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的合肥，是安徽省经济、交通、政治中心，其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战略节点地区，境内铁路、公路、航空、水运交通发达，是国家规划建设中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随着合肥交通枢纽地位的逐步提升，其仓储物流行业也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合肥吸引了不少电商、

物流公司以及大型物流地产开发商入驻，如京东、苏宁、顺丰、德邦、普洛斯、宇培、宝湾国际物流等，

同时也形成了一批成熟的物流园区，如漕冲物流园、长江批发市场物流园、塘桥物流园、五里庙物流园、

金荣物流中心等。如今，合肥无论是在交通建设还是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是一块仓储物流

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土地。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合肥市仓储市场情况，物联云仓作为全国性的互联网仓储综合服务平台，根据平

台实时在线数据，结合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等发布的权威信息，全面梳理合肥市通用仓储市场背景、现状，

分析合肥市通用仓储市场存在机遇和挑战，预测合肥市通用仓储市场未来发展趋势，为您提供参考。 

 

 



 

一、背景——城市概况 

1.2 整体概况 

合肥市地处安徽省中部，总面积 1.14 万平方公里（含巢湖水面 770 平方公里），下辖 4 个市辖区、4 个县，

代管 1 个县级市，设有 4 个开发区 ，常住人口 808.7 万。安徽省内只有阜阳市的人口超过合肥，而在面积

上合肥却要大过阜阳，这给合肥仓储市场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汽车及工程机械、家用电器、化工及新

型建材为合肥三大支柱产业，2018 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 7822.90 亿元，虽未破 8000 亿大关，但仍然

是省内的“领头羊”。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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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8年安徽省各地区GDP概况（单位：亿元）



 

1.2 交通概况 

机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服务于合肥以及淮南、六安、桐城等合肥都市圈城市，并辐射中国大部分地区。 

铁路：合肥站（主要是普速列车，部分高铁动车）；合肥南站（只接受高铁动车）；合肥北城站（只有 2

趟列车暂时）；新合肥西站（暂停运营）；合肥东站（货运站，无客运）；合肥北站（货运站，中欧班列

在此始发终到）。 

高速：G206 国道，G312 国道，合肥绕城高速（G4001），京台高速（G3），沪陕高速（G40），沪蓉高

速（G42），合安高速公路，合淮阜高速公路，合芜高速（G5011）。 

港口：合肥港，是中国 28 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 

 

*图片来源：物联云仓 

 

 



 

1.3 产业结构分布 

 

*图片来源：物联云仓 

二、现状——合肥仓库面积、空置率、租金水平概况 

2.1 合肥市仓库资源分布情况 

据物联云仓在线仓库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 6 月，合肥地区仓库总面积达到 387.43 万㎡，占整个安徽省

仓库总面积的 74.39%。其中，合肥普通仓面积达 376.93 万㎡。合肥普通仓资源主要分布在蜀山区、肥东

县、肥西县，约占整个合肥普通仓总面积的 60.17%；包河区普通仓资源分布较少，仅占合肥普通仓总面积

的 6.40%。据物联云仓城市经理调查分析，从区域分布来看，蜀山区（86.20 万㎡）、经开区（35.70 万㎡）

凭借其交通区位优势以及受政府规划影响，是目前物流地产开发企业布局的热点区域。 



 

 

*数据来源：物联云仓（www.50yc.com）  统计时间：截止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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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合肥市重点区域通用仓库面积概况
单位：万㎡



 

2.2 合肥市仓库租金情况 

据物联云仓在线仓库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 6 月，合肥市普通仓平均租金为 21.79 元/㎡·月，就全国范围

而言，合肥市普通仓平均租金较低于全国普通仓平均租金（23.86 元/㎡·月）；就华东地区而言，合肥市普

通仓平均租金居于华东中等水平，与南通市、常州市趋近，位于华东地区普通仓平均租金第三梯队。 

 

*数据来源：物联云仓（www.50yc.com）  统计时间：截止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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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9年华东地区部分城市普通仓租金概况（单位：元/㎡·月）



 

 

据物联云仓在线仓库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 6 月，合肥市高新区、经开区普通仓租金较高，均高于 24 元

/㎡·月；蜀山区、长丰县、肥东县普通仓租金较低，低至 21 元/㎡·月。整体来看，合肥市各区域间普通仓

平均租金差异不大。据物联云仓城市经理调查分析，合肥的仓库租户主要以电商、第三方物流公司为主。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诸如京东、苏宁、顺丰、菜鸟、中通等企业均在合肥布局其区域物流中心。 

 

*数据来源：物联云仓（www.50yc.com）  统计时间：截止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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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合肥市重点区域普通仓租金情况
单位：元/㎡·月



 

2.3 合肥市仓库空置率情况 

据物联云仓在线仓库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6月，合肥市普通仓可租面积37.16万㎡，平均空置率为9.86%，

较低于全国普通仓平均空置率（10.27%）水平，仓库资源基本能满足当地需求。其中，合肥经开区仓库空

置率相对较高，高达 16.53%；长丰县、肥西县仓库空置率较低，均低于 3%。 

 

三、合肥市仓储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1 合肥市仓储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挑战一：合肥仓储物流市场发展加速，但与我国其他发达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 

根据合肥统计局数据显示，近五年合肥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无论是从投资额还是增加值方面都呈现

明显的增长趋势，仓储物流行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是和郑州、杭州、武汉、南京等同水平发达的中部

城市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例如合肥 2018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相当于郑州的 48.66%、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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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合肥市重点区域普通仓空置率概况
空置率



 

的 73.05%。显然，如果未来合肥市不大力度发展仓储物流业，其将有可能损失周边地区的部分仓储物流市

场，与以上发达城市仓储物流业水平差距继续拉大。 

 

*数据来源：合肥市统计局 

*注：2018 年合肥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额未发布官方数据，该数据为预估 

挑战二：仓储设施分布散、缺乏产业集中区 

据物联云仓城市经理调查分析，整体看来，目前合肥仓储市场仓储设施分布散、缺乏产业集中区问题突出。

仓储服务还是以传统服务为主，比如存储、配送、物流中心、快递分拨，供应链服务、互联网+高效仓配服

务等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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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14-2018年合肥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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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合肥市仓储市场的发展机遇 

机遇一：合肥仓储市场处于发展上升期，仓储业发展空间大 

合肥仓储市场相比武汉、杭州、南京这些临近的中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就目前来看，武汉、杭州、

南京地区土地资源已经开发殆尽，企业在三地拿地建仓困难。相反，合肥市目前还存在很多县级城市，存

在部分土地资源有待开发。据合肥市本级 2019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显示，2019 年合肥共计划供

应 29950 亩土地，其中工矿仓储用地 5600 亩，交通运输用地 10000 亩。合肥市 2019 年相比 2018 年工

矿仓储用地供应有小幅减少，但相比 2014~2017 年工矿仓储用地供应明显增加。工矿仓储用地供应增加，

则扩大了合肥市仓储市场的发展空间。 

 

*数据来源：合肥市政府信息公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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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面积（单位：亩）



 

机遇二：物流节点设施建设加快，仓储市场初具规模 

据《合肥市“十三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显示，目前，合肥已建成运营一批以安徽合肥商贸物流开发

区、合肥北站物流基地、合肥港物流园区、宝湾（合肥）国际、普洛斯物流园、安得物流园区、新世界冷

链物流中心、百大农产品物流园等为代表的交通优势明显、设施先进、功能集约、服务完善的综合物流园

区和物流中心，以及以华南城、合肥浙商城等为代表的商贸物流集散基地。合肥仓储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为未来仓储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机遇三：“一带一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肥都市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加速合肥仓储市场发

展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肥都市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新战略的实施，合肥市开始了大

规模的旧城改造和路网建设，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同时政府加快建设内陆经济开放新高地，将自身

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政策红利，交通体系的逐步完善，经济发展都将给合肥市仓储业的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四、从《合肥市“十三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看合肥市仓储市场未来趋势 

4.1“一环五射、六大物流产业集聚区”的物流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规划》表示，将结合城市“1331”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体系布局，依托综合立

体交通运输网络体系，围绕我市“4 级 2 廊 5 带”新型工业化产业布局，构建点线面集成融合的“一环五

射、六大物流产业集聚区”的物流产业发展空间布局。 

“一环”：结合城市主干路网构成和主要铁路、公路通道走线，打造服务城市内外中转连接的主物流通道，

围绕绕城高速，形成合肥市环状物流带。 

“五射”：主要包括连接环状物流带及主城区，集成公路、铁路、内河水运、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面向

淮南及蚌埠（徐州）、六安、铜陵（安庆）、芜湖和滁州（南京）等五个方向的放射状综合物流通道。 

“六大物流产业集聚区”：北部枢纽物流产业集聚区、 东部商贸物流产业集聚区、西部创新物流产业集聚



 

区、新桥空港物流产业集聚区、南部产业物流产业集聚区、合肥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 

 

*图片来源：《合肥市“十三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 

4.2 建设冷链物流产业供应链，加快冷冻库、恒温恒湿库等冷库设施建设 

《规划》指出，重点依托安徽合肥商贸物流开发区、空港保税物流中心、中国供销（庐江）农产品物流园、

中外运供销物流园等节点设施，满足不同种类货物对不同温度设施的需求，加快冷冻库、恒温恒湿库等不

同种类冷库设施和冷链分拨配送中心的建设。重点针对果蔬、肉类、水产、医药等，开发专业冷链物流交

易平台，配套发展流通加工及物流网络体系，打造集交易、冷链物流、流通加工、安全追溯、信息服务于

一体的冷链物流产业供应链。依托综合保税区、空港保税物流中心等，积极申建进口肉类、水果等指定口

岸，发展进出口冷链物流。 

 



 

4.3 创新“互联网+”高效物流基础建设，提升提升仓储管理水平 

《规划》指出，以企业为主导，加快云（云计算）、网（宽带网）、端（各种终端）等智能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重点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北斗导航等技术在物流、商贸等领域应用示范。支持企业建设

物联网应用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鼓励 RFID（无线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技术在医药、集装箱、冷链、不停

车收费系统、大通关等领域集成应用。支持物流企业建设智能立体仓库和智能快（邮）件箱等设施，创新

云仓配等智能物流模式和应用智能化物流装备提升仓储、运输、分拣、包装等作业效率和仓储管理水平。

支持顺丰全自动分拣基地、合肥快递产业园（东区、南区、西区、北区）等有条件节点建设国家智能化仓

储物流示范基地。 

对于合肥仓储市场的发展，行业人士声音不一：部分人士表示，目前合肥仓储市场表现平平，不及武汉、

郑州；但更多人士则认为未来合肥将成为我国仓储市场上的一批“黑马”。就以上分析可见，合肥仓储市

场正处于上升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整体而言，合肥未来仓储市场的发展是向好的。 

 

 

声明：文中的一切资料及数据，仅作参考之用，物联云仓保留一切权利，转载请保留原文链接或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