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
祖国的立交桥

汇报人：县（处）二班 郑朝霞

2018.11.27



目
录

1

2

3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物流

深刻认识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理念

湖北，维系四方的祖国立交桥



01章节 PART

改革开放40年
的中国物流
• 探索与起步阶段 • 快速发展阶段

• 转型升级阶段



1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物流

1.1 探索与起步阶段（1978-2001年）

人类有了生
产交换，物
流活动诞生

二战时期

美国提出“物
流”的概念，
物流作为一门
学科正式诞生

20世纪60年代远古时代

日本引入“
物流”概念
，称其为“
物的流通”

20世纪70年代末

国家物资总
局考察日本
，物流概念
引入中国

2001年8月

国家标准《
物流术语》
颁布，给出
物流的标准
定义



1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物流

1.2 快速发展阶段（2002-2012年）

2006年

“十一五”规
划，第一次将
现代物流业写
进我国五年计
划

2009年

《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

2004年

国家发改委等9
部委《关于促
进我国现代物
流业发展的意
见》

2011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物流业健康
发展政策措施的意
见》

在经济持续增长和政策不断落实的推动下，这十年间我国物流业保持了较快增长，物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达17%左右，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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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转型升级阶段（2013年-至今）

1

2

3

电商物流成为物流发展新亮点

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日益完善

高科技创新力凸显，“互联
网+物流”初见成效

供应链平台企业异军突起 4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现代物流业从学习、引进、借鉴到自主创新发展的40年，见证了我国

从一个物流弱国到物流大国再到物流強国，从传统物流到现代、智慧、绿色物流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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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中国
物流业发展的
理念

• 马克思经济理论 • 习近平思想



2 深刻认识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理念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论时早就指出，运输与仓储等物

流，即商品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流动，是“追加生产过

程”和“流通过程内的继续”（《资本论》第二卷笫

167页、170页人民出版社 1975年），通过它才能

实现商品价值和创造自身价值。在国民经济中，一头

是供给端，一头是消费端，中间是分配与流通，流通

是以物流为中心的。

马克思经济理论



2 深刻认识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理念

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

提出，今后中国社会经济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创新发展，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关

系用五根红线连结起来，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必

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深刻认识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理念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的报告中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

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深刻认识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理念

2013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视察武汉新

港阳逻集装箱港区时说，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

挥内河航运作用，努力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湖北物流产业发展

2018年4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考察长江经济带发

展和经济运行情况，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新时代我省改革发展进程中

具有里程碑意义。



2 深刻认识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理念

2018年5月21日，中共湖北省委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

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如下与湖北省物流业发展相关的决定：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践行新发展理念，正确把握“五大关系”，用好长江经济带

发展“辩证法”，全面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

 积极推进武汉市建设国家级长江新区的申报和规划工作。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积极推进

沿江高铁、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三峡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建设，大力

发展多式联运，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推进水、路、港、岸、产、城协同发展，打造有机融合

的高效经济体。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补短板“十大工程”，加强水利、航空、能源、信息、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



2 深刻认识中国物流业发展的理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的新境界，是指引我国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航向的一面旗帜，也是新

时代湖北省全面实现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指航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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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维系四方
的祖国立交桥

• 交通优势 • 物流产业蓬勃发展



3 湖北——维系四方的祖国立交桥

交通体
系打造

襄阳：建设鄂豫陕渝综合性区域交通枢纽
、汉江流域综合航运中心。襄阳将以东津
高铁站、襄阳机场和襄阳新港为依托，建
设集铁公机于一体的鄂豫陕渝综合性区域
交通枢纽，汉江流域航运中心枢纽。

宜昌：长江经济带的节点城市，我国最大
水利工程三峡大坝所在地，将进一步完善
和提升三峡大坝的航运中心枢纽地位，加
强铁水联运、空水联运等综合性交通运输
模式的效率，充分整合三峡航运中心、宜
昌机场与宜昌高铁枢纽，建议集海陆空于
一体的长江中上游综合性区域交通枢纽和

三峡航运中心枢纽。

2

3

武汉：全国四大铁路枢纽之一，长江中游
最大的国际物流港，中部重要的航空港，
未来将继续打造米字型高铁枢纽，提升武
汉新港的吞吐量和国际影响力，开辟更多
的国内以及国际航线，做强做大武汉天河
机场，建设成集海陆空于一体的全国性综
合交通枢纽，打造名符其实的祖国立交桥

麻城：以高铁中心枢纽、大别山通用机场以
及武汉新港阳逻国际深水码头为依托，提升
麻城在大别山地区以及鄂豫皖赣交界处的货
运枢纽地位和中部物流聚散中心枢纽地位，
建设鄂豫皖赣综合性区域交通枢纽以及大别

山中心交通枢纽。

1

4



3 湖北——维系四方的祖国立交桥

物

流

北

湖

铁水空联运，湖北加速奔向货运“最中心”

自贸区建设初见成效，武汉、襄阳、宜昌齐头并进

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落地建设，航空物流腾飞

利用湖北省交通区位优势，整合全省物流资源，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积极构建湖北特色的、“集约、高效、绿色、
智能”的现代化物流产业发展体系。

多层次的政策、人才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3 湖北——维系四方的祖国立交桥

到2020年基本建成“两中心两枢纽一基地”，即武

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全国铁路路网中心、全国高速

公路网重要枢纽、全国重要航空门户枢纽、全国重要

物流基地。湖北将从“九省通衢”迈向“九州通衢”，

建成祖国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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