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珠三角現代物流發展合作協議》 

爲深入落實《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充分發揮現代物流業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

作用，推進泛珠三角區域現代物流業的快速發展，經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

四川、貴州、雲南九省區和香港、澳門兩個特別行政區協商，共同擬定《泛珠三角現代物流

發展合作協議》。 

  

第一條 合作原則 

一、自願參與。協議各方本著加快發展的共同願望，自願參加泛珠三角現代物流發展合作，

並在合作協議中享有平等地位和權利。 

二、互利共贏。充分運用市場原則，市場運作，政府推動，全方位合作，實現互利共贏。 

三、統籌兼顧。兼顧局部利益和整體利益，兼顧近期成效與中長期發展目標，首先從可能突

破的環節入手，確保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增强區域內現代物流發展合作的活力與動力。 

四、突出特色。協議各方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有效整合資源，加快現代物流業的快速

發展。 

五、注重實效。合作以規劃爲引導，以項目爲載體，以法律法規和相關政策爲保障，突出重

點，注重實效。 

   

第二條 合作目標 

泛珠三角現代物流發展合作的總體目標是：構建泛珠三角區域統一、規範、開放、高效、創

新、發展的現代物流體系，打造中國南部物流大通道，促進物流市場和物流産業的健康發展，

提升區域經濟競爭力。具體目標是： 

一、共同構建現代物流服務網絡體系，在區域內形成流暢的物流圈； 

二、共同培育現代物流市場體系，擴大物流需求，改善物流供給，消除地方保護主義，促進

區域貿易的繁榮； 

三、共同建立現代物流信息體系，避免因信息不對稱造成的障礙和損失，加强協調，實現信

息資源共享。 

  

第三條 合作內容 



一、物流運輸體系建設的合作 

（一）按照國家統一規劃和泛珠三角現代物流體系建設總體規劃的要求，加强區域內物流樞

紐城市、物流園區與交通主幹綫規劃的銜接，進一步優化泛珠三角區域交通運輸規劃。 

（二）積極推動適應多式聯運發展的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大區域內公路、鐵路、水運、航空、

管道和城市道路等設施建設力度，特別是加快九省區之間的通道建設，構築以綜合交通體系

爲主的物流運輸平臺。 

（三）協議各方承諾打破區域或交通系統內部的部門分割，協調建立公路、鐵路、民航、航

運的貨運信息共享平臺，開闢和完善區域內現代物流樞紐城市之間的民航直達航班、鐵路和

公路直達班車，提高物流速度。 

（四）加强協調與合作，簡化通關程序，提高通關速度。優化口岸通關作業流程，加快口岸

快速通關改革，推行物流企業與口岸通關監管部門信息聯網，對進出口貨物實施“提前報檢、

提前報關、貨到驗放＂的通關新模式，提高信息化應用和管理水平。邊防、海關、檢驗檢疫、

海事、稅務、外匯管理等部門要在有效監管的前提下簡化作業程序，實現信息共享，加快通

關速度。鼓勵建立集海關監管、檢驗檢疫、地面服務一體化的貨物進出境快速處理機制。 

（五）進一步優化城市配送車輛交通管理。各方公安交通管理部門要根據交通狀况和現代城

市物流業務發展情况，加强道路交通流的科學組織，適當放寬對物流配送車輛的限制，研究

制定配送車輛在市區通行和停靠的具體措施，提供在市區通行、停靠的便利。 

二、規範物流市場的合作 

（一）內地九省區政府共同清理、廢止涉及貿易封鎖和地方保護的制度和規定，簡化和規範

行政審批，建立健全物流服務規範和價格機制，加强信用制度建設；打破條塊分割的體制障

礙，建立統一的物流市場；積極培育物流市場中介組織；加强行業自律和市場監管，形成公

平、有序競爭的物流市場環境。對違反有關法律、法規，以任何方式阻撓、干預外地産品或

服務進入當地物流市場以及縱容包庇的行爲，共同加大打擊力度。 

（二）協議各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包括被授權或者委托行使行政權的組織）要帶頭遵守有

關法律、法規，努力消除地區貿易中的障礙和封鎖。 

（三）共同建立解决地區貿易障礙的協調機制。各方應當將發生在當地的地區封鎖行爲，或

者外地單位、個人認爲因當地實行地區封鎖而引發的貿易爭端（爭議）事件及有關情况，及

時向當事單位或個人所在地省級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通報，根據有關法律、法規進行調查，提

出解决意見並向對方通報。按照各方確認的解决貿易障礙協調機制的制度框架和工作程序，

雙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要認真協商，妥善解决，共同打破貿易壁壘，實現商品自由流動。 



（四）共同開展泛珠三角現代物流標準化建設。制定並推廣國際和國家通用標準、信息技術

標準、强制性安全環保標準，形成協同統一的現代物流標準化體系，提高區域內現代物流標

準化作業水平，增强與國際接軌能力，促進統一物流市場的形成。 

（五）加强溝通與交流，互通商貿信息，保證種類工商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共享政策資源，

促進物暢其流；共同推進工業品和農產品質量標準、檢驗檢測標準和認證標準的互認，相互

認同法定單位出具的鑒定結果，避免重復檢驗檢測。 

（六）共同構建泛珠三角區域鮮活農產品“綠色通道＂，促進各方蔬菜、水果、肉類等鮮活

農產品快速流通。 

三、物流信息體系建設的合作 

（一）推動企業物流管理的信息化。以實現高效率、低成本物流管理爲目標，引導和支持企

業運用信息技術和現代物流理念優化業務流程，開發和應用企業資源計劃、供應鏈管理等先

進的管理系統，實現物流管理的集成化和智能化，加快資金周轉，降低庫存，提高企業競爭

力。 

（二）加快先進適用信息技術在物流領域的應用。加强對物流信息關鍵技術的研究和開發，

促進物流信息標準化和規範化；鼓勵和引導企業應用互聯網絡、電子數據交換、條形碼等技

術，提高現代物流信息體系的技術水平。 

（三）促進物流信息資源的開發和利用。積極推進大中城市智能運輸管理系統建設，加快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和基礎地理信息系統建設，加快構建口岸公共信息平臺，積極開發、應用和

整合面向社會的基礎性、公益性物流信息資源，加强信息交流和共享，引導和支持企業建設

面向用戶的專業化物流信息系統，全面提高物流服務信息化水平。 

（四）共同構建泛珠三角區域內海關、檢驗檢疫、稅務、外匯管理等部門在內的物流信息快

速反饋制度和檢驗檢疫風險預警信息機制，通過整合物流信息資源，搭建物流信息平臺，建

立共享、高效的物流信息資源協調體系，實現區域內物流信息資源共享。 

四、培育物流市場需求的合作 

（一）內地九省區要加强優化工商企業物流管理。引導和支持工商企業轉變管理觀念，按照

現代物流理念，采用先進信息和物流裝備，進行業務流程再造，打破“大而全＂、“小而全＂

的組織方式，積極參與社會化、專業化分工，剝離低效的運輸倉儲功能和業務，優化供應鏈

管理，建立高效率低成本的物流管理模式。大力推進電子商務和連鎖經營，拓展配送市場空

間。 

（二）內地九省區要積極發展專業化、社會化物流服務企業。努力推動運輸、倉儲、郵政、

貨運代理等企業向現代物流服務企業轉型，積極發展農產品、醫藥等行業物流，加快發展第

三方物流服務企業，重視引導社會資源進入現代物流服務領域。 



五、物流規劃的合作 

（一）共同研究和制定泛珠三角現代物流發展總體規劃。要從區域經濟發展和物流需求的實

際出發，明確區域內物流分工與建設，促進物流樞紐合理布局。 

（二）各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在研究制定本地區和本行業現代物流發展規劃或專項規劃時，

要與泛珠三角現代物流發展的總體規劃以及周邊地區物流規劃進行銜接。 

（三）各方在城市擴容、交通發展、土地利用和城市道路建設等規劃的修訂和修編時，要充

分考慮區域內現代物流發展的需要，合理規劃布局城市物流功能區及相關道路等設施。 

（四）泛珠三角現代物流發展的總體規劃一經通過，各方在本地區進行現代物流設施項目的

布局和定位上，要符合規劃要求，充分論證，防止重復建設和資源浪費。 

六、物流人力資源開發和技術創新的合作 

（一）各方加快現代物流人才的培養。采取多種形式宣傳普及現代物流知識，提高全社會現

代物流意識和知識水平；鼓勵和支持有條件的大專院校開設物流相關專業，培養現代物流管

理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采取多種形式；積極開展在職培訓。 

（二）各方支持區域內物流人才的合理流動。營造人才“柔性流動＂的政策環境，實現區域

內物流人才自由流動。按照國家職業資格標準，規範現代物流人才職業資格培訓和認證工作，

互相認同各方法定機構出具的職業資格證書，方便現代物流人才在區域內更好從業。 

（三）各方加强物流技術開發。加强物流應用技術的開發，充分調動企業、院校和科研機構

的積極性，積極支持物流科研工作，加强物流應用技術的開發和推廣。鼓勵企業與院校、物

流咨詢機構、科研單位等進行多種形式的資本與技術融合，加快科研成果和企業實際應用過

程的交流和反饋，加快物流系統産學研的聯合發展步伐。 

   

第四條 合作機制 

一、建立聯席會議制度。每年定期召開泛珠三角各方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參加的聯席會議，

研究解决合作中的重大問題，並根據區域內合作的新情况，調整本協議相關內容。 

二、建立協調制度。協調推進合作事項的進展，組織有關單位聯合編制專項合作計劃，並向

年度聯席會議提交主要合作項目的進展情况報告和建議。設立日常工作辦公室，負責合作的

日常工作，內地九省區的日常工作辦公室設在各省區物流牽頭部門。 

三、建立部門銜接落實制度。各方責成有關主管部門加强相互間的協商與銜接，對合作事項

提出具體實施措施，制訂詳細的合作協議、計劃和工作方案，落實本協議提出的合作事項。

對已達成合作意向和已簽約的合作項目由有關管理部門跟踪服務和協調落實。 



四、設立“泛珠三角現代物流發展合作論壇＂，實行“聯合主辦、輪流承辦＂的原則。論壇

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論壇暨泛珠三角區域經貿合作洽談會同期舉行，並由其承辦方承

辦。 

五、發揮行業協會作用。推進泛珠三角各方物流協會的交流與合作，充分發揮其在物流行業

標準制訂和修訂、物流人才教育和培訓、物流技術交流與推廣、物流信息搜集與服務、物流

統計體系建立、物流規則咨詢服務、物流業對外交流與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協議二零零五年七月二十六日于成都簽署。一式十一份，泛珠三角區域各方各執一份。協

議從簽字之日起生效。任何關于本協議的解釋、實施和適用方面問題，通過磋商以友好的方

式加以解决。 

香港、澳門兩個特別行政區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下，參與合作。 

簽字方 簽字代表 簽字日期 

  

福建省代表團 

江西省代表團 

湖南省代表團 

廣東省代表團 

廣西藏族自治區代表團 

海南省代表團 

四川省代表團 

貴州省代表團 

雲南省代表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