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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川甘青物流中心”的思考和建议

吴飞鹏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松潘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州东北部，地处四川、甘肃、青海三省交界处和四川省西部旅游黄金路

线的中心位置，素有“一水横来、四路交汇”之美称，是川甘青结合部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近年来，为加快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松潘立足发展实际，充分发挥区位、交通、资源优势，深入推进“一城两心三地”发展战略，积极探索松

潘物流现代化发展路径。但物流产业发展仍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指导，物流基础设施和流通体系尚未健全，物流主体专

业化、社会化、规模化、信息化建设较为薄弱等问题。为此，要抢抓物流产业发展的机遇，全面分析松潘物流发展的

现状和困境，科学编制“川甘青物流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区域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强化物流信息化建设和专业化人

才培育，全面整合松潘资源要素，加快建设“川甘青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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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意义

1.1  战略意义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

性、先导性产业，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善产业发展

和投资环境的重要抓手，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

一招。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四川发展，对四川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突出“五个着力”的重点任务，推动治蜀兴

川再上新台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近年来，四川省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引领，深入实施“一干

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并针对性地作出“推

动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

治州与内地协同发展，推动区域内各市（州）之间协同

发展”的战略部署。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州，围绕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建设，大力支持松潘切实提升遗产走

廊、口岸门户、物流旅游集散功能，建设川甘青物流中

心和文化旅游集散中心。国家、省、州多重战略在松潘

叠加，为建设“川甘青物流中心”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机遇[1]。

1.2  经济意义
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整体经济态势受

国内市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影响下行压

力加剧，作为全州、全县支柱产业的文化旅游产业衰

颓待振。加快建设“川甘青物流中心”，是主动融入国

家、省州发展格局，拓展对外开放通道、优化全域开放

环境、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加快建设以松潘

为中心的“川甘青物流中心”，形成区域性物流经济产

业平台，切实将松潘资源、交通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

势，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打通经济内外交流通道，缓解

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带动相关产业发

展，助力区域经济转型和创新。

1.3  社会意义
随着国家、省、州系列战略实施，以及铁路、高速

公路、口岸机场、仓储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地处

三省要素交汇处的松潘，必然迎来物流发展的高速增

长期，“川甘青物流中心”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巨大。位

于川甘青结合部的松潘县，立足自身区位优势，抢抓国

家、省、州重大战略机遇，突出遗产廊道、口岸门户、

物流集散等功能，谋细“川甘青物流中心”发展思路，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全县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和功能定位，

集中整合松潘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客流等资源要

素，增强物流和旅游中转集散能力，提高松潘城市承载

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全面提升松潘在川西北和川甘青

结合部的区域中心地位。

2��基础与现状

松潘县辖17个乡镇、122个行政村（社区），全县户
籍总人口7.29万人，是以藏、羌、回、汉为主的多民族聚
居地，民族风情独特浓厚、历史文化深远厚重、红色文

化光辉灿烂。

2.1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近年来，松潘县深入推进“一城两心三地”发展战

略，抢抓新赛道、新机遇，大力发展生态农牧业、绿色

工业、现代服务业和特色旅游业，加快以道路交通为重

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县域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发展。2021
年松潘县实现地方生产总值（GDP）285878万元，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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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8.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60335万元，同比增长7.1%；第二产业增加值29690万
元，同比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195853万元，同比
增长8.3%。三次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48个百分点、
0.79个百分点、5.72个百分点。主要指标增速明显。2021
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0346万元，增长8.3%，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63428万元，增长7.0%。实现全部工业增
加值20419万元，增长9.1%。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85362万元，增长7.1%。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406
万元，增长12.6%。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0241
万元，增长11.7%。实现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834
元，增长9.2%，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0183元、17165元，同比分
别增长8.4%、10.4%。接待旅游人次580.03万人次，增长
16.5%；实现旅游收入47.65亿元，增长17.6%[2]。

2.2  资源要素禀赋
自然资源：全县幅员面积8341平方公里，平均海拔

3000米以上。境内气候属于寒温带季风气候，干雨季分
明，年均降水量796.4 mm，平均气温6.4℃；境内有岷江
河、涪江河、热务曲、毛儿盖河、白草河及大小支流300
余条，主要河流水质均达到Ⅱ类水标准，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优于Ⅲ类水标准、达标率100%；境内拥有世界
自然遗产1处，自然保护区3个，森林公园1个，湿地公
园1个，国家地质公园1个；境内地域辽阔，土地资源十
分丰富，类型主要有寒冻土、林地、草甸土等，全县森

林面积452.8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6.2％，活立木蓄积
5140.75万立方米，林草覆盖率84.1％，拥有天然草地面
积517.89万亩，可利用草地面积440.25万亩，湿地16.39
万亩。旅游资源：有开发相对成熟的黄龙、牟尼沟、川

主寺、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也有亟待深度开发的雪宝

顶、七藏沟等各具特色的雪峰冰川、森林草原、峡谷湖

泊。文化资源：有茶马文化缩影的古城松州，有分别承

载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寺庙文化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

园、羌族多声部、小西天尕米寺及众多非物质文化遗

产。特色产品：松潘地处岷江、涪江源头，气候多样，

高原农特产品丰富。稀有野生菌类有羊肚菌、鹅蛋菌獐

子菌等，野生中药材有虫草、松贝、天麻等，其中“松

潘贝母”已注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全县已完成

“净土阿坝”“三品一标”产品认证27个，成功创建州
级4星级现代农业园区1个、3星级现代农业园区1个，建
成县级农畜产品加工集中区1个；各类家庭农场55家，其
中：省级示范场3家、州级示场2家、县级示范场6家，建
设“川甘青物流中心”具有丰厚的资源要素基础[3]。

2.3  地理区位条件
历史上的松潘为四川盆地通往大西北最便捷的出川

交通枢纽地，因而松潘得以成为历史上川甘青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干道上的商贸集散中心地。松潘县城距成

都300公里，地处川甘青三省交界地区和四川省西部旅游
黄金线大九寨旅游环线的重要节点地方。以县、川主寺

乡为核心，向东“人间瑶池”黄龙风景区可直达绵阳市，

北上“童话世界”大九寨沟可通广元市区，西出传习大草

原可至甘肃兰州市区，南下茂县、汶川市区可抵成都，建

设“川甘青物流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2.4  交通网络建设
公路：G213和成兰铁路贯穿南北，毗邻国家高速

G0611，距离黄龙机场28公里，未来，随着汶九高速的建
设，交通优势明显。全县有G213，S313，S446，S447穿
境而过，川汶高速（川主寺至汶川段）、县城过境路、

G665平松路等建设进度积极推进，共同构成松潘县四通
八达的公路网。铁路：建设中的成兰铁路和即将开工成

西铁路在松潘县境内交汇，铁路运输优势明显。成兰铁

路，起于成都，经广汉、彭州、什邡、绵竹、过绵阳，

穿越阿坝州茂县和松潘县，经合作市，永靖县，最终到

达兰州，全长97.9公里。松潘县内设松潘站、川主寺站、
黄胜关站、镇江关站4个站，成都至松潘段预计2023年通
车，川西北将结束无铁路的历史。机场：九黄机场位于

川主寺镇北约12公里处，北距九寨沟景区88公里，东距
黄龙43公里，南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空中距离约260公
里，飞行时间约40分钟。同时，九黄机场正加快推进口岸
机场配套建设，积极开辟对外航线，全县“铁公机”立体

通道交织成网，交通畅达便捷，物流业发展优势明显[4]。

2.5  物流能力建设
客运能力：现有四川九寨运业松州客运站、阿坝州

岷江运业川主寺客运中心、松游晓畅公交公司、阿坝州

岷江运业责任公司松潘县分公司4家客运企业，班线客运
车辆52辆、公交车11辆、出租车101辆、旅游客运60辆、
农村客运68辆。冷链物流能力：现有冷（冻）库47家，
正在建设23家，入驻“川冷链APP”的经营户60家（含冻
库），从事冷链食品经营的户数21户。物流设施：已建
设完成的有松潘县绿色蔬菜加工产业园及冷链扶贫建设

项目、松潘县青云客运枢纽站建设项目等项目，正在建

设中的有成兰铁路松潘段站前广场及商业配套基础设施

项目黄胜关站仓储物流中心、松潘县成兰铁路青云站物

流仓储中心建设项目。

2.6  商贸物流体系
依托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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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互联网+农村”“互联网+农产品”“互联网+物
流”，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和农产品冷链物流基

地，全面完成了物流服务中心、冻库区和购置的新仓库

建设，建立了融电商生产、物流运输、物流配送服务于

一身的农村电子商务生产中转配送服务集群。松潘现有

以物流运输为主营业务的企业63家，快递企业10家，快
递网点36个，从业人员284人，开设社区团购站点180
个，全县日发货量达4000单。伴随电商行业的高速发
展，县内各物流网点和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并呈现稳步

发展壮大趋势。

3��问题分析

3.1  物流规划体系欠缺
全县物流整体规划建设主要依托“一城两心三地”

战略发展规划。根据松潘县“十四五”规划中“大力发

展现代物流业”“打造川甘青结合部物流中心”的目

标要求，尚未形成建设“川甘青物流中心”的总规、详

规，物流发展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划方案指导。

3.2  物流产业传统粗放
全县物流行业多为传统产业，从事物流信息服务、

供应链服务的物流企业仅10家、占比仅13.69%，且尚
无限额以上、规模以上物流企业，物流行业总体呈现

“小、散、弱”格局，信息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规模

化、集约化、信息化的综合性大型现代物流企业。且多

数物流企业的经营方式单一、管理结构粗放，物流服务

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服务意识不够，与内地发达地区

现代物流企业相差较大。

3.3  物流人才储备不足
全县物流行业中从事建材、五金、农特产品等道路

货运为主的企业44家、占比60.27%，物流企业以劳动密
集型企业为主，行业从业人员多从事快件标记、配送等

劳动密集型工作，普遍存在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物流

行业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发能力强的专业性人才奇

缺，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3.4  配套基础有待加强
县内物流园区建设进度不够，且物流网点布局不尽合

理，一站式物流服务发展缓慢，内外通道衔接还不是很通

畅，极大影响了物流集散和运输效率。同时，近5年来，
松潘县养殖业出栏畜禽均在13万头以上，2022年出栏量畜
禽达到14.67万头（只、羽），肉、蛋、奶等产量达到1.68
万吨。受冷链运输能力不足影响，部分鲜牛肉等农特产品

的外销仍采用普通运输车辆，转送成都进行冷链配送。

4��思考与建议

4.1  优化总体布局

“川甘青物流中心”工程建设作为一项整体性建设

工程，涵盖了非常丰富的结构系统，而物流配送中心系

统中有着众多的结点，要确保物流配送中心的有效运

行，就需要使这些结点间彼此配合、相互支撑，努力实

现用最低的成本为生产商与消费者提供最优的物流基础

服务。因此，“川甘青物流中心”建设的总体规划布局

需更加侧重规模性、系统性，保证规划的合理性和布局

的科学性显得尤为重要。要着眼于市场需求和省市、

州、市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对区域格局作出科学判断。

在具体设计时，需要根据地区的交通状况、资源要素布

局和未来的市场开发情况等各种因素，依托发展环境、

抢抓战略机遇，并采取实证研究方法，收集有关的资料

数据，以为依据，制订出有可行性、科学合理的设计方

法，以便对物流中心的建立进行实施。

4.2  完善交通体系
区域交通网络体系是区域物流发展的基础，松潘应

构建辐射范围广、高效、通达的区域交通网络体系。因

此，要围绕遗产廊道、口岸门户、物流集散等功能定

位，在建立与甘肃、青海、成都等区域有效联结的货运

大通道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成兰铁路、西成铁路、G665
平松路、川汶高速等建设，积极争取北松路提升改造、

省道313线草阿路等公路建设项目，提升九黄口岸机场吞
吐能力，促进“铁公机”三线提升，逐步健全综合交通

枢纽功能，实现各种交通运输手段间的无缝衔接，形成

互联互通，构筑现代快捷的综合运输网络货运配送大通

道，切实实现在川甘青地区交通运输中的重要承载、辐

射作用，切实增强松潘县在川甘青结合部的交通、物流

枢纽中心地位。

4.3  培育专业人才
大城市发展需要人才，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更需

要人才。随着“川甘青物流中心”建设工作的推进，必

然需要大量的物流人才。因此，需要强化校地合作，鼓

励院企合作，探索建立教学实践基地或者物流实验室，

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引导企业加强员工培训，提升

从业人员素质，为现代物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同

时，建立物流业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采取“请进来”

和“走出去”的方式，完善物流人才优惠政策，为物流

人才提供就业、创业的宽松政策环境，吸引物流管理、

技术等高层次人才来松，为物流中心建设提供强力的人

才、智力支撑。

4.4  整合物流资源
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必须投入巨大的人财物力量，在

具体建设过程中，应当本着技术合理性原则，突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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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对物流配送要素加以集成，使全县已有的配送中

心资源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使用，并争取以最少的投资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从而最大程度地充分发挥县

物流配送中心的服务功能。因此，必须统筹整合好现有

的基础要素，建立机场、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立

体交织，快递、冷链、农村客运等多种配送方式相互结

合的物流货物模式，在镇江关、青云、川主寺3个重要节
点建立了综合性的物流运输节点，以提升物流的转换效

能。调整现有的网点格局，同时把散落在各个范围内的

零星仓储企业加以再合并，探索实行统一经营的途径，

引导全县的产业、资源逐渐向物流园区靠近。

4.5  强化信息支撑
现代物流发展，信息技术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之一。因此，建立“川甘青物流中心”，需要建立一套

较为完备的配送信息网络平台，利用统一网络平台进行

沟通，加强各方关系。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京东云大数

据、电商服务中心等资源，紧扣四川青藏高原农畜产品

加工集中区、青云铁路“无水港”、川主寺高原“航空

港”、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以及中小型智能云

仓等建设，使传统物流行业和电商企业之间的有机融合

成为核心，使传统实体物流和现代电子商务物流相互融

合，为形成大系统的智能化建设现代物流网络平台，更

为快捷方便的实现物流数据实现统一传递和集中管理，

为“川甘青物流中心”建设和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撑

和数据服务。

结束语

阿坝州紧邻成都平原，北部与青海、甘肃省相邻，

是川甘青三省结合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处于川甘

青三省结合部的阿坝州松潘县“川甘青物流中心”建

设为研究对象，客观分析了松潘县建设“川甘青物流中

心”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等要素禀赋，研究了建设

“川甘青物流中心”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从优化规

划布局、完善交通网络、强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提

出了具体思考建议。以“川甘青物流中心”建设为抓

手，能够有效整合利用区域资源禀赋，为推动川甘青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路径，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

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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