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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加快

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

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新疆是亚洲大陆的心脏地区，东面、南面与我国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相邻，从东北

到西南与8个国家接壤，拥有28个边境口岸，是历史上我国通往西亚及欧洲著名的丝绸之路。

经过多年的发展，新疆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目前，形成了以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民航和

管道运输等多种方式组成的立体运输网络，运输长度、运输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新疆的物流业主要是以石油石化、煤炭、矿产资源、棉花等为主的大宗货物物流，以生产资

料、农副产品和生活用品等为主的&ldquo;干线运输+区域配送&rdquo;物流和以边境小额贸易

为主的口岸外贸物流，对新疆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疆经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对迅速而准确的物流信息要求和物流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 

2020年新疆货物运输量72580.21万吨，货物运输周转量3881.80亿吨公里。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邮政管理局数据，2020年，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50多亿元。其中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

成11486.17万件，同比增长15.99%；快递业务收入完成30.25亿元，同比增长7.84%。这意味着

新疆快递年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创历史新高，快递业务收入在行业中占比已超过五成。其中，

南疆业务量同比增长为23.48%，高于北疆15.38%的增长量。 

新疆的乌鲁木齐（国家一级）和霍尔果斯（国家二级）两个物流园区已经纳入《全国物流园

区发展规划》。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过境、中转、生成的各类客货运输需求相

互叠加，运输规模将持续扩大。物流园区的建设，对于推进新疆商贸物流中心建设具有积极

意义。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新疆物流业行业深度研究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共七章

。首先介绍了物流的概念与分类，接着分析了新疆物流业发展环境，然后对新疆物流业和现

代物流发展进行了重点分析。随后，报告介绍了新疆口岸物流和主要产品物流发展情况，最

后分析了新疆物流业的前景趋势。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商务部、财政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

网市场调查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流行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

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

单位若想对新疆物流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新疆物流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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