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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grain reserve and the basic functions of wharf and grain logistics, 
taking Shanghai Waigaoqiao foodstuff storage and dock projec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
cusses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logistics in China, and the specific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implementary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grain circulation, trying to lift 
the operational transit capacity of existing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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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粮食储备库及码头基本功能及粮食物流的研究，以上海外高桥粮食储备库及码头项目为例，

探讨了如何推动我国粮食物流发展，提升粮食流通效率的具体理论方法与实施措施，力图提升现有库区

运营中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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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粮食物流与流通效率问题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并且不可被忽视的战略

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粮食第三方物流，有利于提高粮食物流效率，减少粮食物流成本，促进我

国粮食战略安全。在现阶段，我国粮食物流量巨大，粮食流通网络不健全的问题十分突出，这一现状应

在未来粮食行业发展中加以重视并解决[1]。 
基于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和我国耕地分布不均的现状，河南、吉林、黑龙江等 13 个粮食主要产区贡献

了我国商品粮供给的 80%以上。在 2000 年左右，每年我国粮食总流量高达 1.7 亿吨，在 2015 年将预计

增加到 2.8 亿吨，在这其中，跨省粮食流通量将达到 1.4 亿吨。我国拥有如此巨大的粮食中转量，但是粮

食物流网络并不健全，仓储设施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粮食运送方式单一，粮食仓储与物流技术较为

落后，“四散”(散装、散运、散卸、散储)的流通技术能力还不成熟。 
其次，我国粮食物流成本占比过高，据测算，我国粮食物流企业平均成本高于国外同行约 10%

以上，这样高昂的价格使得我国的粮食物流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共同竞争。据查，国

内粮食从生产区运到销售区的流通费用，占到粮食销售价格的 30%~35%，而国外则是 20%~25%。同

时我国粮食物流环节中抛洒、碾碎等造成的数量损失占流通量的 5%~7%，一年损失粮食达 850~1190
万吨。 

综上所述，我国未来要建设多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粮食物流节点，创建节能、降耗、低成本的

粮食物流园区，所有物流设施的建设都在朝着这个趋势发展。 
为了保证粮食的使用价值，需要采取低温、烘干、降低水分、除虫、除杂等一系列技术措施。而应

在粮食运输等环节，采用大规模、专业化、少批次等措施，尽可能的减少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抛洒、碾

碎等浪费现象的出现。 
上海外高桥粮食储备库及码头项目(以下简称“外高桥粮储项目”)，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区域性的重要

粮食物流节点，但是由于原先规划的一些设施没有完全投产运行，导致园区设施无法充分运转造成经济

收益不佳。本着“推动粮食物流发展，提升粮食流通效率”这一基本原则，我们通过对库区现有规划结

构做出局部调整，力图提升现有库区运营中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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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ite Plan of Shanghai Waigaoqiao foodstuff storage and dock 
图 1. 上海外高桥粮食储备库及码头设施总体布局 

2. 项目简介 

2.1. 上海外高桥区位优势 

上海外高桥粮食储备库及码头设施(图 1)地处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五号，沟地区沪崇苏越江隧道工

程下游、规划赵家沟出口长江南侧，西侧为远东大道，与待建的浦东铁路北线相距约 100 米，距离上海

市中心约 22 公里，距离吴淞口约 20 公里，距离长江出海口约 25 公里。这里是连接国内运河与海运的重

要港口，拥有上海及长江流域庞大的粮食消费腹地，拥有庞大的粮食消费能力，也是北粮南运和进出口

粮食中转的重要节点之一[2]。 
外高桥粮储项目中，在交通设施方面，它拥有全面无缝连接的运输系统，集海港码头、内河码头、铁

路、公路于四位一体，可以发挥最大的货物中转能力；在仓储能力方面，包括中转库、储备库、油库等基

础设施，设备十分齐全；在加工设施方面，油脂、面粉、大米加工厂，是一个各个方面都比较完整的粮食

园区。此外，外高桥项目在信息化、自动化程度上也非常高，是目前国内非常先进的粮食物流企业。 
此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的设立也给外高桥粮储项目带来了新的机遇，除了做粮食以外还可以为

自贸区做其他商品的中转储备。 

2.2. 库区改良策略的意义 

本次针对库区功能提升提出的改良策略意义重大，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地位提升可以起到非常多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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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为国家的粮食物流系统做出重大贡献，从国家的粮食物流形势来看，这里应该是一个重

要的粮食物流节点，应尽快的发挥区域重要节点的作用。但是现在外高桥粮储项目还没有起到重要节点

的作用，在全国的粮食物流布局中，重要性还不够突显，所以应该完善设施，提高运营能力，融入全国

粮食物流网络系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粮食物流节点的战略布局，充分在降低粮食物流环节中所产

生的成本。 
其次，这个项目的提升可以为上海良友集团的发展做出贡献。业主单位要做大做强，完成国家制定

的粮食储备指标，平抑上海市粮食市场，就需要有一个龙头库来中转接卸粮食。上海地区同时也是一个

粮食大销区，外高桥粮储项目中转节点的建设，形成一个低成本高效益的仓库码头设施，可以给上海市

粮食市场的保障供给起到重要的作用。 
因此，外高桥粮储项目的功能提升完成以后，对企业的发展能够做出重要的贡献。 

3. 提升方案分析 

3.1. 方案设计原则 

业主单位希望外高桥项目成为一个百年的企业，在上海乃至全国粮食物流系统中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因此，设计单位力图把它规划设计的功能更完整，更能够适应市场，能够增加更多的效

益。建议业主单位增加粮食仓容，提升码头功能，增加仓储的多功能性，力求在本次局部的功能建

设能够提升整个粮食物流园区的活力，带动整个园区达到自给自足的良性循环。功能提升方案设计

是在充分利用现有空地和原有的设施，结合未来铁路和内河运输建成投入运营以后的整体情况来进

行分析提出的。 
在方案设计的原则中，本次考虑提升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改造码头，增加码头的品种和能

力，包括增加集装箱、件杂货等的发放能力等；第二是增加筒仓，增加筒仓主要是增加散粮的中转能

力；第三是增加楼房仓，增加楼房仓可以加大仓储面积，利用楼房仓的仓型特征来进行多功能、多类

型的仓储。 
本次物流提升改造的内容有以下问题暂不涉及：第一，油罐的容量和油脂方面的中转问题在本次规

划调整暂时不做考虑。计划将油罐等设施集中放置在二期用地以内；第二，没有考虑粮食加工能力的提

升。由于加工产能、加工品种、加工盈利等方面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在本次提升功能中，楼房仓

和筒库作为加工厂的原料仓和成品库，同时利用加工厂完成仓储设施的轮换作业，则能大大降低物流及

其他成本，可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此次库区功能提升主要针对的是这部分没有建成的区域，通过库区功能的提升，可以带动已建成区

域的发展，使整个库区形成高效完整的有机整体。 

3.2. 方案一介绍 

方案一(图 2)的特点：第一，增加了码头的宽度和引桥的宽度，这主要是提升码头的功能，使码头的

能力更加完整，增加码头接散粮、集装箱、杂货的能力；第二，在原有筒仓的一侧增加与原有筒仓一样

的一组筒仓，总仓容大约 16 万吨，可以增加整个项目散粮的中转能力，第三，将原有铁路线两旁的站台

仓改造建设为楼房仓，可以增加 50 万吨的储备仓容。在铁路线还没有建设的时候实施，不会影响未来铁

路线的建设；第四，考虑在主引桥和副引桥之间进行打桩补建，把这块水域的面积变成承台，通过承台

的建设变成水面上的一个堆场，可以进行货物的堆放，增加码头中转的多样性。以上四项内容，包括码

头改造，增加筒仓和建设楼房仓(不计算承台部分)大概的总投资估算需要 9.5 亿元。如果新增的设施投产

使用所带来经济效益(不含原有经济效益测算)，每年新增收入应在 1 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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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方案二介绍 

方案二(图 3)的特点，第一，仍然是增加码头的宽度和引桥的宽度。这两个宽度的增加同样是为了提

升码头的功能，使码头的能力更加完整，增加码头接散粮，集装箱，件杂货的能力；第二，将原有站台

仓改造为楼房仓。与方案一的区别是不再增加立筒仓，楼房仓的外围尺寸跟站台仓一样，可以提供仓储

面积 36 万平方米，原设计站台仓面积为 4.5 万平方米，提升后面积增加 31.5 万平米。这两项总投资预计

为 14.9 亿元，预计收入为 1.52 亿元。之所以投资增加，是因楼房仓建为六层后，建筑面积增加所致。 
该方案将楼房仓建设为六层后，把铁路专用线也纳入在其内，六层包括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其中

地下一层可作为低温仓，一层为准低温仓。此外，还可停放小型汽车约 3000 辆。同时，本方案中的楼房

仓与方案一中的楼房仓，位置可以互换。这寸土寸金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能够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

率，这也是之所以把站台仓改造成为楼房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增大库区

容积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创造良好的设施基础。 

3.4. 方案差异与比选优化 

方案一和方案二最大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方案一侧重于粮食“中转”能力，但也同时保证了必须

的粮食仓储能力；方案二侧重于粮食“仓储”能力，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最多的粮食仓储面积。就储存品

种来说，只建楼房仓的方案则更灵活一些，它庞大的仓储面积，为多种经营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

可以用来储存各种食品、饮料、件杂货等。就提升散粮的“中转速度”而言，方案一则更加具有优势。 
 

 
Figure 2. Project 1 
图 2. 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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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roject 2 
图 3. 方案二 
 

同时，设计单位还考虑了很多其他比选方案。例如码头的比选方案中，其中一种码头方案，将码头

面沿垂直方向，向上延伸，这样的好处是使得轮船搬运作业方便，但它则突破了原有规划的暗线，报批

手续会比较繁琐复杂。另一种码头方案，将码头面沿水平方向，向内延展，此种设计的优势是不需要报

批就可以建设，不利之处在于，轮船在港池内作业相对困难，大型船舶需要渡轮牵引托运。 
在筒仓的布置中，我们也考虑了若干种可能性方案。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第一种方案，将方案一的三

排筒仓改为两排，可以腾出一部分空间加宽楼房仓的面积；第二种方案，将筒仓与楼房仓贴临建设，优势就

是不会破坏原有道路和管网系统，同时也满足了筒仓与楼房仓的功能；第三种方案，原来的楼房仓和筒仓的

尺寸都不动，只是在原有筒仓的左右各加一排筒仓，这样尽可能的减少平面的改动；第四种方案，最大限

度的利用所有的空地，也是在保证原来的楼房仓和筒仓的尺寸都不动的前提下，在筒仓一侧增加一排，另

一侧增加两排筒仓。这就将所有的空地都利用起来，使整个库区的仓容最大化，但场地内会显得比较拥挤。 
对于楼房仓，设计单位也进行了不同方案的比选。把铁路专用线包在楼房仓内部，只有层数的区别，

而这两种方案将铁路专用线独立出来，这样可以使铁路专用线将来建设的灵活性就更大一些，包括两侧

都建楼房仓，和保留一侧的站台仓，只在另一侧建设楼房仓两种形式，第一种方式土地利用率更高，当

然投资更高，但未来使用中灵活性的更大，储存物品更多；第二种方式可以使筒库与楼房仓之间没那么

拥挤，空间感受更好一些，但土地利用率不高，投资也相对较少。 
同时在设计楼房仓方案的时候也力图解决楼房仓进出仓困难的问题。在垂直运输的基础上增设坡道，

将汽车开到楼房仓内部，这样可以使普通件杂货的中转更为便捷，也使仓库可以更加灵活的储存各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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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坡道的设置上可以选用集中盘旋式或是直线盘旋式。 
在楼房仓的进出粮方式中，进仓的时候，我们尽量利用原有的输送设施，增设转接口，将散粮通过

仓顶的皮带机送至溜管，每层的适当位置均设有直通本层的溜管，然后通过平仓机将粮食铺平。出仓的

时候，可以在楼房仓外侧的走廊里设出粮口，通过溜管直接溜送到下面装车或者进行其他作业。平仓机

可以将粮食推到出粮口，进出粮全过程均为机械自动化作业，充分提高了进出粮速度与效率。 

4. 结语 

通过我们的改进设计提案，第一，可以增加散粮的中转能力 160 万吨，增加码头集装箱的作业功能；

第二，可以增加件杂货的作业功能，整体提升了库区码头的功能；第三，增加了整个粮食的储备仓容，

可以装散粮的储备仓容是 50 万吨，同时也可以装载其它品种的物品，比如包粮或其他的件杂货甚至用于

停放小型汽车。此外，可以增加低温储存的功能，可以将楼房仓的部分作为低温仓，无论是存放粮食还

是水果饮料等需要低温保存的东西都可以储存。按此估算下来，预计每年可新增加的效益在人民币 1 至

1.5 亿元左右。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加速，未来粮食进出口量以及品种调剂

量将会继续上升，而上海外高桥粮食储备库及码头项目则有利于缓解长江流域航线运力紧张的矛盾，促

进长江流域和沿海粮食“四散”流通的发展。上海良友集团也力图将外高桥粮食储备库建设成为现代化

的粮食物流中心，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为沿江、沿海以及全国粮食物流业的发展、为亚太地区和国际粮

食物流业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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