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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视点M IN YING
SHI DIAN

委员说话W EI YUAN
SHUO HUA

落实“十四五”规划，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通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物流降本增
效是关键。

热点观察R E DIAN
GUAN CHA

物流成本如何进一步降？

优化“软环境”，提升“硬实力”。针对深
化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国家
已推出多项政策措施，通过物流降成本降低其
他行业成本、畅通整个经济循环，目前已取得
积极成果。

调研组在云南、四川两省调研时发现，目
前两省物流降本增效成果已开始明显显现。

如2020年四川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
的比率为14.9%，比2019年已下降0.3个百分
点。而云南省在“十三五”期间，仅铁路部门通
过运价下浮就为全省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共计
44.37亿元。

两省物流业发展基础也正在不断夯实。不
仅交通基础设施已逐步完善，产业体系支撑作
用正在不断加大，物流服务功能不断提升，营
商环境也在不断优化。

如四川内江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建
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总投资159.2亿元的
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等22个物流项目
正加快推进，内江国际物流港也已获批全省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并已成功申报第三批省级城
乡高效配送试点城市；四川遂宁则启动了“营
商环境优化提升年”行动，制定了252条举措，
行政许可“最多跑一次”事项达92.8%，海关通
关时间压缩48.7%。

无疑，物流业快速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
经济运行，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生活，对打通双
循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调研组在调研中也发现，从调研的总体
情况来看，我国物流业发展仍相对滞后，物流
费用高、效率低，城市“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配
送贵的问题仍较突出。

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来看，2020年我国
社会物流总费用14.9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率为14.7%，与2019年基本持平，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约6个百分点。而这
一方面与我国与美国、日本等产业结构不同有

关；另一方面也缘于我国物流行业自身发展水平
不高，其中物流运输费用、保管和管理等多个环
节都仍存在一定差距。

从调研组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云南、四川
物流基础设施仍存在堵点：

首先是通道问题，铁路有短板、水路有梗阻，
运输结构有待优化。如西部陆海新通道，南昆铁路
单线已满负荷运载、内江黄桶到百色铁路尚未开
工建设；二是物流枢纽布局有待优化。如部分铁
路专用线与港口连接不畅，部分物流园区与铁
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距离较远，不同运输方
式、不同运输环节的转换成本过高；三是设备短
缺问题。如内陆部分区县级的铁路车站和很多铁
路专用线没有集装箱的起吊设备等。

运输费用也仍然相对偏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交通运输部下发免

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让很多货运车企
尝到了甜头，但由于公路等经营主体负债高，还
款期限短，还款压力大，贷款利息负担重，长期免
收毕竟不是一个办法。

为此，调研组提出，可通过进一步深化收费
公路制度改革。加快修订公路法、《收费公路管
理条例》，明确“长期限、低费率”政策，降低公
路通行成本，并指导各地加快推进落实高速公
路差异化收费政策。同时深化铁路管理体制改
革，推动垄断性行业的竞争性环节开放；降低
铁路费用，精简铁路杂费项目，规范铁路专线收
费行为。

而对于保管和管理中存在的多个短板，调
研组则认为，聚焦流通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
本，归根结底还是体制问题，应营造更好的营商
环境。

因此调研组提出，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要
从根本上降低制度性成本，避免多头管理，打破
地区封锁，落实物流企业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
的相关政策，鼓励物流企业开展跨区域网络化
经营。同时进一步降低物流业税负成本，减少行
政管理事项，解决物流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物流的现代化
水平。

邻而不接、连而不畅，多式联运到底
卡在哪？

推动物流业提质增效，降低物流综合成本，
多式联运则成为重要抓手。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
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央和
地方财政要加大对铁路专用线、多式联运场站等
物流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研究制定铁路专
用线进港口设计规范，促进铁路专用线进港口、
进大型工矿企业、进物流枢纽。

这次调研中，多式联运的情况如何，如何破除
多式联运的“中梗阻”，也是调研组关注的重要方面。

“目前，全省互联互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
相对滞后，各种运输方式规划建设、统筹协调不
够，枢纽站场、集疏运体系不够完善，‘连而不畅、
邻而不接’的问题突出，多式联运衔接不畅，倒装
次数过多。”在与云南省相关部门座谈时，云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同志开门见山，直接道出了
目前存在的短板。

多式联运，顾名思义就是将不同的运输方式
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其中最为核心就是“联”，通过

“联”实现统一标准、专业规制构成连续的、综合性
的一体化货物运输体系，从而减少倒装、倒运等
环节实现降本增效。

那为何会出现“邻而不接、连而不畅”？
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要做到接得上，连得

通，一方面各相关主管部门要能坐下来，针对哪
里需要接，如何接，怎样接进行统筹协调，另一方
面还要解决钱谁来出、谁来运营等具体问题。

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原
副部长房爱卿的话说，多式联运的“断头”问题，看
起来是一地一港一园区的问题，实际上是需要相
关主管部门统筹解决，要针对断头的点，真正展
开调研解决实际问题。

而针对“钱”从哪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则表示，可以发
挥政府投资的示范作用，同时引导各类社会资本
加大对公铁、铁水、空陆等不同运输方式的转运

场站和“不落地”装卸设施等的投入力度，破解制
约物流整体运作效率的瓶颈。

解决了“邻而相接”，还要解决“连则通畅”的
问题，这就需要解决应用多式联运的规则和全程
服务的规范。但从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多式联
运标准不统一问题是个难点。

如托盘标准不统一问题就由来已久。据调研
了解，铁路托盘一般采用1.3×1.5米的标准，公路
托盘一般采取1.2×1.4米的标准，企业生产物流
上又以1.2×1米为主。此外还涉及集装箱超高超
重问题，火车“驮背运输”标准问题等。

对此调研组提出，要解决多式联运卡点问题，
推广应用标准化托盘货架、集装箱、公铁水运输工具
等，支持发展大型化、自动化、专业化、集约环保型转
运和标准换装设施设备，保障多式联运的开展已十
分必要，这也是解决多式联运卡点问题关键。

“技术性”降本 数字物流大有作为

“云南省网络货运信息监测系统已经建成，
接入了16户网络货运经营者电子运单数据，累计
整合社会闲散运力2000余辆，促进了全社会物
流成本降低；同时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电子运单管
理系统在道路运输行业管理部门、危险品运输企
业和从业人员、充装企业得到全面应用，整合了
395.4万张电子运单，从源头上减少了重特大交
通事故的发生，促进了平安物流体系建设……”
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同志的介绍，通过推广应用
信息化技术，推进“技术型性”降本，云南物流业的
降本增效已更近一步。

从调研组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云南全省已
有多家物流企业通过信息平台整合物流资源，将
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到物流组织活动中。

如云南浩宏物流有限公司依托“云交智运”
平台发展无车承运；云南建投物流有限公司构建

“云上管家”平台，打造以建筑相关产业为中心的
大型资源交易和物流平台，有效提高了物流企业
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无独有偶，调研组发现同云南一样，四川也
开始加快数字物流、智慧物流建设。

“四川已经启动建设西部物流大数据中心一期
建设，正在开展二期建设，同时推进物流企业信息系
统建设，引导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集成应用于物流
发展，支持网络货运等物流新业态发展，促进空铁公
水物流信息汇聚共享。”据四川省政府部门同志介
绍，通过数字物流建设不仅能够解决综合物流运输
网络的无缝衔接，减少车辆空载率，同时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本土物流企业“散、小、弱”的问题。

“下一步云南省还将继续打造基于区块链
技术为基础的综合物流生态平台，促进综合运
输各类信息多源数据融合，促进物流产业链各
环节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同时还将建设综合
物流运营监测与信息服务系统。开展网络货运
经营者线上能力认定、接入、监测和大宗物资
运输监测数据报送，推动物流业降本增效。”云
南省交通厅介绍说。

诚然，“技术性”降本已经成为新时期物流业
发展的必经之路。对此，调研组也提出了思考：最
为关键的还是要推动物流信息的开放共享。

调研组认为，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鼓
励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向社会开放与物流
相关的公共信息，推动铁路企业与港口、物流等
企业信息系统对接，完善信息接口等标准，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实现数字物流的突破口。

堵点在哪？如何破？
——全国政协经济委聚焦“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调研组调研记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琳

4月27日上午，2021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暨“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主题劳动和技
能竞赛动员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
上，一批集体和个人分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
章、全国工人先锋号。来自伊利集团的研发人员赵
六永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河北定州伊利乳业
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化验室荣获“全国工人先锋
号”称号。

他们的获奖，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创新。赵六永
拥有国家授权发明专利28项。多年来，赵六永带领
团队累计研发上市了60余款产品。例如，在安慕希
常温酸奶开发过程中，赵六永与国际同行联合攻
关，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测试和设备试产，解决了产
品浓稠挂壁无法量产、水乳分离的行业工艺世界性
难题，成功研发出第一代利乐砖安慕希常温酸奶。
2014年，刚面市不久的安慕希就斩获了SIAL国际
食品展产品创新大奖。

赵六永说：“技术人员要拥有工匠精神，这才是
好的科研工作者。匠心就是一种专注忘我的境界，
就是敬业、乐业，创新和坚持。”

“全国工人先锋号”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下发
的以“创一流工作、一流服务、一流业绩、一流团队”为
活动内容的荣誉称号。此次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
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化验室正是这“四
个一流”的鲜明体现。据介绍，伊利集团每一名牛奶化
验员每天要做近300项国标检测，对1000多项化验标
准都要熟记于心。伊利“质量标准三条线”业内闻名：企
标线在国标线基础上提升50%，内控线在企标线基础
上又提升了20%，层层守护，确保产品品质。

事实上，在伊利集团，像赵六永这样的创新研
发人员和团队获得劳动者最高荣誉不是第一次。伊
利集团还有全国劳模巴根纳——他带领团队研发了
150余种创新产品，其中，舒化无乳糖牛奶解决了
乳糖不耐受人群无法饮用牛奶的全球性难题；去
年，孟根花当选全国劳模，多年来她带领团队持续
完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推动中国乳制品检验
方法持续升级。

民营企业创造了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说：“不创新，无未来。”这句
话代表着许许多多民营企业对创新的清醒认识。我
们相信，在今后的劳动者最高表彰的殿堂，将会看
到越来越多来自民营企业的劳动者以及团队站上领
奖台。

伊利技术团队：

摘取劳动者最高桂冠
彰显民企创新实力

本报记者 吴志红

4 月 27 日，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清新环境）技术中心荣获中华总工会颁发
的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对多年来不乏重量
级奖项的公司而言，此次荣获的这个集体奖项含金量
极高，不仅是对技术团队的一大肯定和认可，更将敦
促清新环境将“环保守望者”的角色不断延续。

清新环境靠技术起家的，在国外试图垄断且国内
需求明显的境况下，自主创新是必由之路。

火电行业作为碳排放交易的首个试点行业，清新
环境深耕火电行业多年，自主研发的旋汇耦合技术、
管束式除尘技术、烟气提水等技术行业领先，这些技
术都是碳捕集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强大的创新
能力，清新环境核心技术——单塔一体化脱硫除尘深
度净化技术（SPC-3D）更是得到了行业极高评价。

据悉，清新环境已授权专利达219项，其中发明
专利35项，PCT专利7项，实用新型177项；2020
年，授权实用新型44项、发明专利1项、PCT专利1
项；申请专利48项，其中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
30项。

清新环境技术中心总经理姚海宙梳理了企业发展
的脉络，2001年成立，2002年推出旋汇耦合脱硫专
利技术，2007 年成为首批火电烟气治理实践方，
2010年高效喷零专利技术研发成功，2011年公司上
市，3年后离心式管除专利在云冈电厂落地，“旋汇
耦合+高效喷淋+离心式管除”最终组成了核心技术
SPC-3D。

姚海宙表示，“环保产业是政策拉动型产业，碧
水蓝天是国家对环境发展的要求，我们公司的专利也
多集中在此方面，其中烟气治理、节水及水处理技
术、新材料、固（危）废处理技术、节能和其它技
术，其中烟气治理技术占据主要位置。但同时，公司
将延续烟气治理和减碳协同这一方向，逐步拓展非电
烟气领域，逐渐补足工业水这一瘸腿项，在保持烟气
治理技术领先地位的前提下，至少能满足80%水资
源客户的需求。”

立镜一面，效仿千人。姚海宙认为，获奖是对过
去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多年来技术积累的一次认可，
同时更是一种激励，科技创新是立企之本、战略支
撑，我们将继续“拧紧”技术研发这枚螺丝钉。

姚海宙最后说，技术中心能够获得今天的荣誉，
离不开公司创始人、首席技术专家张开元的全面支
持。“正是在一个专家型领导的带领下，公司才能在
技术研发上不断投入，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突破。” （王林）

继续“拧紧”技术研发
这枚螺丝钉

4 月 27 日，2021 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
“建功‘十四五’、奋进新征程”主题劳动和技能竞
赛动员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上，
397 个集体和 1197 名个人分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奖章，1297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全国政协经济委调研组一行在四川内江国际物流港全国政协经济委调研组一行在四川内江国际物流港，，就就
““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聚焦聚焦““深化流通体制改深化流通体制改
革革、、降低物流成本降低物流成本””做实地调研做实地调研。。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
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
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此次
全国政协经济委调研组围绕“打通制约经济循
环的关键堵点”，聚焦“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降
低物流成本”深入云南、四川两省调研，也正
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作为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接受人民政协
报随行记者采访时表示，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
的重要基础，是有效衔接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
的“大动脉”。研究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降低
物流成本问题，必须将其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个大背景下，梳理我国物流格局发生的新变
化，厘清流通体系的堵点和梗阻。

近年来，我国物流空间分布、结构与方式
都发生一系列变化，王一鸣表示，归纳起来主
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沿海主导的物流格局正在向沿海内陆
相互促进的物流格局转型。改革开放特别是加
入WTO后，我国在参与国际大循环中形成了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也构建了
与其相匹配的物流格局，即以沿海港口为枢纽节
点的国际物流网络，内陆主要向沿海港口运输货
物并出口。目前沿海地区的货物周转量仍占到全
国的约2/3，内陆地区则不足1/3。构建新发展格
局，既有物流格局也要相应进行调整，在继续发
挥沿海港口物流枢纽作用的同时，在内陆地区要
打造一批引领国内大循环、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物流枢纽。

王一鸣进一步分析说，现在内陆地区不仅通
过沿海港口出口货物，也开辟了向西、向南的出
口运输通道，如中欧班列就是向西出口和运输货
物的通道，正在建设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则是向南
出口和运输货物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
加快建设内陆物流枢纽。如此次调研的成都，就
具有建设我国内陆地区门户枢纽的条件。成都现
在仍主要是交通枢纽，需要增强物流枢纽功能。
昆明也有条件打造成为面向东盟的物流枢纽。

二是工业物流主导向工业物流和生活物流并
重转型。我国在参与国际大循环中，主要是以工
业物流为主。工业物流具有批量大、规模化、标
准化的特点，更适合规模化的物流组织方式。随

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电商的兴起，生活物流快
速发展。生活物流具有分散化、多样化、随机性
的特点，而且对冷链物流的需求迅速增长，形成
业态丰富、模式多样的物流需求，这就对物流的
精准化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传统物流方式向现代物流方式转型。
随着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物流组织
的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等创造了条件，物
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通过运
用现代科技形成物流解决方案，有效降低物流
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在王一鸣看来，厘清流通体系的堵点和梗阻，
才找到堵点的症结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到解决方
案，制定操作性强的对策。他认为，当下制约我国物
流业发展的堵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铁水联运、
公铁联运“最后一公里”没有完全打通，还存在
不少断点，部分铁路进港无法到达码头前沿。大
部分物流技术设施运作相对独立，信息不互联、
业务不衔接、功能不匹配，运输方式标准不统
一，导致了货物运输无法“一单到底”，从而增
加了物流运输成本。

第二，物流枢纽建设仍不适应国内大循环要
求。在王一鸣看来，这主要缘于我国物流枢纽建
设起步较晚，特别是内陆地区的物流枢纽建设滞
后，货物组织和配送能力不足，效率仍然不高，
总体上还不适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要求。

第三，物流企业竞争力不强。多数企业处于
“小、散、弱”状态，缺少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
大型物流企业，难以形成规模化发展，不利于形
成统一的物流标准。

第四，城乡冷链物流存在短板。包括冷库建
设、冷藏车、智能温控等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
后，仍不适应百姓高品质生活对冷链物流的需求。

第五，流通体系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仍然不
高，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

最后，王一鸣提出，针对这些问题，要完善
“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实现
各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进一步推进降本增效。
加快内陆地区物流枢纽建设，培育一批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提高物流数字化、智能
化、绿色化水平，加快服务居民生活的冷链物流
发展。而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是突破体制障碍，
真正解决物流发展堵点问题的关键。

王一鸣委员：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孙 琳

暮春四月，和风细雨，乍暖还
寒。全国政协经济委调研组一行奔
走在滇、川大地上。

围绕“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
键堵点”，聚焦“深化流通体制改
革、降低物流成本”，4月25至30
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党组书
记、副局长毕井泉率队赴云南、四
川两省开展专题调研。

6天的行程，7场地方相关部
门、企业代表座谈，51家走访、座
谈企业，1场组内座谈。在行走与问
答间，“十四五”时期如何进一步降
低物流的制度成本、要素成本、税
费成本、信息成本、联运成本，推进
物流业降本增效等问题逐渐清晰，
17位调研组成员也在脚步丈量中
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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