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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评价

宾 厚，吴 冕，张悦淋，李 烨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以长江经济带物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Dagum 基尼系数分解和 Kernel 密度估计分析

等方法，测度 2010—2021 年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分析区域内发展差异。研究发现：长

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向好趋势明显，然而地区差异明显，呈现出下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较高、而中上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格局，但区域发展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具体而言，经

济发展基础、物流运载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绿色发展成效较稳定，物流产业绩效呈

波动上升态势。据此，建议加强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区域间的合作，缩小其区域差距；重视物流业技术

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大力发展绿色物流，构建区域绿色物流网络，提高材料的

回收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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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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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0 to 2021 by the adopting entropy method. It uses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been improving greatly. Howeve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still obvious, with the downstream logistics industry presenting a higher-quality development while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show a lower-quality development. But it may be a great 
thing to see the narrowing gap. Specificall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undation, logistics carrying capac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show a downward trend in general, while the logistics industry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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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an upward trend with stablegreen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o narrow regional gaps. Beside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logistics industry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Moreover,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evelop green logistics 
and to build a regional green logistics network for better recycling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materials.
Keywords：logistics industry；high-quality development；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regional differences

一、研究背景

推 动 长 江 经 济 带 物 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是

“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1+N”规划的重要内

容，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

依托黄金水道，涵盖沿江 11 个省市，地区人口和

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一半，综合交通网络十分优

越。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

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了新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五新三主”的新

战略使命。《“十四五”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规划》明确指出，围绕长江经济带的长江

水脉，通过整体规划设计，构建“三横六纵三网

多点”的空间布局，有力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已

经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国家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和强大动力。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物流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探究地区物流业

高质量发展的不足，这对于推动区域物流业高质

量发展和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关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因素研究。如杨守德 [1] 认为，技术创新将在我国

物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重要引领作用；肖建辉 [2]

认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物流产业集聚

和大力发展绿色物流等；周楠等人 [3] 认为，长江

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相关。二是关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如

汪鸣等人 [4] 提出，我国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围

绕物流服务供需双侧，以全新的产业形态推动物

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创新物流服务推动物流产

业提质降本增效方式；曹允春等人 [5] 基于中国 31

个省市区的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物流业存在传统

型路径、开放型路径和全面型路径三条高质量发

展路径。三是关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如林双娇等人 [6] 从物流运行规模、供给

质量、发展效应和发展代价 4 个维度，构建物流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王鹏等人 [7] 从

经济发展基础、物流运载能力、物流产业绩效、

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成效 5 个维度，对长三

角各城市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

王东等人 [8] 基于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5 个维度，

构建中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四是关于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方法研究。如熊曦等人 [9]

运用熵权法，测算并分析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商贸流通业与新型城镇化两方面的综合

得分；穆晓央等人 [10]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

了新疆 14 地州市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状况。

在国外，目前尚未见对“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这一主题进行直接研究，但其在“物流质量”

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内容包括如

何提高物流服务质量及物流效率、物流业高质量

发展的相关研究方法等。在物流服务质量提升方

面： Huma 等人 [11] 探讨了巴基斯坦的物流服务质

量与客户忠诚度的关系；Lo Storto 等人 [12] 研究发

现，国家物流系统的竞争力需要高质量的基础设

施效率水平和服务共同维持。在物流效率提升方

面：Crainic 等人 [13] 认为，物联网和运输网的有效

结合能提升城市物流效率；Karlygash 等人 [14] 认为，

铁路运输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

自治性与财务独立性越高，铁路基础设施的效率

和技术变革程度就越高。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

研究方法方面：Pedrosa 等人 [15] 运用案例研究法对

运输质量进行了研究；Gargasas 等人 [16] 运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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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对立陶宛的 66 家货运、仓储、制造和贸

易领域的贸易与流通类型企业进行了研究，认为

构建质量管理体系能提高公司竞争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已有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水平测度及相关研

究方法等方面，其对今后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但在研究对象上仍有可拓展之处：（1）现有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还未见针对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的系统研究。

（2）现有文献缺乏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差异分析，难以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

质量发展情况进行更为深入和具体的考察。据此，

本文基于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和

2010—2021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探析长江经济带区域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并

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

客观评价；同时进一步利用熵值法、Dagum 基尼

系数分解和 Kernel 密度估计分析等方法，研究长

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二、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测算

（一）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其与物流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优化、供需关系

等因素密切相关 [6]，同时也受到基础设施建设、

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能力和体制制度等因素的制

约 [8]。在借鉴王鹏等人 [7] 所构建的长三角城市物

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基础上，遵循全面性、

科学性、可比性、实用性原则，本文从经济发展

基础、物流运载能力、物流产业绩效、技术创新

能力和绿色发展成效 5 个方面共选取 20 个指标，

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

行测度和评价，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二）数据来源和测算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 2011—2022 年的《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

国港口统计年鉴》及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统计年

鉴和统计公报。

2. 测算方法

首先，本文运用熵值法测度指标权重值，计算

2010—2021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物流业高质量

发展综合得分，以衡量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其次，本文借鉴陈子曦等人 [17] 的做法，运用

Dagum[18] 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将长江经济

带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区域，以分析长

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 [19-22]。

最后，运用 Kernel 密度估计法，分析长江经

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布动态 [23]，其计算

公式为：

                ，

式中：N 为观测个数；Xi 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

是观测均值；h 为带宽。

3. 测算结果

2010—2021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物流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为 0.090 9。其中，江西、湖

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7 个省市的

数值低于均值。从指数排名来看，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

表 1 长江经济带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维度层

经济发展基础

物流运载能力

物流产业绩效

技术创新能力

绿色发展成效

指标层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进出口总额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固定资产投资额

载货汽车数量

建成区路网密度

物流仓储用地面积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从业人员数

货物运输量

货物周转量

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
邮政业务收入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R&D 内部经费支出额

专利申请授权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烟（粉 ) 尘排放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平均权重

0.051 5

0.047 6

0.068 6

0.043 6

0.040 9

0.041 8

0.050 0

0.045 7

0.049 2

0.059 1

0.071 6

0.056 0

0.049 6

0.051 7

0.055 5

0.064 4

0.037 2

0.039 8

0.038 5

0.037 7

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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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位列首位，其综合

发展指数均值为 0.226 4；而贵州均值仅为 0.019 8。
从区域层面来看，将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分为上

游、中游、下游三个区域，上游地区为重庆、四川、

云南和贵州，中游地区为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

下游地区为上海、江苏和浙江。长江经济带下游

地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上游地区，

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断层现

象十分严重。具体测度结果见表 2。

表 2 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地区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下游

中游

上游

2021

0.130 4

0.213 2

0.152 0

0.083 5

0.048 6

0.086 0

0.093 5

0.055 5

0.084 3

0.019 5

0.033 4

0.165 2

0.077 9

0.048 2

2020

0.135 1

0.221 0

0.162 3

0.087 4

0.048 2

0.078 6

0.064 9

0.061 4

0.088 3

0.020 3

0.032 6

0.172 8

0.069 8

0.050 6

2019

0.130 4

0.223 0

0.154 2

0.095 7

0.045 4

0.080 7

0.064 8

0.057 4

0.090 2

0.020 7

0.037 6

0.169 2

0.071 6

0.051 5

2018

0.108 4

0.220 0

0.158 5

0.099 6

0.046 2

0.089 1

0.072 9

0.058 4

0.090 9

0.018 9

0.037 1

0.162 3

0.076 9

0.051 3

2017

0.110 3

0.228 4

0.158 6

0.094 6

0.046 3

0.084 7

0.070 6

0.058 5

0.091 7

0.018 7

0.037 5

0.165 8

0.074 1

0.051 6

2016

0.106 5

0.229 9

0.160 3

0.096 3

0.042 8

0.083 2

0.072 1

0.060 3

0.093 4

0.021 3

0.034 0

0.165 5

0.073 6

0.052 2

2015

0.113 2

0.237 4

0.161 5

0.092 1

0.047 7

0.082 9

0.067 2

0.056 8

0.085 5

0.020 6

0.035 0

0.170 7

0.072 5

0.049 5

2014

0.116 6

0.229 8

0.157 6

0.098 1

0.048 4

0.084 1

0.072 2

0.056 5

0.080 2

0.018 3

0.038 2

0.168 0

0.075 7

0.048 3

2013

0.118 4

0.235 3

0.153 3

0.094 8

0.048 8

0.082 5

0.072 4

0.058 2

0.085 4

0.017 9

0.033 0

0.169 0

0.074 6

0.048 6

2012

0.135 6

0.225 5

0.157 2

0.082 2

0.046 8

0.081 2

0.073 1

0.062 6

0.086 4

0.017 6

0.031 7

0.172 8

0.070 8

0.049 6

2011

0.142 3

0.219 7

0.154 8

0.085 6

0.047 8

0.081 8

0.073 5

0.055 4

0.082 8

0.022 2

0.034 2

0.172 2

0.072 2

0.048 6

2010

0.153 2

0.220 2

0.158 9

0.078 3

0.046 9

0.080 5

0.070 1

0.051 3

0.082 2

0.021 2

0.037 4

0.177 4

0.069 0

0.048 0

平均

0.124 5

0.226 4

0.157 9

0.091 3

0.046 8

0.082 7

0.070 3

0.057 9

0.087 0

0.019 8

0.035 3

0.169 6

0.072 8

0.050 0

排名

3

1

2

4

9

6

7

8

5

11

10

1

2

3

三、区域差异及测度结果分析

（一）区域差异分析

选择 2010、2015、2020 年长江经济带物流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分析其空间分布变化，其

空间分布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在相同年份

中，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相对较高，上海、江苏和浙江发展水平显著高于

其他省市，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由于云南和

贵州的发展水平较低而排在最末。在不同年份中，

2010 年和 2015 年相比，安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显著提升，上海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下

降态势；2015 年和 2020 年相比，上海物流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湖北物流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呈下降态势；2010 年和 2020 年相比，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重庆、四川物流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呈增长态势，上海、湖北、湖南、贵州、

云南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下降态势。分区域

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呈下降趋势，下中游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为

平稳。

a）2010 年

b）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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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基尼

系数（见图 2）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图 2a 可知，

区域内，上游地区差异最大，这源自上游省市发

展差异较大；下游地区在 2016 年后基尼系数总

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主要来源于江苏省在 2016—
2021 年间的波动；中游地区呈现“W”型轻微波

动态势。由图 2b 可知，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

发展区域间差异分为三个梯度：“上游—下游”

为第一梯度，基尼系数介于 0.5~0.6 之间，差距较

大；“下游—中游”为第二梯度，系数介于 0.35~0.44
之间，差距适中；“中游—上游”为第三梯度，

系数介于 0.20~0.30 之间，处于阶段划分比较平均

和相对合理的区段。贡献程度的大小表明长江经

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

间差异。其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为 80.41%，区

域间超变密度贡献率为 3.99%。这说明区域间差异

是长江经济带总体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因此，

要解决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问

题，应从缩小区域间的差异出发。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的分

布动态图见图 3。
（二）测度结果分维度分析

图 4 所示为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各子

系统变化趋势。由图 4 分析可知，从整体趋势来看，

2010—2020 年，物流产业绩效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这可能与 2009 年国务院印发《物流业调整和振兴

规划》有关。2020—2021 年，经济发展基础和技

b）区域间

图 2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基尼系数

a）区域内

a）上游地区

b）中游地区

c）2015 年

图 1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空间分布

彩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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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能力呈缓慢下降态势，物流运载能力、绿

色发展成效呈波动态势，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下降主要受到经济下行和技术创新不

足的影响。2021 年物流产业绩效出现小幅下降，

物流运载能力呈现大幅上升，这可能与新冠疫情

时期流通缩减有关。从局部视角分析，绿色发展

成效整体处于 0.15 左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

总体上有所提高，这与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倡导绿色发展有关。物流产业绩效在 2010 年后整

体增长较快，提升力度较大，且疫情期间仍保持

较强的增长趋势，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消费者大

多选择线上购物，由此促进了货物运输量、邮政

业务收入等指标的增长。经济发展基础在 2015 年

有显著提升，2015 年以后有所回落。技术创新能

力与物流运载能力均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可能与

上中游地区仍面临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基础设

施不够完善等有关。从均值方面来看，经济发展

基础、物流运载能力、物流产业绩效、技术创新

能力、绿色发展成效的均值分别为 0.210 2、0.179 4、
0.237 2、0.219 8 和 0.153 4。绿色发展成效显著低

于其他指标，这表明绿色发展成效是长江经济带

未来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应重点关注的内容。

（三）各维度层分省市分析

经济发展基础。2010—2021 年各个省份经济

发展基础均值分布在 0.002 7~0.049 0 之间，说明

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基础水平差距较大，

经济发展基础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具体来

看，经济发展基础排名前三的省市是江苏、浙江

和上海，其余省份价值创造均值均低于 0.030 0，
可见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基础水平亟待

提升，尤其是贵州、云南和江西，经济发展基础

均值不足 0.001 0，对地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有很

大影响。

物流运载能力。2010—2021 年各省份物流运

载能力均值分布在 0.005 6~0.033 2 之间，物流运

载能力均值在 0.030 0 以上的只有江苏省，物流运

载能力均值在 0.020 0~0.030 0 之间的有 3 个省份，

分别是浙江省、湖北省和四川省。以上 4 个省份，

在载货汽车数量，物流仓储用地面积，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政业从业人员数方面远高于其他城市，

其运载能力位列前列。相比之下，江西省、贵州省、

云南省物流仓储用地面积小，相关从业人员人数

少，从而导致其综合运输能力较差。

物流产业绩效。2010—2021 年各个省份物流

产业绩效均值分布在 0.000 1~0.074 1 之间，该指

数位列前 3 位的分别是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

这三个省市的优势十分明显，物流产业基础雄厚，

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因此物流产业绩

效指数相对较高。相比较而言，贵州省和云南省

物流产业建设相对滞后，交通较为不便，导致其

物流产业绩效指数相对较低。

技术创新能力。2010—2021 年各个省份技术

创新能力均值分布在 0.001 6~0.057 9 之间，江苏

省和浙江省的技术创新能力表现较为突出，这与

大城市的人才引进策略、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产业

政策有关，其为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而且高端人才的引进，也势必会带

动当地科技创新的发展，有助于推进传统物流业

的转型，提高物流业的发展质量。从整体来看，图 4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变化趋势

c）下游地区

图 3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指数分布动态图

彩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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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波动大，极化现象明显。

绿色发展成效。2010—2021 年各个省份绿色

发展成效均值分布在 0.006 8~0.020 0 之间，该指

数排在前列的是上海和重庆。通过分析具体指标

可以发现，上海和重庆的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及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较低，且在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指标方面，上海和重庆的数据也排在前列。

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物流绿色发展成效相对较

低，有待加强。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如表 3 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从经济发展基础、

物流运载能力、物流产业绩效、技术创新能力和

绿色发展成效 5 个维度共选取 20 项指标，构建长

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

用熵值法为各项指标赋予权重，测算分析 2010—
2021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综合结果来看，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向好趋势明显。第二，从指标体系

对比来看，经济发展基础、物流运载能力、技术

创新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绿色发展成效较稳定，

物流产业绩效呈波动上升态势，这说明提升长江

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物流体系基

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能力创新。第三，在区域对比

上，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特征较明显，各地区物流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原因为物

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靠前的省市集中在下游地区，

呈现下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而中上游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的格局，但区域发展

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其一，加强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区域间的合作，发挥物流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下游地区的带动作用，缩小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其二，

重视长江经济带物流业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助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其

三，大力发展绿色物流，构建区域绿色物流网络，

扩大绿色物流产业规模，提高物流环节材料的回

收利用率。

本文探讨了不同维度层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但是不同维度层之间的交互

作用有待深入分析。另外，本文仅测度分析了长

江经济带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于其

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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