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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分析物流业与三次产业联动发展机制入手，以西安市为例，运用贡献率模型、产业结

构熵数和双对数回归模型等方法测算物流业与三次产业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发现二者之间联动

作用显著，物流业对三次产业的贡献率依次升高，对产业结构熵数具有明显的反向作用，但是从物

流业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测算看，目前物流业对三次产业的作用更多的还是靠增加投入从而带

动提高，体现出以资本密集化带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其质量和结构还有待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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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业是社会化分工下形成的一种新兴产业形

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管理理念和新服务方式

为物品及其信息流动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所有

单位的集合，其涉及交通运输、仓储、货运、流通加工

等诸多领域具有强大的经济渗透能力和产业关联带

动效应。

一、物流业与三次产业联动

发展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一）物流业与第一产业联动发展

机理

现代农业主要由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

和农村现代商贸业等构成。发展现代农业物流，能

够降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成本，

减少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提高农产品流通

速度，降低生产成本，使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增

值。同时农产品具有保鲜性差、易腐蚀性、易霉变性

等特性，这意味着及时送达是农产品能否顺利完成

价值实现的关键问题。目前以冷链物流为代表的物

流体系能够很好地契合相关农产品的运输和发展需

要，提高农产品的流通速度，实现农产品的快速直达

运输，为推广农产品保鲜与配送技术以及发展鲜活

农产品货运等提供基础和保障。此外，农村物流基

础设施的建设和物流环境的改善，能够使商品以较

低的价格流入，稳定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消除中间环

节的不必要损耗，按照物流活动的规律和管理形式

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快速实现，既可以提高农民收

入，也能够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１］。

（二）物流业与第二产业的联动发

展机理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但是距离制

造业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

是粗放发展模式，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仍处



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

展，制造企业外包物流业务，物流企业承接制造业物

流的一体化运作，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物流

业作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可

以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

物流企业，促进物流业的发展并提升制造业的国际

竞争力。促使制造企业实施流程再造、整合，分离、

外包物流业务，实行专业化运作，优化供应链资源配

置，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升其核

心竞争力，最终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

的整体提升。

（三）物流业与第三产业联动发展

机理

物流业是传统的交通运输业、物流仓储业、流通

加工业、通讯、商业等产业与新兴的信息技术等产业

相融合的产物。按照国际通行的产业划分标准和中

国产业划分标准，这些行业均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

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必将带动中国第三产业的优

化升级、增加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当中的比重，优化

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物流业更是体现为

新型组织管理理念和先进信息技术共同促成的组织

形式创新，其发展能够提高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带动

流通部门和生产服务部门的发展，其衍生的代理业、

包装和电信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都能够改善第三

产业内部结构和发展质量，促进第三产业内部诸如

商业、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关联和融合，提高第三产

业整体质量，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二、物流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

高级化的机理

　　物流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通过合理化和高

度化两个途径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根据资源

条件和消费需求，对产业间的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

进行调整，使各产业部门的资源配置达到协调与合

理；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根据技术条件和效益需求，使

各产业部门的资源配置达到优化与高效。

（一）物流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机理

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协调”为中心，主要强调各

产业间的协调比例和关联水平。随着物流业的发

展，产业间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逐渐由不协调转

向协调，产业间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得到满足，产业间

的关联水平得到加强。物流业主要从产业间关系、

资源供给、市场需求方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物流业的发展使得三次产业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

系，资源在产业层次上得到优化配置，避免了过剩和

短缺的现象，各部门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同

时，物流业采用新型管理理念和高效运作方式，带动

了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进程［２］。

在经济活动中，产业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

通过这种错综复杂的需求关系，物流业与三次产业

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一方面，物流业整合有限的资

源，发挥供应链整合优势，为其他产业提供一系列的

物流服务，提高各大产业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物

流业本身对其他产业也会形成需求，需要各种资源

的投入。物流业通过加快各类要素在产业间的梯度

转移，实现投入与产出的均衡，从而促使产业间相互

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相协调，不断带动产业结构

的合理化。

物流业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

种包含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

送、信息处理等各种行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形态。同

产业内其他任何新兴产业一样，物流业在优化调整

三次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带动了优质从业人数的增

加。通过吸收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劳动人口从第一

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物流业使得劳动力分布更趋

合理，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目标的实现。

（二）物流业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的机理

产业结构高度化以“演进”为中心，主要强调主

导产业的有序更替和产业结构效率的不断提高。物

流业通过科技进步改变了产业的技术基础，使产业

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资源在各产业间得到了更有

效的配置和利用，从而实现产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

高，产业集约化程度更高。物流业主要从技术水平

和效益水平方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物流业通过先进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业的更新

换代，科技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动力。技术

的进步推动着传统物流业的技术改造，使得现代物

流服务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变。物流

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标准化体系，有效衔接各种

物流功能和要素，促使有较高生产效率的新兴产业

的形成和发展，也加速了那些没有重大技术突破的

传统产业的衰落、消亡。随着产业的更新换代，产业

结构得以高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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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的发展，使得简单的仓储、运输业务向

产、供、销一体化不断延伸，有效地通过供应链的整

合与一体化管理来消除价值链上不增值的活动，降

低运输、仓储等有形费用和各种无形支出，促进资源

的利用效率和优化配置。随着物流业的不断发展，

以最少的消耗实现最优的服务，达到最佳的经济效

益，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通过利用物

流的专业化优势和规模优势，整合各大产业的物流

服务需求，帮助各产业利用有限的资源集中力量开

展自身的核心业务，提高物流流通速度和整个供应

链的运作效率，节约交易费用和物流成本，从流通环

节中挖掘竞争优势，形成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质

消耗之后的“第三利润源”，促使产业不断向集约化

方向发展。

三、物流业对三次产业增长的

贡献测算

　　笔者选取西安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务增
加值作为描述西安市物流业发展指标［３］。由于数据

限制，笔者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

样本。根据相关分析，西安市物流业增加值和地区

生产总值呈明显的线性相关，所以设模型为

Ｙ＝ａ＋ｂＸ＋Ｕ （１）

式中：Ｙ表示西安市物流业增加值；Ｘ表示三次产业

增加值；Ｕ为误差项的随机变量；ａ为常数；ｂ为系

数。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西安市物流业增加值和

做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１。

表１ 西安市物流业与三次产业增加值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分类 Ｒ２值 常数项ａ 系数ｂ ｔ检验 显著性检验

第一产业 ０．９７５ －１７．９９７ １．２４７ ３９．４９４ ０．００

第二产业 ０．９９２ －３３９．２０４ １３．６０８ ２８．４７８ ０．００

第三产业 ０．９９４ －３７５．３３１ １６．３２ ３５．８４６ ０．００

　　拟合优度 Ｒ，是因变量的总变差中因变量与自

变量的回归方程所能解释的那部分变差占总变差的

比重。从表１中可知，３个模型的 Ｒ２均显示拟合优

度很高，通过检验，具有统计意义；ｔ检验是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和因变量很强的统计关

系会导致被解释变量和未被解释变量的比值很大，ｔ

检验均通过，具有统计意义。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

这３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很好，而且相关参数均可

通过检验，显著性水平也很高，可以得出如下方程。

西安市物流业增加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回归

方程为

　　　
Ｙ＝－１７．９９７＋１．２４７Ｘ

Ｒ２＝０．９７５
（２）

西安市物流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回归

方程为

　　　
Ｙ＝－３３９．２０４＋１３．６０８Ｘ

Ｒ２＝０．９９２
（３）

西安市物流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回归

方程为

　　　
Ｙ＝－３７５．３３１＋１６．３２Ｘ

Ｒ２＝０．９９４
（４）

可以看出，西安市物流业增加值和三次产业增

加值之间均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当西安市物流业

增加值增加１个单位，可以拉动第一产业１．２４７个

单位，拉动第二产业１３．６０８个单位，拉动第三产业

１６．３２个单位。西安市物流业对三次产业增长均有

显著的贡献，其中对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度比较

高，拉动力度比较大，对第一产业拉动力度相对较

弱。由此可以得知，随着西安市物流业的发展，第三

产业将显著地促进第三产业较快、较好发展，进而较

大程度地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物流业与三

次产业联动作用明显。

四、基于产业结构熵数的

联动作用测算

　　熵数指标应用了信息理论中干扰度的概念，熵

作为某种不确定性的度量，衡量了某一信息群组中

的干扰程度。如果该体系结构良好，自我净化功能

完善，那么熵数会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而减少，此类信

息群组质量较高。类似地，产业结构熵数指标将产

业结构的数据作为一个信息群组，并以熵数来衡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中的干扰因素，以此反映产业

结构的合理化质量。本文采用以下定义：

εｔ ＝ｎ

ｉ＝１
ｗｉ，ｔｌｎ（１／ｗｉ，ｔ） （５）

其中：εｔ为第ｔ期某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熵数指

标，ｗｉ，ｔ为当期第ｉ个产业占全社会产值的比重，ｎ为

整个社会的产业部门个数。根据定义，如果该国家

或地区有３个产业部门（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

在３个产业结构比完全均等时，那么 εｔ＝１．０９８６，

为最大值；如果当期该国家或地区三次产业只发展

其中一个产业，而其他产业均无，那么εｔ＝０，为最小

值，从而可得εｔ∈［０，１．０９８６］。理论上，三次产业

增加值随着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梯度增长的模式：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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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逐

年上升，其中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又高于第二产业，产

业专业化程度较高［４］。反映在产业结构熵数指标

上，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熵数指标逐年

下降。

根据上面所定义的产业结构熵数指标的计算公

式，选取西安各年份的产业增加值构成数据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并进行初步的处理，由于产业结构

熵数值介于０～１．０９８之间，数值过小，在图形上趋

势显示不明显，现将其处理成百分比形式。

从数据的结果分析，西安的产业结构熵数指标

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从２００９开始，熵数值有所回

升，其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结果，２００９

年第二产业的投资大量增加，产出的滞后效应使得

２０１０年第二产业占西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

度增加，从而导致了２０１０年西安产业结构熵数指标

高于２００９年的情况，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情况基本

相似［５］。

为了从定量的角度在同一个量级下分析物流业

对产业结构熵数的作用，对于回归方程进行一定的

调整，考虑到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有去量纲的

作用，且对变量的性质和意义没有影响，建立线性

对数回归模型为

Ｙ＝ａ＋ｂｌｎＸ＋Ｕ （６）

其中，Ｙ表示第ｔ期西安的产业结构熵数指标；Ｘ表

示当期西安物流业增加值；Ｕ为误差项的随机变量；

ａ为常数；ｂ为系数。将数据带入其中，结果见表２。

表２ 西安市物流业与产业结构熵数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Ｒ２值 常数项ａ 系数ｂ ｔ检验 显著性检验

０．８ １．１８ －０．０６９ ３１．５５６ ０．００

可得如下回归结果：

Ｙ＝１．１８－０．０６９ｌｎＸ

Ｒ２＝０．８
（７）

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熵数与物流业之间有

显著相关关系。随着西安市物流业的发展，西安市

的产业结构熵数会逐年递减，物流业的发展能够促

进三次产业结构向着合理化方向发展，物流业与三

次产业之间具有明显的联动作用。

五、物流业对三次产业

劳动生产率作用

　　由于缺失现成的劳动生产率数据，本文采取合

成的方式构建指标：以当年第一、二、三产业产值与

所在行业就业人数的比值作为劳动生产率加以衡

量，以分析西安物流业对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化

的影响程度［６］。考虑到对各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有去量纲的作用，且对变量的性质和意义没有影响，

因此对方程两边取对数，建立双对数回归方程［７］，

如下：

ｌｎＹｉ＝ａｉ＋ｂｉｌｎＸ＋Ｕ （８）

其中：Ｙｉ（ｉ＝１，２，３）分别表示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

Ｘ为当年西安市物流业增加值；Ｕ为误差项的随机

变量；ａｉ（ｉ＝１，２，３）为常数；ｂｉ（ｉ＝１，２，３）为系数。

根据西安市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相关数据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计算可得如下结果见表３～表５。

表３ 西安市物流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Ｒ２值 常数值ａ 系数ｂ ｔ检验 显著性检验

０．９７７ ３．０２６ １．３０３ １５．９６５ ０．００

表４ 西安市物流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Ｒ２值 常数值ａ 系数ｂ ｔ检验 显著性检验

０．９９３ ６．５０８ １．０２７ ２８．４６９ ０．００

表５ 西安市物流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Ｒ２值 常数值ａ 系数ｂ ｔ检验 显著性检验

０．９９６ ６．７０１ ０．９４６ ３６．７８７ ０．００

　　据此，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西安市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西安市物流业增

加值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ｌｎＹ１＝３．０２６＋１．３０３ｌｎＸ，

Ｒ２＝０．９７７
（９）

西安市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与西安市物流业增

加值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ｌｎＹ２＝６．５０８＋１．０２７ｌｎＸ，

Ｒ２＝０．９９３
（１０）

西安市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与西安市物流业增

加值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ｌｎＹ３＝６．７０１＋０．９４６ｌｎＸ，

Ｒ２＝０．９９６
（１１）

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系数和回归方程都分别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此３个方程可以解释

两者的关系。其中，西安物流业产值与三次产业劳

动生产率回归的系数都为正数，说明物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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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很好地促进三大产业的增长，带动产业高度化进

程。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物流业增加值

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将带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

加１．３０３个百分点，带动第二产业１．０２７个百分点，

带动第三产业０．９４６个百分点。这说明物流业的发

展，将有力促进三大产业的增长，带动产业高度化

进程。

六、结　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安市物流业与三次产

业联动发展作用明显，能够很好地促进三次产业的

发展，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但是

从西安市物流业对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带动作

用结果看，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最强，对第二产业

的带动作用次之，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最弱。这

说明物流业对于西安市经济结构优化的作用还主要

停留在量的阶段，还是通过增加投入带动了三次产

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是体现出以资本密集化带动的

劳动生产率提升。但是在提高三次产业发展质量方

面的作用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这也是西安市物流

业未来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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