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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区块链高速发展的今天，物流供应链也飞速繁荣发展，快捷的物流服务有效促进了电商行业发展。区

块链通过提供去中心化的公开透明账本和智能合约，能够打破信息不对称，帮助物流企业提高运输效率

和安全性，从而为物流行业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本文通过阐述区块链技术概念及特点，同时结合其在

物流供应链的具体影响路径，然后从冷链物流、危化品物流、外贸物流信息处理和反向物流等方面对区

块链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丰富相关研究，助力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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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he logistics supply chain is also soaring and 
booming, and fast logistics servic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Block-
chain provides decentralized open and transparent ledger and smart contract, which can break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help logistics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nd safety, thus providing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logistics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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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logistics industry by elaborating the concept and cha-
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while combining its specific impact path in the logistics supply 
chain, and then analyzes the impac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logistics industry from the 
aspects of cold-chain logistics, hazardous chemicals logistics, foreign trade logistic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reverse logistics, with a view to enriching the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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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经济在我国快速发展，作为新技术的区块链技术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自 2013 年以

来，电商行业蓬勃发展，我国物流市场飞速壮大，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物流大国。区块链技术

因其去中心化的特点，减少了物流业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实现物流行业降本增效，提高

物流企业经营质量，促进物流行业深度融合和健康发展。纵观国内外对区块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对

银行行业、数字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上的研究，忽视了其对物流业供应链的影响，本文以区块链技术为

着眼点，研究其在物流供应链的应用与前景。 

2. 区块链技术 

2.1. 区块链概念 

区块链技术最早产生于 2008 年，经历过三次发展，从刚开始以比特币为中心的电子现金系统成为现

在商业化使用的区块链技术 3.0。其中第一阶段区块链作为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系统，主要可以实现数字货

币快速交易并去除第三方监督；第二阶段则是增加智能合约功能，减少合约签订壁垒；第三阶段则是区

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数字系统渗透人机交互的方方面面，从而建构全球性的网络[1]。目前我国正处于第

一阶段，正向第二阶段发展。 
作为一种计算机应用模式，区块链的本质是一种公开透明的、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其中包含一连串

密钥和与之关联的数据块。每个数据块中都包含网络交易的信息代码[2]。公开透明指的是数据库内所有

账本数据皆有全部用户参与监督。去中心化指的是没有第三方参与监督，其中数据皆为真实可靠的，每

一次交易内容记录都可以由参与者访问和更新。 
区块链主要包括了非对称加密算法、共识机制、分布式账本和智能合约等内容。区块链的非对称加

密指的是其使用加密密钥对每个使用者的地址和交易过程进行独特的监督，节点与地点的不同共同构成

完整的交易账目的记账方式。共识机制指在加密过程后在数据块节点上对交易信息进行广播时，所有记

账节点根据共识机制记录交易信息，确保所有通过共识验证的交易记录真实有效并不能被篡改。分布式

账本指两个方面，分别是交易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和记录，多个节点在不同地址完成对交易账目记录的存

储过程。物流企业使用分布账本进行交易数据存储的流程如图 1 所示。智能合约同时对上述三种机制进

行保证，实质是对数据真实性进行检验后的合法规则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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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ogistics enterprise transaction data storage process 
图 1. 物流企业交易数据储存流程 

2.2. 区块链技术在物流业的应用 

当前许多物流业的参与者都无法实现直接信息交流，而如果引入区块链交易模式，仓储物流行业参

与者共同维护一个去中心化的公开透明账本，能帮助物流业减少成本浪费。物流业的区块链技术使用模

式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logistics industry 
图 2. 区块链技术在物流业的应用 
 
非对称加密算法与时间戳共同作用，确保区块链中交易对象的地址隐蔽和交易具体信息的安全性。

在物流行业中，既可以保护交易者的隐私安全，也可以保证物流商品的真实和可溯源性，在固定时间戳

的限制下，物流产品的具体信息无法随意更改，能帮助物流业避免产品质量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不

正当竞争问题。 
分布式账本帮助实现物流行业的“去中心化”。在物流业中的应用能将行业中的内部数据分散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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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节点，仓储与物流的线路都独自运营，同时对共同账本参与程度公平合理，维护物流系统的安全性的

同时完美的共享了备份好的物流数据。 
共识机制在物流业的应用场景主要在电商行业中，网购买家在进行购买商品的操作后，共识机制的

点对点信息传输即时性能帮助物流信息实时更新在区块中，帮助消费者实时掌握物流信息。智能合约是

没有第三方监督和操控的情况下，凭借交易代码实时生成的交易合约。物流业参与者在区块上的交易则

更加方便快捷，提高了交易的安全稳定性，减少了物流企业的成本，有效促进整个行业发展。 

3. 我国物流业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3.1. 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物流业繁荣发展。截至 2013 年，中国物流市场规模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物

流市场。据中国物流统计年鉴数据，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在 2013 年的 197.8 万亿元基础上，于 2023 年达

到 352.4 万亿元，实现了年均复合增长率 10%的显著突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在同期从 2013 年的 10.2
万亿元增至 2023 年的 18.2 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7.91%，充分体现了我国物流行业强大的需求能力和

潜在的巨大发展潜力。在 2013 年至 2023 年的时段内，我国物流效率稳步提升，其中我国物流总费用与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占比从 18%下降至 14.9%，物流成本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3]。尽管我国物流效率

总体上有所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应积极寻找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并找到

缩小差距的途径，推动我国从物流大国向物流强国的转变。 

3.2. 主要问题 

截至 2023 年，我国已在铁路货物发送量、铁路货物周转量、公路货运量、港口吞吐量、集装箱吞吐

量、以及快递流量等六个方面取得全球领先地位，而民航货运量亦位列世界第二。尽管我国已然成为物

流业的超级大国，但仍未达到世界级物流强国的水平，其物流绩效尚显不尽理想，且在物流业发展过程

中仍存有多方面问题[4]。 
首先，我国面临着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运输效率低、集约化水平不足、产业支持力不够的问题，而

在诚信、标准、人才、安全、环保等“软实力”方面存在差距，这些问题构成了我国与现代化物流强国

之间的差异。其次，我国物流整体市场环境风险较高，众多小型物流企业相互竞争压力巨大，导致各物

流企业利润较低，经营时间较短，无法适应时代的步伐。最后，我国普遍存在地方性保护、诚信体系缺

失等不当的竞争行为，同时资金和人才相对匮乏，创新驱动的内生机制不健全，以及物流业的监督管理

实施不全面，这些因素均成为阻碍我国物流业的发展的问题。 

4. 区块链结合供应链在物流业的多方合作应用 

4.1. 供应链概述 

供应链与物流业密切相关，构成了现代商业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应链管理的目标是协调和整合

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交付的各个环节，以满足客户需求并提高整体效率。与此同时，物流负责实际

物品的运输和仓储环节，是供应链中的关键活动之一。 
供应链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覆盖了产品或服务从初始阶段到最终用户之间的所有流程和活动。这包

括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库存管理、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环节。供应链管理的目标是优化这

些环节，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成本的降低以及服务水平的提升。 
物流是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牵涉到产品在供应链中的流动和储存。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

品交付，物流负责在不同节点之间进行运输、仓储、包装和配送等活动。物流的高效运作对于供应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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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表现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产品的可及性、交付时间和成本。 
供应链与物流密切合作，通过共享信息和协同决策来实现更高水平的效率和灵活性。供应链中的各

个环节都需要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以确保整个系统的协同运作。物流的及时配送和准确的库存管理

直接影响供应链的客户服务水平和整体竞争力[5]。 

4.2. 冷链物流 

冷链物流与普通物流不同，其运输的产品多对运输条件有严苛的限制，物流要求更高的时效性，这

对物流各方之间的信息交互效率和运输环境提出了高要求。在运输环境的温度与湿度识别方面，区块链

技术可以透过智能传感器和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冷链物流中的关键环境参数，如温度和湿度。这些数据

会作为无法篡改且透明的历史记录被记录在区块链上，确保了冷链物流过程中的环境被合理控制，同时

为监管部门和相关利益方提供可信的数据。在供应链各方信息交互方面，区块链建立了一个去中心化的、

可共享的数据平台，参与方能够实时共享温度数据、货物状态和位置等信息[6]。这种实时信息共享有助

于及时发现潜在问题，例如货物滞留、温度异常等，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能够采取

迅速的措施以确保货物质量，也减少了对人工干预的依赖，降低了错误和延误的风险。 
此外，区块链技术为冷链运输产品提供了全程可追溯性，记录了产品从生产源头到最终用户手中的

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意味着所有的资金交易和产品物流信息都被公开记录在不可篡改的账本中，消费者

能够准确追溯食品或药品的来源、生产日期、运输历史等信息[7]。这也有助于防范假冒伪劣品，确保冷

链物流中运输的产品的真实性和安全性。在库存管理过程中，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实时库存追踪和管理，

确保冷链物流中的库存水平得到有效控制。通过智能合约，库存水平低于某个设定的阈值时，系统可以

自动触发重新订购流程，确保库存的及时补充，从而避免了货物过期或供不应求的情况。 
通过以上方式，区块链技术通过供应链为冷链物流提供了更高效、更安全、更可追溯的解决方案，

有利于解决物流行业纸质运单运输效率低、发票与支付管理不便等问题，有望提高冷链物流的整体运作

效率和质量管理水平。 

4.3. 区块链技术在外贸物流信息处理上的应用 

外贸物流信息处理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对涉及到商品的运输、仓储、清关、结算等一系列流程中相

关信息的采集、传递、存储和处理[8]。其中包括货物的实时位置、状态、质量信息、支付信息、关税报

关等。外贸物流信息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直接影响到货物的流通、支付、合规性等方面。对比一般的国

内物流，外贸物流涉及的参与方较多。在一次交易中，至少包括货物供应商、外贸公司、国税局、海关、

货运代理公司、货物运输公司等多个主体节点。外贸交易涉及跨境货物流通，常具有固定流程，各个主

体节点使用各自独立的数据中心，运输过程中经常有频繁的信息沟通和处理。冗杂的信息交换流程不仅

会浪费大量资源，还会带来较高的传递和处理成本。区块链技术可以很好的弥补外贸物流的薄弱环节，

其具有共享账本，可以将外贸过程中生成的所有信息上传至公共数据库，各节点之间可以实现点对点的

自由信息传输[9]。一旦信息发生变更，变更信息也将实时上传到公共数据库，有效避免了重复的信息传

递和信息处理，从而避免了外贸物流信息处理成本过高的问题。 

4.4. 危险化学品物流 

当前，我国危险化学品运输主要有区域广、线路多和监管难的问题，危化品的运输涉及了我国各个

省份，经过区域数量众多，同时运输公路交通主体多为社会车辆，情况复杂，这也导致了对危化品运输

的监管常常为事后监管，未能在事前有效规避风险。而区块链技术中的智能合约能够实时监控危化品运

输的状态、位置和参与者信息，自动更新、查询和支付，以确保合规性和减少人为错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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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区块链技术为危化品提供了全程可追溯性，记录了产品从制造到运输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消

费者和监管机构能够通过区块链追溯系统准确获取危化品的来源、运输历史和相关证书。区块链技术提

供了安全、去中心化的存储方式，确保危化品物流中的危化品运输证书和卫生许可证不易被篡改。区块

链技术的溯源特性能够帮助迅速定位事故发生的地点和原因。在发生危化品泄漏或事故时，可以通过区

块链系统精确记录事发地点、时间，有助于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4.5. 反向物流和售后服务 

区块链技术在反向物流和售后服务领域提供了一系列优势，主要涉及到信息透明性、自动化执行、

可追溯性等方面。在售后服务中，区块链通过建立可追溯的商品流通链条，记录商品从生产到售后的整

个过程，企业可以更容易地追踪和处理退货、维修或替换商品，同时消费者也能够清晰地了解商品的处

理过程。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可以规定退货、退款、维修等售后服务的条件。一旦满足了设定的条件，

智能合约将自动执行相应的操作，如释放退款、触发维修流程等。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确保了售后服务

的透明和公正。所有的售后服务记录都被记录在不可篡改的区块链上，任何人都无法擅自修改。通过智

能合约，系统能够自动识别退货、废品、维修件等商品，在发生质量问题时，区块链的可追溯性帮助企

业快速定位问题根源。企业可以通过区块链系统检查受影响的产品和相关批次，从而更加迅速、准确地

进行召回或替换。 
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还可以根据售后服务的具体条件自动计算费用，如维修费用、退货费用等。这

提高了费用计算的透明度，减少了争议和纠纷。支付也可以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完成，提高了支付的效率

和准确性；区块链技术可以追踪和管理废弃物的处理过程。通过记录废弃物的来源、分类和处理方式，

可以更好地实现环保的废弃物管理。这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满足环保法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5. 总结 

区块链技术作为当下最热门的新兴技术之一，为物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纵观国内外学者对

区块链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加密货币和银行行业的研究，忽视了对物流行业及其各个领域的具体应用场

景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区块链技术分布式存储的技术特点和物流行业的发展现状，介绍了非对称加密算

法、共识机制、分布式账本和智能合约在物流供应链中的具体应用路径，并通过分析其在多种物流行业

领域的应用场景阐述了区块链技术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结合供应链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信

息篡改和信息延时等问题，搭建的物流信息平台可以实时监控特殊类型物流产品状态，同时完善了企业

的库存管理和销售售后服务等活动环节，极大的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形成了全新的商业生态模式，为

物流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赋能。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区块链技术结合物流业的发展时间短、经验不足，并且区块链技术存在

面对大批量数据处理反应慢、信息保护与数据共享不协调等在场景应用方面的缺陷。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未来物流企业还需不断加强区块链信息平台建设，挖掘区块链技术与物

流供应链融合潜力，破除现有发展阻碍，驱动物流供应链的创新发展。外贸物流信息管理方面，搭建并

完善区块链去中心化平台，将所有运输节点参与者纳入其中，确保系统协同运作；在冷链物流和危化品

物流方面，加大事前监管的力度，同时优化运输线路，提倡专车专线，提高运输效率，实现线上线下融

合和协同管理；在售后服务和反向物流领域，科学设定智能合约执行条件，优化库存和废弃品管理。 
综合来看，我国物流业的繁荣发展为区块链的应用提供了基础条件，区块链结合供应链在物流行业

为实现更高效、更透明、更可信赖的供应链管理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这些优势有望推动物流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提高整个物流运输行业生态系统的运作效率。相信未来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下，能够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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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区块链的行业标准空白，优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路径，帮助物流行业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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