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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式联运及其对传统物流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多式联运，是指依托两种及两种以上运输方式

的高效衔接，将货物以不变的运载单元，从指定接

管地点快速、方便地转运至指定交付地点的联合运

输过程。多式联运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组织形

式，具有“一箱到底”、“全程负责”的特点，即在货物

转运过程中，不同的运输方式遵循一套相同的规则

约定，每一种运输方式的承运人虽然只参与其中一

段的物流服务，但在全程对货物都负有责任，以保

证货物的安全性与完整性，并以最小的成本和最快

的效率提供服务。

多式联运从多方面都进行了突破和创新: 一是

运载单元标准化，多式联运多采用标准化的集装

箱，使得货物在周转过程中，无须将运载单元内的

货物取出重新换装; 二是运输规则统一化，参与多

式联运的不同运输方式都遵循一套相同的运输规

则，以保证货物“一箱到底、一票到底”; 三是交通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使得货物运输过程可以达到无缝

衔接; 四是万物互联、信息共享，车、货、人等物流相

关异构数据在物联网的支持下，形成基于大数据的

全产业链条协同。

二、河南省发展多式联运面临的挑战

（一）制度体系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

多式联运涉及多种运输方式，因此，不同运输

方式硬件的衔接就显得非常必要。所谓硬件衔接，

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二是不同运输方式要有统一的技术装备标准，

这样可以使货物在转运过程直接转换交通方式，而

不必分拆和重装。但是由于我国铁路、公路和民航

等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长期以来，各交通方式

处于独立运行的状态，尚未实现畅通高效的衔接，

枢纽间“连而不畅”、“邻而不接”。。

（二）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滞后

发展多式联运需要规范的运输标准和统一的

运输单据，而且在货物转运过程中，信息渠道需要

保持高效通畅，但河南多式联运缺乏统一的规则保

障，各运输方式之间、不同运输企业之间的单证无

法进行有效衔接，无法做到“一票到底”。另外，机

场、口岸、铁路和公路货运站场、物流园区等独立运

营的信息系统尚未进行全面整合，还不能实现实时

的信息互通共享。

（三）缺乏协调能力强的综合性多式联运企业

目前，河南的物流企业多是只提供单种运输方

式的物流服务，全程组织能力与效率都不高。主要

表现在: 以公路运输为主的物流企业，因公路市场

较为分散，面对的客户众多，多为规模小、分布散的

中小公司，综合性协调能力欠缺; 铁路领域的物流

企业因其行业特殊性，垄断性较强，部分铁路运输

线路两端短驳费用占全程运输费用的比例较高，其

竞争力受到一定影响，无法充分发挥铁路在多式联

运中的骨干作用;枢纽场站的经营企业多为货物中

转提供服务，其整合运输资源的能力又不足。

三、加强创新，促进河南多式联运快速发展

（一）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统一、协调、

高效的多式联运服务体系

河南已经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了多式联运办公

联署，由省交通厅牵头，联合铁路、航空、公路、水路

等多个部门及河南三大国家级多式联运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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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干企业，为河南自贸试验区的多式联运提供各

方面服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河南可将此经验复

制到全省运用，促进有关管理部门与多式联运企业

积极构建跨部门、跨地区的多式联运协同联运机

制，制定协同推进多式联运发展的行动计划，从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到装备、规则的统一化、标准

化，都要加强创新力度。

1.加强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无缝化衔接”。在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可在多式联运协调部门的推

动下，共商共建，推动铁路港、公路港、集装箱物流基

地建设，有条件的大型综合物流园区可引入铁路专用

线，新郑机场引进直通高铁等，促进各种运输方式互

通互联，以满足客户“门对门”全程物流服务的要求。

2.推动装备技术创新，实现跨方式技术装备标

准化、专业化。积极实施货运车型标准化，推广应

用集装箱、厢式半挂车、托盘等标准化运载单元和

货运车辆，推广集装箱汽车转运架、铁路驼背运输

专用载运工具等。

3.加快规则创新。在多式联运体系下，各部门

不能再固守本部门的规则系统，而是应该根据交通

部有关多式联运的运作规则、操作标准、技术标准、

单证、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要求，加强多式联运规则

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形成高效完整的运输链，并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适用规则。

（二）促进合作方式创新，加强区域合作与企业

合作

一是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多式联运涉及多个

地区的多种运输方式及多个行业，因此区域之间构

建合作网络，促进区域战略协同非常必要。河南要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依托，以中部崛起战略为支

撑，以中原城市群为主要平台，加强与周边省份的

项目对接与合作，积极发展公铁联运、公铁水联运、

空铁联运等，积极打造开放、共享、协作、共赢的商

业新生态，探索区域合作的新机制。二是创新企业

合作模式，积极培育多式联运承运企业。既要鼓励

物流企业独立开展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多式联运

经营活动，也要大力支持物流企业与其他具有相关

资质的企业通过密切合作开展多式联运经营活动，

甚至无车、无船、无轨的企业，只要其能整合各种运

输资源，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也可开展多式联

运经营活动，以此来促进多式联运上下游企业的跨

界融合和联动发展，形成多式联运的协作联盟。

（三）加强服务模式创新，打造河南多式联运品牌

必须从全局出发，结合河南的区位优势与交通

优势，在货运量大、辐射力强的线路上，提供一套完

整的服务方案，形成常态化、稳定化、一站式的多式

联运服务产品，打造河南的多式联运品牌，让客户

能一看便知能降低多少成本、享受什么样的便捷服

务，提升客户体验，以此来增强河南“买全球、卖全

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四）加强管理模式创新，使管理模式跟上技术

创新的步伐

多式联运在发达国家发展得比较成熟，技术创

新的步伐也走得很快，河南可引进这些技术，但管

理模式、业务流程创新若跟不上，将会影响多式联

运的发展，如国际多式联运中，“集装箱+ 标准化分

箱”的技术突破，使货物周转过程中，无须将运载单

元内的货物取出重新换装，这就需要企业创新货物

中转、作业自动化管理等方式，以提高货物装载效

率; 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必须建立网络化

管理体系等。因此，企业要善于借助先进技术，进

行智能化管理，提供智慧化服务，使多式联运过程

透明化、运营平台化，以提高多式联运管理效率。

（五）推动信息共享方式创新，加快多式联运信

息系统建设

整合利用民航、铁路、公路信息平台和电子口

岸等信息管理系统，搭建多式联运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推进多种运输方式智能协同调度，实现信息对

接、运力匹配、时刻衔接。重点完善郑州机场、郑州

国际陆港等专业信息平台，提升平台功能和运营水

平。强化省内信息平台与外部信息的互联互通，提

升河南在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节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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