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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数字化赋能  产业转型升级

近几年，建水县生产的石榴、柑橘、蔬

菜等农特产品，畅销国内和东南亚市场。针

对农产品保鲜和快捷运送要求高的实际，建

水县依托农业产业园和龙头企业，采取物联

网模式，构建县乡村三级快捷物流圈，并在

仓储、运输等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农

产品快捷分拣分级和仓储、运输。以信息技

术为支撑的智慧物流，替代人工完成物流周

期的各个环节，效益显著提高。这是云南智

慧物流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

2021年5月，玉溪小马国炬投资有限公

司与省内外物流、金融、科技、商贸、制造

等多个行业的30多家企业合作，成立了“小

马国炬一体化联盟”。与传统物流相比，这

个联盟以智慧物流供应链为核心，依托各行

业大数据，将各类物流信息平台、厂商、保

险、银行、加油站、货运司机等所有与物流

相关的领域集成串联在一起。通过上游对生

产企业和货源信息进行整合，中游对运输、

金融、加油企业进行联通，下游对货运司机

进行整合，实现了物流数字化跨界合作和资

源的便捷调配，既增强了物流资源科学配

置，又降低了物流成本。“小马国炬一体化

联盟”成为全省首个智慧物流供应链，为云

南智慧物流发展探索出新路子。

记者从云南省商务厅获悉，近几年，云

南不断强化智慧物流体系建设。2018年，省

委、省政府出台《云南省加快推进现代物流

产业发展10条措施》，提出大力发展“互联

网+”高效物流，围绕数字化赋能，积极培

育物流新模式。在此基础上，云南国际“现

代物流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云南省道路

运输信息平台等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成上

线；“云上营家”等一批智慧物流平台加快

运营推广；瑞丽跨境进口商品区块链溯源系

统、河口边民互市贸易区块链供求信息撮合

交易平台建成并上线运行；昆明南亚国际陆

港物流园、国际智慧物流产业园等一批重点

综合性现

代物流产

业园区，

已投入运

营或正在

深入推进

建设。这

些都为云

南积极打

造万亿级

现代物流

产业夯实

了基础。

应用基础薄弱  技术亟待提高

2020年，昆船重工联合华为、中国移

动、倍福中国在昆明发布《5G智慧物流应

用场景与解决方案白皮书》，并同步推出全

国首个5G智慧物流全业务应用场景。此应

用场景集超级上行、切片、定位、AI等设

备和数字化应用技术于一体，实现了物流业

中AGV集群调度、无人配送、数字货架、批

量盘点、智能拣选等。在物流园区，原料搬

运、质量检测、生产总装、成品存储出库、

销售配货、在途运输等流程，均可实现无人

作业。通过5G赋能，全面实现稳定的无人

应用，使嘈杂的物流园区真正成为安静、高

效、精准的无人车间。目前，这一应用场景

正走进国内外物流企业。

据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人员介

绍，头部企业为云南智慧物流应用基础不断

注入新力量，但目前类似昆船重工研发的智

慧物流应用场景、设备，在云南还凤毛麟

角。总体来看，云南智慧物流的水平亟待提

高，尤其是应用基础方面，应用场景的研

发、设备制造等十分薄弱，参与应用场景和

配套设备研发、生产的头部企业少，市场化

科技成果不足，具有产业循环供应链属性的

场景生态圈还很少。

近几年，信息 技
术发展日新月异，以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信息技
术为支撑的智慧物流
蓬勃发展。云南现代
物流产业步入数字化
发展轨道，围绕“智慧
物流生态圈”建设，通
过搭建智慧平台，积极
打造智慧物流园区，实
现物流和数字化的有
机融合。与此同时，智
慧 物 流 应 用 场 景 和
设 备 等 短 板 也 亟 待
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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