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闽工信建议〔2022〕69 号

答复类别：B 类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六次会议第 1232 号建议的答复

刘用辉代表：

《关于加强我省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第 1232

号）收悉。感谢您对我省物流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现将有关情

况答复如下：

一、推进我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主要情况

根据工作分工，我厅负责牵头拟定并组织实施现代物流发展

战略、规划及相关政策措施。近年来我厅采取多方面措施，积极

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主要情况如下：

（一）加强政策引导支持。联合省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关于

进一步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实施意见》（闽工信法规〔2021〕

46 号），把遴选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示范企业、省级

示范物流园区纳入服务型制造扶持和奖励政策体系中，推动服务

型制造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创新，为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提供政

策支持。

（二）培育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试点。组织开展省级示范

物流企业培育，确定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公司等 23 家企业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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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示范企业培育对象，从企业主

体融合发展、设施设备融合联动、业务流程融合协同、标准规范

融合衔接、信息资源融合共享等五个关键环节，鼓励制造业向物

流供应链延伸，物流业向制造产业链融合。

（三）创建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加强全省物流园区统筹规划

和科学发展，培育建设一批布局集中、用地集约、功能集成的示

范物流园区。目前已遴选包括漳州盛辉物流公路港、泉州传化公

路港等在内的 27 家物流园区为省级示范物流园区，2021 年确定

盛辉智慧物流园、龙岩公路港物流园等 15 家园区为省级示范物

流园区培育对象，较好发挥了示范物流园区的集聚资源、示范引

领作用。

（四）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支持推动物流企业参评国家 A 级

物流企业，以 A 级物流企业指标体系为标准提升物流企业综合实

力和经营效率。到 2022 年 3 月底，全省现有国家 A 级物流企业

466 家；八方物流等 61 家企业为国家 A 级物流企业培育对象；福

建陆地港等 11 家物流企业列入全省工业龙头企业名单，盛辉物

流等 13 家物流企业列入全省工业龙头培育企业名单。

（五）助力企业降本增效。配合省交通运输厅共同推进厦门

国际航运中心海铁多式联运项目发展，依托厦门港和厦门前场物

流园铁路站，初步建成了直通中西部、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多

式联运物流网络，有效推进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降低物流运

行成本。加强龙头重点企业调研,了解分析物流企业通行费、燃

油、用工等成本情况，提出降低物流企业成本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助力物流企业降本减负。

二、下一步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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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厅将进一步吸纳您的宝贵意见建议，并结合工作

职责，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强化政策扶持。落实我省促进物流业加快发展和纾困

解难的政策措施，从物流用地、降低车辆通行和物流成本、深化

“放管服”改革、实施智能化改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进物

流业降本增效。落实好《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积极应

对疫情影响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的通知》有关

规定，支持省级示范物流园区、4A 级以上物流企业开展疫情防控

设施建设改造，配备消毒设备，并按照改造投入总金额一定比例

进行补助。

（二）加强示范创建。继续开展省级示范物流园区创建，组

织 2022 年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申报工作。鼓励物流园区采用现代

信息技术搭建以信息交易为核心的公共平台，吸引和集聚一批中

小微物流企业入驻，为中小微物流企业和社会车辆提供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通过示范物流园区创建，促进城市配送物流集聚区、

冷链物流集聚区、快递物流集聚区、跨境电商物流集聚区、商贸

物流集聚区、制造物流集聚区等重点物流产业集聚区发展，形成

物流业与优势产业集聚、联动发展的格局。继续开展物流业制造

业深度融合示范创建，引导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结成供应链合作

伙伴，促进供应链环节的优化整合。

（三）培育龙头企业。进一步发挥我省对获评国家 A 级物流

企业的扶持政策，推动更多企业获评国家 A 级物流企业，以 A 级

物流企业指标体系为标准提升物流龙头企业综合实力。推荐优质

现代物流企业进入省级工业龙头企业名单，重点在多式联运、冷

链物流、快递物流、农村物流、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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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一批具有国内影响力和重大示范效应的物流龙头企业，推动

物流龙头企业同等享受省级工业龙头企业相关政策。

（四）促进产业发展。开展“福建省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课题研究，会同省发改委、交通厅、商务厅、邮政管理局等部门

分别推进物流业重点领域发展，包括培育具有全产业链服务能力

的大型服务平台企业；开展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试点，引导物

流企业融入制造业企业供应链管理；布局建设临港物流园区，支

持重点港区和机场物流项目；加快建设铁路物流枢纽，支持铁路

沿线场站综合开发；推广全省性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交易平台应

用，促进干支仓配一体化发展等。

再次感谢您对我省物流业发展的关心，如有新的意见建议，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领导署名：翁玉耀

联 系 人：胡 超

联系电话：0591-83591851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2 年 5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福

州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