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部等 10 部门关于推广标准托盘发展单元化物流

的意见 
2018 年 01 月 19 日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 

  

商流通函[2017]96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财政、交通运输、统计、邮政、质量技术监督、市场监督管理、铁路部门（集团公司），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 

托盘作为物流集装单元器具，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流通领域，推广应用标准托盘（以下

均指 1200mm×1000mm 平面尺寸）、发展单元化物流，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的有效措施。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

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73 号），加快推广标准托盘、发展单元化物流，

促进物流提质增效，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思路 

从标准托盘推广应用切入，促进包装箱、周转箱（筐）、货运车厢、集装箱等物流载

具标准衔接，提升物流上下游设施设备和服务标准化水平。以托盘、周转箱（筐）为集装单

元、作业单元、计量单元和数据单元，发展单元化物流，推进物流链各环节高效运作，各主

体信息顺畅交换。 

（二）工作原则 



 

 

坚持市场主导。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模式创新为动力，以信息

技术为支撑，鼓励标准托盘在适用领域广泛应用。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解决设施设备不衔接、循环共用体系不完善、物流运作规范不统

一、信息数据交互不顺畅等问题，实现物流一体化运作。 

坚持协同推进。发挥商贸、生产、物流企业及设备运营商等各方面作用，鼓励联盟合

作和区域联动，以点连线、以线联网，协同推进物流标准化。 

（三）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物流标准化水平明显提升。标准托盘占全国托盘保有量比例由目前的 27%

提高到 32%以上，适用领域占比由目前的 65%提高到 70%以上。物流降本增效取得明显进

展。企业装卸成本大幅降低，货损率显著下降，装卸货效率、车辆周转率明显提高。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标准托盘推广应用。重点在快消品、农产品、药品、电商、中小型电器和

工业零部件等适用领域，推广规格统一、质量合格的标准托盘。鼓励托盘生产企业从供给端

减少一次性托盘、非标托盘的生产与供应。鼓励用户以租赁、转售、交换等形式使用标准托

盘，促进托盘沿供应链流转，减少托盘自购自用和静态使用。加快淘汰存量非标托盘，鼓励

采用“回购返租”等创新模式实现非标托盘转换。 

（二）促进物流链各环节标准化衔接。推动单元化物流载具应用并与标准托盘衔接配

套，鼓励产品制造环节采用符合 600mm×400mm 模数系列的包装箱，鼓励商品流通环节

采用 600mm×400mm 模数系列的周转箱（筐），鼓励物流运输环节推广外廓尺寸为

2550mm（冷藏货运车辆外廓 2600mm）的货运车辆。推动物流配套设施设备标准化，适

应托盘一贯化运作。鼓励对仓库、配送中心、零售门店等物流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和改造，

对存储、装卸、搬运、分拣、包装等设备进行标准化投入和更新。 



 

 

（三）推进物流载具循环共用。逐步建立以全国运营为主体、区域运营为补充、相互

协同开放的托盘、周转箱（筐）循环共用体系，为发展单元化物流提供保障。鼓励物流载具

运营企业做大做强，扩大标准托盘、周转箱（筐）运营规模，通过自建、共建、合作等多种

方式拓展公共运营网点，为用户提供托盘、周转箱提取、退还、调拨、维修、数据等便利化、

信息化服务。鼓励物流载具生产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物流园区发挥各自优势，盘活存量

标准托盘、周转箱（筐），拓展租赁运营服务。鼓励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加强物流载具循环

共用线上服务，探索模式创新，整合线下物流资源，提高物流载具循环共用水平。鼓励各类

运营主体加强协同合作，实现规则互通、资源共享和网络融合。鼓励开展托盘认证，制定托

盘交换规则，探索建立托盘租赁、交换相结合的自由流转机制。 

（四）推进物流单元化、一体化运作。以托盘、包装箱、周转箱（筐）、集装箱为单

元，推动包装、储存、装卸、搬运、分拣、配送、运输等物流各环节一体化运作。鼓励生产

制造企业使用标准托盘、包装箱（600mm×400mm 模数系列）将产品整合为规格化、标

准化的集装单元，从源头发展单元化物流。鼓励物流企业将标准集装单元与共同配送、集装

箱运输、多式联运相结合，推广带托盘运输，提高港口、场站、仓库装卸效率和空间利用率。

鼓励批发、零售、电商等流通企业以标准托盘、周转箱（筐）为集装单元和计量单元，进行

采购订货、计算运费、收发货和验货，推动流通全过程“不倒托”、“不倒箱”，优化商业

流程和流通组织方式，减少流通环节和货物损耗。 

（五）提高物流链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拓展标准托盘、周转箱（筐）的信息承载功

能，从集装单元提升为数据单元，应用全球统一编码标识（GS1），探索托盘条码与商品条

码、箱码、物流单元代码关联衔接，推动物流链上下游企业数据传输交换顺畅。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加强数据分析应用，挖掘商业价值，优化

生产、流通、销售及追溯管理，以智能物流载具为节点打造智慧供应链。 



 

 

（六）推广先进成熟模式。推广“集团整体推进”模式，鼓励集团型企业整合内部资

源，统一托盘采购、租赁、带托盘运输等业务，依托网点优势，实现全国托盘循环共用；推

广“供应链协同推进”模式，鼓励生产企业、连锁商贸企业等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结对子”、

“建联盟”，开展统一租赁、托盘互换，协同推进托盘标准化；推广“社会化服务推进”模

式，鼓励第三方物流企业、托盘租赁运营企业依托服务供需两端的客户资源优势，引导用户

从托盘自购向租赁转变，从仓库内部使用向带托盘运输转变，从企业自用向循环共用转变；

推广“平台整合推进”模式，鼓励平台型企业发挥信息化优势，整合托盘供方、需方、运营

方等各类资源，为用户提供开放式循环共用服务，推动标准托盘广泛应用。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标准体系。围绕标准托盘及其循环共用，开展包装箱、周转箱（筐）、托

盘、集装箱等集装单元器具标准研究，促进物流链上下游设施设备标准、信息标准、服务标

准相衔接。鼓励行业组织制定先进的团体标准，完善带托运输通用规则、货物堆码通用规则、

托盘交换规则、诚信交接免验货机制，推进托盘循环共用和单元化物流发展。（国家标准委、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负责） 

（二）加大政策扶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创新扶持政策，支持跨区域联动、辐射带动

周边的项目，对在外地注册法人但在当地有实体的非法人机构，及在当地注册法人但在外地

建设实体的机构，均可在当地申报项目，促进大物流、大流通发展。（商务部、财政部、地

方有关部门负责）按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托盘及集装箱单元共用系

统建设、运营。（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出台支持标准托盘应用和

单元化物流发展的相关扶持政策。（地方有关部门负责） 

（三）营造市场环境。研究成立托盘认证技术委员会，推动有关机构开展托盘质量认

证，从供给侧统一托盘规格、标识和质量，形成标准托盘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为托盘交换



 

 

共用打好基础。（商务部、国家标准委、国家认监委负责）引导电商和物流企业推广标准包

装箱、周转箱（筐）和托盘箱（笼），开展绿色包装认证。（商务部、国家邮政局、国家认

监委负责）支持港口、场站等发展带托盘运输和多式联运。（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

负责）指导用户企业对以标准托盘、周转箱（筐）为计量单位的合作方，给予优先收货、开

辟绿色通道等优惠措施。（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四）加强统计培训。研究建立物流标准化统计制度（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发展改

革委负责）发挥有关协会、联盟和研究机构作用，定期开展标准托盘应用情况调查，监测分

析相关成本、效率指标，加强标准宣贯和专业培训，加大典型案例推广力度，提高物流标准

化认识。（有关协会、联盟、研究机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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