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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大仓基地运行统计监测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郊大仓基地运行统计的术语与定义、指标体系内容、指标内涵。

本文件适用于城郊大仓基地运行的统计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50378-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WB/T 1133-2023 企业应急物流服务能力评估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郊大仓基地 suburban large warehouse base

在城市城区外围建立的集仓储、分拣、加工、包装、配送等功能于一体，“平时”服务城市生活物

资高效中转分拨，“急时”可快速改造为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中转调运站、接驳点或分拨场所的大型“平

急两用”公共物流基础设施。

3.2

平急转换 transition between normal and emergency states

是指能够在正常情况和紧急情况之间灵活、高效地实现功能和状态转换的一种系统性安排，确保在

平时状态下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而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调整并适应新的需求，以应对突发事件或紧

急情况。

3.3

平急两用 dual-functionality in normal and emergency states

具有平时服务城市生活物资中转分拨，急时可快速改造为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中转调运站、接驳点

或分拨场地的功能特征。

3.4

外区 outer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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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休息和临时隔离的区域。包括车辆消杀、垃圾收集、污水处理、外地司机休息及配套用房、

外来人员和货物临时隔离等区域。

3.5

内区 inner area

本地人员工作和休息的区域。包括货车停放、物资装卸、存储、分拣配送的物流作业、办公管理、

后勤服务、本地司机休息及配套用房等区域。

3.6

缓冲区 buffer area

设于内区与外区之间的场所。包括货车甩挂、司机交换场地、检验检疫和卫生通过等区域。

4 指标体系内容

城郊大仓基地运行统计监测指标的主要内容见表1。

表 1 城郊大仓基地运行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本情况

建设状态 -

规划建设规模

规划占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投资总额

实际建设规模

已开发占地面积

已开发建筑面积

已完成投资总额

交通设施衔接

公路设施衔接

铁路设施衔接

航空设施衔接

港口设施衔接

常规物流设施设备

仓库设施

仓储面积

仓储容积

冷库容量

高标仓规模

货场设施
散货堆场面积

集装箱堆场面积

运输相关设施
停车区域面积（含停车位）

铁路装卸线（含铁路专用线）

运输设备

货运车辆数

货运车辆载重吨数

其它运输工具

装卸设备 装卸设备数量

流通加工设备 流通加工设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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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作业服务水平

货运服务
货物吞吐量

货物周转量

仓储服务 平均库存量

流通加工服务 流通加工量

其他服务业务
基础配套服务

增值服务

数字平台

物流服务信息化水平

应急保供物资信息化水平

应急保供物资信息上报情况

互联互通水平

平急转换与应急服务能

力

平急两用设施

外区面积

缓冲区面积

内区面积

外来人员通道数

本地人员通道数

货物通道数

新风系统能力

应急设备
备用发电机组数

其它应急设备数

应急保供物资服务能力

应急保供物资储备种类

应急保供物资储备数量

应急保供物资更新周期

应急物资占用仓储面积

平急转换演练

平急转换演练次数

平急转换演练响应时间

平急转换培训次数

平急转换运营

平急转换响应次数

平急转换响应时间

应急出库效率

应急入库效率

平急转换保障业绩

经济与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基地营业收入

入驻企业数量

税收总额

人员就业 从业人员数量

绿色环保

绿色建筑面积

新能源车辆数

可再生能源使用量

5 指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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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础建设指标

5.1.1 建设状态

统计期末，城郊大仓基地的建设状态。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a）规划城郊大仓基地是指未完成政府报批手续，仍处在规划设计阶段的城郊大仓基地；

b）在建城郊大仓基地是指已完成政府报批手续，仍处于建设状态且尚未投入运营的城郊大仓基地；

c）运营城郊大仓基地是指全部投入运营或者部分投入运营的城郊大仓基地。

5.1.2 规划建设规模

5.1.2.1 规划占地面积

指报告期末总体规划设计中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所占用的土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公里。

5.1.2.2 规划建筑面积

指报告期末总体规划设计中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所完成的建筑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1.2.3 规划投资总额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总体规划设计中所体现的项目建设投资总额。计量单位：万元。

5.1.3 实际建设规模

5.1.3.1 已开发占地面积

指报告期末郊大仓基地已开发并投入运营使用的土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1.3.2 已开发建筑面积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已开发并投入运营使用的建筑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1.3.3 已完成投资总额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已完成投资总额。计量单位：万元。

5.1.4 交通设施衔接

5.1.4.1 公路设施衔接

指报告期末距离城郊大仓基地出入口、行驶距离 5 km 以内有出入口的公路（高速公路、国道、省

道）数量及其等级。

5.1.4.2 铁路设施衔接

指报告期末距离城郊大仓基地出入口，行驶距离 5 km 以内铁路货运场站的数量及等级。

5.1.4.3 航空设施衔接

指报告期末距离城郊大仓基地出入口，行驶距离 5 km 以内是否拥有机场及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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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 港口设施衔接

指报告期末距离城郊大仓基地出入口、行驶距离 5km 以内是否拥有选口，或者园区内拥有泊位数和

总靠泊能力。

5.2 常规物流设施设备

5.2.1 仓库设施

5.2.1.1 仓储面积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拥有并用于保管、储存货物的建筑物及其场所（包括各类库房）的占地面

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2.1.2 仓储容积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拥有并用于保管、储存货物的建筑物及其场所的体积，包括各类罐、库等

的容积。计量单位：立方米。

5.2.1.3 冷库容量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各类冷库的存储能力。计量单位：吨或立方米。

5.2.1.4 高标仓规模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拥有的高标仓的情况，可用个数或面积计量。计量单位：个或平方米。

5.2.2 货场设施

5.2.2.1 散货堆场面积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拥有的散货堆场占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2.2.2 集装箱堆场面积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拥有的集装箱堆场占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2.3 运输相关设施

5.2.3.1 停车区域面积（含停车位）

指报告期末在城郊大仓基地内规划整齐的用来专门从事物流业务停车的区域面积，不包括商务用途

停车位。计量单位：平方米。

5.2.3.2 铁路装卸线（含铁路专用线）

指报告期末由城郊大仓基地经营实体、基地入驻企业或者其他相关单位管理的，与国家铁路或者其

他铁路线路接轨的岔线及其总有效长度。其中总有效长度为各条装卸线有效长度的累积和。计量单位：

条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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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运输设备

5.2.4.1 货运车辆数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经营实体与入驻企业自有或租用的、服务于城郊大仓基地实际运行的普通

货车和专用货车数量。计量单位：辆。

5.2.4.2 货运车辆载重吨数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经营实体与入驻企业自有或租用的、服务于城郊大仓基地实际运行的普通

货车和专用货车的载重量。计量单位：吨。

5.2.4.3 其它运输工具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经营实体与入驻企业自有或租用的、服务于城郊大仓基地实际运行的、除

货车之外的其它运输工具（飞机、轮船等）的总数量或总载重量。计量单位：个或载重量（吨）。

5.2.5 装卸设备

5.2.5.1 装卸设备数量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内实际投入使用的用来搬移、升降、装卸和短距离输送物料的机械设备，

主要包括起重设备、连续运输设备、装卸搬运车辆、专用装卸搬运设备等，分别统计各类装卸设备的类

型、数量。计量单位：台或元。

5.2.6 流通加工设备

5.2.6.1 流通加工设备数量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内实际投入使用的进行包装、分割、计量分拣、添加标签条码、组装等作

业时所需的设备，分别统计各类设备的类型、数量。计量单位：台或元。

5.3 物流作业服务水平

5.3.1 货运服务

5.3.1.1 货物吞吐量

指报告期内经停所在城郊大仓基地的所有到发货物的总量，包含流入货物总量和流出货物总量。其

类别可划分为：铁路吞吐量、公路吞吐量、水运吞吐量、航空吞吐量。计量单位：吨或立方米。

5.3.1.2 货物周转量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经营实体和入驻企业基于基地所提供运输服务的货物数量与其相应运输

距离的乘积之总和。计量单位：吨公里。

5.3.2 仓储服务

5.3.2.1 平均库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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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仓库和货场所完成的库存量的平均值。计量单位：吨或立方米。

5.3.3 流通加工服务

5.3.3.1 流通加工量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完成的所有流通加工货物的总量，分别统计应急保供物资和非应急保供物

资的流通加工量。计量单位：吨或立方米。

5.3.4 其他服务业务

5.3.4.1 基础配套服务

主要包括住宿、餐饮、停车、加油（加气、充电）、物业、汽修、购物、娱乐等。可用基础配套服

务年营业额衡量。计量单位：万元。

5.3.4.2 增值服务

主要包括货运代理、市场交易、贸易代理、咨询与设计、口岸、保税、物流金融、政商服务等。可

用增值服务年营业额衡量。计量单位：万元。

5.3.5 数字平台

5.3.5.1 物流服务信息化水平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面向区域或行业客户服务而建设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水平，可用服务功能

数量衡量。计量单位：个。

5.3.5.2 应急保供物资信息化水平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应急保供物资目录与数字化体系制度完善水平和标准水平，包括保供物资

目录建设、电子标签与统一物资编码体系、信息实时更新水平等。

5.3.5.3 应急保供物资信息上报情况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负责应急保供物资、经营状态信息的上报条数或次数。计量单位：个或次。

5.3.5.4 互联互通水平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数字平台与其他城郊大仓基地数字平台直接互联互通的数量。计量单位：

个。

5.4 平急转换与应急服务能力

5.4.1 平急两用设施

5.4.1.1 外区面积

指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指南中要求建设的外区占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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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缓冲区面积

指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指南中要求建设的缓冲区占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4.1.3 内区面积

指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指南中要求建设的内区占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4.1.4 外来人员通道数

指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指南中要求建设的外来人员通道数，计量单位：个。

5.4.1.5 本地人员通道数

指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指南中要求建设的本地人员通道数，计量单位：个。

5.4.1.6 货物通道数

指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指南中要求建设的货物通道数，计量单位：个。

5.4.1.7 新风系统能力

指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指南要求建设的隔离房间新风系统设计新风量。单位 立方米/(小时·人)。

5.4.2 应急设备

5.4.2.1 备用发电机组数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内部可用的备用柴油发电机数量。计量单位：个。

5.4.2.2 其它应急设备数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内与应急物流相关的其他设备，如照明设备、通信保障设备等，分别统计

各类设备的类型、数量和投资规模。计量单位：台（件）或元。

5.4.3 应急保供物资服务能力

5.4.3.1 应急保供物资储备情况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保供物资的储备物资种类和每一类物资的储备总量，计量单位：吨或立方

米。

5.4.3.2 应急保供物资更新周期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每类应急保供物资的平均更新周期。计量单位：天。

5.4.3.3 应急物资占用仓储面积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内应急保供物资占用仓储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5.4.4 平急转换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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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1 平急转换演练次数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进行平急转换演练的次数。计量单位：次。

5.4.4.2 平急转换演练响应时间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平急转换演练从收到平急转换命令到完成平急转换的时间。计量单位：小

时。

5.4.5 平急转换运营

5.4.5.1 平急转换响应次数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在面对突发情况下实施平急转换的次数。计量单位：次。

5.4.5.2 平急转换响应时间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在面对突发情况下从收到平急转换命令到完成平急转换的时间。计量单

位：小时。

5.4.5.3 应急出库效率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进行平急转换后应急状态下实际每小时应急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平均出

库量。计量单位： 立方米/小时。

5.4.5.4 应急入库效率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进行平急转换后应急状态下实际每小时应急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平均入

库量。计量单位： 立方米/小时。

5.4.5.5 应急保障业绩

指城郊大仓基地应急保障评价的结果。

注：应急保障评价标准参照 WB/T 1133-2023 执行。

5.5 经济与社会效益

5.5.1 经济效益

5.5.1.1 基地营业收入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经营实体和入驻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提供劳务技术服务所取得的营

业收入总额。计量单位：万元。

5.5.1.2 入驻企业数量

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内除经营实体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的企业数量。计

量单位：个。

5.5.1.3 基地税收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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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报告期内城郊大仓基地经营实体和入驻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提供劳务技术服务所缴纳的税

收总额。计量单位：万元。

5.5.2 人员就业

5.5.2.1 从业人员数量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经营实体及入驻企业所拥有的从业人员的总数量。计量单位：人。可按以

下类别进行统计：a)学历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b)技术职称：初

级技术职称人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高级技术支撑人员；c)技术等级：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

5.5.3 绿色环保

5.5.3.1 绿色建筑面积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绿色建筑占地面积。计量单位：平方米。

注：绿色建筑判定标准按照 GB/T 50378 执行。

5.5.3.2 新能源车辆数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内运营的货运车辆中，纳入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的

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货运汽车等新能源货运车辆的总数量。计量单位：辆。

5.5.3.3 可再生能源使用量

指报告期末城郊大仓基地运行中使用的可再生能源使用量。计量单位：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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