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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节点 连通道 筑网络
加快构建江苏现代流通体系

摘要：扬州大学姚冠新研究认为，江苏流通区位优势明显，

但流通节点规模小、技术效率不高，流通运营成本高、发展后劲

不足，流通服务能级低、辐射能力不强等问题一直存在。在双循

环格局下加快构建江苏现代流通体系，应着力壮大流通节点、打

造流通中心，打通流通渠道、降低流通成本，型构流通网络、提

升服务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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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上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

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作

为全国经济发达省份，江苏肩负着总书记“两争一前列”的殷切

嘱托，如何通过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主动服务国家“双循环”发展

战略，并“着力形成发展新优势，在服务全国大局中抢占先机”，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扬州大学姚冠新承担的江苏省社科

基金项目“江苏加快构建现代流通体系 畅通长江经济带主动脉

对策研究”，通过分析我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现状，剖析堵点问

题，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构建我省现代流通体系的

对策建议。

一、当前江苏流通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

1.流通节点规模小，技术效率不高。一是生产经营主体多而

不强，供应链韧性弱。截至 2021年 6月，我省拥有市场主体 1307.5

万户，但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企业占比不到 29%。经营主体规模

小，抗风险能力弱，导致供应链韧性易受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影响。

二是物流服务主体小而散，专业化水平低。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综合物流 50强名单”，江苏虽有 4

家上榜，但省内排名第一的苏宁物流仅位列第 14。在专业化上，

以农药和农产品为例，虽然我省农药原药产量全国第一，农业品

牌发展势头强劲，但并未形成配套的专业化农资和冷链物流企

业。三是物流枢纽竞争力弱，缺少头部港口、流通中心和大型站

场。一方面海港建设滞后，2020 年我省规模最大的苏州港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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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吐量 5.5亿吨，落后于宁波舟山（11.7）、唐山（7.0）、上海

（6.5）和青岛（6.1），连云港集装箱吞吐量虽大，但也仅为上

海港的 11%，舟山港的 16.7%；另一方面，对外联系不足，我省

体量最大的禄口机场国际航线占比不足 15%，少于浙江萧山机场

（17%）和广州白云机场（50%）。

2.流通运营成本高，发展后劲不足。一是单位 GDP 的物流

依赖处于高位，库存费用高。据省交通厅统计，2020 年全省货

运量 27.5亿吨，单位 GDP货运量 2.67，远高于发达国家。此外，

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工业品物流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 80%

以上，其中库存费用（含保管和管理费）占比高达 52%左右。这

虽然反映了江苏制造业大省工业物流占比高的特点，但是也说明

由高端制造衍生的生产性服务业比例仍偏少。二是流通渠道通达

度有待提升。截至 2020年底，我省虽已建成铁路总里程 3670公

里，但与国土面积和 GDP相近的韩国相比，尚不及其 2017年的

水平（4192 公里）。三是流通要素成本上涨，消费需求增势放

缓。据调查，当前江苏货运量居安徽、广东、山东和浙江之后，

货物周转量居上海、广东、河北和浙江之后。随着老龄化加剧和

经济增缓，江苏流通业人力等要素成本预期上涨，消费需求预期

下滑，流通业发展前景不明朗。

3.流通服务能级低，辐射能力不强。一是交通网络辐射能力

不强。我省现有交通枢纽多为单体运作，一些关键性的铁路、港

口和机场集疏运体系和标准化建设仍不完善，彼此尚未实现完全

互联互通，联动协同和网络辐射水平不高。二是金融网络支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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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足。据统计，目前，江苏拥有中小微企业数量超过 300万家，

占企业总数的 90%以上。因抗风险能力弱，中小微企业是最需要

金融支持的。然而，截至 2021年 6月末，江苏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为 1.84万亿元，远低于广东辖内的 3.3万亿规模。三是

数字化“一张网”尚未形成。主要表现为行政分割、数据共享度

低，如缺少标准统一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企业数字化转型慢、

大型数字化平台企业少等。据《中国大数据区域发展水平评估白

皮书》报告，2020年江苏总分虽位列第 3，属于第一梯队，但无

论在产业发展还是行业应用层面，与广东相比，均有较大差距。

四是新业态合作网络亟待推广。疫情暴发以来，以数字经济为代

表的流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与物流业合作共赢，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然而，与浙江、广东、上海、北京等相比，江苏的

流通新业态合作网络拓展缓慢。以直播电商为例，2021 年一季

度，浙江交易规模为 1828.3亿元，我省仅为 246亿元。

二、加快江苏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1.壮大流通节点，打造流通中心。一是壮大商贸流通主体，

培育行业龙头，提升供应链抗风险能力。聚力培植行业前景广阔、

发展潜力大的本地商贸头部企业，鼓励中小企业以联盟形式做大

做强，适时开展苏牌“走出去”行动计划，建成国内流通中心；

积极引进省外国际知名流通集团在苏设立运营中心，打造高层次

高价值的流通企业集群和国际流通中心。二是做强物流服务主

体，建立专业化跨区域物流服务体系。物流专业化是物流业高度

发展的标志，要结合我省优势产业和资源（如化工物流、冷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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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引导形成配套的专业化跨区域特种物流服务体系，提升流

通服务水平和影响力。三是建设现代化综合大型流通枢纽。应抓

住国家物流大通道和枢纽节点建设机遇，充分发挥江苏区位优

势，大力提升港口、车站和机场等大型枢纽的多式联运能力和现

代化水平，升级国际货运线路，打响江苏班列品牌；规范引导规

模以上物流企业、园区和物流枢纽的标准化对接，提升现代化综

合流通枢纽的服务效能。

2.打通流通渠道，降低流通成本。一是推动流通产业集群化

发展，降低单位 GDP的物流依赖。引导产业集群发展，通过区

域物流规模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吸引更多的高端制造业

向省内集聚，降低区域流通成本；结合我省工业物流和特种物流

占比高的特点，优化工业品物流成本结构，加快库存周转，建立

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格局。二是继续完善流通通道建设。疏通流通

实体渠道，包括补足苏中苏北交通短板，弥合省内不同区域通道

建设鸿沟，拓展江苏商品外流通道，提高江苏全域通达度和辐射

半径；畅通信息和商流通道，如建设流通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降低区域流通信息搜寻和交易成本等。三是汇聚流通要素，培育

统一市场。继续增加资金、技术和高端人才招引力度，提高流通

业补贴和税收优惠力度；降低流通业市场准入门槛，优化营商环

境，逐步建成江苏跨区域物资需求交流的统一市场，加快推进流

通强省步伐。

3.型构流通网络，提升服务能级。一是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

网络。紧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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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和交通强国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和重大决策机遇，明确建立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流通强省目标，主动对接国际流通中心，推动

流通标准建设，打造国际流通网络新优势；加快城际高速铁路、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现代新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构建公铁

水空管网和数字交通一体化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二是建设多元

化的金融支持网络。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包括完善金融基础设施、

优化融资结构、创新金融产品、防范金融风险等；抓住产业集聚、

产业转型、技术创新等发展契机，为流通企业提供融资、结算、

保险等服务，促进金融业与流通业深度融合。三是推进数字网络

建设。推动流通业数据共享，包括信用数据“一张网”建设和公

共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建立工业大数据中

心，鼓励大型数字化平台企业在江苏落户发展。四是把握数字经

济发展机遇，扩大新业态辐射网络。借助人工智能、5G和云计

算等流通新技术，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释放消费需求；

立足数字新基建，建设跨业态融合发展网络，创新流通业发展模

式，推进流通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姚冠新，系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院长、江苏省

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现代物流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教授，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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