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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经历了飞速发展到增速

缓慢的转变，我国经济发展受此影响，原有的依靠

“要素投入、外需拉动、投资拉动、规模扩张”的增长

模式不再适用[1]，追求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经济发展

的目标所在[2]。此大背景之下，物流业作为支撑国民

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其高质量

发展是经济高质量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力量。

现有关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中，针对产业发展

质量的涉及内涵阐释[3-6]、现状分析[7]、存在问题[8]、解

决路径[9-11]。关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则相对较少，

涉及方法包括DEA数据包络分析法[12]、熵权-TOPSIS
方法[13]、模糊物元模型[14，15]、熵权灰色关联度模型[16]。

纵观上述成果，有关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仍

存在以下不足。

(1)部分指标体系没有实现从“物流质量评价”向

“物流高质量评价”的思想转换；(2)现有指标体系缺

乏对于物流行业特殊性的描述指标；(3)部分研究以

效率评价、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代替高质量发展水平

测度，存在以偏概全、信息丢失的问题；(4)研究方法

较少关注发展质量在时空上的交互作用与变化趋

势 [17]；(5)现有多指标信息的集成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和随意性。

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物流业

高质量发展做出如下贡献：(1)提出物流业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2)从动力转换、环境升级、结构优化、网络

布局、成果共享5个维度构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

体系；(3)采用具有客观性并考虑整体性的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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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方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证据推理模型进行

多指标信息合成并测算我国各省(区、市)2015～2019
年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4)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

析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演变和空间差异。

1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本文认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动力转换为切

入点对物流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驱动营商环境

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设施设备完善，建成现代化物

流体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提升物流效用、物流

质量、物流效率，最终达到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

需要的目的。

(1)动力变革是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源泉。根据

投入产出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劳动、资本、技术是

经济增长的源泉[1]。考虑到物流行业是资源密集型

产业，故将土地和能源要素纳入投入范畴[18]；(2)国内

外环境是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就内部环境而

言，任何产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就

外部环境而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之一是坚持更高

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1]；(3)结构优化升级是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均衡发展，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要合理；同时，高

质量发展需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 [19]；

(4)服务实体经济是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撑，物流业对实体经济方方面面

具有带动作用。而物流网络则是物流业服务实体

经济的桥梁；(5)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是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物流业最直观

的成果就是物流服务、快递服务、邮政服务、增值服

务。考虑到物流业属于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实现绿

色发展，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良好环境也应成为发

展目的所在。

2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阐释，本

文构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方法与结果

3.1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模型

(1)权重确定模型

关联系数标准差方法是通过整合每个指标值的

表1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动力转换

环境升级

结构优化

网络布局

成果共享

二级指标

人员投入

资本投入

土地投入

能源强度

技术进步

政策扶持

外商投资

城乡结构

产业结构

基础设施网络

信息网络

行业运行

绿色发展

服务水平

三级指标

物流业从业人员人均工资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

物流用地面积

物流能源消耗强度(物流能源消耗占物流增加值的比重)
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财政支出中交通运输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省域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

农村投递线路长度占总投递线路比重

已通邮政行政村比重

物流业GDP占GDP比重

物流业集聚水平

物流业基础设施网络(线路里程/区域面积)
运输工具覆盖率(运输工具数量/从业人员数量)

网站普及程度(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计算机普及程度(每百人使用计算机台数)

物流业人均GDP
亿元GDP能耗降低率

物流服务(货物周转量)
快递服务(快递量)

邮政服务(邮政服务总量)

权重

0.0652
0.0411
0.0584
0.0310
0.0745
0.0408
0.0635
0.0433
0.0178
0.0412
0.0627
0.0739
0.0432
0.0567
0.0461
0.0743
0.0157
0.0599
0.0473
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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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与总体测度得分的关联系数来计算指标的权

值[20，21]，作为一种客观型赋权方法能够有效避免主观

因素的影响，更加准确的反映权重与测度结果的关

系[22-24]。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得到标准化矩阵。假设有 s个物流高质

量评价指标 AE
r (r=1，2，…，s)，并有 n个关于这 s个物

流高质量评价指标的候选方案Pi(i=1，2，…，n)。
AE

1 AE
2 ⋯ AE

s
P1
P2
⋮
Pn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e11 e12 ⋯ e1s
e21 e22 ⋯ e2s
⋮ ⋮ ⋱ ⋮
en1 en2 ⋯ ens

E =(eir)n*s = (1)

第二步，计算关联系数。假设第 r(r=1，2，…，s)
个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的权重为ωr，其初始取值

需符合如下条件：

∑r=1
s ωr = 1 and 0≤ωr ≤ 1 (2)

通过加权计算到各个评价方案的初始评价值。

di=∑r=1
s eirωr(i = 1, 2, …, n) (3)

当不考虑第 r(r=1，2，…，s)个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指标时，当前方案的初始评价值可以修改为：

dir=∑k=1, k≠ r
s eirωr(i = 1, 2, …, n) (4)

则第 r个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的关联系数为：

Rr= ∑i=1
n (eir --er)2(dir --dr)2

∑i=1
n (eir --er)2(dir --dr)2

，r=1，2，…，s (5)

第三步，计算关联权重。

ωr= σr 1 -Rr∑k=1
s σr 1 - Rk

，r = 1, 2, …, s (6)

其中，

σr= 1n∑i=1
n (eir - ēr)2 ，r=1，2，…，s (7)

(2)置信度确定与指标合成

本文采用证据推理模型对指标进行信息融

合[25，26]。

第一步，将指标值转化为分布式置信度。假设

有N个评价等级，省份Bl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

Cr在评价等级Sn[Cr(Bl)]上的取值范围为[an，an+1)，n=1，

2，…，N。Bn，r(Bl)表示省份Bl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

标 Cr 在评价等级 Hn 上的置信度。Bn，r(Bl) ≥0，且

∑n=1
N βn,r (Bl)≤1。第 l个省份的第 r个物流业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的分布式置信度表示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βn,r(Bl) = an+ 1,r - Cr
an+ 1,r - an,r

βn+ 1,r(Bl) = an,r - Cr
an+ 1,r - an,r

βq,r(Bl) = 0, q = 1, …, N and q≠ n, n + 1
(8)

转化后的分布式置信度记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ü

ý

þ

ï
ï
ï
ï

[H1, β11(Bl)] [H2,β21(Bl)] ⋯ [HN,βN1(Bl)]
[H1, β12(Bl)] [H2,β21(Bl)] ⋯ [HN,βN1(Bl)]

⋮ ⋮ ⋱ ⋮
[H1, β1s(Bl)] [H2,β2s(Bl)] ⋯ [HN,βNs(Bl)]

(9)

第二步，对指标进行合成。其中mn，r代表Hn等级

的基本信度概率分配；mH，r代表无法确定其等级部分

的基本信度概率分配；m̄H,r 为由权重设定与真实情

况存在差异所引起的基本信度概率未分配。

mn，r=m(Hn)= ω*
r βn，r(Bl)，n=1，2，…，N；r=1，2，…，s

(10)
mH，r=mr(H)=1-∑

n=1

N mn,r

=1- ω*
r∑
n=1

N βn,r (Bl)，r=1，2，…，s (11)
-mH,r =-mr(H) =1- ω*

r ，r=1，2，…，s (12)
使用ER递归算法合成后指标的基本概率函数：

~mH,r =~mr(H)= ω*
r[1 -∑

n=1

N βn,r (Bl)]，r=1，2，…，s (13)

mn = ké
ë
ê

ù
û
ú∏

r=1

s (mn,r +-mH,r +~mH,r) -∏
r=1

s (-mH,r +~mH,r)，n=1，
2，…，N (14)

~mH = ké
ë
ê

ù
û
ú∏

r=1

s (-mH,r +~mH,r) -∑
r=1

s -mH,r (15)
-mH = k[∑

r=1

s -mH,r] (16)

k= é
ë
ê∑
n=1

N ∏
r=1

s (mn,r +-mH,r +~mH,r) -

ù
û
ú(N - 1)∑

r=1

s (-mH,r +~mH,r)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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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合成后指标的置信度表示为：

βn(Bl)= mn
1 --mH

，H=1，2，…，N (18)
合成后指标的不确定部分置信度表示为：

βH(Bl)=
~mH

1 --mH
(19)

(3)发展水平计算

将合成后的置信度βn，r(Bl)转换为效用函数，最终

得到综合效用值，即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值 [27]。

转化过程如下：

u(Hn)= n - 1N - 1 ，n=1，2，…，N (20)
Ut=U(S)=∑

n=1

N U(Hn) βn(Bl) (21)
3.2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通过关联系数标准差方法得到三级指标权重如

表1所示。通过证据推理模型计算得到2015～2019
年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如图1所示。

图1 2015～2019年我国物流业
高质量发展指数及分项指数

(1)基于全国视角，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

提高，长期向好

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从 2015年的 38.47
上升到2019年的43.87，发展水平稳步提高。2016年
和 2018年分别增长 6.11％和 4.37％，大于平均增长

率。2018年从绝对值和增长率方面均表现突出。最

主要原因在于2016～2017年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

在2018年产生了实质性效果。

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分项指数五年均值变化

看，指标间差异较大，提升速度不同。网络布局、成

果共享、结构优化 3个指标在 2017年发展速度明显

放缓，2018年得到回升。究其原因，2017年世界经济

整体复苏疲弱乏力，增长速度放缓，我国物流业发展

也受此影响。

(2)基于地区视角，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非

均衡特征

2015～2019年各省(市、自治区)物流业高质量发

展指数如表 2所示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西藏及

港、澳、台地区未包括在内)。上海 2015～2019年均

排名第一；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天津 5年内评价

值均高于年度平均值。宁夏、内蒙古、海南、贵州 4
个传统意义上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薄弱的省(市、自治

区)跻身其中。

4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分析

4.1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

本文使用自然断点分类法分别对 2015 年和

2019年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值进行等级划分，如

表3所示。

从空间分布看，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呈现东

高西低的非均衡特征，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域位于

第一梯队。而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域高质量发展水

平位于中下。从空间分布的演变看，东部的高质量

集聚基本已经形成，演变倾向不明显。而低水平地

区逐渐向西北部及西南部集聚。

4.2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

4.2.1 全局空间自相关

使用 StataSE 15软件计算全局Moran's I指数[28]，

如表 4所示。从显著性水平看，P值均小于 0.05，表
明2015～2019年全国范围内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空

间格局为正向空间依赖关系，形成了空间集聚和极

化现象。从数值大小看，Moran's I指数总体呈现波

动式下降趋势，集聚水平差距不断减小。这表明物

流业发展的“马太效应”淡化，空间异质性逐渐减弱，

呈现一定的普惠和包容性。

4.2.2 局部空间自相关

本文采用局域Moran's I指数衡量每个省域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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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2019年各省(市、自治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省(市、自治区)
上海

北京

江苏

浙江

广东

天津

山东

河北

宁夏

内蒙古

海南

贵州

福建

湖北

河南

安徽

重庆

辽宁

四川

云南

湖南

黑龙江

山西

陕西

青海

新疆

江西

吉林

甘肃

广西

均值

2015
69.16
61.74
59.56
57.55
43.18
51.37
36.41
39.21
44.87
37.23
36.66
31.97
40.10
29.40
40.91
34.35
39.10
37.43
37.51
34.17
32.52
34.16
26.10
25.34
30.26
30.37
36.24
27.92
25.92
23.30
38.47

2016
70.22
61.70
59.70
55.28
52.36
50.66
41.67
43.59
43.98
42.50
37.02
46.33
33.43
45.75
37.71
45.92
34.52
38.88
34.10
37.91
34.60
32.32
34.23
35.72
32.02
28.58
30.83
26.24
24.45
32.37
40.82

2017
66.78
55.46
59.35
50.05
54.87
47.54
52.66
38.04
46.25
38.74
40.81
47.26
36.83
46.15
40.00
35.39
40.26
34.05
38.88
37.88
33.96
34.15
34.72
32.32
32.41
30.57
36.75
30.40
28.25
25.97
40.89

2018
84.32
63.79
61.68
64.05
54.81
48.71
51.30
50.11
46.03
46.11
46.31
36.42
41.04
37.89
43.02
35.56
39.85
34.35
40.08
36.15
33.50
34.20
36.31
37.45
31.04
29.76
25.16
31.80
30.65
28.78
42.67

2019
81.56
69.29
55.65
57.69
60.32
47.68
57.61
49.51
38.02
42.23
42.71
38.19
48.72
40.60
36.23
44.98
40.07
47.38
38.42
37.36
39.72
37.06
39.99
38.51
32.50
36.36
25.42
35.43
29.06
27.87
43.87

均值

74.41
62.39
59.19
56.93
53.11
49.19
47.93
44.09
43.83
41.36
40.70
40.04
40.02
39.96
39.58
39.24
38.76
38.42
37.80
36.70
34.86
34.38
34.27
33.87
31.65
31.13
30.88
30.36
27.67
27.66
41.35

表3 2015年、2019年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等级划分

2015

2019

低水平

甘肃、广西、吉林、
山西、陕西

甘肃、广西、
青海、江西

较低水平

安徽、贵州、黑龙江、湖北、
湖南、青海、新疆、云南

宁夏、贵州、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山
西、陕西、四川、新疆、云南、重庆

中等水平

福建、海南、河北、河南、江西、
辽宁、内蒙古、山东、四川、重庆

安徽、福建、海南、河北、
河南、辽宁、内蒙古

较高水平

广东、宁夏、
天津

广东、山东、
天津、浙江

高水平

北京、江苏、
上海、浙江

北京、江苏、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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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省域有关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集聚关系。

运用 StataSE 15软件生成局域Moran散点图，将空间

集聚类型划分为4种模式[19]，如表5所示。

结果表明：(1)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存在空间集聚

性。物流业发展质量高水平省域周围也是高水平省

域，物流业发展质量低水平省域周围是低水平省域；

Moran's I
z值
p值

2015
0.461
4.239
0.000

2016
0.382
3.535
0.000

2017
0.284
2.693
0.04

2018
0.401
3.811
0.000

2019
0.321
3.100
0.01

表4 2015～2019年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全局Moran's I指数

表5 2015～2019年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局域Moran's I指数

(2)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稳定性，跃迁现

象较少；(3)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极化效应减弱。

尤其是位于H-L的省域数量明显较少。

4.3 物流业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关系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物流业发展质量与物流业发展速

度之间的空间耦合匹配关系，本文借鉴高一铭等 [17]

的做法，以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代表物流业质量，

以物流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代表物流业发展速度，得

到4种发展模式。第一象限为“高质量-高速度”，第

二象限为“低质量-高速度”，第三象限为“低质量-低
速度”，第四象限为“高质量-低速度”。

如图2与图3所示，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与发展

速度匹配的省域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2015年
物流业属于高质量-高速度发展模式的省域共有 8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高-高”集聚型(H-H)
上海、天津、福建、河北、

浙江、江苏、北京

上海、天津、山东、河北、
安徽、浙江、江苏、北京

上海、江苏、天津、浙江、
山东、北京

上海、天津、江苏、山东、河南、
河北、浙江、海南、北京

上海、天津、江苏、安徽、福建、
河北、浙江、辽宁、山东、北京

“低-高”集聚型(L-H)

安徽、山东、江西

湖南、广西、海南、
河南、江西、福建
安徽、福建、广西、
湖南、江西、河北、
河南、海南、重庆
江西、安徽、福建、
山西、辽宁、广西
江西、广西、河南、

吉林、海南

“低-低”集聚型(L-L)
广西、陕西、山西、吉林、甘肃、湖北、湖南、
贵州、辽宁、青海、黑龙江、海南、内蒙古、

云南、四川、新疆
新疆、青海、黑龙江、四川、陕西、云南、

辽宁、重庆、山西、甘肃、吉林

陕西、山西、甘肃、吉林、辽宁、云南、四川、
内蒙古、青海、新疆、黑龙江

甘肃、吉林、黑龙江、陕西、湖南、青海、
新疆、云南、贵州、湖北、重庆、四川

黑龙江、甘肃、青海、山西、新疆、云南、四川、
湖北、陕西、湖南、重庆、内蒙古、宁夏、贵州

“高-低”集聚型(H-L)
重庆、河南、
广东、宁夏

内蒙古、湖北、宁夏、
贵州、广东

湖北、贵州、
宁夏、广东

宁夏、内蒙古、广东

广东

图2 2015年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与
发展速度匹配散点图

图3 2019年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与
发展速度匹配散点图

·· 1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9 物流管理
LOGISTICS MANAGEMENT

个，到2019年仅剩海南，说明中部及西部地区物流业

发展后劲不足。2015年属于低质量-低速度发展模

式的省域共有 6个，黑龙江和陕西在 2019年仍落入

该象限，说明其物流业发展质量处在低级水平，除此

之外其他省域均有改善。

物流业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不匹配的省域位于

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2015年和2019年均位于低质

量-高速度的省域包括广西、新疆、云南，这3个省域

应该及时调整物流业发展策略，以增加产出，提高效

率。位于高质量-低速度的省域变动较大，2015～
2019年，北京、福建、广东、江苏、山东、山海、天津 7
个东部省域均实现了物流业质量水平稳定的同时提

升发展速度，步入双高行列。

如图4所示，2015～2016年，我国物流业发展质

量处于“低质高速”阶段；发展速度在经历强刺激后

于2017年迅速回落；经历了2017年国际国内的双重

考验后，2018触底反弹，步入“高质低速”模式；2019
年我国物流业初步实现了“高质高速”发展，在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里面的影响下，发展质量

为历年最高水平，实现了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5 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创新发展为驱动实现动力转换。基于东西

部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不同地区应将创新发展与

自身要素禀赋特点和物流发展模式相结合，形成具

有针对性的创新驱动力；(2)以降本增效为导向改善

营商环境。包括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降税清费

力度；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推进物流

仓储信息化标准化智能化；打通信息互联渠道等方

面；(3)以协调发展为核心实现结构优化。在产业联

动发展方面，可以通过工业园区与物流园区协同发

展实现物流业与产业的高度融合。在城乡物流体系

方面，针对“农村电商”“农产品冷链”等具体项目工

程，打造能够提升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的农村物流网

络。在运输结构调整方面，应按照“宜水则水，宜铁

则铁，宜公则公”的原则，通过市场化手段调节不同

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4)以联动融合为支撑构建网

络体系。①支持中西部围绕“一带一路”等倡议，引

导物流集聚联动发展；②合理规划末端网点布局，将

其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5)以开放共享为目标普

及发展成果。对于物流业发展质量较高的地区应发

挥市场、规模、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对于物流业发展

质量仍处于中低水平的地区应实施定向和针对性的

物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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