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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基本情况

标准编号：GB/T 41834-2022

标准名称：《智慧物流服务指南》

发布日期：2022 年 10 月 12 日

实施日期：2022 年 10 月 12 日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提供了智慧物流服务的特征和关键要素、服务能

力保障、服务提供、服务评价与改进方面的指南。主要内容

如下：

1.明确了智慧物流服务的特征和关键要素。

智慧物流服务的特征包括可感知、可识别、可调节和可

视化。智慧物流服务的关键要素包括技术（数据和算法）、

设备以及系统。

2.明确服务保障的内容。

智慧物流服务保障的内容包括供方、管理制度、人员、

技术、设备和系统。

3.规定了服务提供的要求。

服务提供内容中的场景包括智慧运输服务、智慧仓储服

务、智慧配送服务、智慧数据服务。在智慧运输服务中，本

标准分别从运输前、运输中和运输后所涉及的智慧物流服务

要点进行了规定。在智慧仓储服务中，本标准从货物入库



（场）前、货物在库（场）时、货物出入库（场）时和货物

出库（场）后所涉及的智慧物流服务要点进行了规定。在智

慧配送服务中，本标准分别从配送服务前、配送服务中和配

送服务后所涉及的智慧物流服务要点进行了规定。在智慧数

据服务中，从数据服务内容、数据记录方式、数据处理、数

据传递和紧急情况处理等方面进行介绍。

4.规定了服务评价与改进的内容。

智慧物流服务评价从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个方式开

展，并明确宜根据评价结果，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

术，确定服务改进目标、改进的措施并加以落实。

三、标准实施的意义

1.推动我国物流服务智慧水平的提升。

大数据、云计算以及 AI 等技术正广泛应用于仓储、运输、

配送、末端等各物流环节。国家发改委 2016 年出台了《“互

联网+”高效物流实施意见》，2019 年出台了《关于推动物流

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等重要政策文

件，明确提出“（九）发展物流新服务模式和（十）实施物

流智能化改造行动”，强调要“加快数字化终端设备的普及

应用，实现物流信息采集标准化、处理电子化、交互自动化”，

本标准的研制将促进中国物流服务智慧水平的提升。

2.为企业开展智慧物流服务提供标准支撑。

2018 年我国智慧物流市场规模超过 4000 亿元，《中国智

慧物流发展报告》预测 2025 年我国智慧物流市场的规模将

超过 1 万亿元。《智慧物流服务指南》作为智慧物流行业国



家标准，聚焦行业盲点，明确了智慧物流服务的特征和关键

要素，给出了服务能力保障、服务提供、服务评价与改进的

内容，在填补智慧物流行业标准空白的同时，也将推进智慧

物流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为大量物流企业的智慧化转型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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