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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物流已经慢慢变成世界发展经济的新热点，然而我国的第三方物流有着诸多的不足与问题，本文运

用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分析研究近十年国内第三方物流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并结合行业发展现状及问

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和对策。研究发现：研究作者与机构合作较为分散，研究机构类别较为集中，研究

高频关键词是“电子商务”、“物流金融”、“供应链”、“物流外包”、“物流企业”。研究热点集

中在物流的系统模式与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时区图谱显示第三方物流方面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热度趋

冷。分析行业发展现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国内物流基本法的缺少，导致第三方物流业秩序混乱；信息

化程度低，企业设施无法满足信息的及时有效交流；信息不对称，企业存在夸大专业服务能力；企业可

持续意识缺乏，资源浪费，污染环境；高级物流专业人才缺少，影响企业健康发展。最后对法律建设、

信息化水平、可持续性发展潜力以及人才的培养方面等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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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logistics has slowly become a new hot spot in the world’s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
er, our country’s third-party logistics has many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This article uses Ci-
teSpace literatur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of domestic third-party lo-
gistics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are relatively scattered,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e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the research are “e-commerce”, “logistics 
finance”, “supply chain”, “logistics outsourcing”, and “logistics enterprise”. Research hotspots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logistics system model and third-party logistics enterprise services. The time 
zone map shows that third-party logistics research has become more mature and the heat is get-
ting colder.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found the following prob-
lems: the lack of basic domestic logistics laws has led to chaos in the third-party logistics industry;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ization is low, and corporate facilities cannot meet the timely and effec-
tiv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mpanies have exaggerated professional 
service capabilities; companies lack sustainability awareness, was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lack of senior logistics professionals affect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
prises. Finally,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deficiencies in legal 
construction, informatization leve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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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新兴服务业，有着巨大的潜力。物流业的发展导致了更多的产品开始流通、

消费和销售，更多的物流活动在持续进行，成本也一直增加，现代物流已经慢慢变成世界发展经济的新

热点，单一的运输业务不断发展，慢慢发展到综合物流服务，经过市场激烈的淘汰发展，逐渐成为中国

的重要基础产业之一。物流服务被企业外包出去，逐渐形成了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可以节省企业不

必要的投入，可以降低物流成本大约 20%。全世界第三方物流市场规模已达到了 8196 亿美元。英国物流

市场中第三方物流占四分之三，美国占一半以上，在日本比例占到五分之四。 
第三方物流(Thrid-Party Logistics)泛指是相对于收货方和发货方的第三方，没有直接参与商品交易过

程，只是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物流代理服务。生产经营企业把物流活动委托于专门做物流的企业，而其

集中投入于自身的主要业务。Bottani (2006)研究第三方物流行业客户满意情况，运用 QFD 技术研究发现

通过改善物流情况可以很好地提高合作客户的满意度[1]。Aguezzoul (2014)通过 67 篇第三方物流文章分

析，研究发现第三方物流选择具有实证性，与不同地区国家的外包物流活动有关，并且确定了 11 个指标

来评估第三方物流[2]。潘灿辉(2019)以电子商务发展的背景下，分析我国第三方物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提出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3]。郭芳芳(2017)研究我国第三方物流法律监管的相关问题，提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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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策[4]。杨望(2017)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我国第三方物流绿色增长等相关问题[5]。严利霞(2017
年)，分析国内外第三方物流现状，提出使用成本核算方法，通过改善税收政策成本，减少在第三增值税

率提高三方物流业抵扣增值税的项目[6]。黄希仑(2016)以跨境电商的发展的环境下分析我国第三方物流

的发展，提出相关问题，从而让跨境物流更加专业标准[7]。楼巧玲(2018 年)从信息化、人才管理、成本

控制等方面探讨第三方物流企业可持续性发展[8]。 
总的来说，更多的学者重点研究第三方物流的相关理论，更侧重于行业的发展战略以及信息建设，

同时国内学者也较少用文献量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国内第三方物流研究情况，仅有武佩剑(2018)创新的运

用 CiteSpace 来研究中国 20 年物流研究的发展情况[9]。汪文生(2019 年)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2009~2018 年国内第三方物流文献[10]。故本研究把第三方物流的学术研究与行业发展状况结合分析，通

过文献可视化方法分析近十年国内核心期刊中第三方物流的研究热点，并结合行业发展现状，从法律政

策、信息平台、物流企业人才等方向进行探讨，希望可以给他人有所借鉴，提供思路，给后来研究者有

所启发。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为了系统地了解我国第三方物流的研究趋势，挖掘第三方物流的研究规律和特点，本论文利用文献

可视化分析软 CiteSpace，对国内第三方物流研究进行量化分析，绘制知识图谱，CiteSpace 知识图谱可以

帮助扩宽视野，改变认知角度，了解学科领域的研究演进历程[11]，本论文以近十年中国知网(CNKI)收
录的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以“第三方物流”为关键词，2011 年 1 月 1
日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检索中文期刊论文共 919 篇，根据关键词、研究主题等信息，筛除无关的数

据，最后得到 731 篇有效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绘制知识图谱，揭示第三方物流研究演进历程和未来

趋势，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3. 第三方物流的 CiteSpace 分析 

3.1. 作者机构合作分析 

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该领域的学者、机构是分不开的。作者共现图谱可以用来寻找发表大量文章

的作者。发表的文章数量是作者生产知识能力的指标，作者的引用也可以表明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12]。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第三方物流领域的研究学者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识别该领域的作者之间的

合作关系。在 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节点类型为关键词，时间窗口设置为 2011~2021，时间切片为 1，
网络裁剪设定为 Pathfinder，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作者、机构合作共现图谱(图 1)，如图所示，节点数为

1723，连线数为 1929，网络密度为 0.0013，图中明显看出作者与机构合作较为分散，尚未形成合作群。

根据词频显示，发文量超过 5 篇的机构共有 6 个，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生产力最高，依次

是北京物资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郑州大学管理工程系、淄博职业学院、河南牧业经济

学院，可以看出我国研究第三方物流的机构类别较为集中，经济管理学院与交通物流学院是第三方物流

的主要研究力量。国内近十年第三方物流研究最多的是黄敏学者，共发文 10 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

2017 年发表的《电商供应链物流服务契约设计与协调》，研究成本分担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机制对电商

与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的影响[13]。根据文献计量学分析中的公式： 

( )1/2
max0.749M N= ×  

maxN 指的是工作效率最高的作者发表的文章数量[14]。第三方物流研究中发文最多的作者为 10 篇，代入

公式求得阈值 2.4。通过选择至少发表过 3 篇文章的作者作为有效的作者，得出有效作者 23 位作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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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90 篇文章，占近十年第三方物流核心期刊文章总数的 9.8%。如图显示机构连线较少，表明机构间的

合作较少，第三方物流研究领域的学术合作还远远不够，大部分以独立为主。因此，鼓励来自不同机构

的学者之间加强学术合作，以分享相关知识和经验，对进一步推进第三方物流研究至关重要。 
 

 
Figure 1. Graph of third-party logistics research authors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图 1. 第三方物流研究作者、机构合作图谱 

3.2. 研究热点分析 

由于关键词是对文献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是研究主题的集中体现。分析关键词可梳理某一领域的

研究重点，关键词出现频次与研究热点呈正相关[15]。共现分析理论认为，关键词的共现关系与文献的研

究主题关系紧密[16]。在 CiteSpace 中，时间窗口设置为 2011~2021，节点为关键词，得到清晰、简约的

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2)，如图 2 所示。图谱中有 338 个节点，436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77。对比作

者、机构合作图谱分析节点和连线明星减少，但密度更高，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更强。 
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圆代表关键词的节点，其越大表明该主题出现的频次越高，节点间的连线代表

共现关系，粗细程度表明其共现的强度，圆的颜色和厚度表示该节点出现的时段，圆内年轮厚度越厚，

该领域主题研究越热门[17]。国内第三方物流研究频次在 10 以上的有 13 个主题。选取频次前三十的关键

词绘制表 1。如表 1 显示，国内第三方物流研究热点主题排名前 5 的是“电子商务”、“物流金融”、

“供应链”、“物流外包”、“物流企业”，这 5 个主题中心性也较高，说明它们是第三方物流的知识

图谱重要中介节点。其中“供应链”、“物流外包”、“逆向物流”、“物流模式”、“运作模式”等

关键词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我国物流的系统模式上，“物流服务”、“服务质量”、“服

务能力”、“评价体系”、等关键词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较为重视，反映出

第三方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对消费行为研究主题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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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ird-party logistics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2. 第三方物流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Hot vocabulary of third-party logistics 
表 1. 第三方物流的热点词汇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1 37 0.32 2011 电子商务 16 7 0.01 2014 现代物流 

2 24 0.1 2011 物流金融 17 6 0 2011 竞争力 

3 23 0.12 2012 供应链 18 6 0.02 2012 运作模式 

4 18 0.07 2011 物流外包 19 6 0.03 2011 物流管理 

5 16 0.05 2011 物流企业 20 5 0 2011 物流活动 

6 13 0.03 2011 农产品 21 5 0.01 2011 对策 

7 12 0.06 2011 逆向物流 22 5 0.01 2013 评价体系 

8 11 0.02 2012 物流模式 23 5 0.02 2013 营销策略 

9 11 0.06 2011 物流服务 24 5 0 2013 信息系统 

10 11 0.02 2011 物流配送 25 4 0 2013 物联网 

11 10 0.05 2011 物流成本 26 4 0 2016 网络设计 

12 10 0.03 2013 服务质量 27 4 0.03 2015 演化博弈 

13 10 0.02 2011 风险 28 4 0.01 2013 服务能力 

14 8 0.03 2011 中小企业 29 4 0.01 2013 物流联盟 

15 7 0.01 2012 冷链物流 30 4 0 2014 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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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趋势分析 

突变词是指一段时间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词，突现词频次的变化可以反映出研究领域的前沿和趋势。

如图 3 所示，“物流外包”、“中小企业”、“物流”、“电子商务”、“冷链物流”、为第三方物流

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物流外包”强度最高的热门研究主题。 
 

 
Figure 3. Third-party logistics emergent word map 
图 3. 第三方物流突现词图谱 
 

不同时期研究主题会不断变化，时区图可以观测到研究主题演进的过程。第三方物流研究的时区

图(图 4)直观呈现时间跨度上当年首次出现的关键词，显示了第三方物流研究在不同时区的热点特征与

发展过程。近十年国内第三方物流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平稳期(2011~2014 年)。这一

时期第三方物流在国内物流领域仍属于热门领域，在这阶段第三方物流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愈发多

元化，不仅仅研究物流模式，也开始关注企业信息化转型，绿色物流等其他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状态。

由于只选取了近十年研究，所以重点关注 2011 年后新产生的研究主题。涉及关键词有“物流模式”、

“服务质量”、“信息系统”、“法律关系”、“绿色物流”。研究的焦点涉及到第三方物流企业的

方方面面，较为全面。 
 

 
Figure 4. Third-party logistics time zone map 
图 4. 第三方物流时区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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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衰减期(2015~2021 年)。这一时期新增的研究主题明显减少，且频次都较低。涉及关键词

有“演化博弈”、“网络设计”、“协同管理”、“发展策略”、“物流信息”等。这一阶段国内的第

三方物流研究已经较为成熟。 

4. 行业发展现状及问题 

4.1. 我国第三方物流行业发展现状 

中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速度前无古人，15 年市场规模为 1638 亿美元，16 年第三方物流为企业订

单准确率方面增加了 5%，在降低仓储成本方面增加了 5%，在降低物流费用方面增加 9%，而在减少物

流固定资产方面整整增加了 15%。17 年市场规模已增长至 12,411 亿元，18 年增长 10.36%已达到 13,839
亿元。 

虽然我国第三方物流发展迅速但与国外物流企业比照，我国的物流行业发展时间短、程度低、经验

与科学理论不足。联合市场考察数据以及学术研究材料显示，我国优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还远远不足，

不利于行业的蓬勃发展。在 2013~2018 年 5 年中全世界物流企业调查数据中发现，中国排名靠前的企业

的资金只有几千万美元，相比全球靠前的企业超过几亿美元。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中，大部分以基础

运输业务为主，较少涉及工业运输、商业原材料运输等业务，较少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技术。较多停留

在人工操作管理阶段上。我国第三物流有 40%的企业是民间自营物流公司，30%是混合经营模式，而只

20%是专业做第三方物流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在地区上不集中而且全体利润较低，所以仅仅只能提供些

基本的物流运输服务，基础设施的不够全面，导致企业相应成本变高的后果。目前物流行业结构不断优

化，中国第三方物流企业往专业化进行发展，同时出现规模化的演变趋势，表现出明显的外包趋势。 

4.2. 我国第三方物流行业问题分析 

4.2.1. 物流法律建设滞后 
从传统物流到现代物流发展的过程中，现代物流行业对经济增长有着巨大贡献，所以现代物流的代

表第三方物流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中国物流法律建设相对滞后。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制定第三方物流的

基本法，对物流监管法律规范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进行，从而中国的第三方物流监管法律制度缺乏最低

限度的依据以及基本的原则性内容。第三方物流的参与者众多，行业领域比较广，结构多样并且复杂松

散，在缺乏第三方物流基本法的情况下，复杂的法律规范导致缺乏必要的协调性以及系统性，不同部门

与部门之间，不同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沟通，可能会在实践中产生不必要的冲突，从而降低法律权

威。法律监管约束力不够，各自为政，难以在实践中及时找到合适的法律规范，造成法律监管效率低。

地域上，各个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规范不同，并且可能存在冲突，可能还会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以及

产生市场堡垒，使第三方物流难以在不同地方实现沟通畅通，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产生不利影响。另一

方面中国物流行业协会是从事物流企业，研究和教学机构，以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相干行业

用户，具有公司地位的大中华区国际协会组织，具有帮助政府完善法律监管体系，培养物流人才等作用。

但物流行业协会的监管作用并不明显，缺乏权威性。例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最大的物流行业协

会，但其不具备强制监管权力，所以中国还没有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的物流行业协会，行业自律机

制不健全。同时准入机制也够不健全，《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中只对运输型的企业进行界定，而

没有对行业资本、技术指标进行量化方面的规定，导致很多没有发展能力的企业进入行业，影响中国第

三方物流行业的发展。我国物流法律建设滞后的相关问题已经大大影响我国第三方物流市场健康发展，

法律监管约束力不强，在不同地区难以沟通畅通不利于市场推广，准入门槛低使部分没有能力的企业进

入行业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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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信息化程度低以及信息不对称问题 
我们的第三方物流业还在初级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而且信息化技术水平

普遍不高，没有完善的信息技术服务体系。例如我国的物流市场的大部分软件是从国外引进，并不完全

适用我国的情况，我国物流软件供货方因为技术经验等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制作出专业性与适用性都高

的软件。同时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信息系统的兼容性还有所不足，没有办法满足信息的及时交流，

客户无法了解货物的实时更新，影响服务体验。我国大部分第三方物流企业还使用着过时的信息模块，

没有意识信息开发的重要性，信息系统难以对物流的流程中产生作用，从而降低了企业运行效率。大部

分物流企业使用人工分拣，导致错件、丢件等不良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很多第三方物流企业本身专

业能力不高但为了迎合需求方，经常会夸大专业服务能力，只向需求方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甚至提

供虚假信息。这些也会影响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健康发展。信息化程度低对我国第三方物流发展起着巨大

的阻碍，造成的丢件错件事件大大的影响民众对第三方物流的信任，同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会影响整

个行业的信誉。 

4.2.3. 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侧重于长远发展，出于可持续目的而进行的相关活动，第三方物流的迅

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危害，对资源造成了浪费。首先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

业管理理念相对落后，能源的利用率不高，同时大量使用交通工具，消耗了很多燃料，排放了很多有害

气体，造成大量的碳排放，严重污染环境，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18]。例如企业在包装上没有统一的标

准，往往每家公司的包装参差不齐，还存在着大量的过度包装现象，同时过度使用包装导致资源的大量

浪费，包装材料不进行二次利用，造成的材料垃圾既浪费人力财力又污染环境，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其

次在物流工程中运输发生事故，造成大量有害物质的泄露，这些物质往往不能自己消散，企业也没有能

力处理，会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比如轮船造成事故导致石油等有害物质的泄露，将导

致严重的不良后果，对海洋生态圈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企业缺少全面的操作流程标准，在装卸搬运中如

果操作不当，对员工的身体健康以及环境导致不良影响。行业可持续能力不强导致整个行业发展缓慢，

造成资源大量浪费，环境污染严重。 

4.2.4. 高级人才匾乏 
我国第三方物流行业发展的时间不长，专业人才并不充足。首先缺乏物流管理的专业高端人才，以

及跨领域的专家。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大批的缺乏物流的专业技术技能，并且缺少有技术职称的

专业人员，特别的第三方物流涉及范围广，缺少懂信息技术、管理技能、法律知识、金融外语等多领域

的复合型人才，人才的缺少成为是制约物流行业健康发展的客观原因。企业大部分员工招聘时不怎么考

虑员工的整体素质，其次企业内部的员工培养也有不足，只寻求降低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缺少一个

服务意识的培养，缺乏实用的物流管理理念，在员工职业规划方面有所不足，缺少标准的职业晋升体系，

在员工激励方面也没有的成效，所以员工的工作效率不高，服务质量也不高。 
高端人才的匮乏，普通员工能力较差的情况，极大的制约了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的长期发展。 

5. 对策研究与发展建议 

5.1. 完善中国第三方物流法律措施 

第三方物流行业近年来迅速发展，但法律法规的制定有所缺失，导致了管理不当，责任不清等一系

列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的不良问题。法律法规的建设可以更好的保证中国第三方物流行业的稳定发展，起

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一是应该完善第三方物流行业法律法规制度可以更好地规范行业秩序，使企业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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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经营，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调节规范中国的第三方物流行业。但是中国第三方物流行业至今还

没有基本法的规范，基本法的缺失很大程度的造成了目前行业中监管不足，标准不统一，各个部门，各

地市场之间难以协调沟通等一系列乱象的发生。行业法律体系中的核心便是基本法，基本法起统领作用，

是所有行业里的法律法规的参考依据，应当利用基础法对市场准入标准、行业技术标准等基本问题进行

规定。 
二是我国政府应该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如果不制定完善严格的准入条件，将导致行业主体水平参差

不齐，有些能力不足的企业强行进行第三方物流市场，造成管理上的诸多困难，影响市场的健康发展。

作为现代物流的代表，第三方物流业应重视市场的活动和竞争。应该平等对待不同的物流企业。降低不

正当竞争等不良情况的出现。有必要确保所有企业受到平等对待，并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以确保健

康的竞争环境。关于危险品的物流，在运输以及仓储环节中，严格的市场准入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确保

第三方物流的市场安全，应该严格规定企业的注册资本、企业管理人员的资质，完善和进一步区别于普

通物流业务的管理人员资格的特殊要求。 

5.2. 加强信息化建设以及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 

一是物流企业应该学习和使用物流信息技术，物流信息应用技术起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协

助他们及时完成物流服务，减少可能的物流风险，降低货物的损坏程度，并提高他们的物流服务水平。

应该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努力实现简洁有效的管理模式。我国的物流企业应该高度注重系统化的物流服

务。一是提供标准系统的服务，从而提高物流质量的水平。其次，应该在包装、运输、装卸、甚至资金

清算等不同方面，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从而让中国的物流企业的服务质量有新的提高。 
二是市场应该建设相应的信息共享平台，企业应建立完善的考察制度，并通过合理的多阶段履行合

同，来协助自身选择优质的第三方物流公司。我国物流行业缺乏合理的管理，监督，激励和约束机制，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有关政府部门还应采取适当的法律和政策，加强监管，以加强市场监管和履行

政府职能。为第三方物流市场提供优秀的信用环境，从而使代理商与委托方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5.3. 发展绿色第三方物流 

第三方物流的快速发展，政府提倡节约能源，减少排放并保护环境，环境保护迫在眉睫，首先政府

应该鼓励和惩罚性法规相结合，鼓励第三方物流公司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和设备，并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物

流业务的信息化和绿色化水平，并尽可能降低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降低能源消耗情况。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能源的过度使用，环境恶化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绿色物流的概念已逐渐普及。绿色物流

从环保角度出发建立绿色体系将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有利于社会经济发

展和大众消费观念的统一，其次物流企业可以利用更有效的管理模式。中国正在关注环境，并且正在经

历产业结构的优化。未来第三方物流的趋势是绿色物流，从生产到分销的绿色物流体系的建立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 
以往的第三方物流对环境造成了不良后果，但第三方物流自本身具备着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所以为

了取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第三方物流公司必须改变影响第三方物流公司发展的经营方式，建立完善的

绿色物流体系，有利于减少成本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从而增加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第三方物流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5.4. 培养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人才 

人才是物流行业发展的基础，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就是人才，一方面企业应该注重培养吸引更多人

才。中国第三方物流公司与国外公司之间的差距，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另一个是行业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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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的差距[13]。应该物流行业的人才培训，培养技能强管理能力强的物流人员是非常重要的。物流是一

门涉及管理，经济学，运筹学，系统工程，运输和信息技术的跨学科学科。第三方物流在中国起步较晚，

其理论研究尚未成熟。作为第三方物流公司，为了保持可持续竞争力，它还应积极努力的建立一支专业

高效的人才团队。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方法来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学校的坚实理论基础加上企业的实践经

验，可以更好地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建立一批技术先进的培训基地，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

让学生在实践经验中更好地学习贯通，激发创造性思维，从理论向实践转化，培养一批有能力有担当的

创新物流人才。同时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聘以及引进国外优秀人才来提高企业员工素质。 
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也应该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管理层应该自觉的学习先进物流知识技术，

做好企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并且建立完善的职业规范与员工晋升制度，让员工清楚

明白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同时注重员工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吸引并

留住人才。通过五项修炼原则，努力培养成一个学习型组织，一个学习能力强的组织可以为第三方物流

公司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用严格的管理制度来加强企业人员的管理，减少员工素质低下不负责等行为

的发生，提高员工素质和服务水平。 

6. 总结 

对近十年我国知网核心期刊中第三方物流的文献可视化分析得到，作者机构合作图谱显示作者与机

构合作较为分散，尚未形成合作群。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生产力最高，我国研究第三方物

流的机构类别较为集中，经济管理学院与交通物流学院是第三方物流的主要研究力量。有效作者 23 位作

者，发文占近十年第三方物流核心期刊文章总数的 9.8%，有效作者发文较少。关键词共现图谱显示国内

第三方物流研究高频关键词是“电子商务”、“物流金融”、“供应链”、“物流外包”、“物流企业”，

研究热点集中在我国物流的系统模式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服务质量，反映出第三方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对

消费行为研究主题的聚集。关键词时区图谱显示近十年国内第三方物流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为平稳期

(2011~2014 年)。在这阶段第三方物流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展，愈发多元化，不仅仅研究物流模式，也开始

关注企业信息化转型，绿色物流等其他领域，呈现百花齐放状态。研究的焦点涉及到第三方物流企业的

方方面面，较为全面。第二阶段是衰减期(2015~2021 年)。这一时期新增的研究主题明显减少，且频次都

较低。国内的第三方物流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热度趋冷。 
我国第三方物流起步较晚，仍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难以形成足够的国际竞争力，有着诸多问题。

本文从法律建设、信息化程度、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物流专业人才方面探讨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问

题，包括物流基本法的缺少，导致第三方物流业秩序混乱，缺乏必要的协调性以及系统性，不同部门

与部门之间，不同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沟通，给国家的管理带来许多不便。信息化程度低，企业

设施无法满足信息的及时有效交流，客户也无法实时查看货物的最新动态。信息不对称，企业夸大专

业服务能力，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可持续意识缺乏，资源浪费，污染环境。高级物流专业人才缺少，

影响企业健康发展。 
根据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例如，加强物流基本法的建设，便于更好地管理，来规范行

业发展。建议企业运用信息技术，实现高效的管理模式。鼓励发展绿色物流来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培养机制等方法培养企业所需求的高级物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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