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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王海云、黄孝章首先基于广泛深入的调查。
客观总结了我国出版业物流现状，深入分析了大中型出版物流中心运营和出版业供应链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对出版业物流模式进行了总结归纳。
并从供应链角度，分析了出版业物流模式的供应链特征，提出了适合我国出版业物流发展的出版业联
合库存管理模式和互惠式供应链物流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次，作者运用供应链理论，提出
了加强供应链管理的三要素，即契约、信息和激励。
这些正是我国出版业供应链管理的薄弱环节；再次，作者运用企业边界理论、快速反应供应链理论，
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我国出版业供应链重组构想，指出要想整合我国松散、复杂交错的出版业供应链
，需要改变企业结构，打破壁垒，从垂直一体化向水平一体化过渡，这正是我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症
结所在；最后，《中国出版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密切关注数字化对出版业物流的影响，对大型
出版物流企业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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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加快国际物流和保税物流发展　　加强主要港口、国际海运陆运集装箱中转站、多功能国
际货运站、国际机场等物流节点的多式联运物流设施建设，加快发展铁海联运，提高国际货物的中转
能力，加快发展适应国际中转、国际采购、国际配送、国际转口贸易业务要求的国际物流，逐步建成
一批适应国际贸易发展需要的大型国际物流港，并不断增强其配套功能。
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各有关部门要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口岸通关作业流程，实行申办手续电子化和
“一站式”服务，提高通关效率。
充分发挥口岸联络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快“电子口岸”建设，积极推进大通关信息资源整合。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积极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发展和保税监管场所建设，建立既适应跨国公
司全球化运作又适应加工制造业多元化发展需求的新型保税物流监管体系。
积极促进口岸物流向内地物流节点城市顺畅延伸，促进内地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六）优化物流业发展的区域布局　　根据市场需求、产业布局、商品流向、资源环境、交通条
件、区域规划等因素，重点发展九大物流区域，建设十大物流通道和一批物流节点城市，优化物流业
的区域布局。
　　九大物流区域分布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物流区域，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东北物流区
域，以青岛为中心的山东半岛物流区域，以上海、南京、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物流区域，以厦门
为中心的东南沿海物流区域，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物流区域，以武汉、郑州为中心的中
部物流区域，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西北物流区域，以重庆、成都、南宁为中心的西南物
流区域。
十大物流通道为：东北地区与关内地区物流通道，东部地区南北物流通道，中部地区南北物流通道，
东部沿海与西北地区物流通道，东部沿海与西南地区物流通道，西北与西南地区物流通道，西南地区
出海物流通道，长江与运河物流通道，煤炭物流通道，进出口物流通道。
　　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按照经济区划和物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物流区域发展。
积极推进和加深不同地区之间物流领域的合作，引导物流资源的跨区域整合，逐步形成区域一体化的
物流服务格局。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物流区域和华北、东半岛、东北、东南沿海物流区域，要加强技术自主创新
，加快发展制造业物流、国际物流和商贸物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在全国率
先做强。
中部物流区域要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加快培育第三方物流企业，提升
物流产业发展水平，形成与东部物流区域的有机衔接。
西北、西南物流区域要加快改革步伐，进一步推广现代物流管理理念和技术，按照本区域承接产业转
移和发挥资源优势的需要，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物流环境，缩小与东中部地区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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