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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三利润源理论

第三利润源理论是欧美日等市场经济国家

对物流价值研究的理论总结，是对物流潜力及

效益的描述。

是相对于自然资源这个第一利润源泉和劳

动力这个第二润源泉而言的。

是随着生产的柔性化、敏捷化，管理与服

务的精细化、精准化时代到来，被研究挖掘出

来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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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三利润源理论

第一润源挖掘的是生产力中的劳动对象；第二利润源
挖掘的是生产力中的劳动者；第三利润源挖掘的是生产力
中劳动工具的潜力，同时注重劳动对象与劳动者的潜力，
因而更具全面性。

按时间序列排为“第三利润源”。
物流作为“第三利润源”，有三方面的含义：
一是物流创造时间、空间价值，提升商品的价值量。
二是只有物流，才能真正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
三是通过物流的功能整合、资源整合、流程整合，规

模化、集约化管理、企业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国
家协同等，确实能够降低商品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物流运作
成本。

http://www.managershare.com/wiki/%E5%8A%B3%E5%8A%A8%E5%AF%B9%E8%B1%A1
http://www.managershare.com/wiki/%E5%8A%B3%E5%8A%A8%E5%AF%B9%E8%B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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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三利润源理论

从企业、行业、产业看：
利润=收入-成本
收入=商品数量Ｘ价格

从国家或区域看： GDP
企业的GDP=收入-物耗（中间消耗）
行业、产业GDP=∑（本行业、产业企业的GDP）
国家GDP=∑（所有行业、产业的GDP）
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扩大利润（GDP）的另一个途径

就是降低成本。
资源、劳动力成本从发展看是上涨的，只有物流成本能降。
中国经济在新常态形势下，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及国办27

条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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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物流成本概念

企业物流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进、销售货物
过程中发生的与物流业务相关的全部费用。

物流企业业务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从事物流业务
活动所发生的实际成本。

社会物流总费用：是指报告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
用于社会物流活动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支付给
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
信息处理等各个物流环节的费用；应承担的物品在
物流期间发生的损耗；社会物流活动中因资金占用
而应承担的利息支出；社会物流活动中发生的管理
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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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物流冰山学说

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方法都不可能掌握物流费用的实际
情况，提起物流费用大家只看到露出海水上面的冰山的一角，而潜藏在
海水里的整个冰山却看不见，海水中的冰山才是物流费用的主体部分。

商品与国民经济的物流成本包括：物流的物品的数量、物品的品质
（价格）。包括：物流的空间规模（周转量）、运价、物流的时间规模、
时间价格。

一般情况下，企业会计科目中，只把支付给外部的运输、仓库、资
金占用等企业的费用列入成本，实际这些费用在整个物流费用中确实犹
如冰山的一角。不能列出：

物流功能整合的成本
资源整合的成本
流程整合优化的成本
物流规模化、集约化管理的成本
增长方式转变的成本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本
企业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国家协同的成本
因此也出现了作业成本法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08802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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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物流效益背反理论

效益背反是指事物或事件若干功能要素之间存在
着损益的矛盾，即某一功能要素的优化或投入增减，
必然会存在另一个或几个功能要素的利益反向变化，
反之如此。

在物流领域中，更为明显：
物流功能间效益背反
物流创造的价值与消费能力效益背反
物流业的收入与物流需求企业的利润效益背反
物流业的总产出与国民经济的总产出效益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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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本增效要做到心中有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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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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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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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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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核算方法（物流费用=规模指标*对应费率）
数据应用

规模指标 费率指标 计算公式

运输费用

铁路运输费用 铁路货运周转量 铁路货运平均运价
铁路货运收入 +行李包裹收入 + 邮运收入 + 其
他收入中的货运与行李包裹部分

社会物流
总费用

道路运输费用 道路货运周转量 道路货物平均运价 道路货物周转量×道路货物平均运价

水上运输费用 水上货运周转量 水上货物平均运价 水上货物周转量×水上货物平均运价

航空运输费用 航空货运周转量 航空货邮平均运价 航空货邮周转量×航空货邮平均运价

管道运输费用 管道货运周转量 管道货物平均运价 管道货运周转量×管道货物平均运价

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 货运量 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费用率 货运量×平均装卸搬运及其他运输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费用
与GDP比率
与工业企业存货
率比较

运输附加

国家铁路货运周转量 铁路建设基金费用率 国家铁路货运周转量×铁路建设基金费用率

公路货运周转量 公路平均通行费用率 公路货运周转量×公路平均通行费用率 与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资金周转率
比较

港口货物吞吐量吨数 港口建设费率 港口货物吞吐量吨数×港口建设费率

水上货物周转量 航道维护费率 水上货物周转量×航道维护费率

仓储费用

社会物流总额

平均仓储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仓储费用率
与库存周转率
（原材料、产成
品）比较

配送费用 平均配送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配送费用率

包装费用 平均包装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社会物流平均包装费用率

流通加工费用 平均流通加工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流通加工费用率

保管费用 货物损耗费用 平均货物损耗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货物损耗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费用
与

货代业务费用 平均货代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货物代理费用率
M2、CPI、油价、
过路

保险费用 平均保险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保险费用率
过桥费、物流服
务价格、税费比
较

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 平均信息费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率

利息费用
流动资金平均占用率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利息用率
银行贷款利率

管理费用
物流管理人员报酬 平均物流人员报酬

社会物流总额×平均管理费用率
其他管理费用 平均管理费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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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核算方法 对应指标 数据应用

社会物流
总额

农产品物流总额

1、农业

农林牧渔商品产值

农林牧渔总产值

社会物流物
品的价值总
额，反映社
会物流需求
的规模和增
长变化情况

社会物流
总额/国内
生产总值

2、林业 第一产业现价增长

3、畜牧业 第一产业可比增长

4、渔业

工业品物流总额

1、采掘业

报告期工业销售产值 - 工
业性作业销售产值 - 电力、
蒸汽、热水的生产与供应
业销售产值 - 煤气生产和
供应业销售产值 - 自来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销售产值

(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工业总产值

(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工业销售产值

┇ 工业销售产值增长

2、制造业 工业增加值

(1)农副食品加工业 工业增加值可比增长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

(43)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外部流入货物物流总额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外省市

流入货物物流总额

人民币计价的进口总值

外省市流入货物物流总额 批发零售购进总额

再生资源物流总额
流通环节的再生资源商品
销售额或再生资源利用企

业回收采购额

流通环节的再生资源商品
销售额或再生资源利用企

业回收采购额

单位与居民物品总额

邮政、快递业 铁路、航空等运输中的计
费行李、邮政与快递业务
中快件、包裹、信函、报
刊杂志等寄递物品、民政
部门、社会救助机构的各
种捐赠物、单位与居民由

于搬家迁居物品等

邮政业业务总量

社会捐赠 社会捐赠额

单位居民 单位居民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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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

理论公式：
物流成本（费用）=物流作业量×作业价格

社会物流总费用=运输费用+保管费用+管理费用

基本方法 ：
统计核算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宏观物流统计指标根据现有相关统计指标分离提取与企业

统计调查推算相结合的方法加工核算。
行业物流统计指标和企业物流统计指标则主要依据企业统

计调查资料加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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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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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物流成本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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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物流成本现状

2006-2016年社会物流总费用及增长情况



2017/9/22 20

02 中国物流成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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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物流成本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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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物流成本的国际比较

• 国别 2015年物流费用/GDP （%）

• 美国 8.2

• 法国 9.5

• 德国 8.8

• 英国 8.5

• 日本 8.5

• 印度 13.0

• 中国 16.0（2016年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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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物流成本的国际比较

美国 中国 中美对比

物流成本与GDP比率
（单位：%）

8.2 14.9 -6.7

运输成本 5.2 8.0 -2.8

保管成本 2.7 4.9 -2.2

管理成本 0.3 2.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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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物流成本的国际比较

美国 中国

物流成本与GDP比率
（单位：%）

8.2
16.0

（2016,14.9）

运输成本占比 63.2% 53.9%

保管成本占比 32.8% 33.1%

管理成本占比 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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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物流成本的国际比较

日本 中国

工业企业增加值率（%） 35 25

工业企业物流
费用率

4.63 8.7

工业企业存货
率 2-3 9.1

流动资本周转
次数

9-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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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降本增效的根本途径3

01 优化结构

02

推动创新03

降低制度性成本（放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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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优化结构

优化经济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供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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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优化结构 优化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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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优化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

2014 2015

工业企业 8.9 8.7
农副食品加工业 13.7 14.0 
食品制造业 5.0 5.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6 11.3 
烟草制品业 7.0 7.4 
纺织业 12.4 12.8 
造纸及纸制品业 18.3 18.2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13.3 13.0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7.2 6.8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6.3 6.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0.9 11.0 
医药制造业 10.0 9.6 
化学纤维制造业 10.8 10.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6.8 15.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8.8 18.7 
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0.3 10.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2 7.3 
通用设备制造业 5.1 5.1 
专用设备制造业 7.6 7.4 
汽车制造业 7.7 6.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6.6 6.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8.4 8.6 
商贸企业 7.7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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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制度性成本（放管服）02

01

03

02

04

加大降税清费力度，

着力降低企业负担

深化“放管服”改革，

激发物流运营主体活力

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

提高物流综合服务能力

构建多式联运体系，

提升物流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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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制度性成本（放管服）02

05

07

06

08

深化联动融合，

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打通信息互联渠道，

发挥信息共享效用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营造优良硬伤环境

加快信息化标准化智能化建设，

提高全链条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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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03

推动物流组织模式创新，创新与发展供应链模式

这是物流降本增效的根本途径

打造企业供应链

打造产业供应链

打造国家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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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本增效下中国物流发展趋势
4

01 更加重视互联互通

02

更加重视产业融合

更加重视产业流程的优化

更加重视整合的广度、深度与高度

更加重视企业间、产业间、地区间、国家间的协同

更加重视智慧化发展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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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mail：hh@clic.org.cn

电 话：010-68391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