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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物流

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2009

－2011年）的通知 

 
(锡政发〔2009〕138号)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

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无锡市物流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

划（2009－2011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七月十三日  

  无锡市物流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

（2009－2011年） 

  物流业融合运输、仓储、货运代理、加工

配送和信息等功能，在保障制造业原材料供

给、加快商品流转、促进市场营销、降低消费

成本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快物

流产业的调整与提升发展，不仅是应对当前金



融危机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市“十一五”建设

区域物流中心城市的目标要求。根据国家、省

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精神，结合无锡实际，

特制定《无锡市物流产业调整与提升行动计划

（2009－2011年）》。 

  一、发展现状 

  （一）产业概况。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

物流业顺应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发展趋

势，积极制定物流产业发展规划，改善物流发

展的环境和条件，提高物流产业规模，提升物

流服务水平，为进一步加快物流产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1．物流规模不断扩张。2008年，全市社会

物流总额14137.41亿元，比上年增长10.1%，比

“十五”期末增长68.1%，占全省社会物流总额

的15.5%；全社会物流业增加值281.27亿元，比

上年增长13.5%，占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的

15.5%，占全市GDP的6.4%。 

  2．物流企业不断增多。至2008年末，全市

初具规模的运输、仓储型物流企业达到1380多

家，总资产突破120亿元，从业人员达3.6万

人。我市已有省级重点物流企业和基地20家，

市级重点物流企业和基地19家。 

  3．物流设施不断增强。全市现有专业货运

市场37个，仓储面积2500多万平方米，各种运

输车船5万多辆（艘）。以江阴临港新城、无锡

机场、下甸桥口岸改扩建和宜兴港二类口岸建

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推进，先后引进

了美国普洛斯物流、新加坡丰树物流、日本住

商物流等一批投资额超千万美元的外资物流项

目。 



  4．物流方式不断创新。打破一般商贸、传

统运输为主的物流格局，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

物流服务体系。港口物流和口岸物流快速发

展，基本具备了国际集装箱全程运输始发港和

目的港物流功能。第三方物流初具雏形，全市

重点生产企业的物流外包比例达到40%以上。

“无锡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海关远程监管

系统”等一批专业物流信息服务网站全面开

通，形成了基本的物流信息源和用户集群。 

  5．物流园区不断完善。目前我市拥有19家

各类物流园区，占地面积3000多万平方米，各

类园区进驻物流企业3000多家，年物流服务总

额超千亿元。 

  6．政策效应逐步体现。2001年率先在省内

成立市发 展现代物流业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下发了《无锡市现代物流业发展政策扶持的意

见》，明确了四大鼓励及扶持重点，组织对重

点物流基地（企业）实施财政专项资金公开招

标活动。 

  （二）存在不足 

  总体上，我市物流产业现代化程度不高，

增长水平低于工业生产增长水平，粗放式经营

方式依然存在，还不能满足我市经济发展的需

要，与上海、深圳、苏州、杭州、宁波等城市

相比，我市物流产业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

在：物流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不大、实力较

弱，缺乏具有区域竞争力的龙头企业；物流服

务功能单一，不能满足客户差异化的需求，为

高端客户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能力不强，企业

“自办”物流比重较大；物流资源布局分散，

集约化、专业化和信息化程度不高；物流基础

设施承载能力相对薄弱，服务网络体系不够完



善。 

  限制我市物流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

物流产业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市场秩序不够

规范的管理体制制约了物流市场化、功能专业

化和服务社会化的发展；现代产业链管理理念

不够普及，社会分工组织化程度不高，制约了

现代物流产业化的发展；大型现代物流骨干实

体的缺失，导致物流产业集聚度不强；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布局滞后，与大交通的融合程

度不高，区域交通枢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政府对物流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不

大，物流企业各种税费负担较重；物流专业人

才比较短缺。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按照“保增长、促转型、

维稳定”的总体部署，以增强物流产业应对国

际金融危机抗风险能力为切入点，以优化资源

配置，加强项目带动，创新服务方式，营造良

好环境为目标，努力构建布局合理、设施先

进、业态完整、高效便捷的现代物流产业体

系，增强物流集聚和辐射功能，提高物流产业

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建成面向长三角辐射国

内外、国际和国内并重的物流枢纽城市。 

  （二）基本原则 

  1．一体化提升。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

相结合，促进物流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

置；坚持“本地化”和“引进来”并举，加强

物流产业国际、国内的竞争与合作，提升物流

产业发展水平。 



  2．产业化联动。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物流产

业联动相结合，依托区域经济综合优势，引导

和鼓励工商企业加速物流业务的外包服务，加

快制造业、商贸业与物流业的互动发展。 

  3．市场化配置。坚持整合存量和优化增量

相结合，通过改造、提升，完善物流服务功

能，提高物流运作效率，优化物流增量资源，

走集约式、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增强物流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4．信息化带动。坚持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

相结合，加强物流服务业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

步伐，进一步建设完善物流业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推进重点企业物流信息中心建设。 

  5．网络化服务。坚持区域物流和城市物流

协调发展相结合，加强城市物流的互联互通，

发挥物流节点的作用，推进物流供应链管理，

为区域物流中心的发展提供城市化、网络化功

能支撑，逐步实现国内外城际间物流的无缝对

接。 

  （三）奋斗目标 

  总体目标：实施重点物流总量3年“倍增”

行动，把无锡建设成为长三角重要的“物流节

点”和区域性物流中心。 

  年度目标： 

  2009年，修订和完善物流产业规划和政

策，保持物流产业稳定发展，物流产业增长水

平高于GDP增速。 

  2010年，全面完成“十一五”物流规划建



设项目，基本建设形成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的区域物流中心。 

  2011年，初步形成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格

局，建成长三角重要的“物流节点”，物流业

增加值突破400亿元，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

的比重下降到15%左右。 

  三、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 

  （一）着力打造“港口物流倍增”工程，

构筑城市立体型物流枢纽。结合无锡硕放机场

发展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快空港产业园区的规

划建设，完善机场功能，扩大机场规模，提升

机场等级，在客货兼顾的基础上，积极开辟国

际货运航线，发展全货机业务，采用多种方式

建立与周边机场及口岸功能区的联系，拓展无

锡机场的辐射范围，构筑特色明显的空运物流

体系，实现空运总量的“双倍增”，到2011

年，空运货物吞吐量超12万吨。以江阴临港新

城建设为契机，加快发展港口物流业，以钢材

类大宗件货、煤炭类大宗散货和石化类大宗液

货为主体，实现货物吞吐总量“倍增”，到

2011年，年中转各类货物超1亿吨；大力发展集

装箱业务，把江阴港打造成为重要的集装箱中

转港、始发港和目的港，到2011年，年集装箱

吞吐量超120万标箱。依托基本形成的一纵四横

高速公路网络、日趋完善的市区交通网络以及

建设中的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线，在重要

的交通节点上，规划建设新型物流平台，构成

新的物流网络，使我市成为空中、陆地、水路

便捷通畅的立体型物流枢纽城市。 

  （二）着力打造“口岸物流集成”工程，

强化外向型经济服务功能。完善区域口岸功

能，创新口岸通关模式，推进区港联动和功能



共享，营造“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口岸物

流环境。加快启动无锡出口加工区与新区直通

点的整合，积极申报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到

2011年，外贸集装箱吞吐能力超8万标箱，成为

无锡口岸通关和保税物流基地。加速江阴港、

宜兴港口岸建设，创新通关作业模式，叠加保

税服务功能。加快国家二类口岸下甸桥港区改

扩建工程建设，主动对接上海港国际航运中心

的建设，开拓水运公共内支线运输，大力发展

以水路为主，公路为辅的集装箱运输体系，到

2011年，年集装箱吞吐量超5万标箱，形成内河

水陆运输集散地和内支线型口岸物流中心。 

  （三）着力打造“城市配送物流”工程，

完善城市消费品供应体系。鼓励企业应用现代

物流管理技术，适应电子商务和连锁经营发展

的需要，大力发展城市消费品配送物流。以下

甸桥粮油科技物流、天鹏肉类荤食品交易中

心、朝阳蔬果批发市场、华庄水产品市场为重

点，构建集商贸批发、连锁经营、订单配送于

一体的城市基础商品物流配送体系；以山禾医

药物流、苏宁家电物流、家乐福超市物流等为

重点，发展面向流通企业和消费者的社会化共

同配送，促进流通的现代化，扩大居民消费；

加快推进城市物流配送项目建设，鼓励专业运

输企业开展城市配送，提高城市配送的专业化

水平，切实解决城市快递、配送车辆进城通

行、停靠和装卸作业等问题，完善城市物流配

送网络。 

  （四）着力打造“生产物流外包”工程，

促进第二、第三产业互动发展。加强对物流分

离外包的指导，引导工商企业改造现有业务流

程，促进物流业务分离外包，提高企业核心竞

争力。推动星网物流等新型第三方物流企业加

快发展，提升物流业为制造业服务的能力和水



平；推动太运物流外包集聚区等第三方物流项

目建设，提高承运集约化水平；推动大明不锈

钢等加工型物流企业做强做大，促进制造业和

物流业的有机融合；推动国联钢材、中储新

港、南方不锈钢等市场型物流企业，加快建设

剪切加工配送中心，延伸物流服务，提高物流

附加值，实现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 

  （五）着力打造“市场物流配套”工程，

提高专业市场辐射能力。批发市场是商品的集

散地，也是配送货源的汇集点。要以区域性批

发市场为龙头，地方性批发市场为基础，构建

综合性市场物流配套服务体系，促使市场由买

卖交易型向信息综合、加工分装、中转配送等

多功能服务的转型升级。帮助机电五金、建筑

装潢材料、轻纺服装、汽车配件和小商品等超

十亿元的市场完善物流功能，提高市场响应速

度和辐射能力；提高市场物流代理服务的诚信

度，制定市场物流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标准，

严厉打击欺行霸市等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

为。到2011年，建成成交额超百亿元并有较为

完善的物流配套体系专业市场10个以上。 

  （六）着力打造“多式联运推进”工程，

降低物流社会成本。凭借我市地处长三角几何

中心的地理优势，依托已有的港口、铁路、机

场和公路货站等交通运输设施，大力推进多式

联运，大力发展一站式货运代理，着力解决港

口、铁路、机场及公路等交通衔接不紧密以及

由此带来的迂回运输和重复装卸等问题，实行

多种运输方式“无缝”对接。积极发展集装箱

专用车、厢式货车以及重点物资散装运输等运

输方式，提高运输效力，降低物流成本；重点

抓好新港物流集聚区、西站物流综合基地、东

港货运配载基地、南门铁路货运基地等项目；

加快铁路专用线规划建设，调整提升沪宁铁路



沿线货运场站，优化发展新长铁路货运功能，

结合高铁、城铁建设进程，调整铁路运输线

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扩大铁路专线运输能

力；大力发展钢材、建材、煤炭等大宗物资

铁、公、水联运，建设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和

期货交割中心，增强生产资料的物流集散与中

转功能。到2011年，年综合物流多式联运能力

超200亿规模。 

  （七）着力打造“骨干主体培育”工程，

增加物流企业竞争能力。积极培育造就大型骨

干龙头物流企业，推动国联物资、交通产业、

太湖运输、兴旺物流、江阴长江钢管等本土物

流企业做强做大。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力度，

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国际著名物流企业落

户我市，发挥模范引领作用。支持物流企业通

过兼并、参股、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资

产重组，增强发展能力和后劲。鼓励大型工商

企业剥离物流业务和资产，组建独立运作、独

立核算、具有行业特色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积

极开展面向社会的物流服务。积极开展物流企

业分类与评估、重点物流基地和企业认定工

作，培育物流业服务品牌，到2011年，培育

省、市重点物流企业80家以上。同时，鼓励重

点物流企业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提高行业知名

度，提高跨地区、跨行业承接业务的能力。 

  （八）着力打造“物流信息共享”工程，

建设开放的物流信息平台。加快物流公共信息

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信息平台的数据库

结构，拓展物流业务供求信息发布、信息查询

和信息对接等服务功能，完善物流状态查询、

物流过程跟踪、物流要素信息记录、物流客户

关系管理及公共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物流公共信

息支撑体系。加快物流企业信息中心建设，建

好无锡物流公用信息平台、无锡口岸大通关信



息系统，进一步加快重点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步

伐，依托无锡信息港，集成整合各区域、行

业、企业物流信息中心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信

息资源，形成统一高效、资源共享的物流信息

网络。 

  （九）着力打造“物流技术进步”工程，

改善物流企业装备和效能。积极走产、学、研

一体化的路子，加快物流企业适用型物流软

件、高新物流设备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使

物流设备生产行业成为我市装备制造业新的增

长点。积极发展能使各种运输方式有机衔接的

多式联运技术及装备，推行托盘化单元装载运

输方式，发展大吨位、厢式货车和甩挂运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