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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国家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土地人工等成本不断上升，靠低成本或扩大销售难以获得

利润，物流信息化作为降本增效新的利润增长点，其战略地位将得到凸显。随着智能制造

和&ldquo;互联网+&rdquo;的提出，物流行业也逐步向智能化和信息化发展。政府也针对物流

产业推出了一系列标准化和产业融合政策来加速行业转型发展。 

2024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335.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2%，两年年均增长6.2%

，增速恢复至正常年份平均水平。从构成看，工业品物流总额299.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9.6%；农产品物流总额5.0万亿元，增长7.1%；再生资源物流总额2.5万亿元，增

长40.2%；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10.8万亿元，增长10.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17.4万亿元，

下降1.0%。2024年社会物流总费用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2.5%。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

率为14.6%，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结构看，运输费用9.0万亿元，增长15.8%；保管费

用5.6万亿元，增长8.8%；管理费用2.2万亿元，增长9.2%。2024年物流业总收入11.9万亿元，

同比增长15.1%。2024年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超过340万亿元，同比增长3.6%左右；物流业总收入

达到12万亿元，同比增长5%左右。2024年1-2月份，我国社会物流总额53.5万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2.9%。 

2024年8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5-2031年）

》的通知（简称《行动计划》），将对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加快提升商贸物流现代化水平，

促进商贸物流降本增效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行动计划》提出，到2024年，要初步建立畅

通高效、协同共享、标准规范、智能绿色、融合开放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商贸物流标准化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高，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发展，商贸物流服务质量和效

率进一步提升。2024年1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现代

物流发展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出到2024年，基本建成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

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展望2024年，现代物流体系更加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物流

企业成长壮大，通达全球的物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引领更加有力，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5-2031年中国互联网+物流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可行性报告》共

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互联网+物流行业的发展环境和行业整体发展情况。接着，报告分析了电

商物流的发展情况。然后，报告从互联网+物流在不同流通领域和运输方式中的应用挖掘了产

业发展的形势和潜力，并介绍了互联网+物流相关行业、行业技术、物流园区以及重点企业的

发展情况。最后，报告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展望。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

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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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若想对互联网+物流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物流相关行业，本报

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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