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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互动发展实证分析 

———以长沙市为例

邹　筱，蒋东兴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从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互动演进耦合发展关系出发，建立耦合度模型，并以长沙市为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耦
合发展关系。建立长沙市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耦合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所建

立的耦合度模型，对长沙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耦合发展关系进行评价及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两
者存在非常强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但目前仍处于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提出应从战略

上、根本上解决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不同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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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背景

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发

展的必经过程。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是其重心所在。新型城镇化

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

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

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

城镇化。在全国新型城镇化正处在高速发展并得

到大力支持的背景下，湖南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和

６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２１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互动演进研究”（１６ＹＪＡＺＨ０８５）
作者简介：邹　筱（１９７６－），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

蒋东兴（１９９３－），男，广东珠海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邹　筱，蒋东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互动发展实证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农业大省，应该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大力发

展服务业特别是物流业。新型城镇化系统包括人

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

物流业系统则包含物流运输量、物流供求量、物流

效益分析等指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物流业的

发展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与良好的条件；物流业的发

展则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并有助于

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两者相互影响，互相促

进，共同发展，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得到大

力支持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耦合互动

作用明显加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耦合互动

机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耦合互动机理

在研究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发展方面，就

目前的研究文献来说，研究两者耦合发展的文献不

多，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物流业与产业集群的关系、

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关联、物流体系的构建、制造业

与物流业的耦合发展关系等。

徐维祥提出，分析产业集群与城镇化耦合发展

的关系应从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城市群形成与发展

关系的关联出发。［１］高鹏凌运用 Ｌ－ＯＤ物流需求
预测方法，对四川省未来的物流需求进行了预测，

进而对四川省物流体系的构建与规划提出了相关

见解。［２］曹相东等人通过对呼包鄂城市群研究后指

出，实现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耦合发展对培育中国

西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３］

王之泰认为现代化、高水平的“智慧物流”对城镇化

具有很大贡献，因此城镇化的发展必须重视智慧物

流的发展。［４］邹筱等人从机制、现状、相关策略等方

面，阐述了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协同发展，认为

应加强二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更加完善的模

型来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设计和优化二者之

间的协同发展模式，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协

同发展，优化升级二者的协同发展水平。［５］

魏红茂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城镇化率与物

流需求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存在长

期协整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并指出城镇化是物流

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从实证的角度对城镇化与物

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６］王富忠从能源消费

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物流发展与能源消费、城镇

化影响关系的数学模型，得出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

系，并且指出城镇化、能源消费是物流发展的格兰

杰原因。［７］在制造业与物流业研究方面，高詹通过

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耦

合联动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两者耦合联动的关系，最后提出发展两者关系新的

选择路径。［８］禹光凯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江

苏省城镇化与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进行关联分析，

根据模型分析的关联程度结果，提出在当前城镇化

发展趋势下应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建议。［９］

物流业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作为拉动

湖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力量，两者协调互

动的状况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沙市作

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商贸中心，近

年来，其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

级，城市布局变得更加合理，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

加大。这些变化拉动了长沙市经济的发展，增加了

对物流业的需求，不断对物流业提出新的刺激点，

促进了物流业整体的不断发展；而物流业的加速发

展，不仅促进了长沙市物流相关产业链的协同发

展，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同时也优化了

长沙市的空间结构，提升了新型城镇化的水平。

因此，本文以长沙市为例，将新型城镇化与物

流业视为独立发展但又相互影响的系统，从互动演

进耦合发展角度对二者的互动状态进行定量研究，

同时探讨城镇化与物流业的双向作用状态，以期对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互动演进耦合发展模式提

供理论参考。

　　二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互动模型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是两个既独立又相互影

响的有机系统，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耦合性是伴

随着两个系统一直存在的。耦合是指相互依赖、协

调与促进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彼此影响并联

合的一种动态关联关系。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两

个系统的动态关联关系被称为“新型城镇化－物流
业”耦合。耦合度模型是对两者系统指标之间的协

同作用进行度量，判定它们之间的协同关系。在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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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模型中，如果指标的数值大表示耦合度的协调

性强，那么该指标称为正效应指标，反之则称为负

效应指标。耦合度模型的建立首先需要确定其功

效函数，依据物理学中的经典功效函数，本研究确

定其功效函数：

ｘｉｊ＝
（Ｘｉｊ－βｉｊ）／（αｉｊ－βｉｊ），　ｘｉｊ具有正功效；
（αｉｊ－Ｘｉｊ）／（αｉｊ－βｉｊ），　ｘｉｊ具有负功效{

；

Ｕｉ＝∑
ｍ

ｊ＝１
λｉｊｘｉｊ；

∑
ｍ

ｊ＝１
λｉｊ＝１。

以上各式中：ｉ＝１，２；ｊ＝１，２，…，ｍ；Ｘｉｊ为第 ｉ子
系统的第ｊ指标；

αｉｊ，βｉｊ是系统稳定临界点指标的上、下限值；
作为系统的功效函数ｘｉｊ∈［０，１］，表示指标的

满意程度，０为最不满意，１为最满意；
Ｕ１和Ｕ２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各自的

评价指数；

λｉｊ为各指标的权重。
耦合度Ｃ的函数表达式为

Ｃ＝ Ｕ１×Ｕ槡 ２／（Ｕ１＋Ｕ２）。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耦合互动发展可分为５

个阶段：当Ｃ＝０时，表示几乎无耦合度，为无关状
态；当０＜Ｃ≤０．３时，为低水平耦合阶段；当０．３＜
Ｃ≤０．５时，为耦合颉颃阶段；当０．５＜Ｃ≤０．８时，
为耦合磨合阶段；当０．８＜Ｃ≤１时，为耦合共振阶
段，表示两者将向着新的有序结构发展。

由于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具有相互交错、动态

和不平衡的特性，仅依据耦合度还难以反映出新型

城镇化与物流业互动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因

此，为评判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两者系统耦合的协

调程度，还需构造综合协调指数与耦合协调度的函

数模型，即

Ｔ＝Ａ×Ｕ１＋Ｂ×Ｕ２，

槡Ｄ＝ Ｃ×Ｔ。
式中：Ｔ表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综合协调指
数，Ｔ∈（０，１）；

Ａ，Ｂ为待定参数，鉴于二者在目前发展中的
重要性是同等重要的，因此，Ａ，Ｂ取值均为０．５；

Ｄ为耦合协调度，Ｄ∈（０，１），耦合协调度分为
４个阶段：Ｄ∈（０，０．３］为低度协调阶段，Ｄ∈（０．３，
０．５］为中度协调阶段，Ｄ∈（０．５，０．８］为高度协调
阶段，Ｄ∈（０．８，１）为极度协调阶段。

依据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内涵与特征，按照

科学合理性、整体层次性的原则，建立新型城镇化

与物流业耦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在确定指标

体系权重时，引入 Ｓｈａｎｎｏｎ的熵值思想，各指标的
权重确定采用熵值赋权法。由于这是一种在决策

者优先决定的权重基础上再运用熵值技术统一修

正权重的方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观性的

影响。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对指标进行比重变换，即

ｓｊ＝ｘ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ｊ；

然后，计算熵值，

ｈｊ＝－∑
ｎ

ｉ＝１
ｓｉｊ×ｌｎｓｉｊ；

在此基础上，得到熵值的信息效用价值，

αｊ＝１－ｈｊ（ｊ＝１，２，…，ｐ）；
最后，得到指标ｘｊ的熵权，

ｗｊ＝
αｊ

∑
ｐ

ｊ＝１
αｊ
，

式中：ｘｊ表示样本 ｉ的第 ｊ个指标的数值（ｉ＝１，
２，…，ｎ，ｊ＝１，２，…，ｐ）；ｎ和 ｐ分别为样本与指
标个数。

　　三　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互动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权重计算

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系统耦合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系统耦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新型

城镇化

系统

物流业

系统

人口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物流运输量

物流供求情况

物流效益分析

人口城镇化率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人均ＧＤＰ 元

非农业产值占ＧＤＰ之比 ％

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ｍ２

城镇园林绿地面积 ｈｍ２

民航运输量 万ｔ

铁路运输量 万ｔ

公路运输量 万ｔ

水运运输量 万ｔ

货物总周转量 亿ｔ／ｋｍ

城镇进出口贸易总额 亿美元

城镇物流从业人数

物流业产值占ＧＤＰ之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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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长沙统计年
鉴》。由于所选取的１５个指标均是数值越大协调
性越强，因此都作为正效应指标类型予以计算，而

协调度计算中的参数Ａ，Ｂ均取值为０．５，在熵值赋

权法计算中，指标ｐ统一取值为１５。
根据上述数据处理与权重计算，得到长沙市新

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系统耦合发展的指标权重数值，

具体指标权重见表２。

表２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系统耦合发展综合测度指标权重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新型

城镇化

系统

人口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空间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率 ０．０１３０８ ０．０１４７０ ０．０２０６７ ０．０２１６１ ０．０２２６６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２６１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０１３７２ ０．０１５６３ ０．０１７４６ ０．０２０２２ ０．０２３１６ ０．０２５０９０．０２７４３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０．０１３８４ ０．０１６０５ ０．０１８９６ ０．０２０２０ ０．０２２１４ ０．０２４４００．０２７６７

人均ＧＤＰ ０．０１３６４ ０．０１５１４ ０．０１７４７ ０．０２０５９ ０．０２３０５ ０．０２５３５０．０２７２８

非农业产值占ＧＤＰ之比 ０．０１２４８ ０．０１６１５ ０．０２０３１ ０．０２１５１ ０．０２３３７ ０．０２４４７０．０２４９６

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０．０１５４１ ０．０１６３４ ０．０１７４２ ０．０１８４２ ０．０１８１１ ０．０２５５１０．０３０８２

城镇园林绿地面积 ０．０１３５５ ０．０１５９７ ０．０１８５１ ０．０２１７５ ０．０２２３２ ０．０２４０７０．０２７０９

物流业

系统

物流运输量

物流供求情况

物流效益分析

民航运输量 ０．０１０９２ ０．０１４２３ ０．０１９２１ ０．０２０１８ ０．０１９０７ ０．０２０４５ ０．０２１８３

铁路运输量 ０．０１９９９ ０．０１８２８ ０．０２０８５ ０．０２２２８ ０．０１８００ ０．０１５７１ ０．０１１１４

公路运输量 ０．０１１７７ ０．０１５０１ ０．０１６１３ ０．０１８５１ ０．０１９７９ ０．０２１２０ ０．０２３５３

水运运输量 ０．００９６２ ０．０１３９３ ０．０２２９８ ０．０２５０５ ０．０１３９１ ０．０１９２４ ０．０１８３９

货物总周转量 ０．０１１６６ ０．０１３９５ ０．０１６１２ ０．０１８０６ ０．０２０３５ ０．０２２０１ ０．０２３３３

城镇进出口贸易总额 ０．０１４１４ ０．０１２５７ ０．０１５５１ ０．０１７５９ ０．０１９３８ ０．０２１１７ ０．０２５１５

城镇物流从业人数 ０．０１３２２ ０．０１２３９ ０．０１１４８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２０８１ ０．０２２９５ ０．０２２９６

物流业产值占ＧＤＰ之比 ０．０２５１０ ０．０２３３１ ０．０２０８４ ０．０１４７９ ０．０１４１２ ０．０１２５５ ０．０１３２２

　　（二）耦合协调分析
依据熵值法确定的权重，按照评价指数与耦合

协调度的计算方法，得到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长沙市新
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系统两者各年份的评价指数与

系统耦合协调度，其结果如表３～４所示。由表３
和表４可知，长沙市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和物流业服
务水平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
两者的评价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两者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为０．８７９，这表明长沙市新型城镇化
与物流业发展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存
在非常强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长沙市新型城镇化与
物流业系统的评价指数

年份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数Ｕ１ 物流业评价指数Ｕ２

２００８ ０．０９５７１１５１ ０．１６１１７３

２００９ ０．１２６７６２７９ ０．１７３７９８

２０１０ ０．１８１２８７３８ ０．２３７３３４

２０１１ ０．２２００５８１０ ０．２８１２０２

２０１２ ０．２５４６０１５０ ０．２３４７６８

２０１３ ０．３１３４１９６０ ０．２７２７７１

２０１４ ０．３８２８４６０３ ０．２９３８２４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长沙市新型城镇化与
物流业的耦合强度与协调程度

年份 耦合度 协调度 耦合强度与协调程度

２００８ ０．４８３５ ０．２４９２ 颉颃耦合与低度协调阶段

２００９ ０．４９３８ ０．２７２４ 颉颃耦合与低度协调阶段

２０１０ ０．４９５５ ０．３２２０ 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

２０１１ ０．４９６３ ０．３５２７ 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

２０１２ ０．４９９６ ０．３４９６ 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

２０１３ ０．４９８８ ０．３８２４ 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

２０１４ ０．４９５７ ０．４０９５ 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

观察表 ３中评价指数 Ｕ１，Ｕ２的值可以看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两者的发展增长速度显著提高，
“十一五”规划末与“十二五”规划初，在湖南省大

力发展城镇经济和物流业的政策背景下，长沙市城

镇化和物流业的发展均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城镇进出口贸易
总额与物流业从业人数均出现下滑倾向，这导致长

沙市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物流业的发展也受到一

定的冲击；从２０１０年开始，长沙市的城镇化与经济
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物流业的发展更是步入了黄

金发展时期，长沙市物流业实现了强烈的反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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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由表４可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长沙市新型城
镇化和物流业的耦合度一直处于颉颃耦合，两个系

统的耦合协调度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处于低度协调阶
段，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发展到中度协调阶段，物流业
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同效应得到逐步加强。在

此期间，长沙市的物流业发展速度较新型城镇化而

言较为滞后，说明长沙市物流业的发展需求落后于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这将会给城镇化进程带来

一系列问题，也会制约新型城镇化的发展。２０１３
年，长沙市的城镇化率突破７０％，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使城市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产业与城市空间布

局结构更加合理，为接下来物流业的飞速发展提供

了保障。总的来说，自２０１０年以来，长沙市的经济
加速发展，物流业水平不断提升，物流业与城镇化

向着高度协调的耦合状态不断发展。

　　四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互动演进耦合

发展关系出发，对两大系统的作用进行阐述，建立

耦合度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并以

长沙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长沙市新型城镇

化和物流业耦合发展程度，同时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对两
者的相关性进行计算。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市新型

城镇化和物流业目前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两者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正朝着高度协调的耦合状态

发展。

针对目前长沙市物流发展速度跟不上城镇化

进程步伐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长沙市“十三五”规划指出应推进城乡发展
一体化，开辟农村的广阔发展空间，因此，在新型城

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将农村农产品物流放在重要位

置。针对目前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政

府应加大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如冷藏保鲜设备）

与科研的投入力度，以打造更专业的农产品物流服

务体系，全面提升长沙市物流业的服务水平。

２．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物流

业的推动作用，提前统一规划，构建协同机制，将物

流业的发展纳入长沙市各地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总体规划中来。同时要重视物流人才的培养，培

养更多懂物流管理、会物流技术、懂物流操作的物

流人才，并加强物流宣传与培训意识，特别是在城

乡结合地带与农村地区，更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实

地培训操作。另外，物流业应该抓住新型城镇化飞

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优化物流设施布局，实现物流

业转型升级，从而迎来物流业的大发展、大提速。

３．新城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城镇化与
物流业耦合互动发展的战略安排，综合考虑物流业

发展的现状结构升级程度，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加强建设功能完善、综合承载能力强的物流基础设

施，引导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引导物流业朝注重质

量与效益的方向不断进步，使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

的耦合协调程度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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