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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察布市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王昱颖

一、乌兰察布市物流业发

展现状

（一）物流业贡献作用日益

突出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紧抓建

设国家向北开放桥头堡重要机

遇，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获

批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建成保

税物流中心（B 型）、海关监管

作业场所等，运营中欧、中蒙、

中老国际货运班列，现代物流业

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全市注册

物流企业、个体工商户 729 家，

从业人员 2 万余人，4.5 吨以上

营运车辆约 12570 辆。2022 年，

全市社会物流总额完成 2122.4 亿

元，同比增长 3.9%; 全市物流业

增加值完成 78.4 亿元，同比增长

6.2%，占 GDP 比重为 7.7%， 占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 19.9%。

（二）中欧班列中通道建设

初见成效

乌兰察布市充分利用区位

交通优势抢占通道物流制高点，

组建市对外经贸公司，具体承担

中欧班列中通道建设过程中的信

息沟通、政策协调、货源组织、

摘  要 ：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代、信息等产业的复合型服务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乌兰察布市是连接俄蒙欧的重要战略通道以及沟通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交

通枢纽，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优势。做大做强现代物流产业，对于乌兰察布市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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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列发运及补贴政策落实等。自

2016 年以来，累计开行中欧、中

蒙、中老、中亚 18 条国际货运

线路，通达俄罗斯、德国、哈萨

克斯坦、老挝等 7 个国家。

（三）综合交通体系不断完善

铁 路 方 面， 京 包、 集 二、

集通、大准、集张、集包等 6 条

干支线铁路密集覆盖，中欧班列

中通道运营有序 ；公路方面，

京藏、京新、二广高速，110、

208 国道纵横交错，打通了乌兰

察布 - 乌兰巴托 - 乌兰乌德“三

乌通道”，取得了 TIR 国际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 ；航空方面，集

宁机场升级改造完成，具备开通

国际航空口岸条件 ；多式联运方

面，与天津港、曹妃甸港合作建

设内陆港，打通俄蒙产品多式联

运“出海口”通道。

（四）物流园区蓬勃发展

乌兰察布市现有物流园区

17 个，其中规模以上物流园区 5

个，包括七苏木国际物流园、北

方陆港国际物流园、万益物流

园、136 国储库园区和银盾物流

园。其中，庙梁综合物流园区被

批准为自治区重点物流园区、自

治区首批服务业集聚物流园区，

集宁现代物流园区被评为全国优

秀物流园区。乌兰察布依托物流

园区布局，重点建设了皮革、冷

凉蔬菜、肉类加工、木材、铁合

金、煤炭洗选等专业化分工明

晰、功能突出的市场。

二、物流业发展存在的

问题

（一）管理体制混乱、资源

分散

目前，物流业是分部门管

理体制与分行业运输管理方式并

存，铁路、公路、航空、发改、

商务、邮政、海关等部门各管一

块、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管理

上存在交叉重叠、缺位空位现

象，造成物流资源分散、整合困

难。全市物流业发展缺乏统一的

规划设计和规章制度，导致衔接

不畅、重复建设和资源闲置浪费

突出，物流企业盲目竞争，时有

偷漏税现象发生，市场秩序较为

混乱。

（二）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1. 枢纽配套功能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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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口岸功能，货物集聚能力不

强、流通量不大 ；没有综合保税

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北方陆港

分拨中心、七苏木标准化厂房等

项目未建成投运，对相关产业吸

引力弱，难以带动物流业快速发

展。2. 物流网络体系不健全。市

内物流基础设施连接不充分，干

线与园区、园区与园区间的连接

线尚未畅通，城市物流末端网点

分布不尽合理，城市配送存在

短。多式联运发展缓慢，高效、

顺畅、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尚不健全，区域间货物流通运输

不够通畅便利。3. 物流园区服务

功能偏差。物流园区建设缺乏统

一的规划与管理，存在重复建设

的问题，与本地产业集群和产业

特色匹配度差，园区服务功能较

低，定位不明确。4. 物流信息平

台建设滞后。全市物流信息管理

水平和技术手段比较落后，没有

公共物流信息平台，订单管理、

货物跟踪、库存查询等服务功能

较弱，制约了物流运行效率和服

务质量的提高。

（三）物流专业服务水平低

全市规模以上、A 级以上现

代化物流企业入驻少，管理较为

粗 放， 总 体 表 现 为“ 小、 弱、

散、乱”，形不成规模效应。大

多数物流企业设备自动化水平

低，专业化水平不高，仅限于提

供运输、仓储等单一服务，物流

与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结合不

够紧密，与农业、工业、商贸业

融合程度不够深，全市物流业多

数企业物流活动主要依靠企业内

部自我服务完成，难以实现供应

链一体化、智能化、集成化管理。

（四）商贸经济支撑不足

2022 年，乌兰察布市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1017.9 亿元，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231 亿元，外

贸进出口总额 30.9 亿元，在自治

区排名较后，更难与南方经济重

镇、港口城市及郑州、西安、重

庆、成都等西部枢纽城市相比，

经济体量支撑不足。此外，乌兰

察布市未形成生产资料、商品货

物集聚的大型专业性市场，大型

商超、农贸市场等商业基础设施

数量也偏少，商贸流通总量较

低，对物流业促进性不足。

（五）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1. 税负压力大。物流业纳

税环节多，运输、配送、仓储等

领域均需征税，燃油费上涨，公

路收费较高，城市交通管制多，

物流企业经营成本高，大部分处

于微利或保本状态。2. 物流服务

体系不健全。物流枢纽、物流园

区、配送中心、终端网点等构成

的物流网络很不完善，衔接不通

畅，运作环节多，导致效率低、

成本高。3. 物流标准化程度低。

物流企业的设施设备以及包装、

仓储、装卸、运输等作业程序标

准化、机械化程度低，使用人工

劳力成本高。

三、对策及建议

乌兰察布市要以铁路、公

路、航空三大交通枢纽为支点，

以现代化物流园区为依托，以农

产品、工业品、商贸产品等专业

物流中心为支撑，努力建设畅联

国内、通达俄蒙欧地区的陆空国

际物流大通道，全力打造陆港型

国家物流枢纽，建成国际物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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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组织中心，将现代物流业打

造为全市核心支柱产业。

（一）加强组织领导与规划

引领

要进一步加强对物流业发

展的整体引导，建议成立包含发

改委、交通局、商务局、海关、

邮政局、财政局、税务局、铁路

等部门在内的全市物流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明确促进物流业发

展的相关部门职责，建立健全综

合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全市现代

物流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整体规

划、政策措施、重点项目推进等

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以规划为先导，着

力优化物流产业空间布局，加快

编制全市物流业发展规划，明确

交通枢纽、物流园区、物流信息

体系建设等详细建设规划。

（二）重点打造三大交通物

流枢纽

1. 打造七苏木国际铁路货

运枢纽平台。加快集通线电气化

改造，完善海关铁路监管功能，

提高通关服务效率，积极申请综

合保税区，依托七苏木货场运

能，整合周边水运、公路等各类

物流资源，联通俄蒙欧，辐射呼

包鄂、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

打造集多式联运、仓储配送、中

转分拨、拆箱拼箱、信息服务、

结算处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现

代铁路货运综合物流枢纽。2. 打

造北方陆港公路货运枢纽平台。

结合乌兰察布市主要对外公路交

通枢纽布局，充分利用乌兰察

布—乌兰巴托—乌兰乌德“三

乌”国际货运通道以及通达全国

的交通网络，以国内国际市场需

求为导向，打造果蔬、家居、农

资、鞋服、医药、二手车、冷冻

冰鲜等货物分拨中心，提供干支

仓配、多式联运、分拨配送、仓

储管理、整车物流、中转集散等

基本服务，并逐步向展示交易、

供应链集成、跨境电商、信息服

务、保税物流等服务延伸。3. 打

造乌兰察布航空货运枢纽平台。

加快集宁机场飞行区改扩建工程

建设，筹划开通莫斯科、乌兰巴

托、伊尔库斯克等货运航线，开

展对俄蒙欧的货运包机服务，重

点发展航空运输、航空物流、跨境

电商、临空制造等核心产业功能。

（三）全力畅通国际国内物

流大通道

1. 联通向北通往俄蒙欧、

向南联通出海口的国际物流主轴

通道。推进集通线电气化改造，

加强国内铁路干线网络与西伯利

亚铁路干线通道的对接能力，提

高中欧班列中通道运输效率，提

升内陆港和口岸过货能力。构建

以集二铁路连接国内铁路网络和

国外西伯利亚干线铁路作为北向

物流通道的核心载体，以乌兰察

布—乌兰巴托—乌兰乌德“三

乌”国际公路通道的公路运输为

支撑，以铁公水联运和航空运输

为辅助的综合国际物流通道。

2. 依托东部出海通道，联通海上

丝绸之路。依托集张铁路，协同

秦皇岛、唐山等港口开通铁海联

运班列，衔接中蒙俄经济走廊与

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服务煤炭、

矿石等大宗货物 ；协同天津港开

展集装箱的海铁联运。3. 依托西

部沿边通道，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稳定运行中亚、西亚国际

班列，主要服务百货、汽车配

件、机械设备、家具家电等货物

出口以及食品、工业原料等货物

进口。4.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

对接成渝、北部湾城市群。联接

成渝、北部湾城市群、东盟国

家，开拓 RCEP 成员国市场，重

点服务马铃薯、肉类食品出口和

矿石、橡胶等原材料进口。

（四）持续健全物流网络体系

1. 建设覆盖全国重要节点城

市的物流设施，打通物流专线、

建设仓储设施，精准对接市场资

源和需求，发挥乌兰察布国际物

流枢纽的中心支点作用，利用进

出口市场双向辐射优势，促进区

域资源整合，加强要素集聚。

2. 完善市内物流设施建设，建立

区域性货物公共集散和配发中

心，建设干线与园区、园区与园

区之间的物流专用线，优化快递

网点布局，形成物流枢纽、城市

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网络的多层

次物流网络体系，畅通衔接循环

体系。3. 提高物流园区建设管理

水平，提升改造一批契合本地优

势特色产业、功能互补、优势突

出的专业化物流园区，完善物流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园区配

套服务能力。4. 推进物流公共信

息平台建设，鼓励软件应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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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开发、快递物流、仓储配送等

配套物流信息体系发展，完善信

息平台仓单查询、运输追踪、库

存管理等一体化服务，强化平台

间互联互通机制，推动跨区域、

多领域的信息网络联盟合作。

（五）努力推进物流业与其

他产业融合

建立物流企业与其他产业

的战略合作联盟关系，采用现代

物流管理理念，实施流程再造，

在仓储、运输和配送等多个环节

进行物流剥离、合作和服务外

包，推进物流供应链一体化建

设。1. 农业方面。构建现代化冷

链物流体系，加快发展农村电

商，打造“中央厨房 + 食材冷

链配送”模式，打通乡村物流双

向通道，加强邮政、快递物流与

本地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合作。

2. 制造业方面。立足乌兰察布市

在木材、铁合金、氟化工、俄蒙

进口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产量

产能优势，大力发展大宗商品物

流新装备新技术和智能化建设，

协助制造企业进行供应链改造，

实现“零”库存管理，提高运营

效率，降低产成品运输成本。

3. 商贸业方面。加快建设皮革、

家居建材、预制菜等专业市场，

推进辖内商业设施规模化发展，

不断提升商贸集聚力。推动物流

线上线下融合，提升电商物流、

新零售物流的服务和创新能力。

整合传统商贸物流资源，逐步向

配送运营中心和专业化、规模化

第三方物流发展。

（六）培育物流主体壮大发展

坚持培育与引进相结合，

扶持壮大一批现代化物流企业。

1. 通过业务分离扶持一批，切实

抓好农业、制造业、商贸业与物

流业的产业融合工作，鼓励引导

一批生产企业将采购、运输、整

理、仓储、配送等物流业务剥

离，交由独立运作、专业经营的

第三方物流企业。2. 通过整合重

组壮大一批，整合利用现有物流

资源，鼓励传统运输仓储企业通

过兼并、联合等形式进行资产重

组和业务整合，完善服务功能，

健全服务网络，逐步形成一批主

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物

流配送企业。3. 通过招商选资引

进一批，充分发挥乌兰察布市区

位优势，加大招商选资力度，积

极引进国内外知名的第三方物流

企业，鼓励国内外大型物流企业

在乌兰察布市设立采购中心、区

域分拨中心和配送中心。

（七）不断优化物流业发展

环境

发展现代物流业，必须注

重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切实为现代物流业

发展提供有力支持。1. 在用地政

策方面。优先保障物流用地需

求，在用地计划上根据各区域发

展需要，适当提高物流业用地比

例。2. 在税费减免方面。对于物

流园区、物流基地设施和中大型

物流企业可减免有关税费，切实

降低运营成本，培育行业发展壮

大。对于知名物流企业来乌兰察

布市投资的，可按照“一事一

议”原则给予优惠政策。3. 在金

融政策方面。对第三方物流重点

企业和物流基础设施项目，在财

政贴息方面优先予以支持，并帮

助协调和争取金融机构给予中长

期贷款和低息贷款方面。4. 在行

业管理方面。制订行业准入政

策，健全物流行业法规，成立物

流业协会，规范市场秩序和企业

经营行为，指导物流行业健康发

展。5. 在人才培养方面。鼓励引

进各类物流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

技术人才，在人才落户、子女入

学、奖励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大力开展物流人才教育和培训工

作，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服务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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