业 良 莠
不齐。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网络货
运平台一方面要发挥平台化、网
络化优势，有力促进生产服务业
与制造业的融合联动；另一方面
应持续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技
术，实现要素流动可视、可追、
可控。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褚
飞跃指出，网络货运作为时代机
遇，必将会推动新基建、新科技
与网络货运技术相融合，重塑网
络货运运营发展机制，以高质量
网络货运平台发展带动经济高
效运转。

总体来看，机遇和挑战并存
激发网络货运平台潜能，平台需
把握新发展阶段、明确现代物流
发展新方位，展现物流新作为。

（来源：中国网）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明年的工
作重心已经明确，将优化综合立
体交通网络、发展现代物流、提升
服务供给质量、构建统一开放的
交通运输市场。

这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以
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开局之年，
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和政策着力
点。

据悉，“2021年全国交通运输
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将安排
部署2021年及“十四五”时期交通
运输重点工作。按往年惯例，这
个全国性的交通运输工作会议通
常在12月底召开。

在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
长刘小明表示，中国交通从根本
上改变了基础薄弱、整体落后的
面貌，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
代，下一步将“构建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体系”。

“我国已经建成了交通大国，
正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发布会
上，刘小明列举了基础设施、运输
服务、交通科技三个方面的事实。

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我国
交通基础设施已从“连线成片”到

“基本成网”。截至2019年底，全
国城市道路总长度达到45.9万公
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综合交通

基础设施基本实现网络化，进一
步打通了国家运输大动脉。

在运输服务方面，我国已从
“走得了”到“走得好”。刘小明介
绍，中国是世界上运输最繁忙的
国家之一。2019年，全社会完成
客运量 176 亿人次，完成货运量
462亿吨，平均每天有4822万人次
和 1.27 亿吨货物处于交通运输
中。网约车覆盖全国400多个城
市，平台日均使用量超过2000万
人次。快递业务量完成635亿件，
近10年年均增长39.1%，业务量
跃居世界第一，相当于每天有约
1.74亿件快递。

“农村地区通公路、通客车、

通邮政，让6亿农民‘出门水泥路，
抬脚上客车’。”刘小明说，交通运
输助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提供了有力支撑，有力支撑了中
国减贫，客观上也为世界减贫作
出了重大贡献。

在交通科技方面，刘小明介
绍，我国已从“跟跑”到“跟跑、并
跑、领跑”并行。高速铁路、高寒
铁路、高原铁路、重载铁路技术已
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特殊地
质公路建设技术攻克世界级难
题，超大型桥隧技术、港口航道技
术以及大型机场工程建设技术领
先全球。“复兴号”动车组、C919大

型客机、振华港机等一批国产交
通装备标注了“中国制造”的新高
度，洋山港集装箱和自动化码头
引领全球。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
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介
绍，截至 2019 年底，全国铁路营
业里程13.9万公里，其中高铁超
过3.5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公
路里程 501.3 万公里，其中高速
公路15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
生产性码头泊位 2.3 万个，其中
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2520个，
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7万公里，
也是世界第一。

（来源：《经济参考报》）

交通运输领域多项指标世界第一“十四五”力推现代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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