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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 

导读 

随着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互联网未来将向产业端挺进，

从服务消费者转向服务实体经济。 

 

核心观点 

近 20 多年，中国互联网在传媒通讯、文化娱乐、零售消费、生活服

务等消费互联网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互联网的用户数量和国民渗

透率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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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中国互联网，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从消费走向实体产

业。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

生产模式的改变，将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这也与经济从高速

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互相契合。 

因此，互联网未来商业形态的演进方向，将迈向产业互联网的新阶段。

在生产、流通、消费的经济活动中，如果说消费互联网侧重将消费活动数

字化，那么产业互联网则侧重将实体产业的生产和流通数字化。 

产业互联网将为互联网企业与实体企业带来深远的变化。以流通领域

为例，中国 2020 年社会物流总费用 14.9 万亿元。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拥

有广阔的战略纵深。以菜鸟为代表的产业互联网企业走进产业源头，帮助

实体企业将物流供应链数字化，从而降低物流成本，降低库存，未来甚至

实现按需生产，实现生产全链条的统筹规划。 

正文 

1 供应链的地位、历程、现状 

1.1 供应链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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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供应链

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以整合资源为手段，实

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过程高效协同的组织形态，供

应链创新与应用自此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在消费端、产业端的侧重，其

发展方向有所不同。 

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是降低消费端成本与发掘消费需求。消费互联

网侧重消费者视角，消费端成本方面，将制造商与消费者以最低成本连接，

可降低中间商成本，消费者能以更低到手价购入商品，制造商也通过更多

的生产获取更高收益；消费需求方面，利用数字化技术，可对消费者行为

进行分析预测，发掘消费者潜在需求，提供定制化推荐服务，最终扩大消

费端的需求总量。 

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是降低生产端成本与精准匹配产能。产业互联

网侧重生产者视角，生产端成本方面，将原料供应商与制造商连接，减少

信息不对称、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制造商已更低的价格购入原材料；匹配

产能方面，基于消费互联网提供的需求情况，制造商可按需定产，解决库

存周转问题，同时根据企业实时经营状况，金融机构可与制造商及平台方

配合，进行真实、即时、有效的风险评估，精准给予制造商资金，实现产

能的精准匹配，解决供给侧错配问题。 

1.2 我国供应链的发展历程 

我国供应链的发展与经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随着经济体制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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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不断变化，我国消费品的供应链发展自改革开放后经历过三个阶段。 

供应链 1.0 时代：多级批发零售模式，成本高、效率低、满足省市级

供需调配。九十年代初，传统的供销体系结束，中国社会消费品的供应链

向市场化重构。从供应渠道看，这一阶段受生产限制，厂商将商品直销至

各省的一级批发市场，一级批发市场将商品分销至市区级的二、三级批发

市场，再由各类小型零售门店（如个体超市、乡村小卖部、夫妻店等）批

量进货，消费者上门购买；从物流方式看，该阶段物流发展处于初期，商

品通过铁路/公路集中运输至各地批发市场后，零售门店以卡车/人力车等

方式完成进货。由于涉及供应商多，物流效率有限，供需在省、市层面上

调配，整体上呈现出成本高、效率低、供需满足至省市级的特征。 

供应链 2.0 时代：仓储式超市/连锁店模式，成本降低、效率提高、满

足地区级供需调配。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仓储式超市、连锁便利店等新

型体系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新的供应链模式。从供应渠道看，仓储式超

市/连锁便利店店的功能类似于小型批发市场，从厂商/批发商处直接进货，

直接配送到门店，消费者可按需选购；从物流方式看，随着需求逐步集中，

连锁店与超市实行计划式采购，根据公司内部的统计系统，根据每日门店

的消费情况进行调配，避免了商品滞销和库存堆积问题。商超/便利店模式

将批发市场细分度从省市级下沉至地区级，通过有规划的内部物流管理系

统，满足地区层面的供需平衡，整体上看，呈现出成本降低，效率提高，

供需满足至地区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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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3.0 时代：电商模式，低成本、高效率、满足个人级需求。随

着电商的兴起，社会消费品零售进入互联网时代。从供应渠道看，互联网

将厂商/代理商与消费者直接连接，流通环节逐步扁平化，基于信息优势、

库存优势、店租等价格优势，电商市场在总量急速发展的同时开始呈现出

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趋势，代理商的空间逐步被压缩，随着近年团购、直播

等新模式涌现，厂商与消费者通过物流实现了直连；从物流方式看，该阶

段物流发展迅速，三方快递公司与电商物流涌现，精准到户的快递配送逐

渐成为主流，每个人的需求都可被精准满足，整体上看，呈现出成本低、

效率高，供需满足至个人的特征。 

1.3 传统物流产业现状：供需错配挑战 

物流行业总量上：行业增速明显放缓。物流行业自电商兴起以来发展

迅速，截至 2020 年底，我国物流业总额 300.1 万亿人民币，社会物流总

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7%。2003-2020年，物流业总额年化增速14.58%，

但近 10 年来看，物流行业增速逐年放缓，自 2015 年来年化增速在 7%附

近徘徊，将 2020 年 2 月起数据平滑处理后平均增速约 7.3%，仍处于均值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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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行业需求上：消费升级，个性化需求增加。随着零售物流发展，

厂商与消费者的距离逐渐拉近，结构逐渐扁平化。消费者端在可选消费品

种类、数量、价格上均得到满足，以冷链为例，2013 年来，我国冷链运输

车保有量同比增速平均维持在 20%以上，显著高于传统运输工具，体现出

消费者对消费品有更快、更新的需求。电商端在获取消费者的行为数据后，

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消费者画像，提供了定制化的推荐服务，发掘了每个消

费终端潜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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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成本：纵向看下降后平稳，横向看较发达国家改善空间较大。纵

向来看，自 1992 年以来，我国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的增长率整体呈现

震荡下降的趋势，但自 2016 年来维持在 14.5%附近，分项上运输成本和

保管成本的降低是过去物流业总费用下降的主因，自 2016 年起则难以进

一步优化。横向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常年控制

在 8%附近，我国该值在 2016 年前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 2016 年后趋

于平稳，对比来看，我国物流行业费用率仍有改善空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