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甘肃物流简报
2023 年 6 月号（总第 002 期）

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 2023 年7 月8 日

协会动态：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组织召开甘黔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

新通道专题研讨会

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召开专家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会员风采：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 4 家会员单位上榜 2023 甘肃省民

营企业 50 强

甘肃国通大宗获批氧化铝期货首批交割仓库

市州资讯：张掖成功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

“一带一路”津陇共建国际物流通道推介会举行

兰州陆港首列“中阿快线”公铁联运测试班列开行

政策法规：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明确 2023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提出

要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

农业农村部公布《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建设专项实施方

案(2023—2030 年)》

三部门发文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

新版甘肃省大件运输系统上线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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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统计：6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7%、仓储业指数为

50.7%

6 月份甘肃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6.85%

《2022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1-5 月我国冷链物流总额超 2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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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组织召开甘黔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

道专题研讨会

6 月 19 日，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在兰州组织召开甘黔高水平

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专题研讨会，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和贵州省物

流行业协会领导，以及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 30 余

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回顾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6 年来

的创新举措及突出成效，重点就甘黔两省下一步如何高水平共建西

部陆海新通道进行了研讨交流，从搞好规划、建设通道、聚集产业、

整合资源、培育主体、争取政策、创新模式、培养人才等方面提出

了针对性意见建议。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会长岳建武表示，甘肃省

物流行业协会将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物流行业组织持续加

强联动，在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过程中发挥行业引领和专家

智库作用，共同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召开专家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6 月 19 日，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召开专家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专家委”）全体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新一届专家委组成人

员名单，为每一位专家委员颁发了聘书。新一届专家委由 2 名高级

顾问、1 名主任委员、3 名副主任委员、24 名委员组成，专家来自

政府、行业、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较以往覆盖面更广、代表性

更强，并体现了年轻化、信息化等特征。与会专家高度肯定了专家

委前期工作，围绕未来专家委高质量建设发展研商交流、建言献策，

提出了进一步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加强行校企联动、注重品牌建设、

设置研究课题、设立评审机构、推动行业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等针对

性意见建议。

会员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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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 4 家会员单位上榜 2023 甘肃省民营企业

50 强

6 月 27 日，甘肃省工商联、甘肃省总商会发布了 2023 年甘肃

省民营企业 50 强榜单，其中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 4 家会员单位上

榜，分别是副会长单位甘肃国通大宗商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 6 位），常务理事单位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第 17 位）、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第 27 位），会员单位甘肃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第 23 位）光荣上榜。近年来，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会员单

位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民营会员单位上榜甘肃省民营企业 50

强榜单的数量逐年提升。

甘肃国通大宗获批氧化铝期货首批交割仓库

6 月 6 日，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甘肃国通大宗商品

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国通大宗）获批上海期

货交易所氧化铝期货首批交割仓库。这也是甘肃国通大宗继电解铝

期货交割仓库之后第二个获批的交割仓库。甘肃国通西北金属仓储

物流园位于兰州新区，地处甘肃、青海、宁夏的中心地带，具有西

北座中六联的区位优势。园区占地 511 亩，规划建设 20 万平方米

仓库，库容总量 50 万吨，目前已建成 2 条铁路专用线、4 万平方

米库房、5 万平方米卸货台平以及 2 万平方米办公生活设施等，仓

储能力达 20 万吨，年吞吐能力超过 200 万吨。

市州资讯：

张掖成功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

6 月中上旬，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国家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发布新一批 25 个国家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其中包括张掖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是依托存量设施群布局建设的大型冷链物流基

础设施，是整合集聚冷链物流资源、优化冷链物流运行体系、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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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组织中心和重要平台。

张掖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按照政府规划、企业投资、市场化运作、

现代化管理的原则，选择“政府＋企业”的政企联合模式对张掖市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进行建设。基地围绕支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张掖市特色

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的产业优势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交通枢纽的

区位优势，着力打造特色丝路寒旱农业发展支撑基地、西北地区农

产品冷链物流集散基地及河西走廊农产品保供稳价和应急储备基

地。

“一带一路”津陇共建国际物流通道推介会举行

6 月 15 日，“一带一路”津陇共建铁海联运国际物流通道推

介会在武威市举行。会上，甘肃（武威）国际陆港管委会、天津港

（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中心、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武

威保税物流中心相关负责人先后作了推介。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武威保税物流中心、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

肃省物流行业协会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出席大会的相关负责人共

同为“津陇铁海联运国际物流中转集散基地天津片区”和“津陇铁

海联运国际物流中转集散基地武威片区”揭牌。近年来，武威市抢

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发挥黄金通道枢纽优势，先后建成投运

甘肃首个海关保税监管场所和唯一 B 型保税物流中心，建成我国北

方唯一内陆进境木材指定监管场地、甘肃首个进口肉类指定监管场

地、河西地区货运吞吐量最大的铁路集装箱场站。相继开通中欧班

列“天马号”、中俄木材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和跨境海铁联运木

材班列等国际货运班列，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匈牙利布达佩斯等

地设立启用我省首批海外保税仓。武威正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兰州陆港首列“中阿快线”公铁联运测试班列开行

6 月 4 日，兰州陆港首列“中阿快线(兰州-喀什-阿富汗)”公铁

联运测试班列从兰州东川站鸣笛出发，开往阿富汗海拉顿站。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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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着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家具五金、体育用品等货

物，经喀什换装汽运，从伊尔克什坦口岸出境，到达吉尔吉斯斯坦

奥什站后换装铁路运输，预计 15 天后抵达阿富汗。“中阿快线”

测试班列是兰州陆港自开通中吉乌班列以来取得的又一项新成果、

新突破，标志着兰州陆港在对外经贸合作方面又实现了新拓展，更

是兰州市以实际行动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中阿双方合

作的具体实践。

政策法规：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明确 2023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提出要推进

物流提质增效降本

6 月 1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 8 个方面 22 项任务。其中提出要推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

一要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加强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布局建设，提高现代物流规模化、网络化、组织化、集约化发展

水平。二要调整优化运输结构。深入实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

链，推动跨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深入实施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

加快研究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提升铁水联运发展水平，推动

2023 年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 15%左右。三要继续执行公

路通行费相关政策。深化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严格落实鲜活农产

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农业农村部公布《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建设专项实施方案

(2023—2030 年)》

6 月 21 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冷链物流和烘干设施建设专项

实施方案(2023—2030 年)》，提出到 2025 年,重点建设 3.5 万座仓

储保鲜设施、250 座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实现新增产地冷链物流设施

库容 1000 万吨以上;补上粮食产地烘干设施装备短板 ,粮食产地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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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能力达到 65%。到 2030 年,累计建成 6 万座仓储保鲜设施、500

座产地冷链集配中心 ,持续完成一批老旧粮食烘干中心(点)改造提

升 ,带动全国累计新增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库容 4400 万吨以上 ,鲜活

农产品产后损失率显著降低。

三部门发文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

6 月 19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

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公告》

提出，对购置日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

过 3 万元；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

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

新版甘肃省大件运输系统上线试运行

6 月 29 日，新版甘肃省大件运输系统上线试运行，新版系统

在原功能基础上，不但对视觉效果做了进一步优化，还新增了三大

功能模块：一是可通过高速公路沿线收费门架即时获取大件运输车

辆的车货总重与行驶轨迹相关信息，自动与相应的许可内容进行分

析比对，对超过许可车货总重、不按规定时间和规定路线行驶的违

法行为及时预警，实现了对高速公路在途大件运输车辆的实时监管。

二是利用电子地图的智能选线能力，实现智能辅助选线功能。大件

运输申请人在办理省内许可时，只需填写起讫点及相关途经点信息，

便可在电子地图上自动规划出多条适合通行的路线，有效降低了路

线规划难度，提升了系统使用体验，提升了许可服务水平。三是新

增了县级审批功能，今后区、县范围内大件运输业务，可直接上线

受理和审批。此举将进一步加强大件运输许可的监管，提升许可服

务质量，方便大件运输申请人。

物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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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7%、仓储业指数为 50.7%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6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

指数为 51.7%，较上月回升 0.2个百分点；中国仓储业指数为 50.7%，

较上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有关分析认为，6 月份，物流业景气指

数环比小幅回升，各分项指标均有所改善，显示出市场业务量和订

单需求增加，就业形势好转，企业信心稳定；仓储指数虽有小幅回

落，但仍位于 50%以上的扩张区间，显示仓储行业保持良好运行态

势。

6 月份甘肃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6.85%

据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的数据，6 月份甘肃省物流业景

气指数为 48.38%，较上月回落 8.47 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新

订单（客户需求）、平均库存量、库存周转次数、资金周转率、设

备利用率、物流服务价格、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成本、从业人

员、业务活动预期等分项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有关分析认为，

6 月份数据显示出当前甘肃物流新增需求不足，同时物流业发展的

不均衡和微利经营的状况依然存在，后期仍需要继续落实稳投资、

促消费、稳就业、保要素和优服务等相关政策，以促进我省国民经

济和物流运行稳步回升。

《2022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6 月 16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2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

公报》。基础设施方面，去年全国铁路投产新线 4100 公里，公路

里程增加 7.41 万公里，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增加 456 个，邮政行

业营业网点增加 2.1 万处。运输装备方面，年末全国拥有铁路货车

99.7 万辆、增加 3.1 万辆；拥有载货汽车 1166.66 万辆、16967.33

万吨位，分别减少 6.60 万辆、132.17 万吨位；拥有水上运输船舶

12.19 万艘，比上年末减少 0.40 万艘，净载重量 2.98 亿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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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亿吨。运输服务方面，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506.63 亿吨，

比上年下降 3.1%，完成货物周转量 226160.96亿吨公里、增长 3.4%。

1-5 月我国冷链物流总额超 2 万亿元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今年 1-5 月份，我国冷

链物流总额为 2.6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冷链物流市场规模为

2395 亿元，同比增长 3.6%。中物联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冷链物流

发展趋稳向好，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政策支撑力度不断增大，

前 5 个月国家层面发布冷链物流相关政策超过 16 项，涉及国务院、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和交通运输部等多个部门；二是投资

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前 5 个月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投建总额超过 140

亿元，同比增长 6.6%；三是进口冷链食品需求明显反弹，水产品、

水果进口额增幅明显，港口冷链仓储和冷链集装箱运输市场活跃度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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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 2023年 7月 8日印发

报：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交通厅、省工信厅、省国际物流

集团，各市州发改局、商务局、交通局、工信局

发：各会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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