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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2024 年 12 月

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降低全社

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

近年来，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水平总体保持

下降态势，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由

2012 年的 18% 下降到 2023 年的 14.4%，即每创

造 100 元 GDP 所支出的物流费用，从 18 元降

至 14.4 元。

作为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和关键环

节，交通运输行业如何推动全社会物流成本持

续下降？怎样充分发挥综合交通运输优势，更

好助力物流降本增效？记者采访了交通运输

部有关负责人及多家物流企业。

空中：货物高效“换乘”
地面：铁水联运“提速”

1 月 19 日 18 时，一架满载服装的全货机从

越南河内落地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经过几

小时停留后，货物转乘顺丰航空于次日凌晨飞

往郑州。通过“空空中转”，整个转运时间不超

过 11 小时，物流效率大幅提升。

“空空中转”是指干支机场联动，将进口货

物以空运联运形式快速转至国内干线，通过吸

引货源、快速拼单、用足舱位，缓解货机航班回

程无货、少货难题；同时，借助航空互认，简化

手续、“一单到底”，为跨境高附加值航空货物

提供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以“孟加拉国达卡—鄂州—韩国仁川”航线

为例，货物从花湖国际机场出港时为服装辅料，

从达卡回程时变为成衣，再经由花湖国际机场转

运至目的地仁川。经鄂州中转后，整体物流运输

成本下降超 20%，货物周转时间减少 2—3 天。

“‘空空中转’不仅物流降本增效明显，也让花湖

国际机场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机场有关

负责人介绍，自去年 8 月份启动中转项目以来，

截至 2024年底，国际货物中转量已超 4000吨。

空中，货物高效“换乘”；地面，铁水联运

“提速”。

从宁波舟山港始发的“嘉华宁波”轮，满载

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电池等货物，于 1 月 24 日凌

晨驶抵德国威廉港，仅用 26 天。

“中国造”快速出海的背后，是一次“海铁

联运”与“中欧快航”的强强联手。集装箱货物

中，还有江西企业生产的家具。它们由江西赣

州起运，经铁路运至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后，

再坐“中欧快航”一站直达德国。

“开通‘中欧快航’，使宁波舟山港始运货

物可以水路‘点对点’直达欧洲，货物在途时间

由 38 天缩短至 26 天；借助海铁联运，货物到港

不换箱便可直接登船，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宁

波舟山港有关负责人说，2024 年，宁波舟山港

完成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量超 180 万标准箱，

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下一步将推进多条海

铁联运线路与“中欧快航”结合，不断拓展物流

降本增效空间。

“作为支撑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的重要

内容，近年来，深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优化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

基础设施“硬联通”持续深化。西部陆海

新通道、长江经济带物流通道、中部多式联运

通道等互联互通重点推进；铁路专用线加快进

厂矿、进码头、进园区，铁路运输“前后一公里”

不断打通……锚定重点通道、关键节点，一系

列举措加快部署。

规则标准“软联通”不断创新。高铁快运、双

层集装箱班列、多联快车等组织模式竞相涌现；

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更加完善……聚焦

堵点卡点、薄弱环节，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发力。

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集装箱铁水联运

量约 1150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约 15%。其中，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运输货物

达 96 万标准箱，连续 7 年增长。

网络货运：平台精准匹配供需
供应链：整合仓储运输配送等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现代物流深度融合，网络货运、智慧物流等

新模式，正为推进交通物流降本增效创造新

可能。

“临近春节，进入出货高峰期，平均每天要

外发 6 到 8 车货。”浙江绍兴如润纺织品公司总

经理傅叶飞算了一笔账，自己“养”司机，每月

不仅增加约 3 万元成本，还存在返程空驶情况，

货运效率较低。使用互联网货运车辆后，车货

快速智能匹配，运输成本降低近 70%，货运效

率提高超 50%。

货拉拉平台数据显示，在绍兴柯桥，纺织

品货运订单占全部订单的 70% 以上，其中 50 公

里以内的货运订单接近 90%，网络货运平台有

力支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紧密协同。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匹配供需两侧，

能有效减少货主与司机之间的信息差，既改善

了传统货运‘小散乱’情况，也助力降低社会物

流成本。”货拉拉集团首席技术官张浩说，2024
年，货拉拉平台平均每天匹配 186 万笔订单，货

运需求配对率达 92%。

网络货运平台发展方兴未艾，全国 3286 家

网络货运企业，接入货运车辆超 800 万辆，连接

起 730 多万名驾驶员。与传统运输方式相比，

网络货运平均等货时间由 2—3 天缩短至 8—10
小时，交易成本下降 6%—8%。

“2025 年，更多传统物流企业将加快向现

代供应链转型升级，物流业与制造业进一步融

合，不断拓展物流降本的深度和广度。”交通运

输部科学研究院现代物流中心研究员董娜说。

依托京东物流供应链体系，小家电企业谷

格实现了“春节不打烊”。“过去‘一仓发全国’，

时效慢、成本高；现在‘多区域分仓’，货品入库

分配至全国八仓，接到订单能就近发货。”公司

创始人郑成军说，接入京东物流后，多个平台

店铺的平均送货时长缩减 8 小时，“未来打算缩

减仓储面积，还能省下不少成本。”

京东物流凭借遍及全国的 3600 多个仓库，

通过整合仓储、运输、配送等各个环节，累计为

超 10 万家企业提供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助力服

装、家电等多个行业降低物流成本。

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新模式，正不断汇聚成

交通物流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交通运输部将

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进交通物流数智化发

展，一方面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

级，完善网络货运、低空物流等标准规范；另一

方面促进数字技术与交通物流各场景深度融

合，有序推进无人车、无人机示范应用，为交通

物流降本增效持续注入新动能。

调结构：推进公转铁、公转水
疏堵点：开发利用公共数据资源

日益增长的社会物流需求，有力服务支撑

国民经济稳中向好。 2024 年，全年货运量约

565 亿吨，日均 1.5 亿吨，同比增长约 3.5%。

新的一年，物流降本增效仍有较大空间。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加快落地，我国社会物

流需求有望得到提振，物流运行将保持稳健增

长态势。稳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有助于释

放‘流动中国’的生机活力。”董娜说。

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印发《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细化

了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邮政等细分领域实

施方案，部署了 18 项重点工作。“预计 2025 年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有望达到 3000 亿元，给实

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展带来强力支撑。”交

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表示。

更好发挥交通物流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

本中的骨干作用，将从以下方面发力——

调结构。推进京津冀、东北等重点区域大

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持续提升沿海

港口大宗货物绿色集疏运比例。争取到 2027
年，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周转量较 2023 年增长

10% 左 右 ，港 口 集 装 箱 铁 水 联 运 量 年 均 增 长

15% 左右。

疏堵点。推动铁路港前站、铁路专用线向

港口堆场延伸，推进重点港口与铁路堆场共享

共用；完善多式联运数据共享标准，稳步推进

交通物流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进多式联

运“一单制”“一箱制”走深走实。

促融合。聚焦先进制造业、原材料产业等，

“一业一策”健全完善交通物流服务保障措施；

支持交通物流企业与制造业链主企业、货主企

业和电商平台创新供应链协同发展新模式，促

进供应链上下游、物流各环节、各运输方式间的

资源高效整合和要素共享共用，切实增强物流

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图为 1 月 24 日，江西赣州一物流园内，货

运车辆整装待发。 胡江涛摄（影像中国）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制图：张芳曼

2025年全社会物流成本有望降低3000亿元

降本增效再加力  “流动中国”显活力
本报记者   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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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始终牵挂受灾群众，去年得知云南

镇雄县发生山体滑坡、海南和广东等地遭受台风

灾害、湖南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

口时，都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指挥部署抗灾救灾，

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 1 月

7 日，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总书记又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安全温暖过冬。1月 9日，

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

抗震救灾工作，要求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坚决

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

多难兴邦。复兴征程上，总有各种可以预见

或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也总有风雨无阻的前

行、愈挫愈勇的跋涉。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地说：

“我们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但我们有一个‘人

定胜天’的精神。去年全国也发生了多起灾害，

水灾、旱灾、地震、台风，我们经受住了各种挑战

和考验。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攻坚

克难，新的一年，我们还会取得一个好成绩。”

一片红火，昭示信心

日程：23 日上午，沈阳大东

副食品商场和大东区长安街道

长安小区

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历史悠久。它起步于

1829 年的小东门菜行，见证战火硝烟的风云激

荡，历经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让原本熙攘的市场

沸腾了。市民们追随着总书记的脚步，热烈的

欢呼声此起彼伏。

辞暮尔尔，烟火年年。

面食摊位，热气腾腾的包子出锅。总书记

聊的都是家常：“这个头儿，吃一个就饱了吧！记

得看过一本小说上一段描写，‘最美好的日子，吃

大饺子一口咬出个小牛犊来’。”

走到锅包肉摊位，总书记问店主“生意好不

好”。听说“天天排大队”，他笑着说道：“一个是

煎炸的火候，一个是调料的分寸，太甜太酸不行，

不甜不酸也不行。”

八旗手工肠的摊位也在排队。问价格、看

供应，习近平总书记嘱咐道：“不能过节卖高价，

但也要考虑成本和效益。”

见到拎着大包小包的市民，他问问“年货置

办齐了没有”；碰到戴着眼镜的孩子，叮嘱“加强

户外锻炼”；见到市场管理人员，强调“保障食品

安全”。总书记和市民聊起“年夜饭怎么吃”，

亲 切地说：“东北的年夜饭，是不是都有酸菜白

肉、小鸡炖蘑菇？这些东北菜我也爱吃。”

几 个 孩 子 雀 跃 着 ，给“ 习 爷 爷 ”送 上 糖 果 。

习近平总书记笑着接下每人 1 颗糖：“你们的糖

我收下，吃了你们的糖心里很甜。你们是祖国的

未来，希望你们的生活像糖果一样甜甜美美。”

人 间 烟 火 处 ，年 味 渐 浓 时 。 市 民 们 告 诉

总 书 记 ：“ 天 天 像 过 年 一 样 ，一 年 四 季 什 么 都

不缺。”

习近平总书记回应道：“从饮食角度看确实

如此，但过年更有喜庆气氛。今天来到这里，把

过去的回忆都勾起来了。‘菜篮子’、‘米袋子’、

‘果盘子’是民生大事。老百姓过节过得开心，也

预示着一年好的开端。”

社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安居乐业的晴

雨表。

沈阳是座老城，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

福祉，一头牵着城市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上一次

来辽宁，也去实地看了社区改造。“更好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他长久的思考。

建成已有 30 多年，时光在大东区长安街道

长安小区留下了斑驳痕迹。前两年，小区的煤、

水、电、热，“里子”、“面子”挨个儿改造，旧貌换

新颜。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四世同堂的郎素兰家中。

沙发上，82 岁的郎素兰紧紧挨着总书记，说话间

紧握着总书记的手。

问收入、说花销，总书记关切着：“你们现在

的生活还有什么困难？”

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都有获得

感。“社区对我们这些老年人特别关照。”郎素兰

望向社区工作者，啧啧称赞。

总 书 记 讲 得 深 入 浅 出 ：“ 社 区 工 作 是 千 家

万户的事。社区工作这个位置承上启下，但得眼

睛向下。‘上面千条线’也是为了人民，最终要落

实到人民群众身上，尤其要呵护好‘一老一小’。

左邻右舍对你们竖起大拇指是最好的评价。”

小区改造，匠心独运。

老烟囱留住了工业城市的记忆，锅炉房改造

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成了网红打卡地。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中心，有的写春联、有的做绒线花，还

有的唱念做打，好不热闹。

一位社区居民拿起刚写好的春联，给总书记

展示了他的创作：“‘家睦邻善多喜乐，国强民富

长安宁’。‘多喜乐、长安宁’，正是您新年贺词里

说的。”

一 群 孩 子 争 相 向“ 习 爷 爷 ”介 绍 他 们 编 的

中国结：

“我编的是花生，希望万事如意”“我做的是

丝带结，寓意是长寿、安康、幸福、喜乐”……

风禾尽起，向阳而生。春节里有文脉绵延，

华夏春秋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感慨：

“中国的这些传统工艺，孩子们也都传承下

来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沉淀了多少美好，这是值

得我们骄傲的。我们要在全人类文明的视野中，

传承好、弘扬好中华文明。”

社区退休人员表演了笛子合奏曲《扬鞭催马

运粮忙》，旋律优美、余音绕梁。

“家庭、国家都沉浸在祥和的气氛中。几千

年 形 成 的 过 节 的 文 化 传 统 ，是 凝 聚 中 华 民 族 、

中国人、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过好节，四

海同春。”

“我特别喜欢孩子，看到他们我心里就高兴。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大家、靠年轻人，一代接一代，

共同去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方沃土，见证历史的耐心

日程：23 日下午，本溪，鞍钢

集团所属的本钢板材冷轧总厂

第三冷轧厂

东北全面振兴正当时。

上次来辽宁考察，时隔不过两年多。距离在

黑龙江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也只有一年多时间。为何“东北来得比较多”？

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明晰：“我十分关心这里的振兴

发展”。

产业振兴是其中关键。

这里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曾在共和国发展

史上写下辉煌一页。然而，在改革开放大潮奔

涌、东南沿海百舸争流之际，东北的脚步却慢了

一些。

这片黑土地沉淀着阵痛之思，酝酿着涅槃

之变。

上次到东北，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提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铺展了高质量发展的万千气

象。辽宁也紧抓机遇。国民经济 41 个工业大

类，辽宁就有 40 个，曾经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

的上千个第一。

传统产业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本溪，鞍钢集团所属的本钢板材冷轧总厂第

三冷轧厂，在探索。

斑驳的厂房，记载着峥嵘岁月的沧桑与拼

搏。智能化生产线，见证着企业重组之后的转型

升级。

这家百余岁的企业，新建了“智慧大脑”集控

中心。在这里，屏幕动态更新，数据协同共享。

总书记边看屏幕，边了解全厂数据资源集中带来

的深刻变革：

产量提高 25%，能源消耗降低 30%，劳动生

产率提高 65%，产品合格率提高 10% 以上。一子

落，满盘活。

再到车间。

过去，钢卷在不同工序间挪移，靠的是人工

打捆、拆捆。企业负责人指着生产线旁空置的简

易房：“过去那里总有工人值守，现在数字赋能，

不但人员优化、效率提升，也降低了作业风险。”

眼前的生产线，就是世界最宽幅的冷轧板生

产 线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边 走 边 看 。 开 卷 、清 洗 、

烘干、轧制，机械手臂动作整齐划一，智能机器人

精准灵巧。

国产化率有多高，技术还有哪些短板，产品

市场前景怎么样……总书记问得细致。

“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回望

过去到东北考察，总书记始终把创新置于突出

位置。车间陈列着一排产品，冷轧热冲压成型超

高强度钢、冷轧超深冲宽幅面板……新中国成立

初期，还是“洋钉、洋火、洋车子”。几十年，新中国

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建成了门类

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驱动全球

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历史的巨变，就在沧海一粟间。望着面前一

位位劳动模范、青年技术骨干、一线职工代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语 重 心 长 ：“ 本 钢 是 我 们 国 家 的

老企业，这些年焕发青春！你们在这里工作，有

自豪感。钢铁产业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基础产业，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要继续努力，

把短板补上，把结构调优，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

多作贡献。”

24 日 上 午 的 省 委 和 省 政 府 工 作 汇 报 会 ，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

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强调的几方面工

作要求，打头的就是“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

总书记再一次讲起在本钢的所思所感：

“老企业同样可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切不可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为‘低端产业’、‘落后

产业’一退了之，否则就可能导致新旧动能断档

失速、加剧结构调整阵痛。”

转型后的能耗数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 转 型 。”看 到 全 省

88.5% 的优良天气比例，习近平总书记想起昔日

辽宁沈阳铁西区那高烟囱林立而灰蒙蒙的天，

“冬天呛得人直咳嗽”。

本钢过去也是如此。员工都不敢穿白鞋，光

是上下班一来回鞋面就脏了。今非昔比。

理国如张瑟，从来都是弦弦相系、韵韵相叠。

对辽宁的要求，无论是“聚精会神抓改革开放”，

还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或者“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总的就是要好好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 会 精 神 和 前 不 久 召 开 的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精神”。

东北全面振兴中充满了磨砺，那是时间的角

力，是精神的对垒，是人的跋涉。漫漫征途，要只

争朝夕，也要有历史耐心。

“ 推 动 全 面 振 兴 ，必 须 毫 不 动 摇 坚 持 党 的

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

目光长远。韧的绵亘，不仅要融入闯的劲头、创

的 智 慧 ，更 要 有 稳 扎 稳 打 的 底 线 、慎 独 慎 微 的

警醒。

汇报会上，今日辽宁的苹果产业，让总书记

想到了辽沈战役的一则红色故事。当时，锦州乡

间的苹果已经熟了，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饥

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摘。“毛主席说‘不吃是很

高 尚 的 ，而 吃 了 是 很 卑 鄙 的 ，因 为 这 是 人 民 的

苹果’。”总书记意味深长，“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

也不能吃。”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次在辽宁讲这个

故事，上一次还是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内。用铁的

纪律赢得民心，民心所向，大道无垠。

新春孕育新的希望。在希望的沃土上，有千

家耕种、万物生长，有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却是

奋勇拼搏、风光无限。认准了路就坚定向前，一

路生花，灼灼盛放。

■经济新方位R

1 月 23 日 是 腊 月 二 十 四 ，南 方 小

年。当天下午，位于厦门市海沧区的金

沙书院喜气洋洋，“福见两岸·利厚新

春”两岸同胞共迎新春活动在欢乐的鼓

乐声中登场。

专程前来看望慰问在闽台胞台商

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

涛与 150 多位在闽台商台胞代表和金

门民意代表陈玉珍、县议会议长洪允

典 等 金 门 乡 亲 ，共 同 体 验 舞 狮 、写

“福”字、擂茶等闽南民俗，品尝润饼、

发 糕 、红 龟 粿 等 传 统 美 食 ，观 看 木 偶

戏 、五 祖 拳 等 非 遗 表 演 ，欢 度 农 历

小年。

在“2025 巳巳如意”新春联欢会上，

来自厦门、金门的演出者带来了歌舞、

诗歌朗诵、武术、情景组歌等表演，精彩

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多位参与

活动的台商台胞表示，很高兴在农历小

年能参与两岸同胞共迎新春活动，感受

到了来自台办的关爱和“两岸一家亲”

的温馨。

1 月 21 日下午，宋涛在深圳出席台

商台胞迎新春座谈会，了解台商经营发

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来自全国各地

的 200 多位全国台企联负责人、台商协

会会长等台商代表参会。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等台商代

表对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对台商台胞的

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李政宏说，在

辞旧迎新之际，国台办专门召开座谈

会当面了解台商近况，听取大家的意

见和建议，这种心系台商台胞的深入

细致工作充满情意，“让我们非常暖心

和感动”。

座谈会持续约两小时，气氛热烈融

洽。步出会场，台商们纷纷表达扎根大陆再创新辉煌

的决心和信心。深圳台商协会会长许富贤说，当前大

陆各地都在积极布局先进产业，台资企业将继续顺应

时代潮流，为提升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水平、促进两

岸产业融合作出更多贡献。 （据新华社厦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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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25 日电   （记者王浩）为缓解春节

期间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和西江航运压力，水利部 1 月

24 日启动新一轮珠江压咸补淡应急水量调度。

2024 年 11 月以来，珠江口遭遇多轮强咸潮，水利

部此前已组织实施 3 次珠江压咸补淡应急水量调度，

累计向下游补水 20.6 亿立方米，有力保障了澳门、珠海

等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据预测，春节假期前后，珠

江流域西江、北江天然来水仍偏枯，且正逢天文大潮，

河口咸潮活动偏强。同时，西江航运干线从事水路运

输的船舶已进入返航过节高峰期，通航压力增大。

新一轮应急水量调度期间，西江中游大藤峡、长洲

水利枢纽、西江支流郁江西津水电站、北江飞来峡水利

枢纽等骨干水工程联动加大下泄流量，预计向下游补

水 4.3 亿立方米，可有效压制珠江口咸潮，为珠海等地

抽取淡水补充当地水库蓄水创造有利条件，保障粤港

澳大湾区春节期间供水安全，同时将显著提升西江通

航效率。

新一轮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水启动
预计向下游补水 4.3 亿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