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对企业物流

体系的影响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和环境问题,给企业物流系统带来了重大挑战。

从原料采购、仓储管理、运输配送等环节,都面临着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企

业亟需采取应对措施,提高物流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保障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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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物流业的挑战

极端天气事件

气候变化导致的暴风雨、洪涝、干旱等极端天

气事件，会严重中断运输网络,影响物流配送能

力。

温度波动

日益反常的温度变化,会对温度敏感的货物运输

和仓储带来挑战,增加物流成本和风险。

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可能会淹没一些沿海港口和仓储设

施,迫使物流企业寻找替代场地,增加投资成本

。

水资源短缺

干旱导致的水资源短缺,会限制农产品供应,影

响以农业为主导的供应链运营。



极端天气事件对运输网络的影响

道路中断

强烈的暴雨和热带风暴会造成严

重的道路积水和洪涝,阻碍了车

辆的正常通行,导致物流运输网

络瘫痪。

港口受阻

海平面上升和强风暴潮会导致港

口码头和输送设施受损,削弱了

海运物流的能力。这会造成货物

积压和供应中断。

航空受阻

强烈的寒潮、暴雪和冰雨会导致

机场关闭,航空货运业务中断,影

响跨境供应链。



气温变化对仓储设施的影响

气温的显著升高会给企业的仓储设施带来严峻挑战。极端高温可能导致仓库

内部环境超出温度承受范围,影响货物储存和保鲜条件。同时,温度剧烈波动

也会损害仓储设施的结构完整性,增加维护和维修的成本。此外,暴雨和热浪

还可能导致供电中断,严重影响仓储运营。



海平面上升对港口物流的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性海平面上升给港口物流带来

重大挑战。低洼的港口码头易受洪水侵袭，港口设

施和储罐等基础设施可能遭到损坏。同时海水浸泡

也会加速港口设备的腐蚀和老化。此外，海水倒灌

还会影响港口的正常运转，造成交通堵塞和货物装

卸延误。



干旱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供应链的影响

土地干旱

干旱导致农田土地干涸,无法种

植作物,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农

民面临着丰收困难,无法满足市

场需求。

水资源短缺

水资源短缺导致灌溉系统无法正

常运转,农田无法得到充足的灌

溉,粮食和蔬果产量大幅减少。

供给链中断

农业生产受阻,导致农产品供应

链受到严重干扰,无法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造成食品价格上涨和

短缺。



温室气体排放对物流碳足迹的影响

当前,物流业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不可忽视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企业的物流活动,如货物运输、

仓储、装卸等过程,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并且还会间接导致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

如图所示,运输部分是导致物流碳足迹最大的环节,占到总排放量的60%左右。其次是仓储和装卸环节。因此,

企业应着重关注这些高排放环节,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碳排放。



政府政策法规对物流业的压力

法规政策要求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保和碳排放

减少的法规政策,对物流企业提

出了更高的环境标准,这增加了

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管理难度。

碳税和运营费用

随着碳定价机制的建立,物流企

业需要缴纳碳税,这直接增加了

运营成本。同时政府还可能提高

燃油税等运营费用。

审批许可限制

对于新建或扩建仓储设施、货运

场站等,需要获得政府相关部门

的多重审批许可,审批流程繁琐

。



消费者对绿色物流的需求

环保意识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产生了强烈的关切

。他们开始关注企业

在物流过程中的碳排

放、资源消耗和环境

影响。

绿色概念的追求

消费者希望企业能够

采用清洁能源运输工

具、使用环保型包装

材料、实施节能减排

等举措,以减少物流

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

社会责任的关注

他们期望企业能够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发展自身业务的同

时,也为应对气候变

化做出积极贡献。

品牌形象的认同

采用绿色物流方案不

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社

会形象,也能获得消

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

策略
企业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需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从提高能效、

优化运输模式,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智慧物流,企业应该制定全方位的

战略,积极应对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高能源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

1 提高能源效率

优化物流装备和设施的能源使用,如采用节能

设备和新能源车辆,降低能源消耗。

2 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

在物流场所建设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系统,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3 发展绿色物流模式

探索节能减排的运输方式,如铁路运输和水运

,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碳排放。

4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的能源管理制度,定期监测和优化能

源消耗,不断提高能源利用率。



优化运输路线和模式

1 动态路径规划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优化运输路

线,根据实时交通情况和天气变化动态调整,

提高运输效率。

2 多式联运整合

将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运输方式融合,

选择最优组合,提高整体物流效率。

3 设备网联优化

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车辆、仓储等设备的智

能互联,实时监控运输状况,降低能耗和排放

。

4 绿色模式转型

逐步替换传统燃油车辆为电动车或氢燃料车,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



提升仓储设施的抗灾能力

基础设施防灾

加强仓储设施的建筑结构抗震性

、防水防淹能力,提高抵御极端

天气事件的能力。

可靠电力供给

配备备用发电系统、蓄电池和太

阳能电池板,确保在断电情况下

仓储设施仍能正常运转。

水资源管理

优化用水系统,建立雨水收集和

中水利用设施,提高用水效率并

应对干旱天气。



加强港口基础设施的建设

提高抗灾能力

加强对港口码头、堆

场、仓库等关键基础

设施的防洪、防风、

耐震等方面的升级改

造,提高其抵御极端

天气事件的能力。

提升装卸效率

投资新型装卸设备,

如自动化集装箱堆场

、智能化岸桥等,提

高港口货物装卸的速

度和效率,降低运营

成本。

优化物流布局

根据海平面上升的趋

势,合理调整码头及

仓储设施的布局,优

化港区规划,提高整

体物流效率。

发展多式联运

加强铁路、公路、航

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

衔接,构建高效的多

式联运网络,提升港

口服务的整体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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