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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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自动化、物流自动化作力降本增效新的利润增长点，其战略地位将得到凸显。

智慧物流是现代物流发展方向，智慧物流将RFID、传感器、GPS、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广泛应

用于物流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信息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物流

系统的智能化、网络化、自动化、可视化、系统化。  

近年来，中国智能物流市场规模呈高速增长状态。从2016年的2780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5840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39%，2021年中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达6477亿元，同比增长10.9%。

随着物流业与互联网融合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不断增长。2021年中国智能

物流装备进出口总额为30.89亿美元，贸易顺差为18.41亿美元。随着中国智能物流装备制造能

力的持续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逐渐提高，常年保持保持贸易顺差。2022年1-2月，中国智能

物流进出口装备总额为5.12亿美元，贸易顺差3.94亿美元。  

2022年10月1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2022年第13号）

，其中批准发布了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智慧物流服务指南》（GB/T

41834-2022）国家标准。2022年10月24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

于印发《交通运输智慧物流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其中提出，到2025年，聚焦基础设

施、运载装备、系统平台、电子单证、数据交互与共享、运行服务与管理等领域，完成重点

标准制修订30项以上，形成结构合理、层次清晰、系统全面、先进适用、国际兼容的交通运

输智慧物流标准体系，打造一批标准实施应用典型项目，持续提升智慧物流标准化水平，为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高质量标准供给。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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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提出鼓励在有条件的城市搭建智慧

物流&ldquo;大脑&rdquo;，全面链接并促进城市物流资源共享，优化城市物流运行，建设智慧

物流网络。  

2017-2020年我国智慧物流企业注册量快速增长，由2017年的785家迅速增长至2020年的6760家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5.7%。2021年我国新增智慧物流企业1960家，同比下降71.0%。  

截止2021年4月20日，国内共发生73起与物流相关的融资事件，其中，与智能物流相关的企业

几乎占据了一半的投融资数量，共发生了36起投融资事件。融资的赛道上，各个品牌态势强

劲，自动驾驶技术厂商智加科技的融资规模最大，达4.2亿美元，有18家企业公布了具体的融

资数字，均在千万级别以上，13家企业的融资规模在亿元级别。从融资数量来看，相较

于2020年数量有所增长，企业融资频率加快，侧面反映各家的扩张速度加快，市场化进程提

速。共有88家投资机构参与了国内智能物流的36起投融资事件，其中，源码资本、IDG资本



、钟鼎资本等10家企业投资了2次以上。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智慧物流行业发展态势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六章

。首先介绍了智慧物流的概念、作用和功能，并分析了智慧物流行业的发展环境。接着，报

告详细剖析了中国物流发展基础、智慧物流行业综合发展及智慧物流技术应用，然后报告具

体分析了智慧物流的运输、仓储、配送环节的发展现状，接着，报告介绍了新零售及重点行

业中智慧物流的应用，随后，报告分析了我国主要地区智慧物流建设情况及国家智慧物流园

区建设情况，并分析了行业重点企业的经营情况。最后，报告对智慧物流行业投资前景、行

业项目案例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做出深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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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

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技术协会信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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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智慧物流行业有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物流相关

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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