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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物流与经济增长
的协整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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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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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根据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脸等计蚤方法
,

利用中国各省 卜 年物流发展水平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
,

将 个省 市
、

自治区 按经济密集度不同分成三大类地区 并对其物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进行了实证分析
。

实证结果表明

三个区域的物流与经济增长均存在协整关系
,

发达的一类地区两个变量存在双向 , 因果关系
,

而后两类地区两个变 仅存

在单向的 , 罗 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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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

国家层面和单一 省份层面
。

如王 小叶等 的 利用

物流是联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
,

是国民经济的三大产 一 年的年度数据
,

检验了中国物流 和 增 之

业群之一
,

是获得第三利润的源泉川 ,

物流资源作为重要的运力 间的关系
,

证明了我国物流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提

要素组成部分
,

是生产的六大要素之一必。

高
,

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钱晓英等 利用我国

区城物流是指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物资流动
,

是区域经济的 一 年物流发展水平
、

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

重要组成部分
。

区域物流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器
,

区域物流的 的年度经济数据对中国物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

发展可以直接降低物流成本从而降低社会经济交易费用
,

直接 析
,

得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的结秒
。

上述这些研究

促进区域增长极的形成 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同 都证明了物流与经济增长存在重要的关联关系
,

但都没有揭示

时
,

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产业结构差异化创造了巨大的 出不同经济增长水平地区之间的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物流需求
,

物流方式也直接受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
。

因此 而且因为全国性时间序列数据往往不平稳
,

采用差分形式虽然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是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相互促进的统一 可以消除单位根
,

但如果采用差分形式进行方程估计
,

则关于

体
。

变量水平值的重要信息将被忽略
,

这时模型只表达了变 间的

短期关系
,

而没有揭示它们间的长期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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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梁 等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物流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 技术与方法
一 年的福建省的

、

货运周转童
、

客运周转 和固

定资产投资数据来计 物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昊水森

研究了福建省 一 仪”年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
,

得出福建省物流发展与 之间存在着单向的 溯 ,

因果关系和协整关系周。

这种研究虽然能反映单一省份物流发

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

但仍然不能从截面上反映不同经

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两者的关系
。

本文将对经济发展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的三类地区的区域物流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协整关

系进行对比研究分析
。

从图 和图 的对比可以看出
,

三大区域的货物周转

和 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

两者可能具有协整关系
。

单位根检验及 检验

为了检测各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
,

采用

叮 的单位根法对各变童平稳性进行检验
,

检验的临界值是显著水平为 的临界值 滞后阶数由

最小准则决定
。

检验结果见表
。

表 检测

数据来派与处理
水平变量 统计值

本文所有数据来深于 《中国统计年鉴 》 一 、

各

省 市
、

区 统计年鉴 》 一 加
、

新中国 年统计汇

编》 一 以碎 以及《中国统计摘要 》
。

各省历年 均

为 年不变价
,

用各省历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进行平

减
。

各类地区的划分办法是 先计算各省 一 年不变

价 的 年平均值
,

除以各省国土面积
,

得到各省单位面

积经济产出 经济密集度
,

一类地区经济密集度为 万

元 瓜时 以上的地区
,

包括上海
、

天津
、

北京
、

江苏
、

山东
、

浙江
、

广东 个省 市
,

二类地区经济密集度为 一 万元 瓜耐

包括河南
、

辽宁
、

河北
、

福建
、

安徽
、

湖北
、

重庆
、

湖南
、

海南
、

江
,

西
、

山西 个省 市
,

三类地区经济密集度为 万元 瓜耐 以

下的地区 包括吉林
、

广西
、

陕西
、

四川
、

黑龙江
、

贵州
、

宁夏
、

云

南
、

甘肃
、

内蒙古
、

新级
、

青海
、

西藏 个省 自治区
。

用货物

周转且 优 代表物流发展水平 三大区域的货物周转量和

分别为上述各省 市
、

区 的综合
。

侧

统计

临界值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检验结果

不平艳

平稳

平稳

平德

平毯

平稳

平稳

平稳

之、
二门‘八勺自侧代代邵以拍汇六门八匕户

因为全国 为
,

而 为 一
,

两者不同阶单整

不符合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

而三大区域的两变盆均为
,

仅对物流和生产总值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

从表 可以看出 在 显著性水平上
,

只有一类地区和

二类地区 与 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

这两大区城

均是货物周转量的 ’, 原因 而三类地区仅在

的显著性水平上则表现为货物周转童是 的 罗 原因
,

在 的显著性水平上
,

仅有一类地区两变贵互为因果关系
。

这表明一类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物流发展水平是相互促进的
,

而二类地区表现为物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花类地区则

表现为经济增长对物流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
。

表 ’, , 检验结果一览

原假设 统计

年

份 尹 尹尹 尹 扩 礴 沪 护

叫卜 一 类地区 山 二类地区 份 三类地区

圈 各类地区 变化 , 一 的 年

不是 的 原 因

不是 的 原 因

不是 的 原 因

不是 的 原 因

不是 的 原 因

不是 的 原因

概 率值

协整分析

年份尹 尹 沪 尹 扩 护 尹 沪护
山一 类橄解一 , , 负他伏

叫

性女地风

圈 吞类地区 。 变化 ” 年

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协整回归方程 。 二

, , ,

进行估计
,

得到
‘

然后检验
‘是否是平稳的

。

如果

两变量不是协整的
,

贝她们的任一线性组合都是非平稳的
,

因

此残差 。 。

将是非平稳的
。

采用 枪脸的 下转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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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原 基于 方法的物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域经济发展的支持效率及生态环境完善方面总体水平较低
,

尚有待进一步强化提高
。

由表 可知通过调整投人
,

可以显著

提高湖北
、

辽宁
、

陕西
、

云南
、

广东等省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

的支持效能 可以显著提升湖北
、

浙江
、

广东
、

江苏
、

辽宁等省

物流业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改普效率
,

从而推升我国物流

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

我国物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结果分析

由上文分析可知
,

我国华北地区
、

东北地区
、

华中地区物

流可持续发展能力较高
、

华东
、

西南
、

西北地区物流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较低
。

结合 模型分析各区域物流业可持续发展

提升路径如下
。

东北地区的辽宁
、

黑龙江需要优化物流业从业人员结构
、

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及政府科技投人转化效率
,

加强经济

发展支持能力及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 华中地区湖北省发

展能力水平较低
,

今后应进一步提高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效

率
,

优化物流运输网络
、

提高物流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

在物

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支持能力及生态环境保护能力方面进行

重点建设 华南地区则必须以广东为重点
,

调整物流从业人员

数 结构及技能结构
,

进一步优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发

挥物流设备设施优势
,

注重政府科技投人的转化效率
,

加大物

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支持能力及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的建设
。

华东地区需要以江苏
、

浙江两省为重点
,

优化物流业固定

资产投资效率
、

提高政府科技投人的转化效率强化科技成果

技术与方法

的生产转化
,

做好运输线路的网络优化
,

加强物流业对区城生

态环境的保护能力建设 西南地区需要以四川
、

云南两省为重

点
,

进一步提高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

发展多式联运做好

运输线路的网络优化
,

加强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支持能力

及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的建设 西北地区要以陕西
、

新粗为管理

重点
,

对陕西省要积极采取科学决策
,

提高物流产业投资效

率
,

提高物流从业人员整体结构水平
,

加大物流业对区域经济

发展支持能力的建设
,

使陕西省成为拉动西北地区物流业可

持续发展的龙头
。

对新祖自治区要做好运翰线路的网络优化
,

提高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

调整物流业人力资本投人水

平
,

在物流业对区域社会发展支持能力及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方面加强建设力度
。

【 今文蔽 】

【 张敏 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物流研究 现状与未来 物流技术
,

,

浒永龙 物流系统的经济评价理论与方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侧拓 一

王长琼物流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初探 经济管理
,

加
,

】

陈由谷 基于核心竞争力的区域物流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国流通经

济 巧
,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

计出版社
,

上接第 页 方法来检验
。
的平稳性

。

得出的 检验值

分别为 一 , 一 和 一 ,

临界值为 一 粥旧
,

临

界值为 一 临界值
,

滞后阶数由 最小准则决定
,

所

以认为残差项是平稳的
,

和货物周围量存在着协整关系
。

因此可以建立协整方程
,

其协整方程分别为
一 祀 肠 。

一

调整 ’二 , 二

尺二一 祀
一 料

调整 二 , 二

二一 卯 。

一

调整 二 , 二 肠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
,

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
,

对物流

发展水平依赖越强
。

三大区域中仅有一类地区的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形成良好互

动
,

而二
、

三类地区则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物流发展水平的单向

因果关系
,

两者未形成良好互动
。

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
,

经济

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其物流发展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更为明

显
,

而因为二三类地区物流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

又制约了本地

区的经济增长
。

因此
,

对于落后的地区
,

中央政府应制定倾斜

性政策
,

帮助其改普交通等基础设施
,

帮助落后地区提升物流

发展水平
,

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稳步增长
。

结论及建议

总体而言
,

经济发展水平与物流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一

致性
,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

其物流发展水平也越高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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