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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流：从生产走向生活

物流近年来以前所未有的热度进入

城市日常生活，诸如包裹、快递、电商物流、

供应链、网络货运、最后一公里等词汇频

繁出现在居民日常生活和政策文件话语之

中 [1]。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中国，也几乎

同步发生在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物流在

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并走向日常生活，首

先应归因于网络购物和在线零售的篷勃兴

起。从数据上看，以中国为例，2021 年

中国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突破 10 万亿元

大关（达到 10.8 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24.5%（接近 1/4），
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

23.6%[2]。与之同步，2021 年快递业务量

突破 1 000 亿件大关（达到 1 083 亿件），

日均处理量近 3 亿件 [3]。其中，网络零售

贡献的快递和物流配送比重达到 80% 左

右 [4]。其次，从内容上看，庞大的需求驱

动物流模式创新。从落地配到即时配送与

同城急送，从冷链物流到多温带恒温配送，

从代收业务到众包物流，从机器人配送到

无人机配送，各类细分需求都出现市场响

应与竞争，持续驱动物流创新与繁荣，为

网络零售行业提供了坚实的物流交付基础

设施。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下消费者行为

模式的转变，驱动物流以快递和配送的形

式与日常生活迅速结合 [5]。快递与配送服

务已成为现今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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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物流产品及其服务的需求也进入日趋高频、多样和高

品质的消费时代。

2  物流管理：从企业走向城市

快递和配送行业的快速发展推动物流从幕后走向台前，

从生产走向日常生活领域，与城市规划的距离越来越近，这

要求城市研究与规划从业者深入了解物流的概念内涵与分类

体系。从概念范畴上看，快递仅是物流体系中的一种，是指

对小件物品在承诺时限内快速完成寄递服务，包括第一公里

的交付、干线运输和末端配送等多个环节。配送只是物流服

务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使用零担或整车的公路、海运和航

空等各类长距离干线运输等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且与生产

等经济活动紧密相关。因此，当考虑大宗货物、干线运输等

物流活动时，对物流的要求则不只是快递所要求的“快”，

更要求回归其“正确”的本质：将正确的产品在正确的时间

内送到正确地点的正确客户手中。

要努力实现“正确”，是因为任何不正确的移动都会产生

额外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效率损耗，最终表现为由于可能的拥

堵、延误、破损和多次配送等带来的额外仓储、运输、人工

和环境排放等各项成本的增加。因此，对于企业来说，物流

服务尽可能“正确”，其目的是在提高速度与效率的同时，尽

可能减少成本。“物流管理”的概念应运而生 [6]，也即为达到

既定目标，从物流全过程出发，对相关物流活动进行计划、

组织、协调和控制。供应链管理则是在物流管理的基础上，

突出对供应链中采购、生产、销售各环节的商流、物流、信

息流和资金流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以实现供应链

整体目标 [6]。因此，物流概念的演进反复强调多目标、多部门、

多系统下的成本意识等目标导向。物流管理致力于应用各类

创新技术、合理组织物流活动的时空间安排，实现速度要求

的同时节约成本，也因此被视为“第三利润”的来源 [7]。

因此，物流管理不仅要求物流活动在速度上的“快”，

更需要多方面的“准”，实现多维度成本上的“省”。这不仅

对企业来说很重要，对城市也是如此，甚至具有更加丰富的

内涵。譬如，有很多研究讨论全社会物流总费用的计算等问

题 [8-9]。其背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主体需要城市物流服务，

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物流管理，物流活动的公共性愈发增强，

城市也需要系统的物流管理，实现城市物流的合理化。在学

术界享誉盛名的日本城市物流专家谷口荣一教授就将城市物

流（city logistics）定义为对城市内部各项物流活动进行综合

协调的过程，是在交通环境、拥堵、安全和节能等目标下，

考虑公众和私营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对城市物流和运输活动

进行全面优化的过程 [10-11]。不过，在城市领域要实现这一优

化存在更多、更复杂的挑战。

3  城市物流设施开发与政策的挑战

物流在支撑城市经济与日常生活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是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即便大多数城

市物流活动都发生在各种城市时空场景之中，物流管理的主要

手段也是时空资源配置，但一向以城市与空间为主要工作对象

的城市规划与物流规划长期以来没能形成很好的呼应。其根本

原因是，面向企业的物流管理在对象、目标、手段等多个方面

都与城市规划有较大偏差。具体来说，城市规划着重于有限范

围的土地等静态空间资源在出让前的静态规定，城市物流规划

和设施开发偏重于对多元复杂的物流企业所产生的动态物流

活动的动态约束与引导。其次，因为物流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企业自利规避成本等原因，物流企业倾向于通过非正规利用、

临时堆存停放、超载等实现成本节约，给城市规划造成冲击，

也给城市人居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再次，城市规划长于创造区

位价值，却没有很好的工具帮助企业节约成本；要形成诸如细

化空间使用、增强对城市货运的兼容性等治理工具，则需要城

市规划作出转型。最后，物流企业的成本主要是经济成本，但

是对于城市来说，其成本是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维度等在内

的综合性成本，这些成本沉淀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影响物流，

最终也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数字经济与消费社会、碳中和与碳达峰等时代背景与

目标约束下，着眼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管理城

市物流活动的新变化，建构更可持续的城市物流设施体系已

成为当下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迫切关注的议题。近年来，我

国各部门发布了各项政策，推动了城市共同配送与公共物流

设施建设等。各城市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和试点，制定城市配

送的专项规划，促进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物流规划及设施开

发协同，成为本轮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发展的新亮点。但是，

总体来说，面对市场主体杂乱、空间区位易变、交通干扰性

强、环境影响较大的物流活动，面对市场属性强、需求量大

的城市设施开发，城市各级政府和相关主体方都未能形成科

学管理的方法论与工具箱，主要是被动应对而不是主动调控，

政府缺位与错位的现象明显，给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

生活带来很大压力。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也是世界上

各大城市的难题 [12]。因此，城市规划如何接纳物流活动，如

何与成本共舞、与企业共建，建构更加可持续的城市物流设

施系统，支撑健康、绿色、公正、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已经

成为国际范围内城市物流规划与政策创新的起点与归宿。

4  专辑内容构成与文章简介

围绕消费物流，聚焦于物流设施规划与政策转型，本专

辑精心遴选了六篇文章，按照城市物流活动的区位、物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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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影响、物流设施的开发、物流设施的规划等逻辑链逐次

开展，对物流设施所涉及的政策、空间、经济、环境、社会

与规划等维度进行充分的解读。

《国际视野下城市物流政策实践的挑战与创新》在综合

国外特别是欧洲近年来城市物流实践创新项目等相关文献基

础上，部分结合当下中国城市的物流设施开发与政策实践，

分析了城市物流活动的区位变化，引申讨论城市物流设施在

公共与市场、规模与分散、层级与效率等方面的困境；基于

欧洲近年来城市物流规划的政策创新，归纳了解决这些困境

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共享物流的概念，

呼吁建立起跨部门及主体、跨空间尺度及运输网络的城市物

流发展模式 [13]。

《形态类型学视角下亚马逊物流设施开发对周边区域土

地利用的影响》和《首尔都市区冷链物流设施空间演化研

究》分别展现了不同类型物流活动的区位变动及其空间影

响。其中，《形态类型学视角下亚马逊物流设施开发对周边

区域土地利用的影响》关注的是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下，物流

仓储项目对周边地区土地利用的变化。文章基于形态类型学

的分析方法，以亚马逊物流仓储项目为例，分析了集群、填充、

更新以及扩张等四种物流设施建设模式对城市规划与治理的

意义 [14]。《首尔都市区冷链物流设施空间演化研究》以首尔

都市区为例，分析了冷链物流设施的空间集聚如何受到土地

市场和物流需求市场共同作用，受到离心化与向心化力量的

牵引，需要综合考虑市场需求、服务质量、交通状态、地方

政策以及运营成本等因素 [15]。

《多中心视角下欧洲城市集配中心的建设模式与启示》

和《城市物流设施规划中的环境影响考量与空间治理对策》

更加关注城市物流设施规划、开发及运营所涉及的经济与社

会可持续发展等维度。其中，《多中心视角下欧洲城市集配

中心的建设模式与启示》讨论的是西方特别是欧洲城市如何

在多中心主义的理念下改变城市物流集合配送中心的开发与

财务运营机制。这些提升集配中心开发建设经济与社会可持

续性的机制设计对我国当前城市物流设施与政策也具有很大

的启示 [16]。《城市物流设施规划中的环境影响考量与空间治

理对策》从物流设施空间布局与社区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着

手，结合洛杉矶的实证分析，归纳认为：城市物流设施的社

会可持续影响主要源于其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在不同主体之

间的分配差异，并提出围绕物流空间规划的社会影响评价和

管控方法 [17]。

作为本专辑最后一篇文章，《中国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

规划的进展、原则与策略》以广视角、跨周期的长镜头概要

呈现了中国大城市物流设施规划的历程、各类型物流设施规

划的要点与问题，总结了主要的经验原则与内在诉求，并结

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新要求，从集约、共享、创新、绿

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物流设施规划的实施重点 [18]。

上述论文都是当前我国城市规划领域中从事物流规划与

政策研究的一线科研工作者相互合作或与境外作者合作的成

果。囿于时间与精力，文章中仍有不少观点还需继续深入思

考，本专辑实为“抛砖引玉”，以期与同行商榷讨论！

感谢编辑部接受城市物流设施相关议题的组稿建议，肖作

鹏博士承担了本专辑具体的组稿工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专

辑出版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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