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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拉动下，我国物流行业也保

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一是物流需求规模进一步扩大。2006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59.6万亿元

，同比增长24%（按现价计算）。二是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明显。2006年全国物流业增加

值为1412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12.5%，占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7.1%，

比2005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三是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继续降低，经济运行质量进一

步提高。2006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38414亿元，同比增长13.5%（按现价计算）。物流总费

用与GDP的比率为18.3%，比2005年下降0.2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物流

需求规模将会继续扩大。同时，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现代物

流还将在“十一五”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与效益

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因此，“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

 

　　我们认为，至少在未来的5-10年，中国仍将处于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期间的经济增速

仍将保持较高水平，物流行业发展总体上将面临良好的需求环境。不过，在经历了“十五”

期间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后，物流行业各细分领域的发展前景在未来几年将出现较大的分

化，这将对物流企业确定发展和投资策略提出新的挑战。

 

　　本研究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国资委、商务部、交通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信息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社会经

济调查研究中心、国民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物流行业协会等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物

流行业的国际市场、需求状况、细分市场、区域市场、重点企业、竞争格局、发展趋势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各物流企业和相关机构正确制定经营和投资策略具有极高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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