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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现代物流结合传统物流和信息流，具有系统综合和总成本控制的思想，它将经济活动中所

有供应、生产、销售、运输、库存及相关的信息流动等活动视为一个动态的系统总体，关心

的是整个系统的运行效能与费用。良好的物流管理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物流系统已扩

展到以现代科技、管理和信息技术及网络为支撑的综合物流服务，并逐步发展成为以物流企

业为主体、以第三方服务为主要形式、涉及运输、仓储、加工、流通和消费全过程信息化的

现代物流系统。物流信息化是现代物流最具活力的领域，也是物流建设的难点和重点。对于

我国物流业而言，整体规模小、实力弱、管理水平比较落后的特点较为突出。要在最短的时

间内提升我国物流业的整体水平，必须抓住物流信息化这一较为薄弱的环节，以物流信息化

为切入点，带动整体物流业的质的飞跃。粮食物流信息化就是采用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粮食物

流业务进行整合、优化，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的目的。与一般行业的物流信息化相

比，粮食物流信息化有其相应的个性化特点。一般行业的物流信息化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专

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来带动，但是由于粮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不是随便一个物流企

业就可以开展粮食物流业务。粮食物流信息化既需要宏观层面各方的大力支持，又需要微观

层面多方面专业知识结构。   2004-2013年中国粮食行业产量统计分析         产量（万吨）   同比

增长       2004年   46946.95   &mdash;&mdash;       2005年   48402.19   3.10%       2006年   49804.23  

2.90%       2007年   50160.28   0.71%       2008年   52870.92   5.40%       2009年   53082.08   0.40%       2010

年   54647.71   2.95%       2011年   57120.85   4.53%       2012年   58957.97   3.22%       2013年   60193.84  

2.10%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信息化能够提升我国粮食物流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现代物流强调企业要以顾客满意

为目标。同时，现代信息技术拓宽了粮食物流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对象，将传统的以内部

的人财物管理的主要模式，延宽到以信息人财物为主要管理对象、以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为

主要内容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更为强调信息的获取、管理和使用，更为强调对

人才的管理与使用。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全球一体化经济时代的来临，加快

企业信息化建设进程，提高物流企业管理水平，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粮食物流信息化市场研究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

》共四章。首先介绍了粮食物流信息化相关概述、中国粮食物流信息化市场运行环境等，接

着分析了中国粮食物流信息化市场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粮食物流信息化重点区域市

场运行形势。随后，报告对中国粮食物流信息化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粮

食物流信息化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粮食物流信息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粮食物流信息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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