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作为此次疫情的第一现场，也是主要

战场。如何将全国各地、社会各界乃至国外的

抗“疫”物资安全、快速地运抵武汉，并分配到

最需要的战线，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重要会战，

众多组织、企业、团体、个人参与其中，共同构成

了抗击疫情“生命线”的应急物流“大军”。

抗“疫”应急物流总体表现突出

在武汉封城后的 15 天里，据交通运输部数

据显示，全国通过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

等运输方式向湖北地区运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

资 13.77 万吨，运送电煤、燃油等生产物资 59.8

万吨。公路运输车辆向湖北运送医疗酒精、消

毒液、医疗器械、口罩、测温仪、应急帐篷、防护

服等疫情防控物资及相关生活物资 9.5 万吨。

国家铁路集团累计装运防控物资 3630 批、18.5

万件、4.06 万吨，其中，防疫物品 2852 批、17.7

万件、6310 吨。中国邮政组开邮政车 6.6 万班

次、邮政航空专机 9 架次，共计运送口罩、药品

等防疫物资 17.6 万箱、2162 吨。武汉水域累计

保障载运重点物资船舶 173 艘次，保障运输电

煤 49.1 万余吨、燃油 10.7 万余吨。

此外，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邮政

企业和快递企业承运、寄递疫情防控物资累计

10552 吨、包裹 4751 万件，发运车辆 3331 辆次，

货运航班 120 架次，有效缓解了运输紧张的局

面，为打赢防疫阻击战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抗“疫”应急物流各环节参差不齐

生活物资、生产物资和医疗物资，都是打

赢这次疫情阻击战的必要物资。相比之下，生

活物资的供需矛盾远比医疗物资以及用于医疗

消耗品的生产物资小，主要因为：第一，春节前

商家和居民都会提前备置生活必需品，电力、供

气系统等也有应对节假日需求波动的常态化机

制；第二，全国各地及时向湖北援助了大量生活

物资，比如，山东寿光首批援助武汉的 350 多吨

蔬菜于 1 月 28 日启运，并在此后每天提供 600

吨质优价廉的蔬菜。因此，保障医疗物资以及

用于医疗消耗品的生产物资的快速响应，成为

此次战“疫”中应急物流运力供给的重中之重。

1. 应急物资的筹措
此次疫情传播速度快，发热门诊早已人满

为患，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医疗资源的需求端。

以口罩为例，医护人员每天接触大量病人，需要

更换口罩，病人和普通民众也需要购买口罩，加

之恰逢春节假期，生产厂家几乎都已停工放假，

短时间内只能通过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调集

存量资源去填补需求缺口。除了官方调配及组

织相关企业紧急复工，企业、团体和个人都在想

方设法通过自身渠道筹措资源支援抗“疫”一

线。

1 月 24 日，阿里巴巴第一批次向国内外上

百家供应商购买 200 万只 N95 口罩、30 万只医

用外科口罩、100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和其他

医用防护用品；京东向武汉市分批捐赠 100 万

只医用口罩及 6 万件医疗物资；复星集团 15 天

内在全球调配运回口罩 80 万只、防护服 42 万

件；更有导游和游客纷纷从全球各地人力背回

物资……

随着疫情的蔓延，全国医疗系统对酒精、消

毒液、医疗器械、口罩、测温仪、防护服等资源的

消耗不断攀升，民间需求的缺口也一直未能弥

补，但在万众一心为“武汉加油”的共同意志下，

各项应急物资的筹措逐渐步入有序运作。

2. 应急物资的储存与管理
为了支援抗“疫”一线，短时间内数万吨不

同类别的物资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湖北，无论是

进入湖北前还是送入湖北后，这些应急物资的

储存和管理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给各个

物流环节上的运营力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和压

力。以山东寿光援助的大量蔬菜为例，网络上

很快出现“山东捐赠的蔬菜，武汉为何上架售

卖”的质疑，武汉市商务局回应“这批蔬菜将由

市商务局组织武商、中百、中商三大市属商超集

团按照低于市场价进行销售，扣除力资、运杂等

费用后，所获款项全部上缴红十字会，专项用于

防治”。然而，湖北地方红十字会随后因对应急

物资管理不力而陷入舆论风波，最终以引入医

药流通领域专业企业九州通进行“接管”才告

一段落，并形成“市卫健委统一调配，非医用物

资市发改委统一调配，两单位根据九州通上报

的统计数据给九州通下达分配指令，最后，由邮

政完成配送”的管理格局，逐渐缓解了应急物

资难以送达抗“疫”前线的“肠梗阻”问题。（见
图 2）

海量且高速的应急物资流通局面，也得到

了物流仓储企业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援。2 月 9

日，万科集团旗下万纬物流宣布向各级政府及慈

善机构无偿开放全国仓储资源，涉及 49 个常温

物流园和 10 个冷链物流园，其中，冷链园区可提

供多温区食品的物流分装、包装、调拨、转运等

运营服务；2 月 10 日，苏宁物流宣布面向政府、

企事业单位、慈善公益组织免费开放全国仓储资

源，涉及全国 100 多个物流中心，为抗疫物资提

供应急中转仓储和应急仓储运营服务。

3. 应急物资的运输与配送
如果说应急物资的筹措、储存与管理都属

于“点”状作业，那么，运输与配送则是盘活各类

应急物资价值的“线”状作业。疫情发生以来，

交通运输部坚持“一断三不断”（坚决阻断病毒

传播渠道，保障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

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

道不断）和“三不一优先”（不停车、不检查、不

收费，优先通行）原则，全力做好物资运输保障。

在 2 月 3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刘小明表示，国家邮政部门组织邮政企业、快递

企业统筹全网资源，迅速开通了国际和国内的航

线，畅通陆路运输，全力保障武汉等重点地区的

应急救援物资和人民群众日常基本生活物资的

运输和快递需求。中国邮政、顺丰、京东物流等

快递物流企业，也纷纷开通了驰援武汉救援物资

的特别通道，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物资运输。

在此期间，武汉天河机场作为此次抗击疫

情的要塞，在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承受住了

巨大的运转压力，仅 2 月 9 日一天，就迎接了到

达武汉的医疗队共 5787 人以及 328.1 吨防疫

物资。同样面临巨大压力的还有终端配送环节，

除了复工人员比例少，难以应对业务需求之外，

还面临着社区、村镇的“自保政策”，部分无人

设备开始用于配送作业，比如，京东物流无人配

送机器人实现了疫情暴发后武汉智能配送的第

一单，既能保障紧急物资的及时配送，又能最大

限度地减少接触感染。

抗“疫”应急物流中的“木桶效应”

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

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一规

律被称为“木桶效应”。应急物流体系能否满

足应急需求，取决于体系中的“短板”是否达到

“及格线”。根据官方报道和各种信息渠道的传

播，不难发现，在防治疫情的应急物流方面，存

在统一调度不力、供应商数据库缺失、响应速度

难以满足疫情需要等问题，比如，春节前，武汉

多家医院公开向社会募捐医疗用品，甚至 1 月

27 日，有医护人员向前来视察的李克强总理反

映防护服和护目镜告急。

供需问题（供不应求）、物流问题（救援物资

无法及时送达）、品质问题（来援物资质量无法

保证）和效率问题（流程效率太低）这四类问题，

是几乎所有应急物流体系实际运作中都会遇到

的“短板”。从供需匹配的角度来看，在此次抗

“疫”的应急物流中的问题集中体现在物资调度

的效率上：前期重视不够，应急资源储备较少，

紧急调度效率低。追根究底，是应急物流理念

没有深入人心，应急预案没有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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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

平。健全的应急物流体系，对国家经济发展与

民生保障、社会重大公共危机管理与防控，具

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本次疫情的应对中，很

多成熟的物流运作机制和前沿技术应用在物

资供给、运输与调配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赢得了政府、企业和大众的一致认可，这为

物流产业的深度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也为

应急物流体系的改善和进一步优化提供了有

益借鉴。（见图 3）

统一的组织机制是  
应急物流体系的“大脑”

应急物流因“应急”而生，组织协调人员

大多临时从各单位抽调，各类应急物资的采

购、运输、储存、调拨、配送、回收等职能分散在

不同部门、地区和企业，彼此间缺乏有效协调、

沟通和整合，缺乏系统性和预见性，导致组织

效率不高。若要应急物流体系高效运转，统一

的指挥必不可少，组织机制是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否则难保不会再次出现云南大理市“截和”

兄弟市的口罩等物资的现象。只有统一的组

织机制，才有可能形成中央有关部门之间，中

央与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地方和有关企业之间

联动的应急物流体系，美国的突发事件处理体

系 NIMS、欧盟的应急响应中心 ERC、日本的

防灾中心都是可以借鉴学习的对象。

高效的管理体制是  
应急物流体系的“神经”

应急物流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为了急迫之

事动用的物流手段，也容易因为“急”而发生

失误甚至事故，且发生的概率要高出常规物流

运作。在实际运作中，救援物资往往事关重大，

特别是在重大灾害期间，如何保证救援物资以

最快的速度送到最需要的地区和人员身边，

是应急物流体系管理机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其次，食品和药品作为最急迫的救援物资，对

采购、运输、储存、装卸、包装、配送等物流环节

往往有较高甚至严苛的要求，比如，全程冷链

运输。最后，应急物流体系的管理机制应体现

应急保障的阶段性，灾害发生初期应以救急药

品和设备为主，比如，此次疫情暴发和持续期

间所需的急救药品、试剂盒、防护服、口罩等，

在灾害中后期则需向食品等生活物资和疫苗

等各类后续救援物资的保障平稳过渡。

开放的资源平台是  
应急物流体系的“肢体”

应急物流体系的组织、运作和影响都牵扯

到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必然不是任何

政府机构、企业组织单方面的责任，而是以国

家机器为依托、以开放的资源平台联合众多相

关实体，才能够高效运行。此次抗“疫”的顺利

推进，离不开当下我国物流产业厚实的底盘、

通畅的网络和先进的技术，离不开对全系统物

流资源的有效整合，离不开“把专业的事交给

专业的人来做”的社会分工，尤其是应急物资

的跨区域协同与调度，参与其中的企业、机构、

个人横跨中外。通过开放的资源平台，最大程

度地确保运力资源和设备资源的集约化，不仅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运力和设备资源的重

复和浪费，更重要的是，可以集中兵力打“歼灭

战”，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同时，

也能够兼顾到应急物流保障的方方面面。

透明的信息系统是  
应急物流体系的“鲜血”

快速、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决

定应急作业能否快速、平稳推进的关键，因为

供需信息的匹配、作业信息的传导、协作信息

的统筹、公关信息的发布，都需要一个值得信

赖的信息系统来支撑。在应急物流的运作中，

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实时性既是挑战，

也至关重要：一是应急物资的运输、配送上需

要做到物流状态的及时、透明、可控，才能避免

应急物资已经到了武汉却到不了一线医院的

混乱局面；二是在各项物资的存量供给、增量

生产需要实时跟踪、应需调整，可以通过仿真

建模的方式进行模拟决策和运筹计算；三是在

回应公众关注上，及时、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

能够有效稳定局面、凝聚力量。

此外，前沿技术的应用是推动应急物流体

系与时俱进的必要条件，比如，此次抗“疫”中

的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以及“云监工”，都为

应急物流作业的顺利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

为应急物流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图 2 物资捐赠和领取流程的前后对比

图 3 应急物流体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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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突发疫情以
来，全国各地先后启
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Ⅰ级响应”，全
民抗“疫”，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贯穿了整
个春节并且仍在胶着
中继续。

据交通运输部统
计，2 月 17 日 当 天，
全国通过铁路、公路、
水运、民航、邮政等运
输方式向湖北地区运
送防疫物资和生活物
资 1.68 万吨，运送电
煤、燃油等生产物资
3.9 万吨。1 月 27 日
至 2 月 17 日，累计向
湖北地区运送防疫物
资和生活物资 31.74
万吨，运送电煤、燃油
等 生 产 物 资 84.8 万
吨。其中，公路运输
车辆累计向湖北运送
医疗酒精、消毒液、医
疗 器 械、口 罩、测 温
仪、应急帐篷、防护服
等疫情防控物资及相
关生活物资 16.27 万
吨；国家铁路集团累
计装运防控保障物资
6999 批、10.41 万吨，
其中，防疫物品 5073
批、1.59 万 吨；民 航
系统累计向湖北地区
420 个 航 班，运 送 防
控 物 资 47.26 万 件，
累 计 0.41 万 吨；中
国邮政累计组开邮政
车 15 万 班 次、直 飞
武汉专机 28 架次，共
计运送口罩、药品等
防疫物资 0.45 万吨；
武汉水域累计保障载
运重点物资船舶 257
艘次，保障运输电煤
71.4 万 余 吨、燃 油
13.4万余吨、粮食4.2
万余吨。

一组数据让我们
看到，在抗击疫情的
一线，除了舍生忘死、
前赴后继的数万名医
护工作者，还有全力
保 障 物 资 流 通 的 无
数物流人，他们夜以
继日地“穿越火线”，
牢牢守住了与病毒斗
争的另一条生命线，
凸显了应急物流在处
置突发事件中的重要
性，也再次引发了大
众对应急物流体系的
关注和思考。

应急物流是指为应对严重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及军事冲突等突发事件而对物

资、人员、资金的需求进行紧急保障的一种特殊物流活

动。应急物流涉及环节众多，主要包括：组织机制的构

建、应急技术的研发、应急物流专业人员的管理、应急所

需资金与物资的筹措、应急物资的储存与管理、应急物

流中心的构建、应急物资的运输与配送等。（见图 1）
一般来说，应急物流具有突发性、弱经济性、不确定

性和非常规性等特征，与普通物流既强调效率又强调效

益不同，关键在于“应急”，如何在紧急情况下，保障物

资、人员、资金高效流通是应急物流的关键所在。正由

于“突发性”是应急物流有别于一般物流活动的最明显

特征，物流需求更多呈现随机、紧迫、峰值高等特点，需

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参与，实际运作中必须要满足“即、

先、快、特”的要求。

正因为应急物流特点突出，所以也给建设与运营

带来很多难点问题：一是时间、地点不可预知，如瘟疫、

地震、台风等天灾往往是突发性的，这就使得物流中心

的建设和运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是应急物资不可

预测，应急物资的需求因灾害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即使

是同一种灾害，不同环境、不同季节下所需求的物资也

是不同的，准备什么、准备多少、何时准备、何地储存等

均成为问题；三是极端条件下的作业，大部分灾区可能

没有道路、电力、网络、通讯，也没有装卸货物的设备和

设施，尤其是野外作业时，如何在恶劣条件下有序和高

效作业，既是难点也是重点；四是短时间内的巨大业务

量，短时间、高强度作业，既有设备及场地的作业能力问

题，也有作业人员的准备问题。

图 1  应急物流系统运作流程示意图

应急物流体系建设的思考

应急物流的含义、特征与难点

疫情下的应急物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