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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式联运合作联盟的构建

§ 多式联运合作联盟的构建

1. 联盟特征和作用：多式联运合作联盟是一种由多家企业或组织自愿组成，以实现多式联运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

松散组织。联盟成员之间没有股权关系，以协议或章程的形式规定联盟的运作规则和权利义务。联盟通过整合各成

员资源和优势，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多式联运网络优化、服务水平提升和成本降低等目标。

2. 联盟类型和模式：多式联运合作联盟有多种类型，包括：

  - 垂直联盟：由多式联运供应链上的不同环节企业组成的联盟，如运输企业、货运代理、港口码头等。

  - 水平联盟：由同类运输企业组成的联盟，以提高运力规模和市场竞争力。

  - 区域联盟：由特定区域内的多式联运企业组成的联盟，以打造区域性多式联运枢纽。

3. 联盟管理和运营：多式联运合作联盟的管理和运营需要明确的组织结构、决策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联盟成员应

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制定统一的运营标准和信息共享机制，确保联盟高效运作和目标达成。



 多式联运合作联盟的构建

§ 联盟成员间的合作模式

1. 共同投资和资源共享：联盟成员通过共同投资，建设或升级

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共享运力资源、仓储设施和信息平台，以

优化网络规模和服务能力。

2. 联合运营和市场营销：联盟成员协商制定统一的运营计划和

市场营销策略，联合开展多式联运业务，提升服务水平，扩大

市场份额。成员之间可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货源和运力

的动态匹配，提高运输效率。

3. 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联盟成员通过明确的风险分担机制，

分散多式联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联盟应建立公平合理的

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各成员的利益得到平衡，促进联盟稳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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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式平台的建立与应用

协同式平台的建立与应用

1. 信息共享与标准化：建立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实现多式联运各节点间的无缝连接，促进信息共

享和标准化，消除信息孤岛。

2. 流程优化与供应链协同：通过平台对多式联运流程进行整合优化，实现供应链上下游环节的无缝

衔接，提高运营效率和降低成本。

3. 协同决策与风险分散：平台提供协同决策机制，使多式联运参与方能够共同参与决策，分散风险，

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主题名称：可视化管理

1. 实时监控与数据分析：平台提供实时监控功能，对多式联运全过程进行可视化管理，实现对货物

状态、运输路线和时效的实时跟踪。

2. 大数据分析与预测：平台收集和分析海量多式联运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预测技术，优化运输

计划，提高决策效率。

3. 异常预警与主动干预：平台能够基于数据分析，识别潜在异常情况并发出预警，使运营方能够及

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



 协同式平台的建立与应用

§ 主题名称：智能调度与优化

1. 智能调度算法：平台采用先进的智能调度算法，根据货物特

性、运输条件和时效要求，制定最优的多式联运方案。

2. 动态调整与优化：平台支持动态调整和优化运输计划，根据

实时数据和突发事件，自动调整运输安排，确保货物安全及时

送达。

3. 协同装卸与仓储：平台整合装卸和仓储资源，优化装卸作业

和仓储管理，提高整体运输效率。

§ 主题名称：基于区块链的技术赋能

1. 数据安全与透明度：区块链技术确保多式联运数据安全可靠，

提高了各参与方的信任度和协作效率。

2. 智能合约与自动化：平台利用智能合约实现流程自动化，提

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3. 金融创新与支付便利：依托区块链技术，平台可支持多式联

运领域的金融创新和便捷支付。



 协同式平台的建立与应用

主题名称：技术集成与开放创新

1. 技术集成与互联互通：平台整合各种智能技术和设备，实现

多式联运领域的技术集成和互联互通。

2. 开放接口与创客生态：平台提供开放的接口，吸引外部开发

者和企业参与创新，共同完善多式联运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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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模式的政府监管与支持

§ 交通运输法规与政策:

1. 政府出台多式联运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合作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保障合作有序进行。

2. 制定多式联运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合

作，促进多式联运发展。

3. 加强行业监管，规范多式联运市场，防止不正当竞争，维护

市场秩序。

§ 多式联运标准与规范:

1. 政府制定多式联运货物装卸、运输、仓储等统一标准，确保

不同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

2. 建立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实现货物跟踪定位、信息共享，

提高运输效率。

3. 促进多式联运标准化建设，与国际接轨，提升多式联运服务

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合作模式的政府监管与支持

多式联运基础设施:

1. 政府规划建设多式联运枢纽、物流园区等基础设施，完善多式联运物流网络。

2. 投资升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港口、机场，提高多式联运运输效率。

3. 推动多式联运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管理，提升运营效率和安全性。

多式联运金融支持:

1. 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多式联运企业的信贷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 设立多式联运专项基金，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多式联运发展。

3. 探索多式联运保险产品，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增强企业合作信心。



 合作模式的政府监管与支持

多式联运行业协会:

1. 政府鼓励成立多式联运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治管理，制定行业规范和标准。

2. 行业协会搭建多式联运企业合作平台，促进信息交流、资源共享，推动合作创新。

3. 行业协会加强多式联运人才培养，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

多式联运跨部门协调:

1. 政府建立多式联运用边界部门协调机制，解决多式联运中跨部门管理难题。

2. 各部门加强合作，简化多式联运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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