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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产业竞争、确定竞争力的强度，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物流产业是国

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综合实力

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提升国家及地区物流产业的

竞争力，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近年来我国物流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崛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其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

如，物流产业竞争力不强、结构不尽合理，物流产业的发展呈现区域间严重不平

衡等特点。本文以产业竞争力的相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从物流产业及其竞争力

的涵义及特征出发，确定物流产业竞争力评价标准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多

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PCA）和聚类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对东

部 11 个省（市）物流产业竞争力进行定位，同时也可以大体了解我国东部地区

物流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一步地，文章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探寻物流产业竞

争力 重要的影响因素，找出各省（市）的优势与劣势所在，对东部地区及各省

（市）物流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为其它地区乃至全国物流产业发展战略的

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物流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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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nd ascertaining the intensity of its 

competitiveness is necessary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Logistics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its development level is an important symbol to 

judge the economic overall strength and modernization level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ing economy, increasingly advancing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logistics of countries or regions has already become one of most 

important projects for us.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the logistics in our count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nd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For inst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logistics is still week, and the structure of it is unreasonable to 

some extent. Besides, there are also some localities developing fast, and some slowly, 

which result in wide inter-regional disparities.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s well as beginning with the defini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logistics, the article posts a new index system for 

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logistics, and then evaluates competitive level of logistics 

of the eastern 11 provinces in China by PCA and Cluster Analysis. In this way will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logistics of the whole eastern regions also been known in 

general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of logistics, finds ou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each provi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of 

the eastern region and each province. Hopefully, it will provide other regions and even 

the whole n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making out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logistics industry. 

 

 

Key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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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1.1 选题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逐步走向融合，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

经济发展 显著的特征之一，对世界各个区域的经济、政治、生活等领域均产生

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于产业竞

争。如何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全面提升产业的竞争

力，已经成为了各国、各地区政府、企业界及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物流产业是一个联动性很强的产业部门。物流产业的发展会渗透到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中去，特别是制造业和商贸业，为这些产业降低运作成本、提高流

通效率提供便捷的服务支持；物流产业的发展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对社会的

长远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物流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培育起新的区域经济增长

点，拉动区域 GDP 快速增长的同时，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实力的提升。 

物流产业是现阶段 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支柱性产业之一。物流产业为其它产

业的正常运作提供基础性服务，并且已成为继制造业和商业之后的“第三利润

源”，它的发展直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竞争力水平的高低，是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促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发达国家的现实看，物流产业已成为全世界财富

聚集 快的行业。物流产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据世界银行 2002 年

的一项专题研究报告显示，21 世纪有 4 个服务性产业对于提高我国生产力和推

动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分别是通讯业、物流服务、商业服务和电子商务。

其中对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 大的就是物流产业。 

目前，国际国内物流产业都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据统计，目前世界物流

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7%。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物流产业产值在 1995 年就达

7110 亿美元。2002 美国物流产业产值达 9500 亿美元, 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0%以上。英国目前物流产值占商品产值的比重超过 15%。日本在近 20 年内，物 

流产业每增长 2.6 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就增加 1%。物流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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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中国的物流产业也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统计：2007 年，全国

物流产业产值 74 万亿，物流需求规模增长 15%以上，物流总费用增长 11%以上，

物流业增加值增长 10%以上。现代物流产业整体规模扩大，发展速度加快，运行

效率提高。在物流产业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物流产业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特点逐

渐暴露出来。从目前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竞争情况来看，具有竞争优势或潜在

优势的物流都是集中在区位条件比较优越、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域。就拿我国来说，

东部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物流产业虽

然整体而言比较发达，但各个省、各个市乃至各个县的发展水平依然差距很大。

为此，准确评价区域物流产业的竞争力水平，明确各自的竞争优势，科学整合资

源，避免重复建设，促进区域物流持续有效地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1.1.2 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1）从物流产业领域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产业竞争力理论的研究内容。 

自上世纪 80 年代产业竞争力的概念被提出以来，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一直是

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他们或是探讨产业竞争力的概念和内涵，或是重新提出

新的产业竞争力理论和模型，或是将产业竞争力理论和模型同具体的产业相结

合，分析具体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并为其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却鲜有把物流产业和

产业竞争力理论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本文把物流产业竞争力作为研究对象，有

助于从物流产业领域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产业竞争力理论的研究内容。 

（2）为物流产业的后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随着物流产业进入空前繁荣发展时期，关于物流产业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

展起来。将竞争力理论引入物流研究体系，扩大了物流产业经济学的视野，丰富

了物流产业分析的手段和方法，进一步适应了我国物流产业由粗放式增长到集约

式增长、由规模经济向系统经济转变的需要，为产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实践意义 

对物流产业竞争力的研究也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1 绪论 

3  

 

（1）有利于增进对目标区域物流产业整体实力的客观认识，进而判断分析

区域物流产业竞争与合作关系，提高物流资源的利用效率。 

现今各个国家、地区产业竞争环境异常激烈，一个区域物流产业要想在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对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通过分析自身竞争

力的现状，在同主要竞争对手的比较中找出差距，扬长避短，挖掘潜力；同时树

立战略联盟意识，与那些物流产业发展背景、产业基础以及区位条件相似的地区

加强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扩大竞争视野。强化不同区域物流产业的竞争与合

作不仅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物流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2）有助于预测目标区域物流产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向，为制定正确的物

流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经济全球化使众多的经济领域都发生了变革，产业的竞争环境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各国、各地区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纷纷出台各种政策保护或促进区

域内产业的发展。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科学地确定各个区域物流产业现有和

潜在的优劣势，为区域物流产业的重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指导，为制定正确

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使物流产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本部分介绍物流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成果并对它们进行简要的评述。 

学者 Wood（1995）在《International Logistics》中提出了从基础设施、

供货商服务标准、信息系统、人力资源四个方面设定一些评价标准（见表 1.1），

用以判定一国物流系统等级。他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提出各国各项得分，然后赋

予各级指标一定的权重，对各项得分加权汇总，得出各国物流系统总分。Wood

通过一系列计算认为，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等 12 个国家属于先进国家，

泰国、中国、巴西、阿根廷等属于发展国家，苏丹、阿富汗、海地等国家属于落

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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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物流系统的特征 

 

学者 Goh 和 Ang（2000）在《Some logistics realitics in Indochina》

一文中对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地区的物流现状进行了研究，发现该地区物

流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认为其不充足的运输网络和不完善的基本物料处理设施不

仅不利于本地物流企业的发展，而且会对想进入这一领域的物流公司、跨国公司

的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这些地区物流设施的现状不能得到改善，将会影响

到物流产业的长期发展，甚至会阻碍整个地区经济实力的提升。 

学者James和Chris（2003）在《Comparison of Asian and European logistics 

systems》一文中比较了亚洲与欧洲的物流体系，然后根据各国物流体系的完善

性划分了级别。该论文首先分析了亚洲与欧洲的物流运输的大环境，然后提出了

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物流体系的一系列指标，通过聚类分析将亚洲与欧洲的物流体

系客观地划分为三个等级。 

学者宋则、张弘（2003）在《中国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①
一文中

提出从流通总规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流通效率、流通环境、流通效益、流通

组织化程度、流通结构、流通人才素质、流通信息化水平、流通方式、流通资本

等方面建立了中国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但没有给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及相应

的评价方法。 

学者刘国新、孙春梅、罗险峰（2004）在《武汉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综合评

价》一文中选取了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国内生产总值、交通邮电业国内生产总

值、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交通邮电行业比重、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商品购进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年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

内交通邮电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交通邮电行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计、总人

口、工业总产值 18 个指标，构建地区物流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武汉 

                                                        
①宋则,张弘.中国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2003. 

 先进国 后起的发展国 落后国 

基础设施 高度发达 建设中 无法支持先进的物流活动 

供应商服务标准 高度统一 不完全统一 根本不具备标准 

信息系统 基本具备 不完全具备 根本不具备 

人力资源 容易获得 基本可获得 很难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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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学者李旭宏、李玉民、顾政华、杨文东（2004）在《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

法的区域物流发展竞争态势分析》一文中提出，区域物流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六大类：社会经济发展类指标；生产、消费与流通类指标；交通运输类指标；人

力资源类指标；信息发展水平类指标；政策和环境类指标。每大类指标又包含若

干次级指标。他们运用 SWOT 分析法评估常州物流产业竞争力，得出常州物流发

展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在周边 8个城市中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的结论。 

学者汪波、杨天剑、赵艳彬（2005）在《区域物流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一

文中提出的地区物流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了三大类：物流合理程度指标、物流

子系统效率及服务水平指标、外部环境指标。其中物流合理程度指标涉及到物流

标准化程度、物流市场秩序程度、地区物流经济效益、地区物流发展的环境四个

次级指标；物流子系统效率及服务水平指标涉及到运输物流特征值、仓储物流特

征值、库存物流特征值、生产计划与控制物流特征值、信息中心的发展程度五个

次级指标；外部环境指标包括政策法律环境、人员素质系数、地区信息化水平、

地区经济贸易水平、地区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五个次级指标；每个次级指标下有包

含若干三级指标。整个指标体系总共包括 38 个指标。他们接着提出用模糊评价

法对物流产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学者姚建华（2006）在《物流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对物流

产业的范围和物流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界定，并设计了一套评估物流产业竞争力系

数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了基础设施水平、产业基础水平、产业竞争潜力、

产业经营效率四大类指标，其中基础设施水平包括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港口运

输、内河运输四个二级指标，产业基础水平包括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优化度、产

业竞争度三个二级指标；产业竞争潜力包括产业扩张速度、产业发展速度两个二

级指标；产业经营效率包括生产效率、经济效率两个二级指标。 后他运用该指

标体系具体核算了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的流通产业竞争力，并对核算的结果进

行了初步分析。 

学者夏敏华（2006）在《基于多重竞争优势的区域物流发展模式决策研究》

一文中认为区域物流发展的多重竞争优势因素可以从地理区位因素、区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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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整体水平、产业因素、商贸与市场因素、物流基础设施因素、政策因素六大类

方面进行分析，每大类因素下设若干个评价指标，总共通过 30 个指标完整评价

一个区域的物流竞争力水平。她接着运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各

个指标进行赋权，并将大成都地区物流水平与周边七个城市的进行了对比分析。 

学者谢如鹤、邱祝强、张韵杨（2007）在《区域物流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及

其评价》一文中提出区域物流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产业发展环境、产业组织

形态与规模、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市场竞争力、产业社会化水平、区域内物流企

业整体竞争力六大类指标，每一大类指标下又设计若干个二级指标，一共 32 个

指标。他们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运用组合评价法确定了相关指标的权重，并

借助多层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一级指标进行了赋权。 

以上学者都运用特定的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对某些特定区域的物流产业发

展水平或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和比较。这些标准和指标体系都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

清晰的层次性，能够很好的说明目标区域物流产业的各项竞争优势和综合发展能

力。但是，笔者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的不

足，具体表现在：有些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或是过于笼统或是仅从产业竞争力的

某一方面出发，不能有效地反映物流产业竞争力的现状和潜力；有些指标体系则

太过烦琐，操作性难度大，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还有

些指标体系中包含的定性指标过多，需要人为将定性指标定量化，会影响评价结

果的科学性。因此，本文将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物流产业竞争力

的特征，吸收其合理部分，对一些不足之处加以改进，重新构建出一套物流产业

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1.3 论文结构和研究方法 

1.3.1 论文的框架结构 

本文共分六章： 

1.绪论 

在介绍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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