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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流中心规划运营规范》地方标准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智慧物流中心规划运营规范》地方标准项目是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2021年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中的项目之一，由上海市商

务委提出，由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普洛

斯、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商学院等单位

联合起草。

二、本文件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物流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无论是从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物流

业转型升级需要来看，推进物流高质量发展，对于提升国民经济运行

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等均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慧物流蓬勃发展，更是显著提高了

我国物流行业的服务水平、降低了服务成本、减少了资源消耗。推动

物流技术创新、行业标准更新、组织运营模式革新，深刻改变着传统

物流产业链，为发展智慧物流、补齐物流发展短板提供了重要机遇。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

案（2020-2022年）》中，明确提出完善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在

上海市委、市政府于2020年底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意见》中，指出“加快航运物流数字化转型”、“推动智慧口

岸建设”、“加快社区智慧物流网络新基建设”；在《2021上海市标

准化工作要点》中，将“依托快件仓储中心、分拨中心、转运中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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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站等，开展物流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等标准研制和试点”作为2021

年重点工作之一。

物流中心是重要的物流节点。目前上海市的物流中心规划运营逐

步向着智慧化转型，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全面连接，通过信息互联网

和设施物联网，加快业务线上化转型，以信息互联、设施互联带动物

流互联；二是数字转型，充分利用各类信息技术，实现数据可采集、

可录入、可传输、可分析，实现一切数据业务化，打破信息不对称和

信息孤岛，提升物流数字化水平，再造业务流程和运营模式；三是智

能升级，瞄准高标准仓储设施标准，满足高增长、高附加值物流服务

需求，加快推进机械化、自动化、智能水平，提高整体运作效率，逐

步用机器替代人，改变传统的运作方式。在上海也有一些智慧化物流

中心在建设运营中，包括京东的“亚洲一号”、普洛斯智能化仓库、

各快递公司自动化分拨中心等。

但是，目前物流中心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仍以传统物流中心的

方法和标准为依据，缺乏智慧化规划方法和标准，空间布局与设施设

备匹配衔接存在问题。物流中心管理运营仍存在粗放式管理的现象，

难以适应新平台、新技术、新设备的要求。因此，急需研制智慧物流

中心规划运营相关标准，指导上海市物流中心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

与发展建设，提高物流中心的管理效能，为上海市新基建提供标准技

术依据，支撑物流行业智慧化发展。此外，上海市作为全国经济发展

的领军城市，在物流智慧化水平方面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研制智慧

物流中心地方标准，有利于在标准方面引领全国，打造“上海标准”

重要名片。

三、编制原则

1.实践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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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起草建立在对上海市智慧物流中心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综

合各类型智慧物流中心的物流作业和中心管理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

符合实践需求和上海发展水平的智慧物流中心规划运营要求。

2.引领性原则

在新基建、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的背景下，针对物流中心智能化

设施设备配置提出规划要求，针对物流中心基于物流网、大数据的智

慧化运营提出管理要求，旨在引领上海乃至全国物流中心的发展。

3.协调一致原则

本标准内容对于物流中心的规划要求，与相关法规、政策文件和

国家标准中的要求相一致，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物流中心智慧化规划

的相关要求。

四、本文件的研究、起草过程

（1）资料调研

起草组智慧物流中心规划运营相关标准及政策文件进行调研，经

梳理，相关文件如下：

关于物流中心的标准，仅有GB/T 22126-2008《物流中心作业通

用规范》和GB/T 24358-2019《物流中心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两项

国家标准，且两项标准均依据传统物流中心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

仅涉及少部分信息平台建设的内容，未涉及智慧物流中心建设运营。

关于智慧物流、智慧园区的标准，有1项《智慧物流服务指南》

（20204962-T-469）在研，在上海市的地方标准中，目前无智慧物流

相关的标准，仅有B31/T 747-2013《智慧园区建设与管理通用规范》

地方标准涉及智慧园区建设，该标准现行有效版本中不涉及物流园区

和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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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流中心用地指标，《上海产业用地指南（2019版）》有关

于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建筑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

重、绿地率等指标要求。此外起草组也收集了江苏、山东、安徽、浙

江、深圳、成都等地的用地指标。

（2）开展调研，形成标准草案稿

自标准立项起，起草组实地走访了京东亚洲一号、圆通、普洛斯

宝山园区等智慧物流中心，起草单位普洛斯提供了智慧物流中心运营

管理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标准草案。

（3）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

2021年12月9日，起草组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来自同济大学、

上海市政院、上海同济规划院等单位的专家出席会议，为标准提出意

见建议，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4）充分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

起草组内部经过多次内部讨论，根据外部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进

行进一步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五、关键技术问题说明

1.标准的定位

本标准定位于指导上海市智慧物流中心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对

于新建物流中心，可依据本标准进行智慧化建设及运营；对于改建物

流中心，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智慧化升级和改造。

2.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主要是针对存储中转一般货物的物流中心，对于涵盖冷库、

危险品仓库等的物流中心暂不适用。对于物流中心处理商品的终端用

户，暂不做区分，即toB和toC的物流中心均适用。

3.标准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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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为分规划要求和运营管理要求两个部分，规划要求中

按照选址要求及内部功能区布局的规划要求进行编写；运营管理要求

按照物流业务运营和物流中心管理运营两部分编写，物流业务运营是

按照物流作业的类型进行分类，如出入库、存储、包装、运输等。

4.智慧物流中心

现有的标准中给出了智慧物流和物流中心的术语和定义，但是对

于“智慧物流中心”并没有给出术语和定义，本标准认为，对于智慧

物流中心的定义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智慧物流中心建设运营用到的信息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2）智慧物流中心对于人、车、货、场、设备、设施、能源、物

等的感知功能，这是智慧作业的前提和基础；

3）智慧物流中心相比传统物流中心实现的功能，包括物流作业

和信息的跟踪、优化决策、管理服务的数字化监控等。

基于以上三点，本标准给出智慧物流中心的定义为“以物联网技

术为基础，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及相关信息

技术，能够实现人、车、货、场、设备、设施、能源、物全面感知和

物流作业、信息全面跟踪以及智能优化决策、管理服务数字化全面监

控的物流中心。”

5.用地指标

本标准给出了“容积率应不小于1，建筑系数应不小于40%，配套

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不应超过物流中心总用地面积的7%”用地

指标要求，主要是依据《上海产业用地指南（2019版）》的要求，对

于物流中心国家标准和其他地方物流用地要求，上海的要求是最为严

格的，如《物流中心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国家标准中规定“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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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不应超过物流中心总用地面积的10%”，考

虑到上海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本标准采用了最严格的指标。

6.信息平台架构

本标准在附录中给出了智慧物流中心信息平台架构的参考示例，

该示例是依据普洛斯智慧物流中心建设运营的先进经验得出的，旨在

给出智慧物流中心信息平台建设参考。

六、本文件组成部分及其主要内容

本文件分为6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对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快递领域的6个国家标准和2个行业标准，分别是：

GB/T 18354-2021 物流术语

GB/T 24358 物流中心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 28581-2012 通用仓库及库区规划设计参数

GB/T 39681-2020 立体仓库货架系统设计规范

GB 51157-2016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

GB/T 5132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CJJ 37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JT/T 402 公路货运站站级标准及建设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引用了《物流术语》国家标准中关于“智慧物流”和“物流中心”

的定义，给出了“智慧物流中心”定义。

4.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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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出了总体要求、选址、仓库、堆场、内部道路、停车场、

信息平台等规划要求。

5.运营要求

分别给出了基本要求、物流作业管理要求和园区管理要求。

6.附录

给出了智慧物流中心信息平台建设参加架构。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研制过程中并无重大分歧。

八、采标情况

本文件无采标。

九、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在符合用地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与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对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和补充。

十、宣贯及实施建议

1.建议上海市商务委联合市发改委、经信委等组织标准的宣贯实

施，可将标准作为上海新建物流中心审批的依据。

2.建议物流行业协会在会员企业里加强对标准的宣传，推动标准

在上海物流企业内的实施。

3.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市场局可联合物流协会以标准为依据开

展智慧物流园区认证工作，以推动标准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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