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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轶立

世纪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

中美博弈、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

等问题相互叠加，全球市场收

缩，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发

展环境的复杂性凸显，国际产业

链与供应链不稳定、不确定性的

特征凸显，国际贸易安全的重要

性进一步提升。当前，作为全球

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要发起端，

中国商品国际贸易终端服务体系

更多依赖美国企业主导的全球贸

易体系，经济管理部门甚至无法

掌握国际终端市场的基础数据，

这既无法支撑国际贸易的发展、

保证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也

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构建

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国际物流服

务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一、发展背景

中美博弈常态化的趋势更

加明显。虽然，近期以财政部长

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官员为

代表，主张加强中美贸易合作，

放松对中国商品贸易的限制，但

通过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手段对

国际物流末端服务体系建设的市场分析与发展对策

华长期遏制，已经成为美国精英

阶层的基本共识。新冠肺炎疫情

引发世界各国政府对国际产业

链、供应链的安全忧虑。为遏制

中国经济发展，美欧日等发达国

家利用这种忧虑，推动全球产业

链重构。俄乌问题使得逆全球化

趋势更加明显，国际贸易的不确

定性增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

景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

伸，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外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

重要支撑。面对国际贸易面临的

挑战，国际物流体末端服务体系

对国际贸易的支撑与保障作用愈

发明显。根据中金公司 2021 年

1 月发布的行业报告《跨境电商

带动品牌出海，跨境物流步入规

模化成长》，认为海外仓在特定

运输场景下具有不可替代性。

当 前， 在 国 际 物 流 体 系

中，中远海运、广州港集团、中

外运、中国国航、铁路总公司等

保障了海运、航空和铁路运输的

稳定。海外仓储等物流末端服务

主体多为中小型民资和个人投资

者为主，“大行业小主体”的特

征明显，难以形成全球布局网络

布局，体系化、网络化、信息化

能力不足，国际贸易核心节点采

用借用、租赁、合作等多种模

式，自主性较差。在贸易服务终

端，中国商品更多依赖亚马逊、

沃尔玛等美国大型企业服务平

台，提供海外仓储、配送等服

务，主导能力弱，经济数据安全

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面临

考验。

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

伸，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外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

重要支撑。作为全球产业链与供

应链的重要发起端，中国投资建

设安全、稳定、自主性强，具备

网络化特征的国际物流体系，具

有现实的经济与长期的战略意义。

二、市场分析

（一）国际物流末端服务体

系的界定

国际物流产业链主要包含

国内市场部分、国内海关、空

摘  要 ：国际市场是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世纪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

产业链与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作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要发起端，建设安全，稳定、自主的国际

物流体系必要性凸显。大型国有资本在海陆空运输领域占有优势，多数在海外仓储、售后服务等末端服

务领域却存在“大行业小主体”的特征，网络化与末端服务体系建设不足。行业既有市场大、投资额度

大，运营收益可持续的特征，也存在市场不确定风险高、现有参与主体参差不齐等问题。其发展既要发

挥国有资本的战略稳定性与国际化优势，又要发挥民营资本的灵活性，通过与产业资本合作、轻重资产

结合的方式，形成国际利益共同体，建设具备网络化特征，运营高效的国际物流体系。

关键词 ：国际物流末端服务体系     市场分析     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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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铁跨境运输、目的地海关、海

外仓储、终端配送服务及售后服

务等环节。国内市场端包括商品

生产、货物承揽、运输及仓储等

环节，运营主体单位包含中国邮

政、京东、顺丰、“三通一达”

等，已经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和

机制。中国海关及目的地海关的

清关业务多由业主公司、专业代

理公司实施。海空铁运输主要由

中远海运、招商局、中国民航、

铁总等企业具体实施。产业集中

度适中，市场化程度较为充分。

本文提及的国际物流末端

服务体系主要包括海外仓储、售

后服务与市场终端客户的配送服

务等。市场分析涉及三个方面，

其一是海外仓储需求面积及投资

总额 ；其二是仓储租赁市场年度

营收 ；其三是以仓储为依托的售

后服务市场规模。市场终端客户

的配送服务多属劳动密集型服

务，基于“一带一路”五通发展

的理念，可依托并扶植项目驻

在国地方企业发展，而没有计

算在内。

1. 海外仓储需求面积及投

资额

借 鉴 美 国 物 流 咨 询 机 构

mwpvl的数据 ①，截至2021年底，

亚马逊在 25 国家运营 2154 个仓

库，总面积约为 4950 万平米，单

仓平均面积约 2.3 万平米 ；营业

收入约 4698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03 万亿），平均运营效率为 0.95

亿美元每万平米（约合 6.123 亿

人民币）。此外，美国涉及国际

物流服务的企业还包括沃尔玛、

ebay、bestbuy 等公司，形成了市

场化的多元国际运营服务体系。

截至 2021 年底，据商务部

研究院测算中资海外仓储总量

约为 2000 个，总面积约 1600 万

平方米，主要分布于美国、俄罗

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总仓储面积不及亚马逊总量的

1/3，单仓平均面积仅为 35%。

由于缺乏统一的运营平台，运营

效率亦不能支撑国际贸易的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1 年

中国货物出口 21.7 万亿元，按

亚马逊每平米的营业收入作为参

照，可推算中资海外仓的需求总

量约为 3.54 亿平米。考虑到亚

马逊主要从事 2C 业务，而出口

业务中 2B 业务占比更高，且中

资海外仓储可通过新建、租赁与

合作运营、借用国际物流渠道

等方式各 1/3 来实现。则新建的

中资海外仓储面积总量按 1/3 考

虑，即约为 1.2 亿平米。按 5000

元 / 平 米 估 算 海 外 仓 储 的 投 资

（建筑 + 设备），合计约 6000 亿

元。租赁与合作运营面积占海外

仓储面积通过租赁或合作运营实

现，按 1000 元 / 平米进行改造，

总投资额约为 1200 亿元。两者

合计投资总额约为 7200 亿元。

如市场头部企业占比 30%，投资

期 6 年计算，需要的投资额约为

360 亿年。

2. 海外仓储租赁市场与售

后服务

据中金公司研究部统计，

在 2020 年跨境电商物流全链条

市 场 规 模 为 3946 亿 元②， 占 出

口商品总值的 18%，海外仓储

图 1  

① https://mwpvl.com/html/amazon_com.html

②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统计由不同的口径，商务部研究院根据海关数据估算 2020 年电商市场总规模约为 1.69 万

亿 ；中金公司研究部从上市企业营收等口径估算电子商务总规模约为 3946 亿元，占商品总值的 18%，反推电子商务

规模为 2.19 万亿 ；资产信息王、千叶投行、观研报告网等对 2020 年跨境电商行业总规模的估算为 12.5 万亿，本文折

衷采用了中金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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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占 8%，市场规模约为 1750

亿元。结合物流商协会的数据，

据调研国际贸易物流费用中，机

电产品的海外仓租用费用占比

约为 4.5%-5% ；一般贸易产品

主的国际贸易以 B2B 为主，海

外仓储租赁费用较低，占比约为

2%-2.5%。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③，

2021 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 12.8

万亿元，一般贸易产品出口约

8.9 万亿元。据此对机电产品海

外仓的租金市场，全口径估算约

为 5120-6400 亿元 / 年。

境外售后服务体系是依托

海外仓储体系而发展的，主要服

务对象是机电产品。根据京东、

美的、速达非物流等跨境企业测

算，机电类产品海外售后服务费

用约占商品总值的 2%-2.5%，

即年市场总规模约为 2500-3200

亿元。以海外仓储引领的物流末

端服务体系具备市场规模优势与

运营的可持续优势。

（二）政策实施效果尚未显现

相比国际海空铁运输，海

外物流末端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制

约国际贸易增长，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卡脖子”环

节。截至 2022 年 5 月底，通过

修改平台规则，亚马逊封禁超过

５万中国商户。据估计，对以亚

马逊为服务平台的中资跨境电商

造成直接损失超过 1000 亿元，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资海外仓储

的资源不足、国际网络化体系不

够等原因。

1. 政策导向明确

物流是市场经济的经脉。

2020 年④、2021 年⑤两次中央经

济会议均提及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自主可控 。《十四五规

划》中明确提出 ：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坚持自主可

控、 安 全 高 效。2021 年 8 月 商

务部等 8 单位《关于开展全国供

应链创新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的

通知》，商务部等 9 部门关于印

发《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

动 计 划（2021-2025 年 ）》 等 文

件，提及推进海外仓、海外物流

中 心 建 设。2022 年 3 月 第 十 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跨

境电商作用，支持建设一批海外

仓，加快国际物流体系建设。政

策导向性非常明确。

2. 核心企业尚不具备市场

优势

结合对中外运、中远海运、

京东集团、菜鸟等公司的调研，

中资海外仓储服务体系仍然以中

小型民资以及个体投资为主，尚

没有形成优势企业。截至 2020

年底，跨境电商企业和制造业出

口企业主要依赖国际资本投资的

海外仓储及配送服务体系，中小

型中资海外仓储提供补充。因主

责主业限制、国际化运营能力、

跨国投资风险、资本回收周期等

原因，海陆空物流运输企业及大

型的中资产业资本对海外仓储投

资额度小，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中外运是招商局集团实施

海外仓投资运营及海外运输的主

体单位。截至 2021 年 6 月底，

中外运虽然在东南亚、中东及南

亚、非洲等 40 个国家设有 77 个

经营网点，但涉及海外仓储的国

家仅为 11 个，总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米。主要业务以合同物流、

货运代理、工程物流为主（图2）。

宏观 MACRO北方经济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_ 部门政务 _ 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④ 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8/content_5571002.htm

⑤ 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https://www.12371.cn/2021/12/10/ARTI1639136209677195.shtml

图 3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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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中远海

运在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澳洲

等全球投资码头 58 个，但仅在

7 个国家投资经营 26 万平米海

外仓，业务发展依然是以合同物

流、货运代理和工程物流等传统

模式为主。

截至 2021 年底，京东集团

在美国、欧洲、东南亚、澳洲、

中东等投资运营海外仓 10 个，

总面积约 11.5 万平米。菜鸟尚无

自主投资的海外仓，国外多与亚

马逊合作，租用亚马逊、沃尔玛

等企业的海外仓，并成为亚马逊

的终端中国配送服务商（表 1）。

（三）现状原因分析

1. 国有资本的主责主业局

限与商业模式路径依赖

大型国有产业资本甚至是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

多倾斜、精耕、聚力“主责主

业”，即使是陆海空的核心物流

企业并没有涉及海外仓储等新型

基础设施及相关运营业务。在主

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大型国有

资本逐渐对商业模式形成了路径

依赖。以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为

导流方式，网络化建设要求明显

的海外仓储体系，难以进行大规

模、系统化的投资，这对大型国

际资本在海外仓储体系及配套设

施的投资发展形成障碍。

2. 国有资本尚未与民营资

本形成互补合作机制

国际化经营所面临的政治

经济风险与多元文化制度的差

异，成为中资企业从事跨国经营

的主要障碍之一。民资物流服务

企业多缺乏国际化经验，海外经

营网点数量设置不足，对国别市

场投资机会缺乏感知。此外，海

外仓储体系投资审批与建设程序

周期长，限制了民营资本的投资

意愿。大型国有资本具备战略、

资本、资源以及国际化运营经验

等优势，两者的合作具有广阔的

前景，但需要在所有权、经营主

导权、激励机制等方面制定更为

灵活的机制。

（四）行业风险

1. 中美博弈持续的影响

中美博弈持续对国际物流

服务体系的发展带来不确定。

2021 年美国依然占中国大陆全

部出口比重的 17.1%（不包含香

港等地转口贸易），是中国商品

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也成为跨境

物流服务体系市场需求的核心区

域 ；中美博弈将影响中国与欧洲

和东亚等地区的贸易发展，甚至

对全球化发展趋势产生负面影

响 ；2017 年以来，美国政府将

中国部分具备国际化能力的产业

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行投资与

MACRO 宏观 2022 08

表 1

贸易限制。逆全球化的抬头为国

际贸易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或将

影响中资国际物流体系的全球网

络布局与发展方向。

2. 国际产业链重构持续发展

随着中美博弈深入与俄乌

问题的持续冲击，国际贸易环境

持续恶化，对国际供应链体系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的推动

下，产业链重构加剧。尽管中国

大陆在产业链配套、劳动力素

质、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具备明

显的优势，美、欧、日等发达国

家及地区依然通过各种措施，鼓

励高端产业链回流，同时低端产

业链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也呈现明

显的趋势。尽管中国商品在全球

贸易占比尚没有呈现下降的趋

势，但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头，将

对国际物流体系的投资产生深远

影响。

3. 国际物流链的自身扰动

物流企业固有的重资产特

征导致其资产配置周期长，供给

弹性低。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

容易出现周期性行业低谷期与产

能过剩，部分商品的季节性需求

也导致部分物流企业需求具有季

节性特征，形成物流市场季节扰

动。跨行业、多元化的服务协同

效应是平衡市场供需波动的手段。

三、发展对策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终端

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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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卡点，具有不可替代性。面对

“小主体大产业”的发展现状，

既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战略稳

定性与国际化优势，又要发挥民

营资本经营策略的灵活性。

1. 打造国际利益共同体

资源互补、发展共赢，以

市场和运营为中心，推动国际物

流产业链的国有资本、民营资本

与国际资本深度合作是打造国际

物流产业链服务体系、降低投资

风险最有效的方式。大型国有资

本是中国经济的支撑与保证，在

体系中应发挥重要作用。

运营平台是海外仓储服务

体系的重要保障，民营电商头部

企业具备完善的市场化网络体运

营体系，与之合作，可以降低运

营风险。与制造业龙头企业合

作，以“带量建网”的方式，以

降低市场风险 ；扶植地方企业发

展并与当地配送供应商合作，既

可以践行一带一路“五通发展”

的理念，又可以降低因文化与制

度差异所产生的冲突。对售后服

务企业进行财务投资或战略性收

购，打造“港到门”的完整国际

物流体系。

中国资本主导的前提下，

建议国际物流体系实施适度股权

多元化，实时引进中东、美国、

日本的财富基金或养老基金等产

业资本，作为战略投资或财务投

资人，以降低政治风险，并拓宽

财务投资与项目退出通道，构建

核心合作伙伴稳定，股权多元，

形成共建共享而包容的国际物流

体系。

2. 轻重资产结合的投资方式

中国产业资本的海外仓存

量涉及众多“小投资主体”，且

散布于不同的区域、国家和各个

环节。根据市场需求，通过收

购、新建、租赁、合作等轻重资

产相结合的方式，盘活存量、促

进增量，通过设置区域中心、二

级节点，降低投资总额及财务成

本，快速占领市场，满足、稳定

市场需求，推动海外仓网络化建

设与一体化运营的较快实现。

３. 网络化与运营效率是关键

随着 5G 技术应用的普及以

及人们对消费便利化要求的提

升，终端服务体系的网络化与运

营效率最为关键。当前，中国海

外商品的服务体系涉及众多主

体，多为中小民营资本和个体投

资者，散点式分布于不同的区

域，难以形成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的网络化，运营效率提升困难，

不能满足国际贸易发展的诉求。

发挥市场的主动作用，利用信息

技术，构建全球网络，建立互联

互通的信息共享机制，提升运营

效率，推动国际物流终端服务体

系实现“门到门”的提升。

４. 提升物流体系的有效性

海外仓储国际物流体系是

市场需求与运营系统的充分融

合，对上下游产业进行有限的延

伸，将提升属地化、终端服务有

效性及国际化服务能力。未来十

年是国际物流企业的转型期，适

度授予主体单位上下游的投资权

限，通过把控关键环节，强化产

业链上下游的融合，为国际物流

体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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