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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政办字〔2021〕142 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

府各部门： 

《河北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十四五”规划》

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11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河北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 

重要基地“十四五”规划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

的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

高质量推进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对支持构建新发展

格局和建设新时代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为落实《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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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巩固提升商贸物流业支撑国民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地位，特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条件 

“十三五”以来，河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发展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全面落实《河北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规划

（2016—2020 年）》，商贸物流业建设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现有基础。 

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提升发展能级，综合实力迈上新台

阶。我省牢牢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主动承

接北京区域物流功能转移，深化与京津重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分

工协作，着力布局建设了一批仓储配送设施和商贸物流承接平台，

“菜篮子产品”的北京市场占有率达 40%以上。京津冀协同机制

不断完善，机场、港口、铁路一体化运营主体成功组建，京津冀

共同制定发布 8 项冷链物流协同标准，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持续

推进。2020 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跃居全国第 9 位，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到 1.27 万亿元；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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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5.4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8%，与装备制造、钢

铁产业共同构成我省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增强发展效能，服务功能实现新

拓展。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显著增强，物流供给能力进一步提升，

全省路网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左右，铁路营业里程、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分别居全国第 2 位和第 4 位。各类发展载体日益壮

大，石家庄、唐山、秦皇岛、沧州、保定、邯郸等 6 市入列国家

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唐山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入

选年度建设名单；沿海港口总设计通过能力居全国第 3 位，货物

吞吐量突破 12 亿吨。内畅外联服务网络不断拓展，63 条集装箱

航线通达国内外 100 多个港口，30 条多式联运线路辐射全国 133

个城市，3 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7 条国际货运航空航线和

13 条国际班列线路紧密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在建设创新型河北中培育新兴动能，整体竞争力达到新水平。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标准化、自动化设施装备得到推广应用，智能

蓄冷式物流装备研发生产全球领先，商贸物流与现代科技融合发

展迈出实质性步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态势日益增强，河北交通

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河钢云钢电商平台、河北大宗商品交易

平台等上线运行，物流要素聚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模式业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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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步伐加快，雄安新区成为全国第一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全省

城乡共同配送、绿色货运配送、供应链创新应用、物流标准化等

国家试点示范达到 11 个，5A 级物流企业 15 家，发挥了产业转

型引领带动作用。“十三五”期间全省邮政业业务总量和业务收

入年均增速高达 45%和 32%，5 个城市进入全国快递业务量 50

强，快递物流成为疫情防控“生命线”和复工复产“先行官”。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强化政策扶持，商贸物流发展环境得到新

提升。成立河北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工作领导小组

及办事机构，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物流“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

严格执行货运“三检合一”改革政策和差别化通行管理政策，依

法依规压减行政许可种类，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港口经

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减至 11 项，农产品流通设施用气、用热、用水

价格实现与工业同价，市场准入流程明显优化，制度成本进一步

降低，2020 年，全省物流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较 2015 年

下降 2.7 个百分点。要素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积极争取国家政

策支持，保障物流项目建设用地供给，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培养

引进了一批专业人才队伍。 

同时，我省商贸物流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与高质量建设全

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内在要求还有差距，建设新时代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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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支撑作用不够突出，制约了河北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应有的地位，一是物流产业组织能力亟待提升，物

流市场专业化水平不高，具备资源整合能力和平台组织能力的

“链主型”企业偏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的能力不足；二是物流设施衔接水平有待提高，各运输方式

之间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多式联运体系不发达，社会物流运行

成本较高，交通大省的基础设施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物流强省竞

争优势；三是物流网络服务功能有待增强，京津冀物流一体化运

作体系不够完善、跨区域协同网络有待健全、对接全球分工网络

的能力亟待提升，物流要素聚集水平和协同运作能力不高，需要

进一步激发良好区位优势蕴含的发展潜能；四是物流政策牵引作

用有待加强，物流发展政策精准度、协调性、竞争力与发达省市

存在差距，对商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引导作用不强，营商环境

和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改善。 

（二）面临形势。 

总的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商贸物流业处于创新转型关

键阶段，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面临新的机遇和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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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4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