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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关联机制实证研究

邹 筱，刘亚楠

（湖南工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根据湖南省 1996—2015 年的时间序列样本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借用协整检验法、脉冲响应函

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定量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机制，并进行系统阐述。结果表明，湖南省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物流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物流业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物流业

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却不太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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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ve Mechanism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Logistics in Hunan Province

ZOU Xiao，LIU Yanan
（School of Bui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Based on a series of data gathered in Hunan Province from 1996 to 2015, a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adopting such methods as cointegration test,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has thus been made, followed by a systematic formulation of the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distin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Hunan province.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fails to plays a very active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Keywords：new-type urbanization；logistics industry；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VAR model)；correlative 
mechanism

1 研究背景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现代物流业已被纳入我

国振兴行业中，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物流业发展应以绿色、健康、降

本增效为导向，实现物流业集约化、智能化、标准化

发展。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湖南省实施《湖南省现

代物流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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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018 年之前，全省物流业增加值突破 2 500 亿元，

年均增长不低于 12%，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率下降

18.2%[1]。物流业作为融合和衔接制造、商贸等行业

的复合型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优化产业结构、促进

社会分工，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及空间结构压力，已经成

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支撑手段。《湖南省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5—2020）》要求加速转变城镇化发展

方式，优化城镇布局及规模结构，走健康、可持续

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加速城镇化发展不仅有利于优

化产业结构，且能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与此同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资源要素不断向城镇积聚，

引起生产、生活用品的流动，为物流业的发展注入

了引擎 [2]。协调二者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

程的同时，带动物流业发展，成为目前国内学者需

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已引起

不少专家的重视，目前已有文献中，专家们的研究

重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物流业对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研究。贺兴东 [3] 认为，新型城

镇化建设中，物流业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撑。王之

泰 [4] 指出物流业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要优化发展物流业，积极带动城镇化进程。双

海军等 [5] 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构建离不开

物流业发展的支撑，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影响着新型

城镇化进程的速度。谢泗薪等 [6] 通过格兰杰检验发

现，物流业的发展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加快推

进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针对新型城镇化对

物流业的驱动作用研究。J. Sirgelman[7] 通过构建动

态分析模型，得出城镇化建设对包括物流业在内的

服务业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高詹 [8] 指出城镇化发

展为物流业的联动发展带来了引擎。陈超等 [9] 认为

新型城镇化的全面推进为物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魏洪茂 [10] 借用协整检验法，得出城镇化通过拉动物

流需求等对物流业发展具有长期的推动作用。梁雯

等 [11] 通 过 构 建 ECM（error correction model） 模 型

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新型城镇化水平直接影响着物

流业的发展，且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物流业发展存在

积极的正相关性。

上述专家的研究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之间

的关系，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但仍存在

一些不足。首先，现有的文献主要侧重研究新型城镇

化给物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物流业对城镇化建

设产生的影响，而针对二者间互动作用机制的研究还

比较少。其次，多数现有文献只是在理论层面对二者

间的关系进行简单剖析，并未进行深层次探讨。最后，

已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一般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幅员辽

阔，经济发展存在东、中、西经济发展差异，因此，

多数研究结果不具代表性。本课题组认为，可以将研

究的对象锁定至某一特定区域——湖南省，研究得出

的结论才会对优化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协同发展问

题带来有价值的借鉴 [12]。

2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关系的

研究组以湖南省 1996—2015 的年度数据，研究

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物流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机制，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南省各年统计年鉴（表 1）。

在大量已有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城镇化率及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增加价值作为衡量湖南省新型

城镇化建设水平及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城镇化率

用 F（百分数）表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值即物流增加值用 W（单位：亿元）表示。为消除

这些原始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尽可能科学、

准确地反映出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在使用数据前

将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 ln F 和 ln W。

通过 Eview 6.0 得到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关

系，见图 1。

 

界定分析

表 1 湖南省 1996—2015 年城镇化率和物流发展水平数据

Table 1 Annual data of urbanization rate and logistics 
development level in Hunan Province in 1996—2015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F/%
25.00
25.20
25.90
26.39
29.75
30.80
32.00
33.50
35.50
37.00
38.71
40.45
42.15
43.20
43.30
45.10
46.65
47.96
49.28
50.89

W/ 亿元

0 171.14
0 198.66
0 220.86
0 246.08
0 288.16
0 303.88
0 333.51
0 373.27
0 446.50
0 519.73
0 440.96
0 517.67
0 624.68
0 704.83
0 832.28
0 948.82
1 077.65
1 172.31
1 257.64
1 451.90

ln F
3.218 876
3.226 844
3.254 243
3.272 985
3.392 829
3.427 515
3.465 736
3.511 545
3.569 533
3.610 918
3.656 098
3.700 067
3.741 235
3.765 840
3.768 153
3.808 882
3.842 673
3.870 367
3.897 518
3.929 666

ln W
5.142 482
5.291 595
5.397 529
5.505 657
5.663 516
5.716 633
5.809 673
5.922 302
6.101 439
6.253 309
6.088 954
6.249 338
6.437 240
6.557 957
6.724 169
6.855 219
6.982 538
7.066 731
7.136 992
7.280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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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以看出，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物流

业发展的走势相当一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但仅凭

对图 1 的观察，还无法准确地证明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关系。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2。

检测结果显示，在滞后期为 5，且 10% 的显著

水平条件下，0.078 2>0 表示拒绝湖南省物流业发展

不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Granger 原因；在 5% 的

显著水平上，0.029 1>0 表示拒绝湖南省城镇化建设

不是带动物流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可以初步

得到湖南省城镇化与物流业互为格兰杰原因。

3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关系的

3.1 模型简介

VAR（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s）模型是向量

自回归模型的简称，其优点在于它不需要依赖经济学

理论，以多方程联立形式为主，依据数据的统计性建

立模型，操作简单便捷。该模型根据系统内能与所有

内生变量的滞后值存在函数关系的内生变量建立回

归模型，主要功能是验证若干变量是否存在关联性及

相互间关联的程度和路径，科学地解释各种经济冲击

对经济变量的影响等。VAR 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Yt=A1Yt-1+…+ApYt-p+Hxt+εt，t=1, 2, …, T。

式中：Y 为内生变量列向量；

A、H 为待估计的系数矩阵；

p 为滞后阶数；

T 为样本个数；

x 为外生变量列向量；

ε 是扰动列向量。

3.2 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3.2.1 单位根检验

因变量自回归模型要求统计变量具有稳定性，由

ln F 和 ln W 的关系时序图可以初步判定序列是不平

稳的。为避免在计算过程中出现伪回归，对统计数

据进行平稳性检测。对数据采用的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测结果如表 3 所示。

图 1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物流业发展基本关系图

Fig. 1 A relation schema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in Hunan province

表 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Table 2 Grai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Null Hypothesis

ln W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F
ln F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 W

Time

15

F-Statistic
4.750 17
8.595 85

Prob.
0.078 2
0.029 1

Lags

5

模型构建与分析

表 3 各变量的 ADF 检测结果

Table 3 ADF test results for variables

检测变量

ln F
ln F 一阶差分

ln W
ln W 一阶差分

ADF 检测值
-1.169 592
-4.713 628
-2.943 417
-4.203 162

1% 临界值
-4.532 598
-4.571 559
-4.532 598
-4.616 209

5% 临界值
-3.673 616
-3.690 814
-3.673 616
-3.710 482

10% 临界值
-3.277 364
-3.286 909
-3.286 909
-3.297 799

检测结果

非平稳

平稳

非平稳

平稳

表 4 VAR 滞后期选择准则

Table 4 VAR lag selection criteria
Lag

0
1
2
3
4
5

LogL
018.158 64
064.658 63
065.271 54
070.207 62
079.526 93
103.438 90

LR

74.399 970
0 0.817 214
0 5.265 159
0 7.455 448

0 12.753 030*

FPE
0.000 398
1.39e-06
2.28e-06
2.23e-06
1.36e-06
1.48e-07*

AIC
-2.154 486
-7.821 150
-7.369 538
-7.494 350
-8.203 591

-10.858 510*

SC
-2.060 079
-7.537 930
-6.897 505
-6.833 503
-7.353 931

  -9.820 040*

HQ
-2.155 491
-7.824 167
-7.374 566
-7.501 389
-8.212 641

-10.869 580*

* indicates lag order selected by the criterion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ln F 和 ln W 的原始序列在 1%, 
5%, 10% 的水平上的检测值都小于 ADF 值，存在单

位根，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但二者的一阶差分，

在 5% 和 10% 的水平上没有单位根，显示出较强的

稳定性和协整性。

3.2.2 建立 VAR 模型

对 VAR 滞后期选择进行的判断准则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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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3.2.1 小 节 对 新 型 城 镇 化 与 物 流 业 发 展

的 ADF 检测结果得知二者满足一阶单整，因此，

可将这 2 个变量引入 VAR 模型中，则存在 P=(lnF, 
lnW)。最优滞后期数一般参照模型滞后长度标准以及

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LR（Likelihood 
ratio test）、SC（Schwarz criterion）、FPE（final 
prediction error）等信息准则，通过观察分析，确定

该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 5。

3.2.3 协整检验

ADF 检测结果表明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物

流业发展具有明显的稳定相关性及协整性，而 VAR
模型的建立还要对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协整性是否

具有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进行检测，协整检验法是用

于该研究目的的有效工具。于是，课题组采用约翰森

协整检验法进行变量测验，所得结果见表 5。

从表 5 的检测结果中可以看到：在可能存在的 5
种协整检测假设下，该向量自回归模型中至少存在一

个协整变量，即证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湖南省新型城镇

化建设与物流业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经计算得标准化的协整方程为 ln W=8.95ln F-35.08，

该方程表明湖南省城镇化变化 1%，物流业对应变化

8.95%。

3.3 模型分析

以上检测结果显示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物

流业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针对二者之间存在的

关联机制，课题组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进一

步研究分析。

3.3.1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能够清晰地反映出研究对象之间

是如何进行相互影响以及影响渠道等，从而清楚地展

示出研究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课题组在前文

的基础上对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物流业发展进

行脉冲响应检测，借助 Eviews6.0 软件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见图 2。

 

图 2a 所示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进程对物流业发展

冲击反应图表明湖南省城镇化建设受到物流业发展

的冲击，由第一期为 0，短时间内表现出负向冲击作

用，其后物流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冲击作用

逐渐增强。表明随着物流业政策与环境的逐渐优化，

物流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大，

直到第 8 期，促进作用逐渐稳定。图 2b 所示湖南省

物流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进程冲击反应图显示，湖

南省物流业发展在受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冲击后，

第一个时期的正向冲击作用逐渐减小，直至第 2 期，

之后正向冲击作用逐渐增强，并且随着新型城镇化进

程的不断加速，物流业的发展不断加快，于第 7 期后

逐渐稳定。

综上所述，湖南省城镇化建设与物流业发展之间

具有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同时，新型城镇化构建对物

流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更明显。某种程度上表明在物流业

发展速度加快的前提下，新型城镇化的构建还没有达到

最优，这与湖南省的实际状况基本吻合。

3.3.2 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是研究内生变量受到冲击后，对其

他内生变量的影响以及各变量对冲击的响应。而方差

分解则是进一步评价各个内生变量对冲击影响的贡

献率。借助 Eviews6.0 对 VAR 模型中的两个变量进

表 5 约翰森协整检测结果

Table 5 Johannsen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Data Trend

None

None

Linear

Linear

Quadratic

Test Type
No Intercept

No Trend
Intercept
No Trend
Intercept
No Trend
Intercept

Trend
Intercept

Trend

Trace

1

1

1

2

2

Max-Eig

1

1

1

2

2

b）ln W 对 ln F 冲击反应图

图 2 脉冲函数检测分析图

Fig. 2 An analysis chart of pulse function detection

a）ln F 对 ln W 冲击反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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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差分解检测，检测结果见图 3。

 

在图 3a 给出的 ln F 方差分解结果中，内生变量

对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在 80% 以上，

物流业的发展程度在第 6 期以后对城镇化建设的促

进作用在 5% 以上，之后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从图

3a 中可以看出，物流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作用，

短时间内不是非常明显，但就长期而言，从第 4 期

开始，物流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在图 3b 给出的 ln W 方差分解中，内生变量对湖南省

物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 70% 以上，新型城镇化建

设对物流业发展的作用刚开始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新

型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带动物流业发展的能力

明显增强，从第 3 期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该方差

分解结果图表明，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发展

正相关性随时间的推移呈逐渐加强趋势。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湖南省新型

城镇化建设与物流业发展二者的关联机制。并运用

ADF 检测、协整检测、脉冲响应检验及方差分解检

验等方法，对关联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与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物流业

发展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相关性随着经济的

发展与进步呈稳步上升趋势。现阶段湖南省新型城镇

化率只有 50.8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6.1%，且城

镇化水平比较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小、城镇规模

偏小、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竞争力及带动力较弱，

都一定程度影响着对物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

由于目前湖南省的物流业发展尚在起步阶段、专业化

程度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和创新性投入不够等原

因，相互贡献率不到 20%。湖南省的新型城镇化对

于物流业发展的贡献度更大些。进一步加快湖南省新

型城镇化建设及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能更好地带动湖

南省经济进步 [13]。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 3 点建议。

4.1 优化城镇布局，构建集约型城市群

长株潭区域作为湖南省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

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源及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设备。

构建以长株潭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区域，综合运用

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及信息系统，可对人力、物力、

财力及信息化资源进行及时有效的输送，协调推进湖

南省城镇化进程，形成“一核两带三组团”的城镇化

空间发展格局，既能提升城镇的服务功能，又能控制

城镇化的发展边界，还能减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造成

的污染。优化城镇化内部空间结构时，可将湖南的特

色人居环境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方向，促使城

市化紧凑发展的同时提高土地空间利用率，建设符合

湖南省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新型城镇。

4.2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促进产城融合

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发展动力，生产性服务业的

快速发展能够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很大程度上缓解

了城镇化进程中农转人口的就业问题。在湖南省城镇

化进程中，要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速度

的同时提升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在此过程中，坚持

优化产业发展为主，促进就业为本，加快产城融合发

展。运用时下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化城镇基础设

施和改善管理服务系统，全方位提升城镇创造就业、

吸纳人口、带动发展的潜质。同时，力争打造崭新

的创新环境，加快人、财、物向城镇聚集，实现“以

产强城”“以业聚人”，为湖南省新的城镇化建设提

供坚固的支撑。依据湖南省经济产业特点，打造符合

湖南特色的服务行业，建设长株潭区域经济组织的活

动与资源枢纽系统，充分利用长株潭城镇密集的人力

及信息资源，引领全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及提

质增优服务业，积极推进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4.3 坚持创新驱动，壮大特色物流

加快信息化与智能化在湖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

中的广泛应用，同时，采用节能环保技术设备，在降

低物流总成本和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创新运作管理

 b）ln W
图 3 方差分解结果

Fig. 3 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a）l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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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进而提升物流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及与其他产

业的协同。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模式，加强物流项目在

建设中的资源集聚及辐射作用，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很大程度上解决农转人口在生活服务以及就业

方面面临的压力。根据湖南省地理位置特点，可将长

株潭经济发展区域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区域性

物流中心，提升其物流中心功能的作用，长沙和株洲

作为全国性交通枢纽城市，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便捷的

运输为其物流交通运输提供了保障。可针对性地打造

物流服务工业园，构建与之配套的物流服务体系，加

快城镇化的物流发展，完善城镇化的物流服务体系，

进而全方位多角度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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