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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融合发展测度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王欢芳，邓薪池，宾 厚，傅贻忙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基于产业经济理论的多层次性与多维度性，运用协同理论构建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复

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并以广东省 2011—2019 年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

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弱度协调等级

上升为中度协调等级，但发展程度仍然不高，其中先进制造业子系统和现代物流业子系统的有序度呈现交替

上升的变化趋势，先进制造业是二者复合系统协调的主要驱动力。据此，建议优化产业布局、整合产业资源

及推动交流平台合作，以有效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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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WANG Huanfang，DENG Xinchi，BIN Hou，FU Yimang
（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multi-level and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industrial economic theory, a composite 
system integration degree mode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is constructed by 
adopting the coordination theory, with an empirical study to be conduct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9.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ows an upward trend, from weak integration level to moderate integration level, with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still not high. Among them, the order degree of the subsystem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subsystem of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rises alternately, with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eing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the composite system.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layout, integrate industri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the exchange platform, thu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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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Keywords：advanced manufacturing；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measurement

1 研究背景

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从大而

不强的局面向高端制造不断创新，服务业利用标准化

体系积极推动与一二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2020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3 个

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的《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

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统筹推动现代物流业降

低成本、增加效率、提高质量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以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联动和跨界融合，延伸

产业链，保持供应链畅通稳定。“十四五”规划中，

明确提出不仅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推动先进制造业

集群，构建具有各自特色、结构合理的战略新兴产

业；同时要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实现现代

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现代物流业是现

代服务业中与先进制造业关系较为紧密的产业之一，

因而高质量协调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是

中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经之路。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联动协调发展，对提高现代

物流业配送效率和服务水平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对正处于增速换挡期、政策调整消化期以及结构优化

反复期同时作用的先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如何通过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

业的协调发展，提升两业间的协调效率，促进先进制

造业的结构升级，形成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两业融合

带来的新竞争优势，成为当前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转变急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先进制造业产业技术的不断优化，现代物流

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与

现代物流业协调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当前对于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关系研究，主要从制造业

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展开，从现有文献中可以了解

到，关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

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效应层面，

对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关系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不断

融入制造业结构中 [1]，其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会促进

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结构优化、生产效率提升，

而生产性服务行业中的现代物流业集聚，不会对制造

业产生空间外溢效益 [2]。李亚楠等 [3] 经过详细分析，

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先进制

造业）的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制

造业的效率提升具有负向影响，并通过实证回归分析

得出了初级生产性服务业（物流业）的均衡发展有利

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结论。

2）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互动研究。社会进步推

动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等行业的融合 [4]，且融合水平呈

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5]。霍鹏等 [6] 通过共生度走势图，

预测出未来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

互动会朝着对称性共生发展。苏涛永等 [7] 指出，物

流业对制造业的高共生度、制造业对物流业的低共生

度（高 - 低）组合，能使得制造业企业获得更高的

生产效率。L. Jonasy[8] 认为，在上升过程中，制造业

与服务业融合不仅会相互促进，还会随着产业边界

的壁垒逐渐消除，两者在区位上出现分离排挤现象。

其中，先进制造业对高端服务业存在“反向驱动”

互动，二者属于非平衡型互动，部分高端服务业子

行业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9]，

但是，随着我国物流体系的升级完善，现代物流业与

先进制造业之间的互动较为充分，且制造业所产生的

物流需求能够推动物流业的发展，同时物流业是支撑

制造业升级转型的行业之一 [10]。

3）从实证研究角度分析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协同

发展。该领域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灰色关联理论（grey 
relational analysis，GRA）、空间集聚效应分析等。

李煜等 [11]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测算出我国物流效率低

于制造业效率。褚衍昌等 [12] 通过 DEA-GRA 双层模

型和灰色关联度法，进一步检验出我国部分地区的制

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效率不高，甚至部分地区出现联

动效率下降的趋势。鄢飞 [13] 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分

析方法，分析了我国物流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

相关特征，得知其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为辅，

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证明了马歇尔三大要素

会对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产生促进作用。

综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密切关系，这

在学者中已有共识，尤其是认识到了制造业与物流业

的协同效应。但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这两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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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业协调发展测度方面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入研究

的空间。鉴于此，本研究拟基于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物流业相关数据，选取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

协调度模型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

程度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两业协调发展、优化现代

物流业发展路径，以及先进制造业集群化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有效对策，为我国实施产业融合战略、完善先

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2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融合发
展机理

先进制造业是在已有的制造业基础之上，利用专

业化知识将高新技术融入制造业的各个环节中，以

实现优质、低能和高效的生产转变，在扩大产业规

模和优化组织结构的同时，获得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制造业总称。现代物流业是一种复合型产业，

是将运输、储存等八大基本功能根据客户实际需要采

取有效组合的活动集合。从宏观层面来看，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降低社会物流成

本占 GDP 的比例，促进现代物流业优化升级，进而

提高我国经济运行质量。从微观层面来看，先进制

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先进制造业

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完善社会物流运作的组织结构，

减少现代物流企业运营成本，实现现代物流企业集约

化运作，最终达到先进制造业企业和现代物流企业双

赢的目的。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物流业间逐渐成为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

一方面，不断升级的先进制造业对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能够推动现

代物流业的组织和就业结构优化，实现物流现代化转

型。另一方面，逐渐系统化的现代物流业成为拉动先

进制造业的内生引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能提高先

进制造业的经济效益，激发新型产业的诞生和发展，

最终实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根据协同效应原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

协调发展得当，能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产生更大效

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调发展机理见图 1。
如图 1 所示，整体上看，先进制造业中的技术创

新、集群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与现代物流业中的现代

技术升级、物流集聚共享节点资源和打通市场壁垒，

共同推动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两

业协调发展主要通过要素投入、市场互动和效率协调

3 方面的相互作用来体现：要素投入中利用先进制造

行业和现代物流业中具有专业知识的劳动力资源和

完善的生产资料能形成产业价值链，从而提高市场竞

争力；两业协调发展拉动市场结构和扩大规模，从而

激发产业比例和产业顺序并重发展，刺激企业各环节

的生产和创新效率；效率协调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

流业内部的高效化能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动要素投入

的新一轮发展。

3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调发
展指标体系

产业经济理论主要是以市场和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从市场层面研究企业的规模和发展情况，或从企

业角度探究市场结构问题。基于产业经济理论的基本

思想，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内

涵，在主要借鉴孙畅等 [14] 构建的指标体系前提下，

为突出广东省制造业的“先进”性，依据广东省实际

情况，并参考黄顺春等 [15] 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

体系，将产业经济理论中的市场竞争力和传统权变理

论中的创新管理进行整合，从要素投入、市场互动和

效率协调三大层次建立两业的评价指标体系。体系中

的要素投入层是影响产业绩效和产业竞争行为的主

要因素，主要为生产要素维度，包括两业在发展过程

中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市场互动层反映产业

竞争行为，包括发展规模和组织结构。规模化发展追

求的目标是规模经济，即经营规模合理化扩大能带来

成本降低和效益增大的效果；组织结构适时地优化调

整，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效率协调层反映产业绩效和创新发展能力，包括产业

效率和创新能力。其中，产业效率能通过一定时期内

的生产成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来反映国民

经济的发展效率，体现经济效益的增加；创新能力则

可以直接反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通过对当前实

图 1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调发展机理

Fig. 1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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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的分析，可着眼于对未来持续发展的判断（具

表 1 先进制造业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Advanced manufactur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先进制造业

层 次

要素投入层次

市场互动层次

效率协调层次

维 度

生产要素

发展规模

组织结构

产业效率

创新能力

二 级 指 标

就业人数

先进制造业人力资源投入力度

资本存量

R&D 经费投入强度

企业数量

经营收入

工业总产值

先进制造业产值占第二产业比例

先进制造业产值占 GDP 比例

先进制造业利润增长率

先进制造业产值增长率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R&D 人员数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R&D 经费内部支出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R&D 项目经费

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单位

万人

%
亿元

%
个

亿元

亿元

%
%
%
%
人

万元

万元

表 2 现代物流业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一级指标

现代物流业

层 次

要素投入层次

市场互动层次

效率协调层次

维 度

生产要素

发展规模

组织结构

产业效率

创新能力

二 级 指 标

就业人数

物流业人力资源投入力度

物流业人均产值

R&D 人员全时当量

高速铁路营运里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货运周转量

物流业产值占第三产业比例

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例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货运周转量增长率

研究开发机构 R&D 人员数

研究开发机构 R&D 经费内部支出

研究开发机构 R&D 课题投入经费

符号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Y12

Y13

Y14

单位

万人

%
万元 /( 人·a)

人·a
105 km
亿元

109 t·km
%
%
%
%
人

万元

万元

4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调发

展测度研究方法

基于协同理论中的复合系统思想，先进制造业与

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表现为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

响。现代物流业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要

素之一，其发展有利于提高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质量，

优化内部结构，实现降本增效。先进制造业的良好发

展对现代物流业起反哺作用，且能为现代物流业提供

较为稳定的发展平台和机会，受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

改变的影响，现代物流业会随之向规模化、专业化方

向发展。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调中，各子系

统协调发展是复合系统运行的基础。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物流业复合系统协调度的判定是基于时间序列的

动态分析，其基于两业子系统有序度的变化情况进一

步分析复合系统协调状态。本文借鉴孟庆松等 [16] 提

出的协同模型，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调度

测度模型。

4.1 子系统有序度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复合系统中任意

子系统设为 Sj（j=1, 2），发展过程中序参量设为

eji=(e1i, e2i)，其中 i=1, 2, ···, n（n 为子系统二级指标

个数）。子系统稳定的临界点上序参量的上限和下限

分别为 αji、βji（βji ≤ eji ≤ αji）。将序参量分为两类：

一类具有正向功效，即 eji 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

度越高，反之有序程度越低；另一类具有负向功效，

即 eji 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反之有序程度

越高。则子系统 Sj 序参量分量 eji 的有序度为

体指标见表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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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式（1）可以发现，Uj(eji)∈[0, 1]，表示序参量

分量对子系统有序贡献程度的大小，Uj(eji) 值越接近

1，说明序参量分量 eji 对子系统有序度的贡献越大，

反之，贡献越小。其总贡献可以通过 Uj(eji) 的集成来

实现，目前的集成方法有线性加权和法和几何平均法

两种。本研究采用线性加权和法，即：

                 。                 （2）

式中：wi 为各子系统 Sj 中第 i 个序参量的熵权，表

示第 i 个序参量在子系统中保持有序运行的地位。

Uj(ej) 的值越大，表明 ej 的贡献越大，有序程度

越高，反之亦然。

4.2 复合系统协调度

在先进制造业子系统 S1、现代物流业子系统 S2

有序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两业复合系统协同度模

型，该模型有如下两种计算方式：一是以相同时期为

基期计算，对所计算时期内的复合系统演变情况进行

反馈；二是以相邻时期为基期计算，分析在协同演变

过程中，系统是否处于稳定的协同状态。具体的表达

式如下：

       。         （3）

式中：cm 为复合系统协调度；

        

U 0
j(ej) 为初始时刻 t0 各子系统的有序度；

U t
j(ej) 为发展过程中 t 时刻各子系统的有序度。

复合系统协调度 cm∈[-1, 1]，其值越大，表示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子系统协调程度越高，

反之协同程度越弱。当 U t
1(e1)>U 0

1(e1)、U t
2(e2)>U 0

2(e2)
同时成立，cm>0 时，说明两业复合系统呈现出从失

调状态到协调状态的协同演化趋势；且若 cm>0，但

值较小时，说明两者的协同演化程度相对较低。当

U t
1(e1)>U 0

1(e1)、U t
2(e2)>U 0

2(e2) 没有同时成立，且 cm<0
时，表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复合系统是从协

调状态到失调状态演化。

关于同基期协调度等级的划分，参考廖重斌 [17]

所划定的等级区间，将协调度分为 10 个等级（表 3
为具体的划分标准）。相邻基期协调度等级的划分，

参考夏业领等 [18] 的划分方式：当 -1.0≤cm<0 时，为

非协同演变状态；当 0≤cm≤1.0 时，为协同演变状

态，其中 0≤cm≤0.4 为低度协同演变，0.4<cm≤0.6
为中度协同演变，0.6<cm≤1.0 为高度协同演变。

5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调发
展实证分析

5.1 数据统计及标准化处理

本文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选取 2011—2019 年

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的相关数据，共计

252 个观测值，对二者的复合系统协调度进行分析。

数据主要来自于 2011—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由

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以消除各指标数据量纲带来的评价误差，常用标准化

处理方法有极差法、归一化处理法、线性比例法等，

本文采用极差法。

5.2 系统序参量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参考朱喜安等 [19] 提出的熵值法，该法是

一种客观的指标权重赋权法，在避免人为因素干扰的

充分条件下，客观地通过对各评价指标间的差异确

定权重系数。其基本思想是，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

熵越小；反之熵越大。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矩阵

，Xij 为第 i 项序参量的第 j 个数据的标

准化值，则第 i 项序参量的熵值 Ei 的测算公式为

           ，               

式中：

k=1/ln n。
随后确定第 i 项序参量的熵权 wi，计算式为

  。（5）

表 3 同基期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in 
the same base period

协调度区间

[-1.0，-0.8]
(-0.8，-0.6]
(-0.6，-0.4]
(-0.4，-0.2]

(-0.2，0)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高度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协调

协调度区间

[0，0.2]
(0.2，0.4]
(0.4，0.6]
(0.6，0.8]
(0.8，1.0]

协调等级

弱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高度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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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子系统有序度及复合系统协调度的计算与分析

将原始数据进行极差归一化处理后代入式（4）
中，算出熵值，再将其代入式（5）中，计算得到各

评价指标的权重；随后将原始数据代入式（1）中，

得到各子系统评价指标的有序度；将有序度值权重

代入式（2）中，分别得到先进制造业子系统和现代

物流业子系统的有序度；同时，通过式（3）计算出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复合系统协调度。为进一

步探究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情况，首先，

将各子系统的评价指标有序度代入式（2）中，分别

测算出要素投入层子系统、市场互动层子系统和效

率协调层子系统的有序度；其次，利用式（3）分别

测算出先进制造业系统和现代物流业系统的有序度，

得到的具体结果见表 4 和表 5。

表 4 2011—2019 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有序度、复合系统协调度等计算结果

Table 4 Order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omplex system betwee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9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先进制造业有序度

0.205 3
0.217 6
0.342 0
0.344 0
0.393 0
0.434 0
0.681 9
0.587 3
0.707 4

现代物流业有序度

0.151 8
0.253 2
0.285 7
0.310 6
0.301 7
0.572 7
0.636 6
0.651 2
0.713 1

相同基期复合协调度

0.035 3
0.135 3
0.148 4
0.167 8
0.310 3
0.480 7
0.436 8
0.530 9

协调等级

弱度协调

弱度协调

弱度协调

弱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相邻基期复合协调度

0.035 3
0.063 6
0.007 0

-0.020 80
0.105 4
0.125 9

-0.037 10
0.086 2

协同等级

低度协同演变

低度协同演变

低度协同演变

非协同演变

低度协同演变

低度协同演变

非协同演变

低度协同演变

表 4和表 5中，系统协调度计算以 2011年为基准，

复合系统协调度的测算以相邻时刻为基期，以体现复

合系统的协同演变过程是否处于稳定状态，故 2011
年的先进制造业系统、现代物流业系统和复合系统的

协调度无法显示。

通过表 4 和表 5 可以得出，广东省近 8 a 的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

势。为了方便观察，根据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有

序度、复合系统协调度计算数据等，绘制先进制造业

与现代物流业复合系统协调度及分系统有序度变化

趋势图，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广东省先进制造业近几年的

复合系统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先进制

造业有序度与同基期的复合系统协调度可能存在一

定的关联性，二者的发展趋势基本同步，说明广东

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情况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协调度

的高低。复合系统相邻基期的协调度处于低度协调

发展阶段，最大值仅为 0.125 9。广东省先进制造业

与现代物流业复合系统一直处于低协同演变到非协

同演变再到低协同演变的状态，说明协调演变过程

中缺少稳定性。

从同基期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趋势上看，广东省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度在演化过程中虽

然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是总体上呈现出从弱度协调

到中度协调的变化趋势，协调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演

化过程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1—2015年，

期间处于弱度协调等级，两业复合协调发展速度较为

缓慢。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广东省“十二五”

图 2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复合系统协调度及其

分系统有序度变化趋势

Fig. 2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subsystem order degree of 
composite system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表 5 2011—2019 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系统和现代物流业

系统协调度分析结果

Table 5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modern logistics system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9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协调度

先进制造业

-0.028 1
-0.046 3
-0.075 1
-0.108 8

现代物流业

0.020 9
0.122 8
0.166 7
0.145 4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协调度

先进制造业

0.164 1
0.479 8
0.513 7
0.450 5

现代物流业

0.315 0
0.421 6
0.444 8
0.56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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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间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而对物流业的关注点

集中于商业物流，导致现代物流业规模化、集约化的

程度偏低，两者协同发展还处于打磨阶段，协调速度

平缓。第二阶段为 2015—2017 年，期间由弱度协调

等级上升为中度协调等级，两业复合协调发展明显

加速。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广东省在 2016
年出台了《广东省工业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工作方案

（2016—2018 年）》、2017 年提出了《广东省先进

制造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与工业相关的产业

规划，明确了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产业，

需要与物流业等现代服务行业协同发展，政府和企业

的投资力度加大。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

推动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第三阶

段为 2017—2019 年，该阶段保持在中度协调等级，

两业的复合协调速度放缓。这是由于两业协调发展受

到政策驱动，人才吸纳量扩大，企业自身适应能力处

于过渡阶段，制造技术创新处于研发阶段，从而造成

协调速度缓慢。而在 2018 年出现下降趋势，其主要

原因是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都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冲击，

间接导致了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同

发展受阻。

具体看两业的有序度发展情况，2011—2019 年，

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度呈现缓慢

波动上升的趋势。在演化发展过程中，二者有序度

持续交替上升，决定了复合系统的协调度不断上升。

2015 年以前，先进制造业的有序度大部分高于现代

物流业的有序度，只在 2012 年，现代物流业的有序

度超过了先进制造业，这是因受到国家营改增政策

的影响，使当年广东省现代物流业的经营成本下降，

行业竞争力增加。整体上广东省现代物流业发展落后

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和企业更关注先进制造业

的发展，体现出广东省一直致力于打造成为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的目标，而较大程度地忽视了现代物流

业的发展，此举动制约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联

动协调水平的提高。2015 年后，现代物流业有序度

上升速度较快，甚至有超越先进制造业有序度上升速

度的趋势，说明政府和企业意识到物流业对于发展先

进制造业的重要性，同时，广东省是海上丝绸之路

必经之地，良好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广东省物流运输、

仓储等环节的高速发展。

为了进一步探究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

业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对先进制造业系统

和现代物流业系统内部协调度和协调度变化趋势进

行了深入分析，所得结果见图 3。

由图 3 可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的系统演

化路径呈现出一定差异，但总体上两业系统内部协调

度逐年上升。就现代物流业而言，其内部各层次子系

统的演化路径总体上较为一致，表现出良好的发展

趋势。但在 2015 年后，各层次子系统协调度快速上

升，其主要原因是受到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中

国与多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物流运输能力提高，

运输服务范围扩大，为广东省物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

和机遇。同时，政府发布了《广东省“互联网 +”行

动计划（2015—2020 年）》等文件，推动多式联运

和物流标准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省物流行业的转

型升级。而与之相比的先进制造业内部协调度则表现

出波动上升的现象。在 2017 年，协调度发展速率急

速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国家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

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深化合作。从产业结构看，珠三

角地区的制造业基础雄厚；从产业规模看，2018 年

广东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达 10 183.7
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推动了广东省

先进制造业内部协调与深入区域合作。2019 年内部

协调出现下降趋势，主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受到中

美经济贸易摩擦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在更新 301
调查报告中直接指出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设限。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收集 2011—2019 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

与现代物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基于序参量的复合系

统协调发展测度模型，对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物流业

协同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2011—2019 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

业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弱度协调等级

上升为中度协调等级，且发展程度不高。其中先进制

造业子系统和现代物流业子系统的有序度呈现交替

上升的变化趋势，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共同推动复合系

图 3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系统的协调度发展趋势

Fig. 3 Development trend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modern logistic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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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协调上升。

2）从要素投入视角看，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物流业协调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进

行推动。

3）从市场互动视角看，企业结构和规模变化会

影响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

速度。

4）从效率协调视角看，产品技术的创新和运输

能力提高等，会带动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

的协调发展。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对广东省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融合发展建议：

1）优化产业布局，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

业协同发展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从实证结果看，广东

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两业协同演

化路径，表明先进制造业的完善和优化是两业协同发

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广东省先进制造业目前以提高产

业集中度和资源利用率为重点，优先发展一批优势企

业，以形成并壮大具有成长性、集聚效应和一定规模

效益的集群，同时利用世界级先进制造技术与科学

管理模式，增强物流服务定制能力，实现现代化经

营模式。通过对先进制造企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与现代物流业的有机衔接和协同联动。

2）整合产业资源，提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

业协同发展的能力和效率。无论是先进制造业还是现

代物流业，持续单一发展，都无法适应市场上复杂的

环境变化，广东省政府应加大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物流业的协调力度，为解决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突出

问题提供政策依据，行业协会则需要发挥自身优势，

及时向相关企业提供有关产业发展走势和国际国内

市场动态信息。同时，企业间为响应整合产业资源等

政府提议，需采取相关措施推行“增量带存量”，在

大力发展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的基础上，

保证产品质量。政府部门和企业合力优化先进制造业

集群制度、改善现代物流业网络建设，实现物流一体

化，降低产品制造和运输等流程错误率，从而实现“降

本增效”。

3）推进交流平台合作，加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物流业融合发展的信息链和人才链。广东省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同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缺乏

有效的沟通交流。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十四五”

规划的发布，构建高效集约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是供

应链可持续竞争的关键要素。为此，广东省首先应深

入优化现有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实现物流信息资源

共享。其次，应加强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无论是对

先进制造业技术上的改进，还是对智慧物流的具体

实操，都需要进行精准化地培育优秀人才，从人力

和技术上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

专注对供应链管理和物流一体化的关键技术进行研

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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