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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Logistics Facilities Planning in China’s Large Cities: Progress,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中国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进展、原则与策略

李国旗  石佳  杜国鹏  杨佳鑫  刘思婧
Li Guoqi,  Shi Jia,  Du Guopeng, Yang Jiaxin, Liu Sijing

引言

公共物流设施由政府规划的物流枢纽、物流

园区、物流中心、货运场站、共同配送中心、区

域集货中心等大中型社会化物流节点，以及承担

民生保障服务的企业自建的小微型末端配送网点

组成。从性质上看，无论规模大小，这些设施都

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在畅通双循环、扩大

城乡居民消费和服务保障民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虽然各类公共物流设施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编

制的物流业发展规划和农产品、冷链、快递等重

点领域专项规划的重点，也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

综合交通规划和服务业规划等规划的主要内容 [1]，

但有关公共物流设施类型划分以及规划原则、技

术要点、转型方向和实施策略等尚不清晰。

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较早关注公共物流设施

规划布局问题。日本东京、德国柏林先后于 1960
年代和 1980 年代开展物流基地和物流园区等大型

公共物流设施的规划工作 [1-2]，在公共物流设施的

规模与数量配置、选址与布局条件、对外交通与

功能区布局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划工

作程序。中国公共物流设施主要包含在发展和改

革委、交通、商贸、邮政等政府部门编制的物流

发展和相关规划中，有少数城市开展了物流空间

规划、物流基础设施规划等专项工作。公共物流

设施规划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设施层级、类型、规模、

数量以及发展定位、交通组织、功能分区、环境

影响等方面。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中国公共物流设施的数

量和规模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也面临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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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物流设施是物流活动的主要承载区域，对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和降本

增效具有积极意义。科学规划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扩大

内需市场、保障民生消费和增强应急物流保障能力，但现有政策实践有关公共物流

设施规划的原则、规划要点和转型方向尚不清晰。本文从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规划

发展历程认识入手，系统总结了典型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重点和差异，从空间布局、

设施融合、产业支撑、绿色发展和安全韧性视角，提出了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经验

原则与内在要求；结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的新要求，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视角，指出了新时期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转型方向与实施策略。

Abstract: Public logistics facilities are the main undertaking areas for logistics activities 
and ar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nd helping the logistics industry to reduce costs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of public logistics facilities in large cities is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urban spatial layout, expanding domestic markets, safeguard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nhancing emergency logistics capacity. However, the principles, planning elements and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s of existing policy practices regarding the planning of public 
logistics facilities are not yet clear. Starting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ublic logistics facilities planning in large cit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planning of typical major public logistics 
facilities and proposes the empirical principles and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public logistics 
facilities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atial layout, facilities integration, industrial 
support, green development and safety resilient.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public logistics facilities planning in the new 
era are pointed out from the vision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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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挑战。具体包括：（1）物流土地供给短缺且价格高，

难以满足中心城区个性化、及时性物流需求 [3-6] ；（2）政府

部门推行的物流功能外迁的规划行为与企业物流设施布局的

市场化行为在发展重点和方向上并未达成完全一致 [7-8] ；（3）
部分城市规划的公共物流设施规模过大、数量过多，导致同

质化竞争和资源的低效利用 [9] ；（4）公共物流设施布局区域

与现代商贸流通行业深度融合不够 [10-11]。这些问题集中表明，

不同类型的公共物流设施规划差异和布局要求尚未合理区

分，公共物流设施的选址布局、功能定位、发展目标设置和

建设规模确定遵循的基本原则尚未完全形成。换言之，公共

物流设施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尚不完善。

因此，本文试图从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历程认识

出发，系统回顾典型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重点内容和差异，

提出公共物流设施规划遵循的经验原则与内在要求；结合国

家“十四五”规划明确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提出新时期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转型方向与实施

策略，以适应物流业在社会、经济、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方面

提出的新要求。

1   我国城市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进展

中国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规划起步于 20 世纪末期。根

据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和规划报告，可将公共物流

设施规划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主要时期。

1.1  起步尝试阶段（1998—2005 年）：地方政府探索和

国家出台政策引导发展
1998 年，深圳在平湖规划建设首个物流基地，标志着

公共物流设施规划拉开了序幕 [12]。由于公共物流设施为新

鲜事物，国家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对于如何推动建设尚未形

成广泛共识，部分城市处于先行尝试阶段。为此，2001 年，

原国家经贸委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出重视对物流基础设施的规划，特别要加强

对中心城市、交通枢纽、物资集散和口岸地区大型物流基础

设施的统筹规划。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率先在国

内开展物流业发展规划。其中，北京市提出建设北京空港、

通州马驹桥和房山良乡三大物流基地规划与建设；上海市

建设海陆空物流枢纽，重点发展外高桥、浦东空港和西北三

大物流园区 ；深圳市坚持“以港强市”，结合产业布局加快

物流园区建设；成都提出建设以“一网二平台（物流快速网

络、公共物流信息平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平台），三园区

四中心（三个物流园区、四个物流中心）、若干个物流服务

站”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物流业发展框架体系。2004 年，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

业发展的意见》，提出推动物流设施整合和社会化区域物流

中心建设，这表明公共物流设施建设已成为物流业发展的 

重点内容。

1.2  稳步发展阶段（2006—2010 年）：地方政府规划下

公共物流设施专业化发展
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天津、成都、佛山、沈阳、

青岛、济南、哈尔滨、郑州、大连等十余座大城市开展了物

流业专项规划或者对“十五”时期的物流业发展规划进行修

编。其中部分城市在推动口岸、专业物流基地和重点物流园

区、物流中心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为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

提供专业化配送服务的城市配送中心，形成以电子商务为纽

带，区域配送和集中配送相结合的城市配送物流网络。2008
年，重庆市规划局发布了《重庆市城乡规划物流设施集中地

规划导则 ( 试行 )》，积极探索公共物流设施规划基本规范和

标准。2009 年，国务院出台《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

出形成全国性、区域性和地区性物流中心和三级物流节点城

市网络，促进大中小城市物流业的协调发展。

1.3  快速发展阶段（2010—2015 年）：各级政府推动下

公共物流设施体系形成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天津、武汉、东莞、杭州、

佛山、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昆明、大连等近

20 个大城市编制了物流业发展规划。2011 年印发的《关于

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针对公共物流设施

占地面积大、资金投入多、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提出要在

切实节约土地的基础上，加大土地政策支持力度。2013 年，

《全国物流园区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出台，对纳入

规划的物流园区用地给予重点保障。2014年，国务院印发《物

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指出布局合理、功

能完善的物流园区体系尚未建立，物流基础设施之间不衔接、

不配套问题比较突出，需要加快规划引领，发挥物流集聚效

应。其中，部分地方政府开展了诸多创新型的物流规划实践

工作。例如：广州市出台的《现代物流发展布局规划 (2012—
2020 年 )》，实现了物流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

划“三规合一”，构建了交通、产业与物流深度融合的公共

物流设施集群布局 ；武汉市编制了《武汉市物流业空间发展

规划 (2012—2020 年 )》，提出建设物流总部区的概念 ；重庆

市出台了《重庆市“十二五”基础设施及物流保障规划》和

《加快重庆市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实施意见》，将物流基

础设施规划从物流发展发展规划中独立出来，并尝试开展冷

链物流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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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型发展阶段（2016 年至今）：面向高质量发展要

求的公共物流设施调整
截至 2020 年，全国已建成千余个大型公共物流设施。

根据《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2019 年和 2020 年先

后有 23 个和 22 个物流枢纽纳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13]。

“十三五”期间，绝大多数大城市均编制了物流业发展规划，

规划的重点方向是建设国家物流枢纽，打造“枢纽 + 通道 +

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在专业化公共物流设施建设方面，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销冷链集配中心，以及依托物流

枢纽和冷链基地建设应急物流基地、应急物流转运场站成为

规划重点。在大型物流设施物流用地保障方面，2020 年自然

资源部公布的《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

类指南（试行）》，将仓储用地分为物流仓储用地和储备库用

地，财政部、税务总局将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

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延续至 2022 年底，但物流用地供给

量不足和用地价格高的问题在大城市仍然突出。广州、深圳

等沿海城市纷纷开展物流用地更新工作，积极布局物流新业

态和新模式，提高物流用地投资强度和投入产出效率。

2  我国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的类型及规划实践要点

2.1  公共物流设施的类型
根据《物流术语》等国家标准以及国家相关部委出台的

政策文件 [1]，从开发主体及其业态的匹配关系来看，可将公

共物流设施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前者主要包括

物流枢纽、物流园区、物流基地、物流港、物流中心、大型

货运场站、大型集货站、国家骨干冷链基地等，后者主要包

括快递分拣中心和不同类型的城乡配送网点等 [14-16]。但在规

划实践中，很难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很多公共物流设施是

政企协同作用的结果。

当前，大多数大城市已建立以物流园区 / 物流基地、物

流中心、配送中心为核心的三级社会化物流节点体系，部分

城市还构建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国家相关部委

还在推动建设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产销冷链集配中心、

两端冷链物流设施为核心的三级冷链设施网络。在快递、社

区团购、生鲜即时配送等企业推动下，以前置仓、仓店一体、

菜鸟驿站、自提柜为代表的小微型末端配送网点体系逐步形

成，但存在重复布点、占道经营和安全不合规等问题，亟待

出台规划引导细则，并纳入社会化物流体系或专业化配送体

系建设中。

2.2  公共物流设施的规划要点
（1）物流园区与物流枢纽。物流园区是由城市集中规划

建设并由统一主体管理，为众多企业在此设立配送中心或区

域配送中心等提供配套的专业化物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

物流产业集聚区 [16]，物流园区主要采取大型物流地产商开发、

大型物流企业开发等多种模式，是政府物流发展规划的重点。

物流枢纽是具有较大规模配套的专业物流基础设施，具

备便捷的对外交通联系，物流功能和服务体系完善并集中实

现货物集散、存储、分拨、转运等多种功能的公共物流节点

和物流活动组织中心，多依托业务量大、辐射能力强的物流

园区为基础发展而来，并配置有海关、保税、产业园区等多

类型设施。物流枢纽根据区位条件和服务对象范围，又可分

为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

上边境口岸型等六种类型，物流园区也存在类似类型，两者

的规划选址条件和布局要求比较接近 ；在功能配置方面，物

流园区具备仓储、运输、配送、转运、货运代理、加工等基

本物流服务，物业、停车、维修、加油等配套服务以及工商、

税务、报关、报检等政务服务和供应链设计、管理咨询、金

融、保险、贸易会展、法律等商务服务功能。物流枢纽除了

具备物流园区的功能以外，更为注重物流组织和区域分拨服

务、国际中转、转口贸易、保税监管等物流服务，以体现物

流活动组织中心地位 [3]。

（2）配送网点。具有完善的配送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

可便捷地连接对外交通运输网络，并向末端客户提供短距离、

小批量、多批次配送服务的专业化配送场所或组织。根据服

务对象范围的不同，包括面向城市生活、工业生产和区域消

费等服务的城乡配送网点，以及面向商贸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居民服务的商贸配送网点。

大型配送网点多布局于物流园区、物流中心内部，由政

府规划，企业自主建设 ；小微型配送网点则由企业根据经营

需要，灵活建设。配送网点布局大多依托已有节点网络建设，

例如：农村配送网点多依托乡镇连锁超市、邮政营业场所、

客货运站场、快递网点、农资站等，起到上接县、下联村的

作用；商贸配送网点注重与综合运输大通道、大型专业市场

衔接，提升区域性商贸物流节点集聚辐射能力。

在功能配置上，应具备共同配送、集中配送等集约化配

送，前置仓配送、自助提货等末端配送功能，配送资源协同

共享功能，以及与生产制造、采购销售、农产品生产等环节

协同衔接等功能。考虑到配送网点在满足城乡消费和民生保

障方面的重要作用，建议纳入政府规划，或者制定统一的规

划技术标准，以提高配送网点的覆盖能力，减少重复建设。

（3）冷链物流节点。具有明确的布局条件、功能配置和

服务对象，主要依托农产品优势产区、重要集散地和主销区，

围绕服务农产品产地集散、优化冷链产品销地网络建设，要

求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协同化、平台化服务水平。冷

链物流节点主要为肉类、水果、蔬菜、水产品、乳品、速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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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以及疫苗、生物制剂、药品等冷链产品服务，具备仓储、

运输、流通加工、分拨配送、寄递、信息等冷链服务功能。

建议强化一体化服务能力，打造运转顺畅的供应链，支撑冷

链产品产销精准高效对接。

3  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经验原则与内在要求

从中国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规划历程和规划要点来看，

空间布局、设施融合、产业支撑是规划的焦点。在双碳目标

约束和应急物流保障要求显著提高形势下，绿色发展和安全

发展问题成为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基

本原则与内在要求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区位合理性要求主要

回答设施空间布局问题；产业适应性要求主要回答设施间空

间融合问题 ；环境适宜性要求主要满足物流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安全稳定性要求包括自身运行安全，有效支撑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为不同类型突发事件提供可靠物流保

障等方面。不同要求间的相互联系如图 1 所示。

3.1  公共物流设施的区位合理性要求
区位是指区位主体所处的特定场所与空间，公共物流

设施区位规划的目标是研究如何有效合理地权衡各类物流

设施的数量、规模和位置，综合考虑市场因素、交通因素、

竞争环境，以及包含自然环境、政策、地价在内的其他因素，

使得物流设施的类型与城市功能、需求相匹配，最大限度

地满足物资高效流动的需要。受尺度变化、组织主体等因

素影响，物流区位的类型众多，区位影响因素呈现显著差异，

形成了共性又有差异的区位选择模式。大型公共物流设施

更多关注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考虑国家或者区域内

的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物流服务发展水平和交通设施

发展水平等，注重空间均衡发展 ；中小型物流设施多为企

业主导建设，其区位设置更多关注的是所在地区需求潜力，

以及建设经营成本问题，满足城市居民消费和流通要求。

例如 ：柏林—勃兰登堡大都市区以德国柏林物流园区规划

为基础，形成了以“物流园区 + 多式联运”为核心的公共

物流设施布局体系（图 2）。依托都市区内 6 条高速公路线、

10 条铁路线、3 条水路以及 3 个大型机场形成的以柏林市

区为核心的放射性网络结构 [14]，实现大型物流设施与交通

网络的高效融合。

3.2  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产业适应性要求
公共物流设施是物流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针对大城市

存量规划的转型需求，以及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要求，公

共物流设施产业适应性规划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物流业与生产、

消费、流通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要求，形成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的联动融合发展格局，增加供应链弹性和增强产业链

协同性。例如：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在矿业与公共事业、光电

子产业、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医疗保健、服务业等产业为核

心的集聚区内部，公共物流设施与各类产业高密度条带状集聚，

在提升物流园区集约化、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的同时，有利于

柏林地区生产制造和流通企业物流需求及时满足（图 2）。为

提高公共物流设施产业适应性水平，需要制定相适应的物流设

施配置和用地更新管理政策，促进大型公共物流设施与城市工

业园区、各类专业市场、综合保税区等融合发展，引导公共物

流设施主动转变服务功能、拓展服务范围，深度嵌入产业链供

图 1  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基本要求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

•
•

•
•

图 2  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物流园区布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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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全流程，共同打造产业生态圈。

3.3  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环境适宜性要求
公共物流设施建设和运营带来的环境影响不容忽视。一

方面，公共物流设施规划有助于提高物流集聚水平，形成运

输密度经济和规模经济，降低车辆空驶率和减少排放。另一

方面，物流企业过度集聚容易造成货运交通拥堵，增加货运

道路沿线的废气排放。大中型物流公共设施建设虽有利于

改善所在地区制造业投资环境，但从长期来看，往往会抑制

周边地区的商务服务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上涨。因此，很多

大城市均在推动公共物流设施郊区化进程。公共物流设施搬

迁到郊外是否真的对环境造成影响取决于其内部开展的业务

类型和依托的交通基础设施类型。仓储和配送服务为主的公

路、航空物流设施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大型物流设

施的集中布局较大量中小设施的分散布局似乎有利于改善城

市整体环境质量。公共物流设施环境适应性规划的主要目标

是实现公共物流设施的环境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响应“双

碳约束”目标。例如：东京都市圈为解决核心区交通拥堵和

环境问题，在郊区规划公共物流设施实现物流活动优化组织 

（图 3）。据统计，东京都市圈物流设施距市中心的距离由

1980年的24.5 km增加到2003年的26.9 km[18]，2003—2013年间，

所有物流设施到市中心的平均距离增加了 26%[19]。又如深圳试

行“绿色物流区”限行，全天仅允许电动货车进入，严格禁止

轻型柴油货车进入“绿色物流区”，减少了柴油车污染。

3.4  公共物流设施的安全稳定性要求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影响下，公共物流设施的安全稳

定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首先，公共物流设施要保证自

身运行安全，布局于受自然灾害影响小的区域，配置专业化

防灾减灾设施，具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能力；

其次，是注重平急结合型公共物流设施的规划，增强公共物

流设施的应急物流保障能力，支撑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稳定

运行；最后，要加强小微型末端公共物流设施的规划，提高

覆盖能力和时效性。例如：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2020 年，湖北省在武汉市周边与襄阳市设立了 5 个物资中转

站，其中武汉市周边 4 个、襄阳市 1 个，确保外省与湖北省

之间的物资交流，保障各类物资的可靠供应。2022 年，在国

家联防联控机制推动下，长三角重要物资应急保供中转站（浙

江—上海）正式投运，其中首批中转站共 6 个，苏浙沪各 2 个。

4  新时期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转型方向与实施策略

新时期公共物流设施规划面临物流业高质量发展、降本

增效带来的内在压力，以及“双碳”目标下的外部环境约束

力，对规划理念和目标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

发展理念为指导，突出科技、要素、安全、内需、民生、环

保等六个重点领域，有利于找准物流业和公共物流设施规划

的转型方向（图 4），提高公共物流设施规划方案的科学性

和合理性。

图 3  日本东京物流园区布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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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方向的指引下，对照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经验原则

与内在要求，笔者从公共物流设施的土地配置、模式创新、应

急保障和绿色发展等方面，将实施策略总结为四个方面（图 5）。

4.1  物流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集中与分散规划相结合
大型公共物流设施具有土地需求量大，投资回报低和直

接经济效益不显著的特点，但在保障城市生产生活方面具有

不可替代作用。当前，大城市普遍存在用地资源紧缺和物流

功能郊区化的现象。在大型公共物流设施规划过程中，集约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实现集中与分散规划相结合成为促进物

流土地资源高效配置的主要方式，主要规划措施包括：第一，

推行功能复合化的存量土地更新策略，合理确定物流用地使

用年限，促进低效率物流用地提前回收，建立新型土地集约

开发模式，充分利用地上和地下空间实现物流用地立体开发

和用地效率最大化 ；在公共物流设施功能规划过程中，统筹

相关配套服务和增值服务等功能区布局，打造多功能复合体

设施。第二，积极推广闲置工矿用地向物流用地转化的存量

土地盘活策略。闲置工矿用地具有交通区位条件好和土地转

化相对容易的特点，是公共物流设施建设用地的有益补充。

第三，严格控制新增物流用地，加快物流枢纽、物流园区、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等大型物流设施建设力度，实现重点方向

和主要类型的均衡布局。对于靠近中心城区的中小型物流设

施，考虑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采取分散布局模式，充分

利用地下空间，提高服务时效和覆盖范围。

4.2  公共物流设施共建共享：共享理念的具体实践
由于末端物流网点的运营主体高度分散，容易出现业务

量不足、网点功能重复和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可积极引

入共建共享的规划运营方式，主要措施包括：第一，推进共享

模式下末端快递配送网点“多点合一”的策略，引导各参与主

体共同发展多类型共享模式，逐步精简网点布局，向公共配送

网点转型；第二，探索建立公用型仓储设施和末端配送网点规

划标准，规范网点设置规模、通道条件和设施设备、人员配置

要求，形成跨经营主体高效协同和信息共享的城市末端网点体

系；第三，强化公共属性的末端网点服务功能，引导末端网点

在提供快递配送等物流服务基础上，增加商品销售、电子商务

管理、金融管理、代收代缴、信息管理等增值服务，提高公共

物流设施的利用效率和民生保障能力。

4.3  应急物流的可靠保障：有效满足大规模和长周期突

发事件需要
大规模和长周期的突发事件对应急物流保障提出了更高

要求。如何实现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的高时效性，提高设防

标准成为公共物流设施规划亟待补齐的重要短板。在时效性

方面，一是要构建服从统一调度、高效联通的跨区域应急物

流设施网络，适应统一指挥下多主体广泛参与的社会化应急

注：绿色和共享既属于五大新发展理念又包括在六大重点领域，内需和民生领域重点体现了安全要素。

图 4  新时期物流业和公共物流设施规划的转型方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5  新时期公共物流设施规划实施策略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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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体系建设，提高应急物流系统运行效率 ；二是加快建立

覆盖面广的多等级多类型应急物流储备设施网络，合理配置

应急专门储备中心、平急结合型储备中心、应急末端储备点，

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物流快速响应能力和物资保障能力。在

安全性方面，一是要确保物流作业人员和货物安全，规划建

设公共物流节点全过程可追溯系统，全方面掌握应急物资的

历史状态信息和在库状态；二是要实现公共物流设施内部空

间柔性化布局，构建集常规业务和应急业务操作快速衔接的

业务流程，提高服务能力弹性和功能可拓展性。

4.4  绿色空间规划技术的落地应用：低碳发展贯穿全生

命周期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物流行业已成为节能减

排的重要领域。要实现公共物流设施低碳建设与运营，规划过

程必须提前介入和深度参与，可采取的主要规划措施包括：第

一，开展公共物流设施绿色化改造，积极推广应用清洁能源和

清洁能源车辆；第二，加快物流机械化和智能化技术落地应用，

水电气管网系统实施绿色化升级，构建智慧化物流信息平台，

建设智能化、绿色化物流园区；第三，建立绿色公共物流设施

建设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在国家示范物流园区、国家物流枢

纽规划建设开展示范引用，实现建设运营全周期低碳化。

5  总结与展望

进入“十四五”以来，中国大城市公共物流设施建设

过程中面临的用地、投资和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对物流规划

理论与实践应用提出新挑战。回顾“十一五”以来中国公共

物流设施规划发展的主要阶段和规划重点变化可以看出，公

共物流设施规划应遵循区位合理性、产业适应性、环境适宜

性和安全稳定性等基本原则，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安

全的新发展要求，提高公共物流设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

社会层面，一方面应兼顾公平性原则，实现物流服务和资源

在地域上的均衡分配，采取适度分散的布局模式以匹配广泛

和多样化的物流需求 ；另一方面要保障民生，通过末端网点

的共建共享和高密度覆盖来满足居民的即时性和应急物流需

求。在经济层面，集约开发城市土地资源和整合存量公共物

流设施，通过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提升投资回收效率。在环境

层面，鼓励各类型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落地，借助绿色技术

推动公共物流设施升级，形成绿色示范物流园区。在安全韧

性层面，建立适应大规模长周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

物流体系，依托现有公共物流设施，规划布局一批具备统一

调度、无接触式转运和高设防标准的跨区域应急设施网络。

总体而言，公共物流设施规划实践和理论探讨尚处于深

化阶段，不同地区面临的规划需求和发展阶段有所差异，本

文提出的规划原则、转型方向和实施策略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有待今后一段时期公共物流设施规划工作的实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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