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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开展社会物流统计核算是研判物流运行情况和发展趋

势、推动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依据，更是推动建设现代流通

体系的重要内容。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国办发〔2022〕17号）、

《“十四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国办发〔2021〕4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关于加强物流

统计监测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3〕87号）和《浙

江省现代物流“十四五”发展规划》（浙发改规划〔2021〕82

号）、《浙江省冷链物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浙服务业办〔2023〕2号）相关部署，优化完善浙

江省现代物流业统计制度，构建现代物流统计体系，特修订

形成《浙江省社会物流统计报表编制指南（2023年版）》。

编制社会物流统计报表是开展社会物流统计核算的一

项基础性工作。通过报表可以细分社会物流总额、总费用和

总收入的主要环节，了解各环节的费用现状和降本空间，预

测未来降本潜力，从而有助于制定推动物流降本增效的具体

举措。社会物流统计报表所需数据应要按照以下顺序优先采

用：一是统计年鉴、公报和普查数据；二是行业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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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统计数据；三是企业专题调研数据；四

是文献和专家估算数据。

本次编制指南依据国家统计局批准的《社会物流统计调

查制度》（2022年版）制定，是开展省市两级细分领域社会

物流统计报表编制的初步探索，考虑到省级社会物流统计报

表编制方法的复杂性，本指南必然还存在许多不足。希望相

关单位在使用过程中能够及时反馈意见，以便不断完善本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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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调查表填报

社会物流基层调查表包括法人单位基本情况（浙物流统

调 1-1 表）、物流企业经营情况（浙物流统调 1-2表）、企

业物流状况（浙物流统调 1-3表）和物流业景气指数和绿色

物流发展指数情况（浙物流统调 1-4表）。其中，1-1表法人

单位基本情况和 1-4表物流业景气指数和绿色物流发展指数

情况，相关指标易理解和获取，本指南不再赘述。

一、物流企业经营情况表（浙物流统调 1-2表）填报

本表格由物流企业填写，主要包括物流活动实物量、物

流业务收入、物流业务成本和其他数据。

（一）物流活动实物量数据

包括货运量、周转量、配送（流通加工、包装）量、装

卸搬运量、吞吐量、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数据主要来源于

各物流企业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系统。企业应结合

自身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对以上数据口径有选择地进行填

报。如部分货物以件、台、套等单位统计，可按照货车吨位

和车次进行估算。具体如下：

1.货运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实际运送

到目的地并卸完的货物重量。

2.周转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实际完成

运送过程的货物运输工作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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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周转量（吨公里）= Σ（每批货物重量×该批货物的

运送距离）。

3.配送（流通加工、包装）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根据用

户的要求，对货物进行拣选、加工、包装、分割、组配等作

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货物重量。

4.装卸搬运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指定地点以人力或机

械载入、卸出运输工具对物品进行空间移动作业的货物重量。

5.吞吐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进入（仓库或港口）和送出

货物总量。计算公式为：

货物吞吐量=进入货物重量＋送出货物重量。

6.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将单一、分散

的订单管理、采购执行、报关退税、物流管理、资金融通、

数据管理、贸易商务、结算等进行一体化整合的服务订单数

量。

（二）业务收入数据

业务收入主要指报告期内企业通过物流（冷链物流）业

务活动取得的收入，由配送（流通加工、包装）收入、信息

及相关服务收入、货代业务收入、供应链物流业务收入、仓

储收入、运输收入和装卸搬运收入相加获得，数据来源主要

为利润表。企业应结合自身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对以上数

据口径有选择地进行填报。具体如下：

1.冷链物流业务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以冷冻工艺为基

础、制冷技术为手段，使冷链物品从生产、流通、销售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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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下，以保证冷链

物品质量，减少冷链物品损耗的物流业务所取得的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冷链物流业务收入的本期金额数。

2.配送（流通加工、包装）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完成

货物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业务所取得的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业务收

入的本期金额数。

3.信息及相关服务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完成信息及相

关服务业务所取得的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信息及相关服务业务收入的本期

金额数。

4.货代业务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从事货运代理业务取

得的收入。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货运代理业务收入的本期金额数。

5.供应链物流业务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完成供应链物

流业务所取得的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供应链物流业务收入的本期金额

数。

6.仓储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完成货物仓储业务所取得

的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仓储业务收入的本期金额数。

7.运输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完成各种运输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含监管收入）。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运输业务收入的本期金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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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装卸搬运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完成装卸搬运业务所

取得的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装卸搬运业务收入的本期金额数。

（三）业务成本数据

业务成本主要指报告期内企业从事物流（冷链物流）业

务活动所发生的成本总额，由配送（流通加工、包装）成本、

信息及相关服务成本、货代业务成本、供应链物流业务成本、

仓储成本、运输成本（含燃料成本）、装卸搬运成本和管理

成本相加获得，数据来源主要为利润表。企业应结合自身业

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对以上数据口径有选择地进行填报。具

体如下：

1.冷链物流业务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以冷冻工艺为基

础、制冷技术为手段，使冷链物品从生产、流通、销售到消

费者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下，以保证冷链

物品质量，减少冷链物品损耗的物流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冷链物流业务成本的本期金额

数。

2.配送（流通加工、包装）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完

成货物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业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

括支付外部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费用和企业自身完成配

送（流通加工、包装）业务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业务人员的

工资福利、配送设施折旧、燃料与动力消耗、设施设备维修

保养费、业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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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利润表”中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业务成

本的本期金额数。

3.信息及相关服务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完成信息及

相关服务业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外部信息及相关

业务费用和本企业内部信息及相关服务业务费用。包括信息

及相关业务的业务人员工资福利、信息及相关业务设施折旧、

燃料与动力消耗、设施设备维修保养费、业务费。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信息及相关服务业务成本的本期

金额数。

4.货代业务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从事货运代理业务活

动而发生的成本。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货运代理业务成本的本期金额数。

5.供应链物流业务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从事供应链物

流业务活动而发生的成本。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供应链物流业务成本的本期金额

数。

6.仓储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完成货物储存业务而发

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业务人员的工资福利、仓库设施折旧、

水电费、燃料与动力消耗、设施设备维修保养费、业务费。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仓储业务成本的本期金额数。

7.运输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完成货物运输业务而发

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外部运输费和自有车辆运输费。包

括从事货物运输业务人员的工资福利、车辆（船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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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折旧、燃料与动力消耗、过路过桥费、维修保养费、

年检费、企业货物运输业务费。

其中，燃料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完成运输业务消耗的

燃油费用。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运输业务成本的本期金额数以及

燃油费用的本期金额数。

8.装卸搬运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完成货物装卸搬运

业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业务人员的工资福利、装卸搬

运设施折旧、燃料与动力消耗、设施设备维修保养费、业务

费。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装卸搬运业务成本的本期金额数。

9.管理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董

事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物流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管理业务成本的本期金额数。

（四）其他数据

其他数据主要用于物流行业运行情况监测，可体现行业

资金、盈利和税收变化等情况，数据来源主要为利润表、资

产负债表。具体如下：

1.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物流服务而给予

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

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

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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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

的支出。

数据来源：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

额填报；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应从资产负债表中

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

2.营业利润：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

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再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执行

《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

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再加上投资收益后的金额；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营业利润为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后，再减去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后的金额。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的本期金额数。

3.实缴税费总额：指报告期内企业实际缴纳的各项税金、

特种基金和附加费等（不含关税和企业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按当年实际发生额填报。

4.资产总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

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

产一般按流动性（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分为流动资

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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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

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资产总计＝流动资产合计＋非流动资产

合计；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

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等。

数据来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

数。

5.流动资产合计：资产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应归为流动资

产：（1）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耗用，

主要包括存货、应收账款等；（2）主要为交易目的而持有；

（3）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变现；（4）

自资产负债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

受限制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

收账款、存货等项目。

数据来源：“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合计”项目的期末

余额数。

其中，应收账款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经营活

动所形成的债权，包括应向客户收取的货款、增值税款和为

客户代垫的运杂费等。

数据来源：“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的期末余额

数。

6.负债合计：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

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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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负债合计＝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

负债合计；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负债包括流动负债

和长期负债。

数据来源：“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

数。

7.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

定资产折旧累计数。

数据来源：“资产负债表”中“累计折旧”科目的期末贷方

余额。

二、企业物流经营情况表（浙物流统调 1-3表）填报

本表格由工业、批发零售企业填写，主要包括物流活动

实物量、物流成本和其他数据。

（一）物流活动实物量数据

主要指货运量，即报告期内企业因采购、销售、回收、

废弃的过程中，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实际运送到目的地并卸完

的货物总重量。如部分货物以件、台、套等单位统计，可按

照货车吨位和车次进行估算。具体包括两部分：

1.自运货运量: 指报告期内由本企业自行完成运输的货

物重量。

2.委托代理货运量: 指报告期内委托本单位以外的企业

（单位）完成运输的货物重量。

数据来源：数据主要来源为企业自建或第三方物流企业

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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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流成本数据

物流业务成本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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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业和批零企

业，主要为对外支付的物流成本，由配送（流通加工、包装）

成本、信息及相关服务成本、装卸搬运和仓储成本、运输成

本、货物损耗成本、保险成本、利息成本和管理成本相加获

得，数据来源主要为利润表。企业应结合自身业务开展的实

际情况，对以上数据口径有选择地进行填报。具体如下：

1.对外支付的物流成本: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进、销售

货物过程中，将物流业务以合同的方式委托给专业的物流公

司运作所支付的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信息及相关服务、

装卸搬运、仓储和运输费用。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对外支付的配送（流通加工、包

装）费用、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装卸搬运和仓储费用、运

输费用等物流成本的本期金额数。

2.配送（流通加工、包装）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

进、销售货物过程中，为完成货物配送（流通加工、包装）

业务所支付的费用。包括支付外部配送（流通加工、包装）

费和企业自身完成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业务所发生的费

用。包括业务人员的工资福利、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设

施折旧、燃料与动力消耗、设施设备维修保养费、业务费。

数据来源：企业财务报表中组配、包装或套装等车间（部

门）的财务科目明细表的本期金额数，需区分支付给第三方

的费用和自身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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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及相关服务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进、销售

货物过程中，支付的信息处理费用，包括物流信息设施硬件

购买维修、服务费、设施设备折旧等。

数据来源：企业财务报表中信息管理部门的财务科目明

细表的本期金额数，需区分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和自身成本。

4.装卸搬运和仓储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进、销售

货物过程中，为装卸搬运活动和储存货物所支付的费用。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装卸搬运、仓储费用或租金的本

期金额数，需区分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和自身成本。如仓库

为企业自建，则基于企业建筑租金总额，按照原材料、产成

品仓库以及流通加工、包装车间（部门）的建筑面积占全部

建筑总面积比例进行分摊。

5.运输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进、销售货物过程中

由于物品运输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的运费、为运输

发生的辅助服务费、货运代理费等。

数据来源：企业财务报表中采购和销售部门的财务科目

明细表的本期金额数，需区分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和自身成

本。

6.货物损耗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进、销售货物过

程中，因物品损耗，包括破损维修与完全损毁而发生的价值

丧失，同时也包括部分时效性要求高的物品因物流时间较长

而产生的折旧贬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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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企业财务报表中采购和销售部门的财务科目

明细表的本期金额数，需区分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和自身成

本。

7.保险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进、销售货物过程中，

为预防和减少因物品丢失、损毁造成的损失，与社会保险部

门共同承担风险，向社会保险部门支付的物品财产保险费用。

数据来源：企业财务报表中行政管理部门的财务科目明

细表的本期金额数。

8.利息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购进、销售货物过程中，

由于资金的占用而需承担的利息支出。包括为购买原材料和

产品发生的贷款利息支出以及存货占用自有资金所产生的

机会成本。

数据来源：“利润表”贷款的本期金额数、“资产负债表”

存货的本期金额数，以及人行杭州中心支行公布的银行年均

贷款利率。

9.管理成本：指报告期内企业的物流管理部门，因组织

和管理各项物流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员报酬、

办公费用、教育培训、劳动保险、车船使用等各种属于管理

费用科目的费用。

数据来源：企业财务报表中物流管理人员相关费用的本

期金额数。如管理人员身兼数职，则根据其从事物流管理工

作的比例进行估算。

（三）其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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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主要为商品购进额、商品销售额以及存货数据，

主要用于测算社会物流总额和社会物流总费用，数据来源主

要为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具体如下：

1.商品购进额：指从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包

括从国外直接进口）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金额（含

增值税）。

商品购进包括：（1）从工农业生产者、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出版社或报社的出版发行部门和

其他服务业企业购进的商品；（2）从机关团体、事业单位

购进的商品；（3）从海关、市场管理部门购进的缉私和没

收的商品；（4）从居民收购的废旧商品等。

不包括：（1）企业为本单位自身经营用，不是作为转

卖而购进的商品，如材料物资、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办公

用品等；（2）未通过买卖行为而收入的商品，如接受其他

部门移交的商品、借入的商品、收入代其他单位保管的商品、

其他单位赠送的样品、加工回收的成品等；（3）经本单位

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

（4）销售退回和买方拒付货款的商品；（5）商品溢余。

购进的各种商品不论是否进入本单位仓库，凡是通过本

企业结算货款的，都包括在内。从国内购进的商品，以进货

全价计算商品购进，包括原始进价（或农副产品收购价）和

购入环节缴纳的各项税金（包括增值税），企业购进商品发

生的购进折扣、退回和折让，及购进商品发生的经确认的索

赔收入，冲减商品购进金额。进口商品的国外进价按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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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如果对外合同以离岸价格（FOB）

成交，商品离开对方口岸后，应由我方企业负担的各项费用

也包括在商品购进的金额内，但不包括到达我国口岸后发生

的各项费用，收入的进口佣金冲减购进金额，不包括不易按

商品认定的佣金金额。企业委托其他单位代理进口的商品其

购进金额为实际支付给代理单位的全部价款。

其中，从外省市购进额指从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从

外省市购进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金额（含增值税）。

数据来源：“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的贷方发生

额，从外省市购进额可从企业采购部门信息系统或订单信息

系统的供应商清单明细进行区分。

其中，从国外购进额指从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从国

外购进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金额（含增值税）。

数据来源：“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的贷方发生

额，从国外购进额可从企业采购部门信息系统或订单信息系

统的供应商清单明细进行区分。

2.商品销售额：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商

品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含增值税）。

商品销售包括：（1）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用

的商品；（2）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国民经

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包括售予批发和零售业

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 (3 ) 对国（境）外直接出口

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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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销售不包括：（1）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品，

如随机构变动移交给其他企业单位的商品、借出的商品、归

还受其他单位委托代保管的商品、付出的加工原料和赠送给

其他单位的样品等；（2）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

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3）购货退回的商品；

（4）商品损耗和损失；（5）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废旧物资。

商品销售是指商品已经售出、商品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买

方后，以收到货款或取得收取货款的证据时作为商品销售。

（1）采取直接收款方式的，在实际收到货款或取得收款的

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结算方

式的，在发出商品并办妥托收手续时作为商品销售；采用分

期收款方式的，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作为商品销售；采用

预收货款方式的，在商品发出时作为商品销售；（2）委托

其他单位代销商品，以收到代销单位的销售清单时作为商品

销售。在交款提货的情况下，如货款已经收到，只要账单和

提货单已经交给买方，不论商品是否发出，都应作为商品销

售；（3）出口商品销售，陆路以取得承运货物收据或铁路

联运运单、海运以取得出口装船提单、空运以取得运单并在

银行办理了交单作业作为商品销售。预收货款不通过银行交

单的，取得以上提单、运单后作为商品销售。出口商品一律

以离岸价(FOB)计算商品销售，如按到岸价(CIF)对外成交的，

应扣除商品离境后发生的由我方负担的国外运费、保险费、

佣金（不包括不易按商品认定的累计佣金）、银行财务费和

对外理赔款等作为商品销售；（4）自营进口商品销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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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境内用户签订合同实行货到结算的，在商品到达我国境

内港口取得船舶到港通知，企业向订货单位开出结算凭证时

作为商品销售；合同规定对境内实行单向结算的，企业凭境

外账单向订货单位开出结算凭证时作为商品销售；已先期到

达并存放在相应的仓储企业单位库存的进口商品，企业凭出

库单向用户开出结算凭证后作为商品销售。

数据来源：“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收入的本期金额数。

3.存货：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

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

程中耗用的材料或物料等，通常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

品、产成品、商品以及周转材料等。注意：“存货”具有实物

形态，不属于无形资产，由于企业待有存货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出售，所以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购置的土地、尚未销

售的商品房等均计入“存货”。

数据来源：年初存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

目的年初余额数填报；年末存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存

货”项目的年末余额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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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物流总额

社会物流总额，即社会物流的物品总额，即报告期内，

社会物流物品的价值总额。主要由五部分组成，①进入需求

领域的农产品物流总额；②进入需求领域的工业品物流总额；

③外部流入货物物流总额，包括我国海关进口总额和从省外

流入的物品总额；④进入需求领域的再生资源物流总额；⑤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额。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省商务厅、浙

江省税务局、浙江省统计局、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省

邮政管理局等。具体如下：

一、农产品物流总额

指报告期内，由农业生产部门提供，进入需求领域，产

生从供应地向接受地实体流动的全部农林牧渔业产品价值

总额，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一）计算方法

农产品物流总额＝报告期内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二）数据来源

各级统计部门的农业统计资料。

二、工业品物流总额

报告期内，国内工业生产部门提供，进入需求领域，产

生从供应地向接受地实体流动的全部工业产品价值总额。即

工业生产部门的规模以上营业收入，但不包括不能以具体产

品体现的工业性作业营业收入，或不能通过一般性运输、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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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搬运等物流服务形式完成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营

业收入、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收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营

业收入。

（一）计算方法

工业品物流总额＝报告期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工

业性作业营业收入、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收入、燃

气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收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收入之

和）。

（二）数据来源

各级统计部门的工业统计资料。

三、外部流入货物物流总额

报告期内以人民币表示并经社会物流服务，从我省海关

进口和省外流入我省的物品价值总额。

（一）计算方法

外部流入货物物流总额=进口物品总值+从省外地区送

达浙江省的物品价值总额。

（二）数据来源

进口物品总值来自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统计资料；从省

外地区送达浙江省的物品价值总额有 3种测算方法，建议按

顺序优先采用，一是进项发票总额中扣除来自省内部分后得

到的发票总额，二是根据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数

据测算，三是来自重点企业调研。

四、再生资源物流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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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进入需求领域，经再生产加工后可重复利用

的废旧物资总额。

（一）计算方法

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行业（5191）

销售额。

（二）数据来源

浙江省统计局现行批发零售统计数据资料。

五、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额

报告期内，进入需求领域，经社会物流服务，从提供地

送达接收地的单位与居民的物品价值总额。包括电子商务服

务企业通过快递、快运渠道销售的实物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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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计算方法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额=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

（二）数据来源

邮政行业业务总量来自浙江省邮政管理局统计数据；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浙江省商务厅

公布的网络零售额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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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物流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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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主要划分为运输费用、保管费用、

管理费用三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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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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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要来自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浙江省统计局、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杭州铁路办事处、浙江省机场集团、国

家管网集团华东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国网

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中石化浙江分公司浙江省天然气开发

有限公司等。

一、运输费用

指社会物流活动中，国民经济各方面由于物品运输而支

付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给物品承运方的运费（即承运方的

货运收入）、支付给代理服务提供方的费用（即服务提供方

的货运业务收入）、支付给运输管理与投资部门的，由货主

方承担的各种交通建设基金、过路费、过桥费、过闸费等运

输附加费用。

运输费用＝运费＋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费用＋运输附

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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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时，根据铁路运输、道路运输、水上运输、航

空运输和管道运输不同的运输方式及对应的业务测算办法

分别计算。

（一）铁路运输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国民经济各方面因为物品经铁路运输

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给铁路运输部门的运费和铁路

运输部门按国家规定代收的铁路建设基金等，即铁路运输部

门取得的物流业务收入，即铁路部门现行收入统计中的货运

收入、其他收入中的货运与行李包裹部分和铁路运输部门实

际代收的铁路建设基金。

1.计算方法

铁路运输费用＝运费＋铁路建设基金＝铁路货物周转

量×铁路平均运价（含铁路建设基金）

2.数据来源

铁路货物周转量、铁路平均运价数据来自杭州铁路办事

处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道路运输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国民经济各方面因为物品道路运输而

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给物品运输承运方的运费（也即

运输承运方的货运收入）；由货主方承担的，支付给有关管

理和投资部门按规定收取的各种管理费、通行费等。

道路运输费用，既包括支付给专业物流、运输与辅助服

务企业的货运业务费用，同时也包括生产、流通、消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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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车辆承担完成的，属于需求领域的物品运输业务，理应

获得的收入部分。不包括客运业务费用。

1.计算方法

道路运输费用＝运费＋通行附加费＝道路货物周转量×

道路货物平均运价（含通行附加费）。

2.数据来源

道路货物周转量和通行附加费来自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道路货物平均运价根据浙物流统调 1-2表的调查数据计算，

计算公式为：道路平均运价=Σ调查公路货运企业运输业务收

入/Σ调查公路货运企业货物周转量

（三）水上运输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国民经济各方面因为物品水上运输而

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给物品运输承运方的运费（也即

水上运输承运方的货运业务收入）；由货主方承担的，有关

管理和投资部门按规定收取的各种航道维护费、港口建设费

等附加费。

水上运输费用既包括支付给专业物流、运输与辅助服务

企业的货运业务费用，同时也包括生产、流通、消费企业自

有船舶承担完成的，属于需求领域的物品运输业务，理应获

得的收入部分。

1.计算方法

水上运输费用＝运费＋附加费＝水上货物周转量×水上

货物平均运价（含航道维护费、港口附加费）。

2.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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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货运量、周转量、港口货物吞吐量等来自于浙江省

统计局和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水上货物平均运价根据浙物流

统调 1-2表的调查数据计算，计算公式为：水上货物平均运

价=Σ调查水上货运企业运输业务收入/Σ调查水上货运企业

货物周转量，其中我国已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取消航

道养护费、2021年 1月 1日全面取消港口建设费。

（四）航空运输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国民经济各方面因为物品航空运输而

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给航空运输承运方的运费（也即

航空运输公司的货邮运输业务收入）。

1.计算方法

航空运输费用＝航空货运吞吐量×航空货物平均运价。

2.数据来源

航空货运吞吐量来自浙江省机场集团，航空货物平均运

价根据浙物流统调 1-2表的调查数据计算，计算公式为：航

空货物平均运价=Σ调查航空货代企业货代业务收入/Σ调查

航空货代企业货物货运量。

（五）管道运输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因为物品管道运输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包括支付给管道运输承运方的输送费；储存保管费等，即管

道运输单位的货运业务收入。

数据来源：管道运输费用数据包括国家管网集团华东公

司、中石化浙江分公司、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的货运

业务收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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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国民经济各方面由两种及其以上的交

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完成的货物复合运输活动、其

他运输服务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支付给多式联运、代理

等服务提供方的费用（即服务提供方的货运业务收入）。

1.计算方法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费用＝货运量×平均多式联运和运

输代理费用率。

其他实际发生且由货主方承担的费用，未包含在前述几

项费用之中的，属于运输费用的，根据实际发生情况统计。

2.数据来源

货运量来自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和浙江省统计局，多式联

运和运输代理费用率根据浙物流统调 1-2表的调查数据计算，

计算公式为：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费用率=Σ调查多式联运和

运输代理相关企业物流业务收入/Σ调查物流企业货运量。

二、保管费用

指社会物流活动中，物品从最初的资源供应方（生产环

节、海关）向最终消费用户流动过程中，所发生的除运输费

用和管理费用之外的全部费用。包括：物流过程中因流动资

金的占用而需承担的利息费用；装卸搬运和仓储保管方面的

费用；流通中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信息及相关服务方

面的费用；物流过程中发生的保险费用和物品损耗费用等。

保管费用的基本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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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费用＝利息费用+装卸搬运和仓储费用+保险费用+

货物损耗费用+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配送（流通加工、包装）

费用+其他保管费用。

（一）利息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物品从最初的资源供应方（生产环节、

海关等）送达最终消费用户的过程中，因为流动资金的占用

而需承担的利息支出。包括占用银行的贷款所支付的利息和

占用自有资金应相应计算的利息成本。

1.计算方法

利息费用＝社会物流总额×社会物流流动资金平均占用

率×报告期银行贷款利率

式中，流动资金占用率是指报告期内，物品最初供给部

门完成全部物品从供给地流向最终需求地的社会物流活动

中，所占用的流动资金的比率。即：

社会物流流动资金平均占用率＝报告期流动资金平均

余额/报告期社会物流总额

2.数据来源

社会物流总额根据前述测算取得，社会物流流动资金平

均占用率根据浙物流统调 1-3表的调查数据计算，计算公式

为：社会物流流动资金平均占用率=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

业利息成本/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银行贷

款利率来源于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二）装卸搬运和仓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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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物流活动中，为装卸搬运活动和储存货物所支付的

费用。

1.计算方法

装卸搬运和仓储费用＝社会物流总额×社会物流平均装

卸搬运和仓储费用率。

式中，社会物流平均装卸搬运和仓储费用率，指报告期

内，各物品最初供给部门完成全部物品从供给地流向最终需

求地的社会物流活动中，装卸搬运和仓储费用额占各企业商

品销售额比例的综合平均数。

2.数据来源

社会物流平均装卸搬运和仓储费用率根据浙物流统调

1-3 表的调查数据计算，计算公式为：社会物流平均装卸搬

运和仓储费用率=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装卸搬运和仓

储成本/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

（三）保险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为预防和减少因物品丢失、损毁造成

的损失，与社会保险部门共同承担风险，向社会保险部门支

付的物品财产保险费用。

1.计算方法

保险费用＝社会物流总额×社会物流平均保险费用率。

式中，社会物流平均保险费用率，指报告期内，各物品

最初供给部门完成全部物品从供给地流向最终需求地的社

会物流活动中，保险费用额占各企业商品销售额比例的综合

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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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

社会物流平均保险费用率根据浙物流统调 1-3表的调查

数据计算，计算公式为：社会物流平均保险费用率=Σ调查工

业和批发零售企业保险成本/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商品

销售额。

（四）物品损耗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因物品的损耗，包括破损维修与完全

损毁而发生的价值丧失。同时也包括部分时效性要求高的物

品因物流时间较长而产生的折旧贬值损失。

1.计算方法

货物损耗费用＝社会物流总额×社会物流平均货物损耗

费用率。

式中，社会物流货物损耗费用率，是指报告期内，各物

品最初供给部门完成全部物品从供给地流向最终需求地的

社会物流活动中，货物损耗费用额占各企业商品销售额比例

的综合平均数。

2.数据来源

社会物流平均货物损耗费用率根据浙物流统调 1-3表的

调查数据计算，计算公式为：社会物流平均货物损耗费用率

=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货物损耗成本/Σ调查工业和批

发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

（五）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支付的信息处理费用，包括支付的外

部信息处理费用和本单位内部的信息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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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方法

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社会物流总额×社会物流平均信

息及相关服务费用率。

式中，社会物流平均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率，是指报告

期内各物品最初供给部门完成全部物品从供给地流向最终

需求地的社会物流活动中，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额占各企业

商品销售额比例的综合平均数。

2.数据来源

社会物流平均信息及相关服务费用率根据浙物流统调

1-3 表的调查数据计算，计算公式为：社会物流平均信息及

相关服务费用率=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信息及相关服

务成本/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

（六）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用户根据自身需要，要求物流服务提

供方完成对物品进行拣选、加工、分割、组配、包装等作业，

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所需支付的全部服务费用。

1.计算方法

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费用＝社会物流总额×社会物

流平均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费用率。

式中，社会物流平均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费用率，

是指报告期内，各物品最初供给部门从供给地流向最终需求

地的社会物流活动中，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费用额占各

企业商品销售额的综合平均数。

2.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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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物流平均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费用率根据浙物

流统调 1-3表的调查数据计算，计算公式为：社会物流平均

配送（流通加工、包装）费用率=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

配送（流通加工、包装）成本/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商

品销售额。

（七）其他保管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实际发生且由货主方承担的，未包含

在前述几项费用之中的，属于保管费用之中的费用，根据实

际发生情况统计。

三、管理费用

社会物流活动中，物品供需双方的管理部门，因组织和

管理各项物流活动所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员报酬、

办公费用、教育培训、劳动保险、车船使用等各种属于管理

费用科目的费用。

（一）计算方法

管理费用＝社会物流总额×物流管理费用率。

式中，社会物流平均管理费用率，是指报告期内，各物

品最初供给部门完成全部物品从供给地流向最终需求地的

社会物流活动中，管理费用额占各企业商品销售额比例的综

合平均数。

（二）数据来源

社会物流平均管理费用率根据浙物流统调 1-3表的调查

数据计算，计算公式为：社会物流平均管理费用率=Σ调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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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批发零售企业管理成本/Σ调查工业和批发零售企业商品

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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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物流总收入

物流业总收入是指报告期内，物流企业参与物流活动，

提供物流服务所取得的业务收入总额。包括物流活动中运输、

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等方面业务

活动的收入。物流业总收入主要包括运输收入和保管收入两

部分。

一、运输收入

物流企业参与物品运输而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物品运

输承运企业的货运收入；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企业的多

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务收入；交通建设基金、过路费、过桥

费、过闸费等货物运输附加费用，不包括生产、流通、消费

企业拥有的，非独立测算的物流业务部门完成的业务收入。

基本计算公式是：

运输收入＝货运收入（含附加费用）＋多式联运和运输

代理业务收入

二、保管收入

物流业参与物品配送、流通加工、包装、信息及相关服

务、装卸搬运、仓储保管和其他属于保管环节活动，所取得

的业务收入。基本计算公式是：

保管收入＝装卸搬运和仓储收入+信息及相关服务收入

+配送（流通加工、包装）收入+其他保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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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与保管费用测算基本一致，但需从保管费用中

扣减物流企业为自身保管业务服务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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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企业物流相关行业代码表

序号 重点行业名称 行业中类代码

1 工业

131-137、141-146、151-153、171-178、181-183、

191-195、211-214、221-223、241-246、251-254、

261-268、271-278、281-283、291、292、301-309、

311-314、321-325、331-339、341-348、351-359、

361-367、381-387、391-398、401-405、421、422

2 批发零售业 511-519、52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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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物流企业相关行业代码表

序号 重点行业名称 行业代码

1
铁路运输业

53（不含铁路旅客运输 531、客运火车站 5331、

铁路运输维护活动 5333）

2
道路运输业

54（不含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541、公路旅客运输

542、道路运输辅助活动 544）

5 水上运输业 55（不含水上旅客运输 551、客运港口 5531）

6
航空运输业

56（不含航空旅客运输 5611、观光游览航空服务

5622、体育航空运动服务 5623）

7 管道运输业 57

8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58（不含旅客票务代理 5822）

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59

10 邮政业 60

11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624

12 包装服务 7292

13 *轻小型起重设备制造 3431

14 *生产专用起重机制造 3432

15 *生产专用车辆制造 3433

16 *连续搬运设备制造 3434

17 *其他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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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3467

19 *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 6431

20 *物联网技术服务 6532

21 *供应链管理服务 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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