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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河南建设区域物流中心的路径探讨

杜 明 军

摘 要：在“十三五”时期，河南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区域物流中心面临着交通体系不完善、物流水平

低、交通与物流不尽协调等历史现实约束。为了解决现实困境顺利实现区域物流中心的构建，河南省必须吸纳“一

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申报构建、“互联网+”深度渗透融合、绿色低碳、新兴智能技术等新元素，构建相关基础支撑

产业、交通网络、物流联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等协调发展的高效、绿色、和谐、国际化的综合交通运输物流格局。

并要坚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从而形成河南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区域物流中心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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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物流中心是交通枢纽城市在发达的综

合运输体系、完善的物流服务条件及良好的产业政

策支撑下形成的在一定区域内开展高效物流组织

与服务的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中心。其作用在于形

成物流产业集聚和配套，进行服务对象产业的集中

布局，构建集约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就河南省而

言，良好且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是构建区域物流中

心的天然优势。如何充分发挥好比较优势，实现城

市之间，制造业、流通业与物流业之间，物流服务企

业之间的联动，推进区域物流中心的形成和壮大，

也将是河南省对接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内陆

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应有之举。

一、“十三五”时期河南区域物流中心的建设思路

（一）克服历史现实约束

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统筹谋划和正确领导

下，按照中央建设中部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打造区

域物流中心的总体要求，河南省坚持交通先行，着

力完善网络、优化结构，交通路网通达深度、通畅程

度、可靠程度等明显提高，物流要素、物流企业、物

流设施等逐步向综合交通枢纽汇集，特色行业物流

取得长足进展，安全监管、应急保障、节能减排、科

技信息等得到加强。站在“十三五”时期新的历史

起点，全面审视河南交通运输物流发展，其与河南

“三大战略规划”实施，与社会生产和民生要求仍有

差距，存在着必须克服的历史现实约束：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各种运输方式平衡利用、各种运输环节

衔接畅通等仍需完善，物流发展水平低，多式联运

推进缓慢，交通与物流之间的协调优化仍需加强，

综合运输信息服务、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等有待转型。

（二）吸纳“互联网+”新元素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河

南综合交通运输物流发展必须吸纳融入新机遇、新

条件、新要求。一是“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构建

作为国家谋划改革开放大格局的驱动“双轮”，成为

交通运输物流发展的新机遇、新引擎。二是“互联

网+”思维的深度渗透融合功能态势。随着“互联

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大数据思维、用户思维、

跨界思维、免费思维等成为综合交通运输物流的提

升思路和技术手段。三是绿色成为交通运输物流

发展新底色。随着科技创新、国家政策的强力支

持，循环、低碳、节能、减排成为综合交通运输物流

发展的关键词。四是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社交网络媒体等新兴智能技术手段与交通运输物

流的融合应用更加普及，成为必然性发展趋势。

（三）明晰完善目标要求

面对问题约束和新形势，在“十三五”时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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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研判“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申报构建、经

济发展下行压力大等宏观环境的综合影响，需要持

续学习、深入领会、全面实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系统全新理念，突出

综合融合、结构调整、衔接优化、效益提升、智能信

息化、民生为基等发展思路，努力增进航空运输、公

路运输、铁路运输等多元交通方式的综合畅通水平

和可达能力，完善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依托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和区域物流中心打造，增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聚集功能和空间区域发展的溢出

效应；推进城市群发展的带状化趋势和区域间经济

发展的联动水平；逐步抹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

差距鸿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城化，推进交通

运输与城镇化演进，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对

接，推进产城一体化融合；以构建相关基础产业支

撑、交通运输、物流联动、城镇化演进与生态文明建

设等均衡同步发展的高效、绿色、和谐、国际化的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物流发展格局。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物流的“高效”发展意味着

提升铁路、公路、航空、轨道、城乡等交通领域的运

输能力和综合效能水平，统筹发展陆路、海运、航空

等多元化交通运输物流网络，构建培育区域经济发

展的多极化增长带动格局，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

展，逐步消除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鸿沟。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物流的“绿色”发展意味着

逐渐降低交通运输领域的能源消耗水平，提升交通

物流综合效能，增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城镇之间

的交通物流通达能力和档次，以形成高效、节能、畅

通的交通网络、运输体系和物流网格。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物流的“和谐”发展意味着

采用“以产带城、以产促城”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

在必须开发的土地资源上合理布局先导性的交通

主线，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交通主轴产业

带，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物流网络与产城

融合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物流的“国际化”发展意味

着要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根据市场需求

加强通向各国和地区的交通运输物流联系，探索多

元化合作机制，完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国际互联

互通。

二、“十三五”时期河南区域物流中心建设的

对策建议

（一）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联通道路、畅通贸易、流通货币、沟通政策、相

通民心等“五通”，作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

建设内容，相互关联，具有联动促进、耦合协调特

征。其中的道路、贸易、货币等互联互通，与河南构

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区域物流中心密切

相关。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做好综合交通规划

及其与对外运输通道网络的高效衔接，构建具有国

际视野的物流大通道，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基

础和迫切需要。随着交通运输物流联运通道通达

水平的渐进提升，航运线路的扩展及运输班次的增

加，航空运输架次的增多和集疏站点区域的扩张及

货运规模的日趋扩大，国际化的散杂货和集装箱运

输、国际航空运输货运代理业务等国际物流的发展

新机遇呈现逐渐成为大概率事件。综合交通运输

不仅强化了区域之间商流、物流、信息流等方面的

合作，串联碎片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利益，整合资源，

抱团取暖，带动东中西部联动发展；而且还可促进

国内交通运输和物流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将国内

沿线与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吸附在统一的交通物

流平台上，强化与国际辐射地区间的利益协商机

制，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交通运输物流大格局，加

速经济整合转型升级，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带

的发展。

要主动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引领，立足于河南

省承南接北、通东达西的独特区域地位，高度重视

国际化互联互通对接，将河南交通运输物流领域打

造成“一带一路”经济带重要的交通运输物流枢纽

和战略腹地。一要充分考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高度关注河南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和区域物流中心发展规划的战略衔接与便捷沟

通，主动做好相关对接。二要加快完善河南重要通

道的交通基础设施，积极融入连接东西的物流运输

大通道，主动做好与境外通道的衔接。三要树立国

际化战略视野，依托郑州航空港建设，充分利用航

空物流的实效性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四要充分利用河

南在交通运输物流领域的技术创新、管理经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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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积淀等方面的优势积累，积极参与境外铁路、公

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交通运输企业走出

去。要重视在重大项目上与相关国家对接。五要

积极推动相关交通运输政策和物流标准的对接和

沟通，打造有利于国际运输便利化的市场环境。

（二）深入对接自贸区的申报构建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基础支撑和重要载体，

以自贸区申报建设为突破口的开放型经济战略，将

助推国际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与物流中心发展。自

贸区各项功能的完善，“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网络

的逐步形成，为综合交通运输物流提供重大发展机

遇。可以依托自贸区的申报构建，完善河南交通物

流运输大通道，打造区域经济东西互济、陆海统筹

的交通物流节点网络，促进商贸交流与繁荣，产业

承接与转移，形成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

的开放合作格局，提升河南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和内

引外联的主导权。

要以河南自贸区的申报构建为契机，树立国际

视野，致力于制度创新，以发展国际物流为抓手，及

早谋划与自贸区对外开放新优势的充分对接。一

要充分利用自贸区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带的重要

节点和制度创新的区域发展高地对区域经济一体

化和交通运输物流协同发展的溢出效应和辐射效

应，以及对国内交通运输枢纽和物流贸易中心发展

的客观需求，及早谋划与自贸区对接的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和物流节点网络布局，完善与自贸区相关的

内外运输物流互联互通，促进国内物流枢纽和贸易

中心的发展。二要谋划利用自贸区的“先进区、后

报关”“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监管服务、检验检疫

等通关便利化优势，对接提升国际物流效率。三要

谋划利用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投资

和贸易规则国际接轨等便利化、自由化、法制化营

商环境，对接改善交通运输物流运作环境。四要依

托自贸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和桥梁，鼓励企业参与境

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河南装备走向世

界。谋划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境外物流中心等

基础设施的对接完善，以跨境物流的支撑保障，打

造服务网络，紧跟国际消费动态，快速响应客户需

求；依托服务网络，降低物流成本，为跨境电商增添

发展新动力，助推跨境物流转型升级。

（三）持续依托“河南制造”的产业基础优势

交通运输物流连接着制造业的采购、生产、储

运、销售等环节，是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抓

手，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有机互动日益深化，日益

呈现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交通运输物流通过商

品采购的成本降低和采购能力的增进，在推进制造

领域供应价值链一体化的进程中，优化要素配置水

平，增进制造业附加值。同时，先进制造业越来越

依赖现代物流及其相关技术手段，制造业的竞争已

逐步演变成供应链之间的高效、便捷和安全等方面

竞争。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交通运输物流规模扩张，

制造业的持续稳定转型升级为交通运输物流领域

的发展提供了扩张载体和提升空间。

河南是制造业领域的经济大省，经济总体规

模、制造领域产值规模、商业和贸易总量在全国均

居第 5 位，产业基础雄厚，生产性物流发展空间巨

大。但河南交通运输物流发展相对滞后，生产性物

流的主干业务仍以传统大宗商品的仓储和运输为

主，低端性明显；技术含量大、附加值高的现代物流

服务领域，诸如物流信息服务咨询、物流成本追踪

监控、物流库存动态控制、货物流通深加工等方面，

特别是服务于制造供应链的物流管理服务能力非

常有限，交通物流市场机遇开发利用严重不足。河

南省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实现联动的比例还比较

低，制造企业自营物流仍是主流，第三方物流发展

还不成熟。因此，综合交通运输物流发展与“河南

制造”对接联动的机遇空间巨大，二者之间的实质

性服务内容极其丰富。

河南省必须把交通运输和现代物流作为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持

续推动交通运输物流与“河南制造”联动共进，构建

新组织新业态，优化产品、企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形

成辐射能力强、带动区域广、具有强大市场竞争优

势的区域现代交通运输物流高地，以“河南制造”为

服务对象和实质性联动发展内容，加快与制造领域

相配套的现代物流体系和供应链管理体系建设，高

效对接制造业改造提升、转型升级和由大变强的战

略需要。一要打造物联网，完善供应链管理，为“河

南制造”提供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服务。

鼓励物流领域的业务整合，促进制造业企业剥离或

外包物流业务，助推制造业务流程改造。二要构建

完善交通运输物流与制造业的沟通机制，促进“河

南制造”与交通物流联动发展。深入交流，加强协

调，及时发现和解决矛盾问题，减少经营损失，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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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外包质量，增加制造企业满意度。三要重视标

准化研究和信息化应用，促进制造和运输物流无缝

对接。依托“互联网+”驱动新产品、新模式、新业

态，依托信息数据流保障各生产要素间的无缝协

作，增进物流运输与商业贸易、相关产业集群的融

合发展、互动促进。打造商品展示、运输仓储、交易

配送、物流深加工以及信息咨询服务等一体化的交

通运输物流平台，形成“河南制造”的智能化生态。

四要促进物流、产业、市场之间的“三联互动”。完

善交通物流、配送分拨、终端联网的一体化水平，推

进内部配疏与外部集运之间的融合联动。依托交

通运输物流与“河南制造”优势的深度融合，形成物

流效率提升、物流成本降低、社会物流服务需求满

足的一站式交通运输物流服务网络，完成综合交通

运输物流的产业发展服务使命。

（四）完善提升交通运输体系的综合一体化水平

提升综合一体化层次水平，进一步健全完善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现代物流发展转型升级的重

要基础。河南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体化网络已基

本形成，但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网络仍需完

善提升；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比较优势发挥、

分工协作仍需强化；距现代物流高效率、低成本的

要求仍存有差距。急需依托交通运输方式的多元

化比较优势，发挥各方式组合和结构优化的一体化

综合效应，充分利用信息手段，形成现代物流和相

关领域全面发展的基础支撑。

一要全面提升物流大通道的运输能力、聚集效

能与扩散效应。要关注交通运输物流的地域布局

与产业发展的耦合机理和协同共进特征，发挥其间

的“点—线—面—体”的空间合成效应。充分发挥

交通运输大通道对“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支撑带动

功能，以物流运输为抓手，打造通关便利、通行便

捷、物流高效的交通运输物流发展格局，形成交通

物流的集疏功能与扩散效应。着重补强薄弱环节，

以重大交通建设项目为抓手，切实解决物流服务关

键难点问题，加快建成内畅外通、安全高效的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物流大通道。强化对“一带一路”战

略的配合，推动沿线各省（区、市）间的交通物流联

动。完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和物流服务通道建设，

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高度关注城镇化空间发展

趋势，注意产业布局调整与交通物流的深度融合发

展，推进交通货运与城市交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

展。关注制造业基地与交通货运物流主通道的网

络化协同发展。支持推进跨境物流基础设施共建

共营，持续深化国际经贸物流合作。

二要持续加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提升现

代物流发展水平。形成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运

输方式之间的比较优势相互配合、适应现代物流发

展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充分利用公路运输与物

流中心的内在密切关联，促进“门到门”物流服务。

注意依据交通物流量的数据实测和发展态势预测，

决定交通用地的规划预留，交通通道的等级取舍，

以保障交通物流发展的实际需要。注意解决铁路

运输与相关运输方式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合理化

解交通物流的铁路集结与疏运之间的矛盾，尤其注

意铁路与公路运输方式之间的有效对接，实施多式

联运。注意考虑民航货运大部分属于高附加值产

品，离市区较远的特点，要确保郑州航空港基础设

施对交通运输物流的时效性。

三要完善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强综

合交通枢纽的集散、衔接和转运功能与各级产业园

区货运场站的布局配套、衔接协调，服务于城镇物

流集散配送中心。坚持民航优先，统筹组织各种交

通方式，突出“铁”“公”“机”联运一体，“港”“站”

“运”功能衔接，根据各地条件，发挥自身优势，统筹

组织各种交通方式，形成整体优势，结合铁路、机

场、公路、港口建设，统筹布局多种交通运输方式，

构建功能完备、集疏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体

系，发挥产业优势和交通优势，打造深度融合周边

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区域交

通物流枢纽门户格局。

四要制定统一协调的运输物流关键节点基础

设施规范，进一步优化集疏运系统。加强以中心城

市为试点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站场布局规划，打破

分方式独立发展的建设格局惯性思维，重视各方式

的线路和枢纽之间的高效衔接和协调。要依托区

域性的试点城镇，深入研究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站场

的规划布局，为枢纽站场建设提供前瞻性指导。加

大投资、项目审批等扶持力度，注意规模扩张与功

能构建的协同发展，打造功能完备、布局合理、集疏

运体系完善、服务一流和管理高效的交通物流集疏

运系统。

五要完善物流园区、分拨节点、配送网点体

系。结合国家和河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布局，依托

98



“十三五”时期河南建设区域物流中心的路径探讨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特色、区位发展优势及市

场规模特征，注意交通运输物流的专业化错位发

展，形成分工合理、互为支撑、互动发展的物流分拨

节点体系。

（五）加快打造智慧交通物流信息平台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

术发展已成为智慧交通的强大支撑和必然选择。

河南省交通物流信息化水平整体偏低，公共信息平

台建设相对滞后，物流信息标准不统一；地区之间、

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物流信息数据难以进行安

全、高效地交换，物流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信息资源

共享程度不高；区域性、全国性的信息服务系统急

需完善，“信息孤岛”现象较为严重，全程供应链管

理不完善；交通物流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尚处于发展

初期等。面对如此众多的约束挑战，我们必须加快

智慧交通物流信息平台建设。

要依托物联网对交通基础设施、运载工具的全

面感知监控，对逆向物流管理发展的促进；依托大

数据对信息资源的价值挖掘和存量盘活利用；依托

云计算对各类交通数据的存储模式改进；依托移动

互联网技术对信息在各种运输方式间传输交换的

顺畅便利，打破“信息孤岛”，促进信息共享、促进各

种运输方式的配置优化、互动畅通、运转高效、协调

共进，实现河南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区

域物流中心的智能化转型。

一要完善交通运输物流信息支撑平台建设。

充分利用信息基础设施的存量资源，重组优化公铁

陆路、海运水运、航空等现有的优势信息资源，完善

平台基础设施和应急物流系统。加强电子功能及

增值服务，开发交通物流信息追踪查询的动态瞬时

服务系统，融合对接运输仓储、分拨配送等各层面

物流信息，提供综合物流增值服务。

二要加强交通物流电子政务平台建设。推进

物流信息平台的管理对接，主动顺应信息技术和

“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形成政府政务、工商税

务、金融服务、质量技术监督、外贸海关、统计数据

等层面的集约服务网络，全面提升政府有效治理能

力。保障交通安全、缓解拥堵难题、减少交通事故，

提高车辆及道路的运营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三要强力推进交通运输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

能力建设。加快构建交通运输物流综合决策分析

系统，在交通信息数据质量、交通环境、交通安全和

应急管理等方面为交通领域节能环保提供技术支

撑，着力增强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

四要打造交通物流信息一体化工作机制。明

确区域交通信息共享与交换机制，加快构建交通运

输支付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交通物流联网结算机

制，完善公众出行信息共享服务体系。

（六）坚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长期受制于交通运输领域的条块、部门行政分

割，公路、铁路、民航等各自为政，各种运输方式缺

少统筹配合，各自规划、分别建设，割裂了现代物流

发展的内在要求，产生运力投放盲目和重复建设等

问题，造成资源浪费，影响运行效率，严重制约现代

物流发展。同时，既有的一些行业政策法规在一定

程度上已经阻碍物流发展。包括进入与退出机制、

诚信体系等针对物流市场的专项行业监管体系相

对不足，市场监管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仍有

一定差距。另外，交通运输物流的标准化管理不

足，集装箱、托盘等装备的技术标准不尽统一，影响

货物换装效率，等等。因此，必须推动综合交通运

输物流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一要完善综合交通与物流营运管理机制。坚

决冲破区域、行业、部门和所有制之间的束缚限制，

提升完善交通物流管理系统的一体化水平，打造适

应现代交通物流发展的运行管理体制机制。要彻

底清理不适应新的发展态势需要的部门性、行业性

和区域性的法规，逐步构建一体化的促进公平竞

争、对外有序开放、保障交通物流资源自由流转的

交通运输物流服务市场。

二要逐步构建交通运输物流综合协调发展机

制，着力化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现代物流发展中

的突出障碍约束。统筹发挥综合交通运输规划与

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的互动发展和引领作用，引导各

种运输方式对物流中心建设的重视与对接，为各类

运输方式与物流的协调发展创造场地设施及基础

条件。

三要探索建立项目商业性与公益性评估机制，

为交通运输物流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创新公共交

通投入的PPP模式，调动民间资本资参与交通运输

物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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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gional Logistics Center Construction in Henan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Plan Period

Du Mingjun
Abstract：During the 13th five-year-plan period， in the process of Henan constructing moder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creating regional logistics center，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constraints must be faced with，
including imperfect transportation system，low level of logistics，uncoordinated traffic and logistics etc. At the same time，
new elements must be absorbed includ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Free Trade Zone application construction，
Internet + depth penetration fusion，gree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and emerg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tc. Efficient，
green， harmonious， international traffic and logistics patterns must be built， which can balance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among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related industries， urban and ecology. Innovation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should be insisted continuously in order to form system security in Henan constructing moder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creating regional logistics center.
Key Words：The 13th Five-Year-Plan Period；Moder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Regional Logistic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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