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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中国物流业在互联网经济的催动下发展较快，在成本不断攀升、效率提升
缓慢的背景下，物流业最迫切的需求即“降本增效”。人工智能技术及相关软硬件
产品的加入能够在运输、仓储、配送、客服等环节有效降低物流企业的人力成本，
提高人员及设备的工作效率，是缓解物流业顽疾的一味良药。

人工智能在物流中的应用方向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AI技术赋能的如无人卡
车、AMR、无人配送车、无人机、客服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代替部分人工；二是通过
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运筹优化等技术或算法驱动的如车队管理系统、仓储现场
管理、设备调度系统、订单分配系统等软件系统提高人工效率。代替人工方向的AI
应用市场前景广阔，但受技术水平和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落地条件尚不成熟，还
需要较长的培育时间。提效方向的AI应用已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但实际场景散落
在物流业务体系中的各个角落，场景清晰度不高，空间不足。

本报告中的“人工智能+物流”指的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软硬件产品及服务在物
流活动各环节中的实际落地应用。2019年人工智能+物流的市场规模为15.9亿元，
预计到2025年市场规模将接近百亿。在物流各环节的应用分布方面，仓储与运输占
比较大，两者占比之和超过八成。

SMS

目前，人工智能在物流领域还处于探索之中，但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人工智
能+物流”的确能够给物流企业在降本增效层面带来收益。物流企业应该以立足当
下、着眼长远的原则，以辅助管理、提升效率为短期目标，寻找自身业务链条中能
够被AI技术赋能的环节并通过试点论证，稳步推进；对未来有望打破物流现有业态
的前沿应用做好技术储备。AI公司一方面要把握与物流企业与电商平台的合作机
会，在不断地测试积累中打磨核心技术；另一方面也要灵活运用自己研发的技术与
产品，在关注物流行业的同时寻找其他的适配领域和变现途径，具备一定的造血能
力，以待机会到来之时能够迅速响应物流领域的市场需求。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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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的概念与地位
物流业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极为重要的流通系统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绘制。

2014-2019年中国物流业总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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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的概念最早是在美国形成的，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原意为“实物分配”或“货物配送”，后来被引入日本，日文意

思是“物的流通”。中国的“物流”一词是从日文资料引进来的外来词，源于日文资料中对“Logistics”一词的翻译“物

流”。中国物流术语标准将物流定义为：物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

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用户要求的过程。物流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极为重

要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涉及领域广，吸纳就业人数多，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

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物流业在互联网经济的催动下发展较快，景气指数基本保持在50%以上，业务

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都处于持续扩张的状态。

2018-2019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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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的核心痛点
成本增速高于收入增速，物流效率提升缓慢
尽管中国物流业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但随着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物流企业的

成本增长速度始终高于收入增速，国家发改委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全国重点物流企业统计调查报告》中

的数据显示，2007-2016年国内重点企业物流业务成本年均增速为10.5%，比收入增速高0.7个百分点。在行业成本居高不

下的背景下，国内物流行业的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以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为例，2019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

达到14.6万亿元，占GDP比率为14.7%。尽管这一比率近年来总体上呈持续下降态势，但下降速度非常缓慢，与发达国家

8-9%的水平相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与全球平均水平（12%）比起来也尚有一段距离。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美国物流年度报告数据绘制。

2014-2019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
及占GDP比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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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与人工智能的契合之处
AI是物流降本增效的良药，物流亦是AI展示能力的舞台
物流业的核心痛点决定了该行业最迫切的需求即“降本增效”，物流企业的自动化、信息化转型升级都是为实现降本增效

目的而做出的努力。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的加入能够进一步推动物流业向“智慧物流”发展，更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成本、提

升经营效率。对于人工智能行业而言，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人工智能不再是高悬于天上的空中楼阁，“商业落地”已成

为人工智能企业发展到当前阶段鲜明的主题词。从落地难度及发展前景来看，业务流程清晰、应用场景独立、市场空间巨

大的物流业无疑是人工智能落地的绝佳选择。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物流行业与人工智能的契合之处

AI+物流

对于物流行业来说，在人口红利逐渐
消失、人员工资不断攀升、招工越来
越困难的局面下，引入人工智能产品
技术最显著的价值即在于能够大幅降
低物流各项业务对于人力资源的刚性
需求和高昂成本。

大幅度降低人工成本

降本增效

业务场景相对独立

物流行业的总体业务流程分为运输、
仓储、装卸搬运、分拣、配送、客服
等环节，流程清晰且各个业务场景之
间相对独立，引入AI技术过程中既可
采用整体解决方案，也适用于单个场
景的局部优化调整，灵活性较强。

商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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