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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流活动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始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随着

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物流活动对于市场的扩大，

专业化分工的深化有着积极的影响。目前，物流活动已经构成产业规模，涉

及范围从宏观社会物流到微观的企业物流，涉及领域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

域。物流已经成为“第三利润”源泉而备受各国的重视，物流产业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作用关系也成为各级政府和理论界共同探讨的话题，本文主要就物

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进行研究。 
本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定性的研究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效应，介绍了物流及物流产业的相关基础理论，并对文中的概念进行了

界定，之后简述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依据理论分析了物流产业对经济增

长拉动作用的机理。第二部分是模型的建立，首先介绍了指标的选取原则及

所选指标，然后对文中要使用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波及模型进行了介绍，通

过该模型，我们可以定量的研究两者之间的作用并可以得出作用程度的大

小。最后一部分是我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实证研究，依据以上

的模型，对中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根据研究的结果

和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现状提出加快其物流产业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物流产业；经济增长；拉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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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stics has always been throughout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Logistic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ansion of markets and the deepening of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during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ow logistics has constituted 
industrial scale, which involve from macro-community logistics to micro-
enterprise logistics from production areas to the circulation areas. Logistics has 
become a new profit growth point and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all countr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Logistics and economy has become the common topic of the 
theoretical circles. This article studies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logistics to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logistics to economic growth qualitatively. This part describes the 
logistics and logistics industry-related basic theory and defines the related 
concepts in the text. And it analyses the mechanism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profits on pulling economic growth. The second part is to build quantitative 
models. This part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 of the selection of targets, indicators 
selected and the model to be used in the text. The last part is Empirical Study 
about the effect of logistics of China industry stimulating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put forward proposals to speed up logistics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China'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logistics industry.  
 
Keywords Logistics; Economic growth; Stimul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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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现代物流作为一种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

已经成为企业继降低生产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是

21 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发

展水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

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1]”。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杜克拉就预言，物流业是每

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黑大陆”，是降低成本的“最后边界”，是降低资源消

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日本早稻田大学西泽修教授认为，物流是一块冰山，人们只看到了水面上的

冰山，实际水下面的冰山更大；中国经济学家魏杰提出：“国际上，物流产

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其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国现代

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2]；吴邦国同

志指出，物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见，物流

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非常重要[3]。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物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突出。据中国

物流信息中心统计测算，2005 年，国内物流业实现增加值 12140 亿元，同

比增长 12.7%(按现价计算)。占当年GDP的 6.7%，占服务业全部增加值的

16.5%，分别比上年提高了 1.4 和 3.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物流业对经济

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测算，“八五”时期单

位GDP对物流需求的系数平均为 1∶1.54，“九五”时期上升至平均 1∶1.58，
“十五”时期提高到 1∶2.18，明显高于“八五”和“九五”时期的水平
[5]。可见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现代物流的发展，这是一个国家调整经

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也反映出通过流通现代化推动工业

现代化的必然规律。我国也已经将物流的发展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我国现

代物流的“加热剂”是 2001 年 3 月 1 日由国家经贸委、铁道部、交通部、

信息产业部、外经贸委和民航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

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政府部门颁布的第一个关于现代物流发展的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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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国家在文件中明确表明要把现代物流发展成为新世纪重要产业和新经

济增长点，这给地方政府指明了方向，各地政府纷纷提出要把现代物流发展

成为地方新兴支柱产业，并着手研究制定地区物流发展的规划和有关促进政

策。 
从世界范围看，物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已为许多国家的实践证实，

特别是近年来物流的系统集约作用，又体现了降低环境污染，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价值，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在其 2000 年的研究报告

《中国：服务业发展和中国经济竞争力》中提到，在中国有 4 个服务性行业

对于提高生产力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即物流服务、商业服

务、电子商务和电信。其中物流服务占服务业产出的比重最大。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日本引入了物流概念，根据 199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IMF)
的统计数据，我国物流成本占GDP比重的 16.9%，而美国和日本只有 10%左

右。如果假定物流成本比重不变，2000 年中国的GDP为 8.9 万亿人民币，按

16.9%计算的物流成本为 15041 亿人民币，如果降到发达国家 10%的平均水

平，物流成本大概可以节约 6141 亿人民币[6]。因此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是

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 
以上对物流的重视，都是基于一个前提，即现代物流的发展对经济将产

生重大影响，同时经济的增长也会影响现代物流的发展。作为国民经济最有

活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物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其对经济的贡献还

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中国，其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目前理论界关于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多集中于

定性的研究，定量的研究较少，因此，无法准确的衡量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程度，不利于物流产业的长远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所以，如

何研究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量化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是当前急需研究的问题。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物流业是最近几年才提出的，因此专门针对物流产业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的研究很少，但纵观历史，各个经济学派对物流产业中的部分产业在

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还是有所论述。 
    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物流的概念，他们对于物流的讨论只在谈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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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有所涉及。但是运输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经济学家都持肯定的态度。斯

密和马克思在讨论分工的问题时，都提到了交通运输在社会分工发展中的作

用。他们认为，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对市场范围的扩大有积极的影响。但

是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更广泛的物流活动对商品贸易范围和资源的影响，以及

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和克鲁格曼的新贸

易理论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指出两国间的运输费用时进行商品贸易的考

虑因素之一 [7]，克鲁格曼还进而讨论了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选择问

题。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运输成本的考察，考虑运输成本对厂商生

产的影响。但是对于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没有涉及[8]。 
随着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深入，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经济学家们的讨论范围。罗斯托特别强调社会先行资本投资，即通常所

说的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起飞阶段向经济持续增长阶段转变的重要性。他认

为这类投资最主要的职能是降低运输成本，扩大国内市场，有效结合现有资

源，为主导部分的出现创造市场环境[9]。郝希曼在讨论社会间接资本与直接

生产活动的发展关系时，强调社会间接资本的充分供给将诱发生产活动的扩

大，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0]。 
    随着产业划分的提出，结合产业重心的转移，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划分为

不同阶段。在讨论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时，不可避免地谈到与物流产业相关

的运输、通讯、仓储业的作用。但大部分经济学家关注于产业重心向第三产

业的转移，第三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性的提升，对于物流产业对经济

发展的促进作用则并不看重。他们认为交通运输业在经济起飞阶段起着重要

作用(罗斯托)，在工业化阶段有长足的发展，并对工业化的推进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11](柯林.克拉科)。 
国内学者对物流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成果不多，早期成果主要

集中在西方发展经济学、服务经济学基础上的一些探讨。如黄少军在服务业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对我国服务业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内部结构变动进

行全面研究，并对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估，提出我国服务业发展应重点

放在流通部门的建议。杨小凯的经济网络理论中，物流活动正式构成经济网

络的要素，是满足社会经济活动需求的中介服务发展的基础。近几年出现的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经济学家研究了交通运

输业在支持工业化进程、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认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呈同

步发展或交替推拉的关系[12]。 
随着物流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对于现代物流的发展，物流产业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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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越来越多。目前，对现代物流的研究，国外的研究

多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等物流技术和物流管理，物流优化等方面，而国内

的研究多集中在物流规划方面，对比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中外物流

研究的不同以及我国物流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国外对物流的研究定量的比较

多，可操作性也比较强，而我国对物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型的研究水平，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都相对较差，这是国内外研究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我国物

流研究的不足之处。 
    对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物

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分析，二是经济增长对现代物流影响作用分

析，最后是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作用的研究。对于两者关系的研

究主要的理论基础有：价值理论，社会间接资本学说，分工理论等，对于物

流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从基础设施，对社会生产流通的作用，对资源优化配置

的作用和产业结果优化几个方面阐述。定量的研究物流与经济的关系，现在

的研究中采用的理论与方法有：统计学的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 
    如同物流研究在我国存在的不足之处，我国对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关系

的研究同样存在很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现阶段对现代物流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定性研究比较多，定量研究比较少；其次，对物流产

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是怎样相互促进的，

但是为什么物流与经济之间会存在这种关系研究的较少；再次，各个省份由

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差异，现代物流发展的特征，组织，结构，

规模及管理有所不同，而针对各个省市地区自身的特点对物流产业与经济增

长的研究比较少。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进行本课题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意义： 
1、有助于政府，各界人士和物流企业明晰物流产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物流的发展实践证明了现代物流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它到

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如何推动经济增长，以及为什么现代物流能

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却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由于现代物流与经济之间相互

协调发展关系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所以人们普遍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

因此为了更好的指导物流实践，就需要研究现代物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作

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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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本文的研究，可以帮助政府，关注物流发展的各界人士及物流

企业明确物流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了解我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现状，使政府从物流产业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出发，研究适合我

国物流业健康发展的物流规划与物流产业政策。 

1.4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本文主要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研究了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

应，并对我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首先研究现代物流理论，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并参阅有关这方面研究的

文献，明晰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物流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 
    第二是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来证实物流产

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然后通过波及模型，进一步研究了物流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程度，据此，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物流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

作用。 
    第三是实证研究，依据理论和模型对我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

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得出的结果，我们明晰了我国物流产业的现状并为

其将来更好的发展提供政策和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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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物流产业概述 

2.1 物流的相关概念 

2.1.1 物流的定义 

物流是一个经济范畴。物流的概念首先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形成，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物流的概念逐渐引入到其他国家。如今，物流已

经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经济概念。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组织中，

人们对物流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物流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

论。 
    物流领域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物流管理协会早在 1980 年首先

提出物流的概念：“有计划地对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由生产地到消费地的

高效流通活动” 。并指出：“这种流通活动的内容，包括为用户服务、需求

预测、情报信息联络、物料搬运、订单处理、选址、采购、包装、运输、装

卸、废弃物处理及仓库管理”。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西泽修在解释物流概念

的时候说：“物流是指包装、运输、装卸相关工作，主要以有形物品为中

心，所以称之为物资流通。在物流流通中加入信息，于是称之为物流” 。
随着物流的发展，人们对物流的认识，逐渐深刻，不再只是对于这个流通过

程的描述，加入管理的因素在其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专家给出的物流定义

是：“为了全面实现某一战略、目标或任务，把运输、供应、仓储、维护、

采购、承包和自动化综合成一个单一的功能，以确保每一环节的最优化
[8]”。 

80 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在引进和使用物流概念是，对其内涵的解释融

入了自己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物流是物质资料从供给者到需求者的物理

性运动，主要是创造实践价值和场所价值，有时也创造一定的加工价值的活

动。而有的学者人为物流是一项系统工程，现代物流是将供应、采购、生产

制造、批发零售，指导消费之前各环节集成的一个系统，强调系统的协调性

和环节间的配套服务。 
虽然对于物流的定义，各方学者各有不同，但是都包含了物流的以下几

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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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物流是一个空间上从起点到终点地物理移动过程，主要包括：装

卸、运输、仓储、流通加工等几个主要的环节。 
其次， 物流活动的目的是满足客户需要，或是为了全面实现某一个战

略、目标或任务。 
再次， 物流过程中移动的是有形物品，服务及相关的信息。 
最后， 物流是一种经济活动，必须进行恰当的计划、实施与控制，确

保整个过程的有效性 

2.1.2 物流的延伸概念 

1、传统物流与现代物流 

从物流的定义来看物流活动自古就有，只不过随着管理技术的进步，现

代物流在目标、手段和方法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才能逐渐成为人们研究和

讨论的热点。一般认为传统的运输、仓储等活动也属于物流活动，但是与现

在利用新的管理技术物流活动相比有其不同，为了加以区别，一般称传统的

运输、仓储活动为传统物流。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借助传统物资流通

资源，实现物流的快速、准确、低成本的物流活动为现代物流。 

传统物流与现代物流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物流强调系统整体优化，即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对物流系统内运输、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

工、配送、存储等各子系统间进行优化整合，因此，出现如供应链一体化管

理、核心业务管理网络的支持，无论是决策、运作过程与管理都离不开信息

系统的支撑，另外现代物流还充分利用先进的现代物流科学技术，而与现代

物流相比，传统物流并不具有这样的特点。 

2、现代物流与现代物流业 

    现代物流首先是一种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它包括产业和企

业的发展，它强调系统、整合的观点，强调高度专业分工基础上各物流环节

的一体化运作，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应用，强调通过合理设计社会和

企业的物流运作模式，实现提高社会物流整体效率和降低物流成本的目标。

当前，国际上正在被广泛运用的供应链管理理论就是现代物流观念在管理思

想上的具体化和理论化。关于现代物流业，学术界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认

为现代物流业是现代物流的一部分内容，强调的是物流服务产业和物流服务

企业，它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个行业，不包括工商企业内部的物流管理，另一

种认为现代物流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概念，而在我国的现代物流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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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比较低
[9]
。 

2.2 物流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含义 

2.2.1 物流产业的含义 

物流产业的概念国内外并不统一，就连国际上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产

业，原是指一组可以相互替代的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这些企业拥有

着相同的买者和卖者。物流活动以运筹学为理论基础，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

有较高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含量的一种营利性活动。物流产业部门从事的有关

商品或服务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其职能活动日趋社会化、市场化及组织

化，因此愈来愈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 [10]。因此，本文认为物流产业是 

指专门从事将商品或服务由起始地到消费地发生空间位移，对其进行高效率

与高效益流动及储存的活动的营利性企业群体。显然它是流通产业的子集，

但又是从流通产业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和商品实体的移动的传统部门中分离

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 

    现代物流产业是在传统物流活动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

的广泛应用、对物流实践的不断总结、社会物流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以及伴

随着其发展过程中物流管理与物流科学技术的日臻完善，并与国民经济发展

的客观需要相吻合的条件下产生的。作为一个对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联动

性极强的产业，它不仅成为各产业部门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手段和途

径，而且业已成为物流实践活动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2.2.2 经济增长的含义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常见的有两种：一

是，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就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萨缪尔森在《经

济学》一书中给出的经济增长的定义为：“经济增长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指一

个国家潜在的国民产量，或者，潜在的实际GNP的扩展。我们可以把经济增

长是生产可能性边缘随着时间向外推移”。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人均实际产出

的持续增长。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中给出的定义是：“按人口平均的

产出的增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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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集中体现是商品供给总量的不断增加，即

国民总产出的持续增加，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所以本文采用 GDP 作为

经济的衡量指标。 

2.3 现代物流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2.3.1 现代物流的发展历程 

物流业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经济社会的产生时期，因为从人类社会开始商

品交换以来，就存在着与生产和流通相适应的物流活动。20 世纪但物流业

得到飞速发展却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将现代物流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进行研

究和分析更是近几年的事。20 世纪 60 年代德鲁克发表了一篇“经济领域的

黑暗大陆”的文章，首次明确提出物流领域的潜力，从此，人们逐渐的开始

重视物流，对物流的研究也一步一步深入。 
西方发达国家的物流发展历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是物流理论的萌芽时期，在这个阶

段，物流首先在军事后期学中产生，在经济学中也逐渐的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广泛探索，逐渐认识的时期。 
第二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以产品分销为核

心的分销物流兴起，同时积极探索各种专业物流活动的理念，物流活动的各

个环节及物流活动的效率。 
第三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现在，即我们所谓的现代物。这个时

期，强调物流活动的一体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此阶段最受关注的是供应链

的研究，因此也成为“供应链物流”阶段。 
我国的物流发展，稍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我国现代物流的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规模，技术，效率等方面均相对比较落后，但是，近

几年我国的物流业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2.3.2 现代物流的特点 

现代物流具有广泛的涵义，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涉及仓储业、交通运输

业、流通业、邮政业和部分加工制造业。仓储业和交通运输业一直担负着物

流活动中商品的运输和储存两个主要的功能，可以看作是传统的物流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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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物流活动的含义，流通业领域的商品流转，邮政业务中的货物送递都是物

流活动的组成部分；对照广义的物流含义，现代物流还包括了加工制造业生

产流程中系统化了的物流活动，以及供应链上上下由企业间的衔接物流活

动。现代物流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物流有很多重叠的

领域，同时，又具备了许多传统物流不具备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 
1、是物流的国际化包括市场国际化，物流业务国际化和物流企业国际

化。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国际分工导致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活动的产生。 
2、集约化与协同化的加强，随着物流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竞争将

日趋激烈。为满足全球化或区域化的物流需求，企业必须扩大规模，形成规

模效应。物流活动范围的全球化，迫使物流企业进行企业联合，发挥各自的

优势，及时掌握全球的物流动态信息，调动各自的全球物流网点，构筑起全

球一体化的物流网络，极大限度地节省时间和费用，以赢得竞争优势。 
3、网络化与信息化的联合，互联网、局域网等信息网络使企业能迅

速、准确、全面地了解需求信息，实现基于顾客订单的生产模式和物流服

务。信息化物流还可以使追踪发出货物、规划投递路线、进行物流调度和货

运检查等物流活动通过在线进行，大大方便了企业的操作，节省了运作成

本。物流信息网络的建设使物流信息化成为可能，物流信息化则在一定程度

上使物流业务更依赖于信息网络，更依赖于可以共享的信息。 
4、个性化与标准化的并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顾客的个性意识也不

断增强，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具有个性倾向。物流成本已不再是客户选择物

流服务的唯一标准，物流服务的个性化要求日益增强。物流服务的个性化也

是标准化基础上的个性化。在物流服务理念上，在规定的时间，把适当数量

的满意产品，以合适的价格送到规定的地点，服务己成为物流企业优质服务

的共同标准。因此，物流标准化是实现物流个性化的基础和保障。 

2.4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物流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及特点，并对物流产业和经济增

长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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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定性分析 

3.1 相关理论述评 

3.1.1 社会间接资本学说 

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间接资本都十分敏感。其所指的社会资本包括了物

流产业的重要资本投入—物流网络基础设施投入。他们普遍认为，加强和改

善电力及交通设施实际上是任何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主张对社会

间接资本投资并不是因为其对最后产出有直接影响，而是因为其允许、并在

事实上能诱发直接生产活动。在真实意义上，它是一种对整个经济增长而不

是对某个特定活动增长的多样化投资[12]。 
罗斯托特别强调社会先行资本投资，即通常所说的基础设施投资，在经

济起飞阶段向经济持续增长阶段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创造前

提条件和起飞时期，总投资中很高的份额必须计入社会先行资本，社会先行

资本的建立，在时间上具有确定无疑的优先性。因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

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实际上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之前。这种投资的最

重要职能是降低运输成本，使得资源能更便宜而有效地结合起来，扩大国内

市场，使外贸的有效引导成为可能。也只有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最初的主

导部才有可能出现[13]”。 
郝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包括物流产业的社会间

接资本与直接生产活动的发展关系。在其著作中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

核心也许可以严格限于物流产业中的交通业及动力。作者通过模型的构建，

得出结论，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相对于直接生产能力过剩时，“超前需要的

建设”预期将使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对生产活动直接生产的投资者具有吸

引力，因而创造这个需求，刺激私人厂商扩张生产规模在另一方面，如果允

许或迫使直接生产活动超越社会间接资本，造成社会间接资本的短缺，将在

其后产生一个强大的压力，要求社会间接资本的供应，必然引致社会向基础

产业和设施投资。无论选择哪种途径都会形成投资的诱因和压力，达到加快

经济发展的目的。据此，可以认为传统物流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业作为社会间

接资本之一首先得到发展，在充分提高运输物流能力的前提下发展其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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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将大大有利于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3.1.2 分工理论 

斯密和马克思在讨论分工问题时，都提到了交通运输在社会分工发展中

的作用。他们认为，分工的深入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交通运输业发展，

对市场范围的扩大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第一篇讨论了“个别分工”是劳动生产力增

进的原因。斯密在个别分工的基础上研究了扩大范围的分工提出了众所周知

的“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斯密定理。他认为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

制，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制约，换言

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亚当斯密的市场范围主要指地理范围和人口范围

以及人口规模，因此在他的论述中，运输业的发展就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

他在《国富论》一书中表达了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交通运输对商品

贸易范围和资源开发次序存在着影响、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之一

这样的思想[14]。 
马克思关于企业内个别分工和社会一般分工的论述中指出这两种分工之

间的关系是交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因此导致产业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演

进。马克思还指出了产业间分工存在的相互作用机制。他特别考察了交通运

输在社会分工发展中的作用，“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又特别地使社

会生产过程的一般需要条件，那就是，交通运输工具有发生革命的必要。马

克思还指出运输和仓储在劳动生产中减少生产费用的作用。“由于运输集聚

规模扩大，使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

相对地就越少 [15]”。可见，规模化、社会化的运输、仓储等物流服务的开

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的扩大。实践证明，实行物流专业化、企业社会化是经

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承袭了斯密理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对分工问

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最有成就的杨格 1982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

提出的一些命题，系统地论述了分工理论，即后来被人们称为“杨格定

理”。该理论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第一是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

演进；第二是市场的大小决定了分工程度，市场的大小也由分工程度决定；

第三是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他指出市场的大小不但由人口规模决

定，而且还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依赖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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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16]。这一方面说明了一个动态机制产生的某种良性循环，使分工和市

场大小不断相互促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分工的网络效应会使市场大小与分

工程度之间发生一定的冲突，客观上要求两者协调适应。第三方物流发展过

程正体现了杨格的分工理论当第三方物流服务不成熟，交易效率低下时，物

流外包费用高于企业自营物流，企业往往会选择自营物流第三方物流市场还

无法形成只有当物流服务水平上升第三方物流服务效率提高，为企业带来的

效益可以超过企业自营物流和外包费用的总和，第三方物流市场才会成形。 

3.1.3 物流产业外部经济性的经济学分析 

从现代经济运行来看，物流产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第三方物流的发展不

仅在物流领域具有经济性，而且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具有外部经济性。 
随着生产经营销售规模的扩大，物流和商流分离，企业内部物流活动交

易费用降低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大，物流功能得到进一步的细分，企业和部门

有更明确的专业分工，这种分工的专业化，降低了企业的成本，提高了企业

的生产效率。社会分工发展的规律表明，内部分工协作的发展必然会扩展到

外部，形成新的社会分工。当物流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流企业的这种内

部的分工协作必将扩展到外部，形成新的社会化的物流专业化分工。现代物

流作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正是以社会合理分工为原则，以市场化的组织方

式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在物流产业的分工深化过程中，不管是内部职能部门的独立分化，还是

通过外包的方式把物流活动委托给第三方物流企业，都有利于物流活动专业

化分工水平提高。而这种水平的提高将使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降低，交易效

率提高。因此，生产企业通过专业的物流服务，降低企业原来的物流成本，

进一步深化了物流专业化分工。 
从物流需求企业的角度来看，生产企业和专业物流企业是优势互补的战

略联盟关系。专业的物流企业利用其规模优势和专业优势对物流系统进行整

合，达到整体最优和物流成本最低。物流需求企业以合同的方式将外包，可

以利用市场化的物流组织方式节省物流成本，同时可以将主要资源集中到企

业核心竞争力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物流费用节省，核心竞争

力增强而增加的利润不需要企业支付额外的费用，因此，专业物流服务的提

供对于物流需求企业来说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性。随着物流产业发展，物流

服务不断细化，物流能力不断提高，专业化物流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性也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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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物流是连接生产、销售和消费的桥梁，它在满足

生产、销售企业的需求同时，也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物流产业的发展，降

低了生产企业的物流成本，从而使商品的总成本降低，使得货主企业可以以

较低的商品价格出售给消费者，从而使消费者用较低的支出获得和原来同样

的商品，提高了消费者福利水平。除此之外，现代物流的各项增值服务，可

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利[17]。 
    物流专业化分工的带来的经济性国外也有不少的实证研究成果。如Lieb
等 1993 年指出，使用第三方物流大约可以使企业经常性物流成本降低

30%~40%；Richardson认为，通过物流活动的外包，可以减少存货，扩大市

场，减少合同，改善服务，并可获等更多的专业知识；Troyer、Cooper认
为，第三方物流可以促进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Boyson等对 27 个产

业使用第三方物流的情况所作的调查研究发现，物流外包可帮助企业快速降

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增加效益，改善顾客的服务水平[18]。 
对经济学理论的回顾整理，可以发现物流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特别在经济起飞阶段，物流产业的投入作为社会生产的先行

资本，是必不可少并且具有绝对优先权的。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很

大的启示作用。经济学家们认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扩大

投入，对社会生产产生带动作用，但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物流产业主要通过

影响社会劳动分工和资源的配置对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3.2 国外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 

3.2.1 美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美国历史上 1775 年以前的国内贸易程度很低，造成美国国内贸易不发

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可以支撑国内统一市场的交通基础设施。进入

19 世纪，美国掀起了修筑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热潮。收税道路的修筑、伊

利运河的开凿为美国带来了滚滚的财源。之后美国的铁路建设出现高潮，到

19 世纪末，美国的铁路已经达到 166703 英里，比 50 年前增长了近 60 倍，

到 20 世纪 10 年代，美国己经拥有要比整个欧洲还要多的铁路,这一数字也

超出了全世界铁路线路总长度的 1/3。铁路网的建设在统一全国市场的过程

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由于交通运输辅助技术的进步，使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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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大幅降低，从而引起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变化，促进了国内市场商品的流

通,进而带动商品生产的增长。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完善的铁路网的形成，

铁路运营效率的提高，推动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进入 20 世纪，美国交通运输方式得到多方面的发展，汽车运输、航空

运输得到长足的发展，内河航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运输方式，而

物流的概念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并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物流业很快得到迅速发

展。二战后，美国经济逐步繁荣，大批量的工业制成品需要源源不断地销售

到国内外市场，此阶段美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侧重于运输功能的扩展。进入

70 年代美国物流产业向全球化高技术化发展，美国先进技术尤其是计算机

网络技术、条形码技术、信息分析与分拣技术、卫星定位系统等的应用改变

了传统物流操作，使现代物流产业成为高智能、高技术、电子信息化的产

业。物流产业发展需求同时带动了高新技术的开发，促进美国国内与之紧密

相连的高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80 年代后期，政府放松了对运输业的管

制，物流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运输政策法规的调整又大大地改善了各种运

输方式的经营环境，促进其相互渗透进而促进整个物流业的发展，使美国经

济受益匪浅。据统计，1981 年的美国物流总成本占当年 GDP 的比重达到了

创历史纪录的最低点 16.2%，而这一时期运输费用在商品总成本中所占的比

重，已由 1980 年的 20%下降到 1990 年的 17.2%。 
90 年代是美国物流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高效的供应链的建立，使物

流成本占GDP的比例下降并保持在 10%左右。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物流企

业规模越来越大，一些著名物流企业，如联邦快递、联合包裹等公司的物流

设施与业务范围也迅速发展和扩大。美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同时，美国经济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经济稳定增长、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宽松的法制环境，

为美国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物流产业的发展也为

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乃至美国经济的全球化、区域化和集团化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自 2000 年以来美国物流成本持续较大幅度下降。据美国权威物流

经济专家Robert V. Delaney和资深物流咨询顾问Rosalyn在 2003 年《美国物

流经济年度报告》中给出的统计测算数据，2002 年，物流成本创历史新

低，总计为 9100 亿美元，比 2001 年下降了 470 亿美元，占当年GDP的
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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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日本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日本的现代物流发展开始于 50 年代中期，是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复苏

期，由于经济的急速发展，日本国内物资流动量急剧增长，结果导致国内的

运输能力、保管能力及其社会基础设施诸如道路、港口等资源严重不足，生

产企业生产和销量的增加导致物流量增加，物流运送、保管能力的扩大己成

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对美国物流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后，日本的物流产业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重视，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基

础设施的整合和扩大，信息技术的引进，物流中心的建立，带来物流能力的

扩大和费用的削减，带动日本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期。 
20 世纪 60 年代，基于对物流概念和物流系统的认识，日本物流政策首

次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出现。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政府物流政策得到了积极

的展开，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以硬件为中心的物流功能的强化与扩大。70 年

代以后，单纯的能力扩大和降低劳动强度已经无法满足日本经济增长的需

要，经济持续增长要求提高生产效率和物流系统整体效率的提高。这一期间

日本企业在物流技术和组织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在经济进入低速成长

期后，日本物流政策方向开始转向对高效率的追求为了追求高效率的物流系

统，构筑物流信息网络，开放了电话线路的使用，实行了与运输相关经济的

规制缓和，促进了与物流有关企业的市场竞争，这一时期，物流产业的软件

改善使日本物流业开始走在了世界物流发展的前列，同时带动日本经济走过

了稳定成长的阶段。 
90 年代以来，日本进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经济低落时期。物流再次

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拉开了日本物流系统再建的序幕，供应链物

流由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日本 20 多年来主要制造业的成本占销售额的比

例己经由 1975 年的 10.16%下降到 2000 年的 7.77%物流成本占营业额的比

例,由 1996 年的 6.45% 下降到 2000 年的 5.87%。 
日本政府将发展现代物流视作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于充分

发挥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和作用十分重视，并于 1999 年制定了全国物流发

展统一的行动计划——《日本综合物流施政纲要》，这些政府措施对促进整

个日本经济与社会平衡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根据 2000 年国际物流博览

会提供的有关资料，1999 年日本全社会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为 9.6%，同

期物流产业创造了 44.9 万亿日元的生产总值。日本物流系统的再建也为继

续保持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了保证，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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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柱[20]。 

3.2.3 欧洲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欧洲物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运输业的发展对其 15 世纪经济恢复和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5 世纪是欧洲的经济恢复时期，造船技术在这一

期间取得了重要进展，大型船只开始出现，航运更安全、更成熟。这些进步

带来了欧洲各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商业的发展，当时的欧洲控制了

绝大部分的海上贸易量。物流技术进步带来的西欧商人资本的兴起一直延续

到 18 世纪中后期，使欧洲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航运、造船等物流技

术的进步带来运输条件的改善与海外探险、海外贸易的开展、人口的增长、

城市的发展一起成为了推动欧洲市场范围扩大的重要因素。 
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

世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不仅需要有贸易的需求，也必须以运输革命为前提。

在当时的情况下，铁路是陆上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一直到 19 世纪 60 年

代，铁路修筑才到达了第三世界的国家，欧洲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才刚刚

开始。因此，在国际贸易发展的初期，贸易活动主要都发生在工业国家之

间，欧洲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贸易量的非常之低，可以说物流设施的建设成

果差别是其中原因之一。 
随着欧洲现代物流产业发展和完善，欧洲物流产业的发展重心开始转移

到重视物流运作组织与管理的合理性与先进性，重视物流服务企业与接受服

务目标企业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更为注重系统效率。这是第三方物流

理论与供应链物流产生于欧洲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 年，欧盟国家“第三

方物流”市场的总体规模约为 260 亿欧元，约占全欧洲物流总量的 30%，

其中英国占据了 34.48%的物流规模，法国为 26.9%，荷兰为 25%，德国为

23.3%，目前意大利 80%运输业务由企业实行外购，荷兰企业对自己主业以

外的业务 74% 采取外购，自己经营的只占 26%，英国有 35% 的企业外购

物流服务，在第三方物流使用较为普遍的德国，2002 年有 99%的运输业务

和 50% 以上的仓储业务交由第三方物流完成[20]。由数据可知，现代物流产

业发展对欧洲经济活动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欧洲现代物流发展过程中荷兰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荷兰是欧洲

乃至世界范围内物流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充分发挥拥有巨型海港的

天然优势，围绕鹿特丹港已经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物流系统，可以提供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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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效率、专业化的物流服务，对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物流需求有着强大

的吸引力。虽然荷兰的GDP仅占欧洲的 5%,但每年到达欧洲的货物中，有

50%经鹿特丹港进入欧洲荷兰过境货物运输量占欧洲过境货物运输总量的

36%，一些跨国公司看中荷兰先进的物流系统对本企业国际竞争能力提高的

重要影响，纷纷在荷兰建立自己物流中心，目前有 57%的美国企业和 56%
的亚洲企业选择荷兰作为其在欧洲的物流中心，负责面向欧洲市场的采购和

分拨基地。荷兰被誉为全欧洲的“物流中心”，并正在成为欧洲与世界其他

地区经济贸易往来的“门户”。可以看到，发挥港口优势，发展专业化物流

是荷兰物流产业发展的特点，也是荷兰发展经济，提高国际知名度的重要途

径之一[21]。 
据发达国家物流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经验显示物流产业对经济发展确实具

有着重要的影响。物流产业在完善社会基础设施，拓展国内外市场方面有直

接的贡献，物流产业通过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推动国

民经济各相关行业的发展，并通过提供低成本、高效率、专业化的物流服

务，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影响各国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提高[22]。 

3.3 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机理分析 

基于上述的经济理论和对国外发达国家物流产业的研究，本文认为物流

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宏观的角度表现为：其一，物流行业的投资作为一

种社会间接资本，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先行资本在

经济起飞阶段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

用；其二，物流的发展是社会分工得以实现的前提，保证社会分工的有序进

行，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物流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了市场的范围，

深化了社会分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为了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并更加详细的论述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通过研究国内外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状况，本文将从基础设施，社会

生产流通，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3.3.1 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必要保证的观点受到经济学家们

的肯定。郝希曼等经济学家认为，加强和改善交通是任何地区经济发展的基

本先决条件。在社会间接资本理论中，作者将社会间接资本的注意力放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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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建设，公路，铁路和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上，他将社会间接资本的核心概

念集中在交通和动力。物流产业的投资，大多用于交通运输，仓储设施，物

流中心及物流系统网络的建设等，因此本文认为，物流产业的投资是社会间

接资本的一种，是其它物质生产部门进一步扩大生产，进行贸易活动的现行

条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多样化，物流需求随之变化，因此，水

运，铁路和高等公路等多种物流方式被需要交错连接，同步延伸以满足物流

的需要。经济区域的域外交流也离不开各种航空干线的支持，因此，建设强

大、高效、适应能力强的物流网络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物流产业基础设

施的投资不仅仅是扩大物流产业的规模，增加物流产业的产出，还是一种对

整个经济增长而不是对某个特定活动增长的多样化投资。物流网络的构建将

满足今后生产多样化，细分化的需要，并通过降低成本，刺激生产规模的扩

大，带动其它行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3.3.2 物流产业对社会生产流通的积极影响 

物流活动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存储，运输到销售，回收等过程，实现商

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移动。因此，物流产业发展最直接影响到的活动领域

就是社会流通领域。物流产业的发展，现代物流技术的发展，将直接影响着

社会流通的质量，社会流通的效率[23]。 
先进的现代物流技术及管理，比如准时制生产等，都可以有效地加快流

通速度，节省流通时间，提高流通效率。从运输技术的发展，到新信息技术

的运用，都越来越有利于降低生产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现代化的运输

工具，引起交通运输服务质量的变化，运输更为便捷，迅速也更为安全，带

来运输时间的节省，效率的提高。物流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递在全球

范围内迅速的进行，企业间的合作更加有效，使得运输，流通活动更加科学

合理，提高了整个社会流通的效率。 

3.3.3 物流产业对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 

现代物流产业把生产和市场延伸到地球的任何角落，可以保证资源在空

间上的自由流动，使人员、信息、科技自由的交流，促进不同资源在区域内

相对集中配置，有利于形成产业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也可以促进依托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优势的分工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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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促进全球资源合理布局[24]。 
首先，从一国的空间范围来看，物流产业发展优化了区域内部资源的配

置，促进了区域产业集聚的形成[25]。 
最初由于自然资源、人口和基础设施的不平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生产集中在个别城市，为方便流通，经济活动就会集中在这些城市附

近。随着交通运输，通讯能力，物流能力的增强，自然距离对工业活动的作

用减弱，现代物流产业把原料地、加工地和消费第三者之间联系起来，使企

业可以将原料、加工、销售三地分离或异地结合，也就支持了经济活动的区

域扩散，逐渐形成了范围较大的产业带。这样就会使各地的优势资源得到利

用，有效的促进各地的均衡发展。中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是其物流产

业发展较为领先的地区，这些地区也已经形成较为密集的产业集聚区域，正

逐渐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活动中心。 
其次，从全球范围看，物流产业的发展将全球的资源纳入到一个体系中

系统考虑，优化了全球资源的配置。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活动，这

些经济活动必然需要便捷的全球物流提供支持，现代物流产业在运输工具和

运输方式上的全面发展，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国际经济交往的地理限制，满足

了经济全球化生产体系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全球现有资源，促进

了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为现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提供了空前广大的世界

舞台[26]。 

3.3.4 物流产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环

节。物流产业提升了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地位，并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 
物流产业是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已经是经济学家认可的了。从西方发达

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经济结构的演进必然跨越第二产业，进入以

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物流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支

撑行业之一，其发展将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向以第三

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 [27]。一方面，物流产业涉及面广，物流产出规

模扩大，必将推动第三产业产出总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另一方面，物流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将保证第三产业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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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持续增长，促进第三产业的结构优化。 
物流产业不仅提升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通过外部经济效

益影响其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多方面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个产业

的发展既需要消耗别的产业提供的材料，同时也需要被其他产业所消耗
[28]。所以物流产业涉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既需要人、财、

物等资源的投入，也需要消耗其他产业生产的产品，其产出所提供的物流服

务也被其他产业所消耗，从而构成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互消耗关系。物流产

业与其上下游的产业形成相互带动关系，物流产业的发展也将带动其上下游

产业不同程度的发展。 

3.4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定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物

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加深

社会分工，促进社会生产流通成本的下降，效率的提高，提高要素生产率促

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结构实现对经济结构

的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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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定量分析 

4.1 指标选取及模型的建立 

本文根据菜定萍，蹇令香，许贵斌等学者的研究，为了使定量分析具有

可操作性，本文在进行研究时，采用“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作用研究

物流业的样本，国内生产总值及物流产业总量，社会物流总额的单位均为亿

元。 

4.2 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 

    在对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的研究中，由于本文指标的选取均

采用时间序列指标，故本文的研究方法也相应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中对时

间序列进行处理的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检验一个变量是否为另一个

变量变化的原因，但在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前，首先要对各个时间序列的平

稳性和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协整性进行检验 [29]，所以下文对检验过程中所使

用的经济计量模型与方法进行简单介绍。 

4.2.1 时间序列的稳定性概念及其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大多数都是非平稳的，而采用非平稳时间序列来研究变量

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出现虚假相关和伪回归的问题，因此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30]。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在运用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时，首先要

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如果一个随机过程 的均值，方差和协方差是不变的，则称这一过程是

平稳过程，即 

tY

                         ( ) ( )ktt YEYE +=                         (4-1) 
( ) ( )ktt YVarYVar +=                      (4-2)              

=( )ktt YYCov + ( )khtht YYCov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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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 若一个序列 是平稳的，则记为： kht ,, tY

                      ~tY ( )0I                        (4-4) 

平稳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经济序列有平稳和非平稳之分，从经济意义

上讲，平稳时间序列是短记忆的，也就是说它的当前值不受以前值得影响，

只受近期值得影响。而非平稳序列则不然，很久以前的一次冲击会对变量的

当前值产生重要影响。平稳序列就好比有一条无形的引力线使其不断的向引

力线回归，有明显的上下波动，形成一条围绕均值不断波动的曲线，而非平

稳序列常有明显趋势，一般不会返回某个固定值[31]。 
本文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法，单位根检验

法的标准方法是DF检验法，这一方法是Dickey和Fuller于 1979 年提出的，

后经改进，发展为现在的ADF，这一方法所用的模型为[32]： 

tkt

n

k
ktt yyy εδρ +Δ+=Δ −

=
− ∑

1
1                      (4-5) 

tkt

n

k
ktt yyy εδρδ +Δ++=Δ −

=
− ∑

1
10                  (4-6) 

tkt

n

k
ktt yyrty εδρδ +Δ+++=Δ −

=
− ∑

1
10               (4-7) 

4.2.2 协整性检验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若一个序列对另外一个或几个序列进行回归，

很可能会导致伪回归，即拟和的效果很好，但做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参数估计

与常理不符，协整检验被认为是避免伪回归的有效方法。 
协整性指的是，尽管就单个时间序列而言是非平稳的，但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协整性可以用来描述某些经济变量的

水平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如果某些时间序列是协整的，那他们就不能

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间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内会自

动回到均衡位置。如果它们之间不具有协整性，它们就可以任意分离，相互

之间没有任何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采用的协整性检验的方法是Johansen检验，Johansen和Juselius提出

了一种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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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基本步骤[33]为： 

tjt
j

Jt yTy μ
ρ

+Δ=Δ −
=
∑

1
                   (4-8) 

                           (4-9) tjt
j

Jt yTy μ
ρ

+Δ= −
=

− ∑
1

1

1、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别估计上述两个方程，计算误差，得到两个残差矩

阵 ， ，构造这两个矩阵的积矩阵： 0S 1S

'
'00

1
00 SSTR −=                         (4-10) 

'
10

1
01 SSTR −=                          (4-11) 

'
01

1
10 SSTR −=                          (4-12) 

'
11

1
11 SSTR −=                          (4-13) 

2、计算                                             (4-14) 01
1

0010 RRR −

关于 的有序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特征值为特征方程 11R

01
1

001011 RRRR −−λ =0                     (4-15) 

的解。其解构成对角矩阵 ，对应的特征向量构成的矩阵为 B，则有 Λ

  (4-16)              BRRBR 1
001011
−=Λ

3、 设定似然函数 

)1ln(
2
1

1
∑
=

−−
M

j
tT λ

                  (4-17)              

4、检验。如果 r 个最大的特征值给出了协整向量，对其余 M-r 个非协整组

合来说，应该为 0，所以设零假设为 ：有 M-r 个单位根，即有 r 个协整

关系。备择假设为无约束。检验统计量为： 

0H

)1ln()(
1
∑
+

−−=−
M

r
tTrM λη  r=0，1，2……，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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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服从 Johansen 分布； 

4.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检验是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为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如果

“X 影响 Y”，即时的格兰杰原因，那么 X 的变化必然先于 Y 的变化。在判

断 X 影响 Y 时，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能够根据 X 预测 Y，即就是说，根

据 X 的过去值对 Y 进行回归时，如果加上 X 的过去值这个自变量能显著增

强回归的解释能力。二是不能根据 Y 预测 X，因为如果能够根据 Y 预测

X，又能根据 X 预测 Y，则很可能 X 和 Y 都是由第三个或更多的其他变量

决定的。 
为了检验 x 是引起 y 的原因，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步骤如下： 
1、将当前的 y 对所有的滞后项以及别的什么变量做回归，但这一回归

中没有把滞后项 x 包括进来，这是一个受约束的回归。然后从他得到受约束

的残差平方和 。 RRSS
2、做含有滞后项 x 的回归，这是一个无约束的回归，由此得到无约束

的残差平方和 。 URRSS

3、零假设是 0......: 210 ==== qaaaH ，滞后项 x 不属于此回归。 

4、为了检验此假设，我们用 F 检验，即： 

)/(
/)(

knRSS
qRSSRSS

F
UR

URR

−
−

=                  (4-19)        

它遵循自由度为 q 和（n-k）的 F 分布。 

5、如果在选定在显著水平 ( )a 上计算的 F 值超过了临界值 ，则拒绝

零假设，这样滞后项

aF

x就属于此回归，表明 x是 的原因。 y
6、同样，为了检验 是否是y x的原因，可将变量 x与 互换，重复上述

步骤

y
[34]。 

4.3 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效果程度模型 

作用效果模型主要是基于波及效果理论，本文利用这个模型来定量的研

究物流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具体作用程度。下面对模型进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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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说明。 
作用效果主要包括两部分：直接效果和波及效果，其中波及效果又包括

前向波及，后向波及和消费波及。 

4.3.1 直接效果 

根据相关论文的研究，本文认为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果为物流

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计算公式为[35]： 

ed = TZ Δ X                     (4-20) 

式中 Z ——各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值系数，即各部门增加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增加值的比重； 
XΔ —— 为各部门产值增值向量。 

4.3.2 物流产业的前向波及效果 

物流业的发展需要其他部门的中间投入，从而促使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

扩大生产，为这些部门带来效果。这些部门生产的扩大又进一步产生对其各

自的中间需要，于是又促使另一些部门扩大生产。物流业与这些提供物流生

产所需的中间产品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物流业的后向波及，把物流业的这种

因需要其他部门的产品作为自己中间投入而产生的波及效果所间接创造的国

民生产总值，称为物流业的前向波及效果 ，其计算公式为： eb

XBZKZb TT
e Δ==                      (4-21) 

XBK Δ=                            (4-22) 
式中 K ——物流产业引起其他中间投入部门的产值的增值 

B ——六大部门投入产出表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Z ——为各部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值系数，即各部门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增加值的比重 
XΔ ——为各部门产值增值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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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物流产业的后向波及效果 

    物流产业生产过程中，也会作为其他部门的中间投入，同样的道理，物

流业的增长又会促进这些部门扩大生产，这些部门扩大生产的同时，又引起

各自中间投入的增长。我们把以物流作为其中间投入的部门与物流部门之间

的关系，称为后向波及。把物流业因充当这种中间投入角色而产生的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值，称为物流产业的后向波及效果 。 ef

    依据相同的原理可得后向波及效果的公式为： 
XBZfe Δ=                       (4-23) 

4.3.4 物流产业的消费波及效果 

物流业推动各个部门扩大生产，提高效益的同时势必会使这些部门工作

人员的收入增加，由于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人们的收入增加后，必然将自

己的一部分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于是就使社会的最终需求增加。社会的最

终需求的增加必然刺激各部门进一步扩大生产，从而导致收入的进一步增

加，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即乘数作用[35]。这种由于消费乘数作用而产生的

经济总量的增加称为物流产业的消费波及效果 。 eC

依据乘数理论，如果消费或投资增加一个单位，经引起国民经济的成倍

增长，这个系数为 其中  为边际消费倾向，c−1/1 c c−1/1 为乘数。边际消费

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率，也就是增加的1单位的收入

中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率。 
其计算公式为： 

eC =( eee fbd ++ )* *c c−1/1                 (4-24) 

式中 ——直接效果 ed

eb ——为后向波及效果 

ef ——为前向波及效果 

c—— 为边际消费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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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为乘数 

综上得出，单位物流产值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为： 

eee fbd ++ +                     (4-25) eC

4.4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定量研究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模型的基本结构，该

模型定量分析了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得出这种拉动效应的程度

有多大。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模型对时间序列进行处理，首先对时间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以及变量之间的协整性检验进行简单介绍，以此避免由于

非平稳性时间序列所带来的伪回归现象，然后，介绍了对一个变量的变化是

否为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进行检验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之后，又介绍

了基于波及理论的模型，用于进一步研究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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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中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实证研究 

5.1 中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定性分析 

中国的物流产业起步较晚，80 年代后期引入物流的概念，90 年代，物

流的重要作用逐渐被企业及政府重视，积极地投身到发展现代物流的热潮

中。 首先是国家加大了对基础建设的投入，比如：物流基地，物流运输网

络，通信网络等，同时政府积极出台了物流的相关政策，为物流的发展提供

了多方面的支持。同时，传统物流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建立新的物流运作

体系，国外的先进物流技术也被国内物流企业吸收并加以利用，提高了我国

物流企业的能力 [36]。除了硬件的建设以外，物流理论的研究，物流人才的

培养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2 年有 2758 人，占全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的

比重也较 2001 年有所上升。物流行业科研经费内部支出 2002 年达到 20595
万元，四分之三的投入到了应用研究，其余用于试验发展。在物流技术投入

上，政府的支持起到很大的作用，科研投入经费中近一半来自政府资金，另

一半来自企业和其他机构。并在近几年物流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37]。 
我们看到了物流产业飞速发展，同时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

的。1980 年，中国物流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5%，到 2002 年该比例达到了 6%，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2002 年,中国物

流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以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近似代替）占第三

产业的比例也从 1995 年的 17%上升到了 17.8%。同时，物流产业为解决社

会就业问题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2002 年物流产业中仅交通运输业、仓储

业和邮电通信业所消化的就业人员达 2084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 2.8%，

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 9.9%[38]。 
中国物流产业在近 20 年来成倍的增长，特别是 1985 年到 1995 年期

间，每年的增长幅度均超过 160% ，这段时间，中国 GDP 随着物流产业产

出增加而增长。物流产业产出对 GDP 增长的影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 90
年代以前，在 20000 亿元以下时，在这一时期的增长速度与物流产业产出的

增加速度大致相等，可以推测在物流刚刚引入中国时物流产业的发展较为缓

慢，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在 90 年代期间，当 GDP 在 20000 亿元到

80000 亿元之间时，物流产业产值的增加大幅度地提高了 GDP，可见物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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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对 GDP 的增长有相当大的贡献,但在 90 年代末期，进入 2000 年以

后，当 GDP 到达 80000 亿元以上时，物流产业产值的增加对 GDP 的拉动作

用重新提高,预示物流产业新一轮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在形成。 
近些年中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物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支撑和促进了整个经济社会的有效运

行。众多的产业、部门， 企业之间相互供应其产品用于对方的生产性消费

和生活性消费，依赖物流联结，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物流是进行生产的

前提条件，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各类物流活动支持 [39]。合理化、现代化的

物流是保障现代化生产能高效进行的条件。物流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

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条件，为经济的发展创造重要的前提。 
2、物流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物流产业的发展提升了第三

产业的比重，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40]。现代物流是一个关联度很强的

新兴产业，它的发展必将带动相关的信息业、旅游业、餐饮业、金融业的发

展以及运输业、仓储业、通讯业等行业质的飞跃，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

进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优化产业结构。我国经济

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但我国正面临着由于市场需求不足而导致的

通货紧缩，低层次的商品过剩，产品滞销，生产能力闲置，使就业压力日渐

突出，产业分散化与盲目竞争并存的局面，这根源于多年来结构性矛盾的积

累。我们要完成对传统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这两大任务，必须解决

我国经济在战略性调整中出现的流通领域的重要瓶颈问题。90年代以后，物

流业的快速发展是我国具备了一些大规模、现代化的流通组织和交通网络，

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流通能力。可以说，大流通推动大产业，大物流促进大流

通，大力发展物流产业，对于完成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至关重要。 
3、物流产业的发展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降低了社会物流成

本，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总水平。高效、畅通的物流系统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更贴近用户，库存更合理、流通和生产成本更低、物资周转时间更短、流动

资金占用更少、资金使用效率更高，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宏观经济运行质量和

效益，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41]。 
4、物流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一方面，物流企业作业效率的提高会加快物流速度，降低单位物流成本，提

高物流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42]。另一方面，物流需求企业得到高效物流服

务，可以有利于缩短企业产品生产周期、销售周期,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有

利于企业扩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其他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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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现代物流对多个企业的物流活动进行统筹安排,比传统物流方式更能适应

社会生产对物流的需要，能更好地满足当前日益重要的小批量和灵活多变的

生产方式，特别是高效率的“适时制”生产方式，提高企业生产方式的竞争

力。为企业消化了非用于企业核心业务的物流资源，使企业可以集中资源用

于核心业务的拓展，增强了企业的业务竞争力。同时，为企业提供的高效配

送、回收服务，提高了企业对客户的服务质量，增强了企业的服务竞争力。 

5.2 中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定量分析 

5.2.1 历年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统计分析 

本文根据菜定萍，蹇令香，许贵斌等学者的研究，使定量分析具有可操

作性，本文在进行研究时，采用“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作用研究物流

业的样本，国内生产总值及物流产业总量，社会物流总额的单位均为亿元。 
产业贡献率是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的比值；产业贡献率反应

的是经济增长中各产业的作用大小程度。 
产业拉动率是指各产业贡献率与 GDP 增长速度的乘积，反应的是经济

增长中该产业的贡献程度。 
表 5-1 1996-2006 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的概况 

Table 5-1 The overview of logistics industry's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1996 to 2006 

 
年份 GDP

（亿

元） 

GDP增
量（亿

元） 

GDP增
长率

（%） 

物流总

量（亿

元） 

物流

增量

（亿

元） 

物流占

GDP比
重

（%） 

物流对

GDP的
贡献率 
（%） 

物流对

GDP的
拉动率
(%) 

1996 71177 -- -- 3782 -- 5.3 -- -- 
1997 78973 7796 9.3 4149 367 5.3 4.7 0.44 
1998 84402 5429 7.8 4661 512 5.5 9.4 0.74 
1999 89677 5275 7.6 5175 514 5.8 9.7 0.74 
2000 99215 9538 8.4 6161 986 6.2 10.3 0.87 
2001 109655 10440 8.3 6870 709 6.3 6.8 0.56 
2002 120333 10678 9.1 7492 622 6.2 5.8 0.53 
2003 135823 15490 10.0 7913 421 5.8 2.7 0.27 
2004 159878 24055 10.1 9304 1391 5.8 5.8 0.58 
2005 183868 23990 10.2 10836 1532 5.9 6.4 0.65 
2006 210871 27003 11.6 12032 1196 5.7 4.4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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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1996-2006 GDP 对物流的需求系数 

Table 5-2 the demand Coefficient of GDP to Logistics from 1996 to 2006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社会物流总额(亿元) 单位GDP的物流需求系

数 
1996 71177 110288 1.55 
1997 78973 123665 1.57 
1998 84402 128732 1.53 
1999 89677 138954 1.55 
2000 99215 170561 1.72 
2001 109655 194513 1.77 
2002 120333 232583 1.93 
2003 135823 295499 2.18 
2004 159878 383829 2.40 
2005 183868 481000 2.62 
2006 210871 596000 2.83 

 
本文首先以 1996-2006 国内生产总值，物流业产业和社会物流总额的相

关数据，计算得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拉动率和单位 GDP 的物流

需求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物流业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产

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 
    1、多年来物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 6% 左右，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在 6%，说明现代物流产业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由表5-2可知，1996-2006年我国GDP 与社会物流总额不断的增长，

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对物流的依赖程度明显增大。1996年，我国每单位

GDP产出需要1.55个单位的社会物流总额来支持，而到了2006年，我国每单

位GDP产出则需要2.83个单位的社会物流总额来支持。  
3、由表 5-1 可知，近几年虽然物流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物流占

GDP 的比重一直徘徊在 6%左右，且只有在 2000 年左右略高于该比率，且

从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也只有 2000 年左右比较高，而最近

几年都不是很高。这说明，相对经济的发展而言，物流的发展速度，甚至是

稍慢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我国物流与经济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经济对物

流的推动，而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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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现代物流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

对物流的巨大需求，从而刺激对物流的投资，产生物流供给能力的增加，物

流供给能力的增长一方面给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前提保障，另一方面也会进

一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但物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证

实，究竟是物流的增加导致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物流的增加。

下面利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对物流能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

行实证分析。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大多数都是非平稳的，而采用非平稳时间序列来研究变量

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出现伪回归，为避免出现错误的结论，因此在进行分

析前，首先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将指标用相应的字母标示，其对应关系如下表： 

表 5-3 指标表示 

Table 5-3 the indicators 
指标 经济 物流 

变量 GDP WL 

 

利用 EViews 软件对 1996-2006 年经济和物流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检

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这里本文选取 ADF 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5-4 平稳性检验结果 

Table 5-4 the result of Smooth test 

变量 
检验形式

 ( )KTC ,, ADF 检验统计量 临界值 结论 

GDP ( )2,,TC  1.5099 -3.6118 非平稳 

GDPΔ  ( )2,0,0  2.1427 -1.9566 平稳 

WL ( )2,,TC  1.7146 -3.6219 非平稳 

WLΔ  ( )2,0,0  1.9608 -1.9574 平稳 

 

检验形式 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的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

数， Δ表示差分算子，差分算子的选择根据上章的理论进行选择，表中均为

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 KT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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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和物流的时间序列的原序列 ADF 统

计量都小于临界值，说明，这两个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是他们的一阶差

分的 ADF 统计量都大于临界值，说明这两个时间序列是一阶非平稳序列。 
2、协整性检验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物流和经济指标即都呈现出非平稳特征，都

属于一阶非平稳时间序列，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针对非平稳时间序

列，必须进行协整性检验，以此来避免得到错误的结果。对物流供给能力和

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协整性检验实际上是对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

关系进行的检验。 

利用 EViews 软件，对物流和经济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性检验，检验结果

如下表所示： 

表 5-5 协整性检验结果 

Table 5-5 the result of co-integration test 
协整变量 最大特征值 似然比 临界值 假设的协整方程

17.42927 15.41 None ( GDPWWL, ) 0.443200 

0.131224 3.376081 3.76 At most 1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显著水平 5%下，物流业产值与 GDP 存在协整关

系，即物流业产值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 

   该检验用来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利用

EViews 软件，对物流和经济的两个变量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所示： 

表 5-6 格兰杰检验结果 

Table 5-6 the result of Granger test 
零假设 自由度 F 统计量 P 值 

WL 不能格兰杰引GDP 11 5.09764 0.01689 

GDP不能格兰杰引起WL  4.18075 0.03128 

 

表中的 P 值表示接受零假设的概率，数字越小，说明自变量引起因变量

的能力越强。从表中的检验结果，可得物流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

很强的相关性，在 5% 显著水平下，两个零假设都被拒绝，即在该显著水平

下，我们认为WL是 的格兰杰原因，同时 也是WL地格兰杰原因。 GDP GDP
通过以上物流产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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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物流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互关系，也证明了物流产业

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很强的拉动作用。但是这种拉动作用有多大，本文将在接

下来的部分进行研究。 

5.2.3 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 

物流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推动物流业的发展，促进

经济增长，及时地了解物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运行状况，研究

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是非常必要的。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主要包括产业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物流产业生产对其他部门产

值带来的波及效果。本文主要运用了投入产出波及效果理论的方法，对物流

产业的贡献程度经济定量的分析。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内生产总值产业

划分为依据,把国民经济部门划分为农业、工业、建筑业、物流业、批发与

零售业及其他服务业六大部门。本文以2002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 
1、直接效果 

根据说明，我们可以得到这六大部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果系数，表示

为： 

Z =  ( )32.011.009.005.036.007.0

则，物流业本身单位产值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即物流业的直接效果

为： =ed TZ Δ X ＝ ＝0.09 ( )32.011.009.005.036.007.0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1
0
0
0

2、前向波及效果 

   根据 2002 年的统计年鉴，得到六大部门投入产出表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B，即得到每单位物流产值完全需要其他中间投入部门的产品价值。 

( )32.011.009.005.036.007.0XBZKZb TT
e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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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1016.01753.01093.01277.00331.00
1129.01053.001361.01710.00
1088.001691.01233.00810.00433.0
031.00000081.00066.0

4638.02816.05579.02148.18633.01641.0
0760.01255.001355.02887.024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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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0
0
1
0
0
0

=0.2510 

3、后向波及效果 

XBZfe Δ=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6.01753.01093.01277.00331.00
1129.01053.001361.01710.00
1088.001691.01233.00810.00433.0
031.00000081.00066.0

4638.02816.05579.02148.18633.01641.0
0760.01255.001355.02887.02432.0

⎟
⎟
⎟
⎟
⎟
⎟
⎟
⎟

⎠

⎞

⎜
⎜
⎜
⎜
⎜
⎜
⎜
⎜

⎝

⎛

32.0
11.0
09.0
05.0
36.0
07.0

( )001000 =0.884 

 

4、消费波及效果 
本文以2002年和2000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中的数据为依据。计算得

到： 
c =156143523/558777186=0.2794； 

c−1/1 =1.3877 

eC =( )* * =( 0.09+0.2510+0.884)*0.2794*1.3877=0.4750 eee fbd ++ c c−1/1
通过上面的计算，可以得出2002年物流业单位产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

献为： 
eG = + =0.09+0.2510+0.8840+0.4750=1.60 eee fbd ++ eC

即物流产业每增加一个单位能直接和间接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6个
单位。 

采用同样方法，以1992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数据依据，计算我国物流

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值能直接和间接创造国民生产总值1.1个单位,其中直接

贡献为0. 0.087个单位, 波及效果为1.031个单位。 
从1992和2002年的两个计算结果对比，我们发现这期间物流业对国民经

济的直接贡献并没有提高，说明我国物流业自身的发展基本上与国民经济的

发展速度保持大体上同步，甚至略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2002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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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波及效果相比于1992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说明在以先进这说明在以

先进的通信技术为保证的前提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消费多样化、生产

柔性化、流通高效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企业供应链管理思想的普及，社会对

物流业的需求呈逐年上升之势，使得物流业的产业关联度明显加强，对其相

关产业部门的带动和支持作用更加显著，物流业正发挥着“第三利润源泉”

的魅力。 
正因为如此,物流业的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政府

也应抓住机遇为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使物流业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进而使物流业为其他相关产业部门提供更

好的服务[35]。 

5.3 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建议 

物流业的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新的

经济增长点，在相当一些领域和地区已经表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和潜力。伴

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的物流业也打开了大门。WTO关于货物、服务、

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条款几乎都与物流有关。而物流业又不属于重

点保护行业，几年之内入股、控股、独资的外商将挟资金、管理、技术、人

才优势进入我国的物流竞争市场，中国的民族物流业将面临巨大挑战。为

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及早采取应对之策[44]。 

5.3.1 强化政府在物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1、加强政策支持和政策研究。从国民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物流业属

于第三产业中的基础性产业，应当大力优先发展。以此为产业政策导向，国

家应该在法律、税收、市场监管和吸引外资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积极营造

适宜物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加强有关政策的研究，为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

制度环境。同时，也要推动综合性、跨行业、跨地区的物流法规和配套规章

的制定，改变目前现代物流业无法可依的局面。 
2、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前提

条件，也是物流产业影响经济发展的现先行条件，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将对

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首先，完善物流网络建设。合理

规划物流网络和物流节点的布局。结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规划，完善物流网络

在全国的分布，重点发展物流网络薄弱地区，扩大物流网络覆盖面，联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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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物流渠道。对于物流网络覆盖较完善地区，进一步深入

物流干线触及点，为配送、分销等新物流形式的发展提供支持 [45]。其次，

加快现代物流设备的引入。鼓励企业建立和购置自动化立体仓库、高层货

架、自动分捡和检测设备等现代化仓储设备引进新型机车、大型汽车、特种

专用车等专用运输设备，利用先进的物流设备，提高物流网络的运作水平和

运作效率。 
3、加强宣传引导和人才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物流发展的问

题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仅是装备、技术、资金上的差距，更重

要的是观念和知识上的差距。加强宣传引导，使人们认识现代物流，接受现

代物流的理念。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现代物流的理论知识与社会的

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熟悉物流运作规律、

并有开拓精神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这是我国现代物流业兴旺发达的最重

要、最紧迫的条件。 
4、统筹各方利益。物流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复合型产

业。我国各物流部门之间， 由于长期缺少有效沟通与协调，各自为政，使

现代一体化复合型物流服务受到局部利益的影响束缚，难以得到良好的发

展。建立协调机制是解决现有矛盾问题的可行之计，但其效果如何还需要实

践的检验 [46]。更关键的是如何理顺和重构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物流综

合管理系统， 以彻底告别分兵把守，多头管理的局面。 
5、完善市场环境。政府要为物流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是

减少政府干预，创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物流法律法规的调整、充实

与完善；三是物流标准化工作的深化；四是物流统计制度的完善；五是物流

信息化的建设，构筑全社会物流信息平台。 

5.3.2 加强企业在物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1、加快现代物流理念的形成步伐。“观念先行”是企业一切变革的客观

要求， 只有首先树立正确现代物流理念，才有可能建设和应用现代物流体

系。建议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首先要设法让企业领导与员工尽快树立现代物

流理念。 
2、将降低物流成本作为加强企业管理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措

施。物流作为新的利润源泉，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

况，设立专门的物流公司，对外开放物流业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从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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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企业的运作成本，其关键是对企业供应链进行梳理、整合、优化。企业还

可以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合作，利用后者较高的专业物流能力，有效降低

物流成本。 
3、实现商品流通全过程的供应链管理。通过由生产企业、第三方物流

企业、销售企业、消费者组成的供应链的整体化和系统化，实现物流一体

化， 使整个供应链利益最大化，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4、推进物流企业标准化和信息化进程。必须尽快制定标准化体系框

架；规范物流用语、计量标准、技术标准、物流作业和服务标准；统一相关

行业，如包装、装卸搬运、仓储、计算机数据传输格式及接口的技术标准和

作业标准；加强标准化工作的协调和组织工作；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社团组

织的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带有共性的物流技术标准和服务规范标准问题
[46]。网络经济时代，信息化是物流业成长的必然要求，必须重视物流信息

系统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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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和计量经济学

模型，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了中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提出相

应的建议。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 
1、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是分析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的有效分

析方法，波及理论模型可以有效地量化两者作用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以

往利用回归分析对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但是若在数据收集

中采用时间序列，则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为了避免“伪回归”出现，

从而得到错误的结论，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是一种有效分析现代物流与

经济增长关系的方法。利用波及理论模型在以往证明性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

更进一步。本文利用我国现代物流与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

了相应的分析，并研究了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结果表明该模型

是有效的分析方法。 
2、通过对中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实证研究，我们得出以

下结论，第一，我国物流产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对经济增

长确实起着拉动作用；第二，通过 1996-2006 年物流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

重，物流产业发展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

动率以及国外相关数据的对比研究，得出我国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

用不是很明显，即我国物流产业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通过波及

模型，我们得出物流产业除了对国民经济有直接贡献以外，对相关产业的带

动作用更加明显，进而更加有效的推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

视物流产业的发展，加大物流产业的发展力度。 
3、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出结论我国物流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中

重要的角色，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大力发展物流产业。为了促进物流产业的

发展，本文主要从宏观（政府）和微观（企业）两个大的方面提出今后发展

的建议。宏观方面主要是提高对物流发展的重视程度，提供有利的政策支

持，加强引导，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企业方面，着力加

强自身管理能力，引进先进的技术，推进企业的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 
本文虽然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了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该研究中

得出格兰杰检验和波及效果研究方法是有效的分析方法，并对我国物流产业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为我国政府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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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及相关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就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复杂关系而言，本研究只是一步小小的探索，离完善的理论还有很大的差

距，就未来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方法还需进一步完善，形成更加科

学，更加严密的研究体系；就研究范围而言，除了研究物流与经济之间的单

向促进作用外，还需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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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1996-2006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表 
 

年份 GDP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996 70142.5 3782.2  
1997 78060.8 4149.8  
1998 83024.3 4661.1  
1999 88479.2 5174.9  
2000 98000.5 6161.2  
2001 108068.2 6870.3  
2002 119095.7 7492.0  
2003 135174.0 7913.5  
2004 159586.7 9304.4  
2005 184739.1 10836.3  
2006 211808.0 12032.2  

 

附录 2 1996-2006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物流总额表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社会物流总额 
1996 70142.5 110288.1 
1997 78060.8 123665.5 
1998 83024.3 128732.2 
1999 88479.2 138953.9 
2000 98000.5 170561.1 
2001 108068.2 194513.2 
2002 119095.7 232582.7 
2003 135174.0 295498.6 
2004 159586.7 383829.3 
2005 184739.1 481000.0 
2006 211808.0 596000.0 

 

附录 3 2001 和 2002 年六大产业产值表 

年份 GDP 农业 工业 建筑

业 物流业 批发与零售

业 
其他服

务业 
2001 109655 15516 43581 5932 8406 10787 25434 
2002 120333 16239 47431 6465 9393 11951 28853 

 
 
 
 

- 46 -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 4  2002 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最终使用部分) 

总投入合计 居民最终消费 政府 合计 总产出

 中间投入合计 1051426000 191199000 716912000 3134305017
   农  业 209279874 1641611 106281548 285787423
   采掘业 5703248 2851624 103171891

   食品制造业 143470850 71735425 144807828
   纺织、缝纫

及皮革产品制造

业

64619472 32309736 156354358

   其他制造业 26538628 13269314 138916353
   电力、热力

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25483454 12741727 84781571

   炼焦、煤气

及石油加工业
5838454 2919227 64483952

   化学工业 28959364 14479682 215726168
   建筑材料及

其他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

11196068 5598034 58045337

   金属产品制

造业
7861846 3930923 213653418

   机械设备制

造业
59047890 29523945 444322891

   建筑业 0 281326817
   运输邮电业 35415580 3061651 20769441 146064292
   批发零售贸

易、住宿和餐饮

业

125383548 62691774 242910018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109885066 1018757 55961290 173306319

   金融保险业 1051426000 14803522 73139316
   其他服务业 209279874 185476981 267044789 307507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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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2002 年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表 
  

      产出   

投入 
农  业 采掘业

食品

制造

化学工

业 

金属

产品

制 造 

业 

建筑 
运输

邮电 

其他

服务 

   农  业 0.2433 --- 0.5021 0.1051 0.1230 0.1355 0.1233 0.1691 

   采掘业 --- 0.1069 0.0500 0.1672 0.2440 0.1475 0.1332 ---

   食品制造业 0.1545 0.0105 0.1999 0.0212 0.0159 0.03654 --- 0.0273 
   化学工业 0.1258- 0.0356 0.0632 0.3698 0.1108 0.1073 0.1260 0.1051 
  金属产品制造

业 
0.1640 0.1105 0.1545 0.6741 0.1317 0.1750 0.3610 0.1644 

   建筑业 --- 0.1931 --- 0.1710 0.2174 0.2892 0.2562 0.1670 
   运输邮电业 0.1174 0.1270 0.1153 0.1251 0.1288 0.1361 0.1129 0.0313 
   其他服务业 0.0184 0.1710 0.2174 0.2892 0.0673 0.1054 0.1234 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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