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石化物流行业现状及分析 

文/王柏谊 王新宇 杨 帆 

   一、吉林省石化行业物流业务现状 
   （一） 中国石油吉林两大公司物流业务现状 
   吉林省石化行业主要集中于地处吉林市的中国石油公司下属的两个公司，分别是中国石油吉
林石化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石化公司）和中国石油吉林燃料乙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乙醇
公司）。 
   1、中国石油吉林两大公司物流业务总体现状 
   （1）两大公司物流分配情况 
   吉林石化公司有三种运输方式：铁路、公路和海运。其中铁路运输由该公司运销仓储中心承
担；公路运输和海路运输由该公司物流中心和社会运输承担。 
吉林乙醇公司有铁路和公路两种运输方式，其中原料玉米、饲料等公路运输量30%由吉林石化公司
物流中心承担，70%运输量由社会运输承担。铁路运输由吉林石化公司运销仓储中心承担。 
   （2）两大公司仓储情况 
两大公司仓储业务由各公司自行完成，产/需品均存储在自有仓库内。两大公司现有仓储设施面积
为87336㎡，年存储量114万吨，基本可以满足两大公司目前的仓储需要。 
   （3）两大公司运输情况 
   2005年，两大公司运输总量为1216万吨（不包括管道运输），其中铁路运量为871万吨，公路
运量为329万吨，海运量16万吨。 
   （二）吉林市石化物流业务现状 
   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吉林市物流业务近年来增长较快，目前按照物流业务自然形成了两种
布局：一是以专门从事第三方化工产品公路运输的民营企业共有20余家，集中在吉林石化公司周
边，拥有专用和普通公路运输车辆共500余台，并具有一定的仓储能力。主要有吉林市华义实业有
限公司、吉林市九天储运有限公司、吉林市仕达源运输有限公司、吉林市鹏信运输有限公司等。二
是以专门从事第三方商品、物资、建材公路运输的个体运输和配货站共有200余家，集中在长吉高
速公路出口处，分别挂靠在吉林市翔鹿物流中心、吉林市恒通货运市场、吉林仓储货运市场。另外
2005年6月又成立一家以专门从事海运业务代理的吉林市海洋道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从而构成了
吉林地区的公路运输、仓储、配送、海路运输的物流网络，并积极介入中国石油吉林两大公司原料
及产品的公路运输、海运等物流业务。  
   二、吉林省石化行业物流现状优势与劣势分析 
   （一）吉林省石化行业物流现状优势分析 
   1、国家的政策法规对大力发展物流业的支持 
   物流业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支持，2006年国家的 “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大力发展现代
物流业”单列一节重点阐述，明确提出物流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标志现代物流业地位得以确立，
使物流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近国务院又发布了 《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强调：要 “提升物流现代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现代物流业作为新
兴的生产型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吉林省政府在《吉林省十一五规划纲要
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服务业，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和电子商务行业。中国石油公司计划
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发展物流业务，将物流业务确定为“做强”的业务。 
   2、物流服务需求逐年增加 
   中国石油吉林两大公司“十一五”期间的持续发展，将提供了丰富的物流需求资源。根据中
国石油吉林两大公司“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两大公司化工产品及原料运输增量为424万吨，其
中公路运输增量223万吨，（固体产品146万吨，液体产品77万吨）；铁路运输增量为188万吨；海
运增量为13万吨。 
   同时，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管理，降低物流成本成为吉林省石化企
业最为强烈的愿望和要求。专业化的物流服务需求已经出现且发展势头迅猛。吉林省石化优势企业
在市场扩张的过程中，在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物流系统的基础上，也开始尝试和利用专业化物流服
务。 
   3、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发展初具规模?  
   经过多年的发展，吉林省石化行业在交通运输、仓储设施、信息通讯、货物包装与搬运等物



 

流基础设施和装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以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下属的物流中心为例，该公司主要从事公路运输、仓储、配送、大
件运输、海运代理、集装箱运输代理、客运等业务。物流中心现有各种公路运输车辆 437台。用于
化工产品运输配送的车辆258台。公路货车总吨位2150吨，公路货运年周转能力6450万吨公里；客
车总座位6080座，客运周转能力16500万人公里；总吊装能力630吨，单车最大吊装能力150吨；全
年完成公路化学品运输量164550吨，玉米运输量265900吨，区内倒运量315800吨。另外近三年来由
于业务拓展和运力需要，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五省整合社会车辆约500余台。 
   4、“第三方物流”显露头角?  
   "第三方物流"（third?party?logistics）是西方发达国家正急速增长的一种新商务。它是由
货主企业以外的专业企业，站在货主企业的角度，代替其从事物流系统设计，并利用自己公司或其
他公司的物流设备来对物流系统运营承担责任。?第三方物流和自主物流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生产企业采用第三方物流服务可获得的收益包括降低成本、提高顾客服务水平、增加企业柔性、改
进生产效率、使主业更集中和提高物流专业水平等。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有的石化企业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运输经营和库
存管理的行家。为了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自己的主营业务上，以便同自己的对手展开竞争，开始把
一些自己不十分在行的，诸如运输、仓储这样的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经营。例如，吉林燃料乙醇有
限公司，将该公司的70％公路运输业务由第三方物流公司承担。 
   （二）吉林省石化行业物流现状劣势分析 
   1、决策者缺乏现代物流管理理念 
   所谓现代物流提出了物流系统化或叫总体物流、综合物流管理的概念，并付诸实施。具体地
说，就是使物流向两头延伸并加入新的内涵，使社会物流与企业物流有机结合在一起，从采购物流
开始，经过生产物流，再进入销售物流，与此同时，要经过包装、运输、仓储、装卸、加工配送到
达用户（消费者）手中，最后还有回收物流。吉林省石化行业物流，无论是从政府宏观的整体规划
上，还是企业高层的决策者，仅仅认识到物流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物流管理可以大大降低企业
的运营成本，但是，对现代物流理念知之甚少，从而缺乏石化物流发展的战略及相应的战术。 
   2、物流管理分散，物流整体效益较差 
   吉林省石化物流行业管理多年来一直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使原本是一个系统资源的物流
业的管理权限被分别划归若干个部门。比如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资源、分别直属铁道
部、交通部、航空总局等管理。物流管理和资源的分散化,物流企业的低效运作,使物流本应具有的
整体功能被大大削弱，阻碍物流业发展,难以形成社会性的物流配送体系。 
   3、物流企业基础设施不完善,自动化和网络化程度低 
   吉林省石化行业物流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不足,自动化信息程度低，在仓储、运输、配
送各个环节仍然以手工作业为主，没有自动化信息网络，不能优化调度、有效配置，对客户不能提
供查询、跟踪等服务。在物流过程中，多数企业难以做到在预定时间送货,并经常出现断货、对客
户的响应不及时等问题。从而造成物流组织效率低下，管理水平低，配送成本高，客户满意度差，
盈利能力低，严重影响了石化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  
   4、物流企业规模小,整体物流规划不够理想 
   目前，吉林省石化行业物流企业规模较小，物流管理又比较分散，物流部门条块分割的现象
比较严重。以吉林石化公司为例，物流企业包含两个二级单位，一个是物流中心，另一个是运销仓
储中心，这两个企业都是独立经销，自负盈亏的单位，每个部门都自成体系，缺乏整体物流规划。
同时，吉林省石化物流企业运营方式单一，综合性物流公司很少，使货物仓储、货物运输、货物配
送无效作业环节增加,造成物流速度的降低和物流成本的上升，因而导致了吉林省石化物流业整体
效益不佳，竞争力不强。 
   5、物流专业人才缺乏，制约了石化物流业的发展 
   当前，在吉林省石化行业中，无论是政府的物流业整体规划人才，还是企业中有关物流高层
决策人才，以及物流企业中的管理人才，都面临着严重的匮乏。例如，吉林石化公司物流中心，职
工人数507人，其中管理人员51人，操作服务人员11人，司机445人。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50人，
中级以上技术工人378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51人。但是，接受过物流专业高等教育的人数为零，
通过物流师职业资格认证的人数为零。 
   在物流人才的培养上，尽管我省的高校已经陆续开设了物流专业，但各高校培养方案、课程
设置的随意性较大，缺乏统一指导，培训体系与市场脱节，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参差不齐，但还是远
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此外，有些开办物流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办学历史不长，软硬件设施不齐
备，必要的专业技能训练缺乏，造成培养的物流人才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对物流人才的需求。 
   总之，石化产业是吉林省的五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对吉林省的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
用，石化物流伴随石化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其市场也由于石化产量的飙升而快速扩张。尽管，各级
部门已经认识到物流对石化行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吉林省石化物流现代化进程却相对缓慢。从总体

 



上来说，仍停留在粗放式经营的层面，其社会化、专业化水平较低，成本较高，装备条件相对薄
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吉林省石化物流业的发展（作者单位：北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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