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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资源配置ꎬ 促进京津冀区域物流
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评耿立艳著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基于京津冀区域的实证研究»

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８)

[摘　 要]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京津冀区域的实证研究» 一书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ꎬ 以

区域物流理论、 区域经济理论、 协同学理论、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为指导ꎬ 在借鉴国内外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相关研

究成果基础上ꎬ 基于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内在联系ꎬ 系统研究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关

系ꎬ 揭示目前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 并提出促进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总

体思路和对策建议ꎬ 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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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基于京津冀

区域的实证研究» 一书由石家庄铁道大学耿立艳副教授撰

写ꎬ 科学出版社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出版ꎬ 全书 ４５ 万字ꎮ 该书在

前人分散的研究成果基础上ꎬ 分别对区域、 区域经济、 物

流、 区域物流、 区域物流系统等概念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规

范ꎬ 同时对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互动作用机制、 协同发展

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探讨ꎮ 作者指出ꎬ 区域经济是

区域内包括物流活动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总和ꎬ 对于区域物

流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ꎻ 区域物流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ꎬ 区域物流存在与

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区域物流设施的能力ꎬ
用以实现区域物资的空间、 时间效益与各物流环节的合理衔

接ꎬ 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ꎮ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

展应实现两者在功能、 水平、 结构等方面的协调、 配合发

展ꎬ 表现为区域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区域物流宏观与微观

效益的实现ꎬ 因此ꎬ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相互统

一、 相互促进的关系ꎮ
该书从物流发展规划、 运输基础设施、 运输结构、 物流

业发展状况等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现状ꎬ 同时ꎬ
从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 投资、 国内外贸易等方面分析了京

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ꎮ 作者认为ꎬ 一方面ꎬ 京津冀区域近

几年的物流发展速度明显加快ꎬ 区域物流运输基础设施比较

完善ꎬ 公路货物运输占主导地位ꎻ 在京津冀区域内部ꎬ 各地

区物流发展并不平衡ꎬ 河北省由于地域较大ꎬ 在物流运输基

础设施、 物流业发展方面均劣于北京、 天津两市ꎻ 另一方

面ꎬ 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迅速ꎬ 区域经济实力得到明显提

升ꎬ 河北省的地区经济与天津、 北京两市存在一定差距ꎬ 经

济实力相对较弱ꎻ 北京市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ꎬ 天津市处于

工业化阶段后期ꎬ 正在向后工业化转变ꎬ 而河北省尚处于工

业化阶段中期ꎮ
该书构建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互动作用模

型ꎬ 利用该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

动关系ꎬ 并分析了区域物流的经济影响因素ꎬ 进而选择了京

津冀区域物流的经济指标ꎬ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研究了京津冀

区域物流指标与区域经济指标的相关性ꎮ 应用投入产出分析

法研究了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

应ꎮ 作者认为ꎬ 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之间具有显著的

线性正相关性关系ꎬ 加强京津冀区域的物流活动对于拉动京

津冀区域经济具有一定的作用ꎮ 另外ꎬ 区域物流作为京津冀

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ꎬ 也支持和促进了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增

长ꎮ 作者还发现ꎬ 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的经济影响因素中ꎬ
ＧＤＰ、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对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

的影响程度很大ꎬ 其中ꎬ 第二产业产值是影响京津冀区域物

流发展的首要因素ꎬ ＧＤＰ 和第一产业产值是影响京津冀区

域物流发展的次要因素ꎻ 分析京津冀区域物流发展时ꎬ 应主

要考虑这三项指标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ꎬ 才能更全面地

确定京津冀区域物流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ꎮ 最后ꎬ 京津冀

区域物流业的发展对京津冀区域制造业、 其他第三产业和物

流业的拉动作用很明显ꎬ 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还不

高ꎬ 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发展仍然是一种内生式的发展模

式ꎬ 受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小ꎻ 制造业、 燃气及

水的供应业、 建筑业、 物流业属于 “低附加值、 高带动力”
的产业ꎻ 而农林牧渔业、 批发和零售业属于 “高附加值、
低带动力” 的产业ꎻ 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发展会通过直接

和间接的消耗关系ꎬ 对包括物流业本身部门在内的 ８ 个产业

部门产生较大的完全消耗作用ꎬ 同样ꎬ 京津冀区域各产业部

门的发展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消耗关系对物流业产生较大

的完全消耗关系ꎬ 而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 燃气及水的供应

业、 建筑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与物流业之间的具有很强的间接

消耗关系ꎻ 京津冀区域物业发展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的拉动

作用要明显大于其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ꎮ 因

此ꎬ 要想发展京津冀区域物流业ꎬ 应该以主动发展物流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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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ꎬ 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ꎬ 而不是靠京津冀区域经济

的发展来推动物流业的发展ꎮ
该书构建了包含两个一级指标、 七个二级指标的京津冀

区域物流发展衡量指标体系ꎬ 采用层次分析法选取基础投资

占比、 人均货运量、 从业人数占比三个指标作为京津冀区域

物流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ꎮ 以这三个指标为控制变量ꎬ 以第

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产值为状态变量ꎬ 构建了京津

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灰色控制模型ꎬ 通过灰色控制模型

分析了京津冀区域 “两市一省” 物流业与产业经济之间的

增长弹性ꎬ 以及京津冀区域整体物流业与区域产业经济之间

的增长弹性ꎮ 将主成分分析与协同学理论相结合ꎬ 构建京津

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模型ꎬ 通过该模型分析了

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ꎮ 作者提出ꎬ 京

津冀三地区物流业对产业经济的增长弹性不尽相同: 第一ꎬ
整体上ꎬ 北京市地区的 “从业人数占比” 对三次产业经济

的增长弹性最大ꎬ “人均货运量” 的增长弹性居中ꎬ “基础

投资占比” 的增长弹性最小ꎮ 第二ꎬ 天津市地区 “从业人

数占比” 的下降趋势对三次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抑制作用、
“基础投资占比” 和 “人均货运量” 对三次产业经济的发展

存在促进作用ꎮ 第三ꎬ 河北省地区的 “基础投资占比” 对

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均有促进作用ꎬ 而且对第二产业促进作

用最为明显ꎻ “人均货运量” 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

响ꎬ 但对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的增长具有消极影响ꎬ 且对三

次产业经济的消极影响大于对第一产业的消极影响ꎻ “从业

人数占比” 对三次产业经济具有促进作用ꎮ 第四ꎬ 京津冀

区域的 “基础投资占比” “人均货运量” “从业人数占比”
均对第三产业增长的增长弹性最高ꎬ 对第一产业增长的增长

弹性最低ꎮ 第五ꎬ 京津冀区域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的协同

发展具有明显的波动状态ꎬ 两系统在协同发展的初级阶段与

中高级阶段、 增长与降低状态之间转换ꎮ 所选取的五项区域

物流系统量化指标以及四项区域经济系统量化指标均为京津

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ꎬ 应该应积

极发展这些指标ꎬ 以促进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进一

步协同发展ꎮ
该书在合理设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度量指标基

础上ꎬ 构建不同的回归模型ꎬ 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物流对区域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作用程度ꎮ 作者认为ꎬ 京津冀区

域物流业发展对于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专业化具有显著影

响ꎬ 而对于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具有一定促进作

用ꎬ 其中ꎬ 对区域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ꎻ 京津冀区

域物流业发展有效提升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ꎬ 表现

在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京津冀区域劳

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转向第二、 第三产业专业ꎬ 梯度变化趋

势较为显现ꎮ 同时ꎬ 京津冀区域物流业发展对于区域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也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物流业作为京津冀区

域第三产业的子产业之一ꎬ 其发展快慢对于区域三次产业的

劳动生产率提高呈现较为显著的作用ꎬ 特别是对第一产业在

统计显著性较高ꎮ 此外ꎬ 整体来看ꎬ 京津冀区域物流目前还

处于发展阶段ꎬ 规模效应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ꎬ 其对于区

域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ꎮ
该书将自适应惯性权重粒子群优化算法与最小二乘支持

向量机相结合ꎬ 构建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自适应惯性权

重粒子群优化算法模型ꎬ 通过自适应惯性权重粒子群优化算

法选择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最优参数ꎻ 选取六个评价指

标ꎬ 检验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自适应惯性权重粒子群优

化算法模型的预测性能ꎮ 由该模型预测的京津冀区域物流与

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结果表明ꎬ 未来三年ꎬ 京津区域物流以及

区域经济将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ꎮ 具体来说ꎬ 京津冀区域物

流指标中ꎬ 物流业产值与人均货运量、 从业人数占比将呈现

波动性增长的变化趋势ꎬ 基础投资占比将具有逐年增长的变

化趋势ꎬ 而货物周转量将出现波动性减少的变化趋势ꎮ 京津

冀区域经济指标中ꎬ ＧＤＰ 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呈现逐年

缓慢增长的趋势ꎬ 进出口贸易总额将呈现波动性上升的

趋势ꎮ
该书从发展观念、 经济中心城市、 产业基础、 城际交通

体系、 物流信息系统平台建设、 物流人才发展等方面分析了

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ꎬ 认为促进

京津冀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应该以优化京津冀区域

物流的发展布局、 切实加强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创

新区域物流的服务运作模式、 大力推进区域物流的信息化与

标准化建设、 积极营造区域物流发展的政策环境、 完善区域

物流发展的体制与机制、 加强区域物流的合作互动作为总体

思路ꎬ 从保证区域物流供需的综合调整、 全面提升区域物流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全方位提高区域物流信息技术水平、 促

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及联动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

作用、 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等方面着手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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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慧化与互联网引擎ꎮ 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ꎬ
对其游客的互动体验等进行系统的规划与设计ꎬ 在无线通信

技术的推动下ꎬ 推动其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ꎮ
３２　 特色小镇的总体特征

(１) 以特色的产业及环境资源为基础ꎮ 在对特色小镇

进行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ꎬ 积极对其产业资源进行系统的重

视是非常有必要的ꎬ 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对其环境资源等进行

系统的整治与调整ꎬ 从而更好地对其特色小镇的发展进行有

效的完善ꎮ
(２) 以坚定的政府政策及投融资支持为依托ꎮ 加强对

其政策的应用ꎬ 从产业文化到核心资源的利用与开发ꎬ 都要

积极践行政府的有效政策ꎬ 从而对其融资等提供有力的政策

支持ꎮ
(３) 以产业链开发及房产开发为盈利核心ꎮ 不得不说

的是ꎬ 积极对其土地资源以及房地产业的产业链进行系统的

重视也是非常重要的ꎬ 具体来讲ꎬ 要从项目开发到经营管理

等ꎬ 根据实际的河北省自身的特色进行有效的规划ꎮ
３３　 特色小镇的关键在于产业培育

实际上ꎬ 在对特色小镇进行有效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ꎬ
积极对其产业培育问题进行系统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ꎮ 具体

来讲ꎬ 要从特色产业入手ꎬ 使其集聚在一起ꎬ 在规模等方面

进行有效的规划ꎮ 比如ꎬ 在河北省的白洋淀ꎬ 其景区主打荷

花、 大观园等景观ꎬ 在实际进行发展的过程中ꎬ 也积极与历

史人文进行有效的结合ꎬ 诸如 “小兵张嘎” 的演出等ꎬ 大

大促进了其特色旅游业的进步与发展ꎮ
３４　 特色小镇发展的基础是人口聚集

在实际进行特色小镇建设的过程中ꎬ 要积极对其人口资

源进行有效的利用ꎬ 过亿人口带动产业资源的有效开发ꎬ 在

房地产、 金融、 基础服务业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开发ꎮ 在这个

建设的过程中ꎬ 也要积极利用其旅游服务业带动城镇化的进

步与发展ꎬ 从交通系统、 金融系统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完善ꎬ
从而更好地促进河北省特色小镇发展的科学化与合理化ꎮ

４　 国内外特色小镇的建设对河北省 “产城人文”
建设与发展的启示

４１　 落实城镇化的功能要求ꎬ 构建 “产城人文” 一体化的

城镇

　 　 特色小镇在实际进行建设的过程中ꎬ 要积极发挥 “产
城人文” 一体化的带动作用ꎬ 从产业到城市ꎬ 再到重要的

人文资源ꎬ 都要对其基础设施服务等进行系统的重视ꎬ 从而

更好地促进其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ꎮ
４２　 结合具体环境特征ꎬ 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ꎬ 要着力打造宜居的生态环境ꎬ 不

仅从其生活环境上进行充分的重视ꎬ 对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

要进行系统的重视ꎮ

５　 结　 论

总的来说ꎬ 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的 ２１ 世纪ꎬ 我

国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ꎬ 要积极对其国内外特色小镇的

建设经验进行充分的借鉴ꎮ 并且ꎬ 从河北省目前的发展状况

来看ꎬ 为了更好地促进其产业结构的革新与发展ꎬ 积极对其

进行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ꎬ 并注重 “产城人文” 的发展

理念指导是非常重要的ꎮ 因此ꎬ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ꎬ 要积

极建设特色小镇ꎬ 践行 “产城人文” 的目标ꎬ 从而更好地

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效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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