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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分析

以 京 津冀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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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 内 外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下 ， 秉承高 质量发展理 念 ， 构 建 了 物 流产 业 高 质 量发展指

标体 系 ， 以 物 流相 关 统计 数据 为 依据 ， 采用 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 、 耦 合协调 模 型 、 障 碍度模 型 、 灰 色 关

联分析法对京 津 冀 １ ３ 个城 市 物 流产 业 高 质 量发展 情况进行分析 。 发现 京 津 冀 各城 市 物 流产 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程度 不 同 ， 河北各城 市 在物 流产 业供 需 方 面和物 流产 业效率 方 面 ， 与 北 京和 天 津

有较 大 差 距 。 北 京和 天 津处 于 高水平 耦合协 调 ， 其他 区 域 有待进 一 步 增 强 耦 合协调 性 。 障碍度

模 型分析发现产 业效率支撑 、科技教育 支撑和产 业 供 需 支撑是排在前 三 位 的 制 约 因 素 。 灰 色 关

联分析发现制 造业是 影 响 物 流产业发展 的 最 大 影 响 产 业 ， 其次是住 宿 餐饮 业 。 提 升京 津 冀城 市

群物 流产 业 高 质量发展水平 ， 需 要重 点 从物 流产 业供 需 、产 业创 新 、产业 效率 方 面 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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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

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 、 国 内 国 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
”

新发展格局 ，是我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

量发展 的重要诉求 ［
１ ］

。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 的构

建 目标是保证经济 的 高质量发展
［
２ ］

。 内 循环为

主 、外循环赋能 、 双循环畅通 ［
３ ］

， 是我 国 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 的重要发展指 向 。

物流产业是复合型生产性服务业 ，融合了运输 、

仓储 、信息等产业 ，是支撑 国 民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 、

战略性 、先导性产业 ，是经济循环 的重要支撑 。 作为

畅通国 内大循环的基础骨架和 国 内 国际双循环的市

场接 口 ，物流产业能否适应新发展格局需求 ，能否提

供高效 、可靠 的物流支撑 ， 至关重要 。 促进流通 、提

高流通效率是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顺利实施的重

要着力点 。 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循环是高质量循环 ，

现代产业体系必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

新发展格局下 ， 物流产业面临着机遇也面 临

着风险 。 消 费拉动和 内需牵 引 的新发展格局下 的

产业和消费升级 ，会给物流业带来巨大服务需求 。

这就要求物流业加速物流服务升级 ， 适应新格局

的要求 ， 高质量发展 。

为推动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 国务院及有关部委

陆续出 台 了多项政策
［
４ ］

。 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是 国

家政策势能引 导 的一个重要趋势 。 推动物流高质

量发展是推进物流业发展方式转变 、结构优化和动

力转换 ，实现物流业 自 身转型升级 、提升 区域物流

能力 ［ ５ ］

的必 由之路 。 物流高质量发展是高效性 、创

新性 、协调性 、持续性和分享性 的发展 。 物流成本

低 、效率高 、服务水平高 、效益好 、绿色无污染是物

流高质量发展的表现 。 物流高质量发展 ，

一是物流

业发展质量高 ，
二是物流业能高质量地满足经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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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人民 的需求 。 物流高质量发展需要综合

考虑物流经济总量 、结构 、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多个

方面
［
７ ］

，应围绕物流服务供需 ，发展智能物流 、推动

物流装备技术创新Ｍ 、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 ［
９ ］

， 以

全新的产业形态推动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

本文站在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下对物流产业高

质量发展问题进行审视 。 剖析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

下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 ，采用物流产业相关统计

数据 ，运用模型工具方法 ’ 以京賴为例分析新发展格

局下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障碍因素 ，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议。

一

、 新发展格局 下 物流产 业 高质量发

展 内 涵

新发展格局 的 构建 ， 需要 打通 国 内 国 外 两

个市场循环 ， 实现互联互 通 。 构建
“

双循 环
”

新

发展格局 ， 壮大 国 内 市 场 ， 培 育 内 需 ， 物 流产业

高质量发展将发挥不可替代 的 作用 。 高质量发

展是物流产业发展水平 的 高 级程度 ， 其特 点 是

供需平衡 、结构优化 、 协调 发展 。 物流产业高质

量发展是经济效应最大化与环境影 响最小化 的

可持续发展 。

“

双循 环
”

新 发展格局 下 ， 物 流产

业高质量发展 ， 需要在创 新发展 、 协调 发展 、 绿

色发展 、 共享 发展 、 开 放 发展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理

念 ［
１ ° ］下 ， 在 国 内 国 际市场上 ， 依靠城市经济发展

支撑 、社会发展支撑 、科技发展支撑和环境发展支

撑 ，优化产业结构 ， 实现物流产业需求和供给的匹

配 ，提升物流效用 ，满足人 民生产生活需要 。 通过

加快疏通 国 内大循环 ， 助推 国 际经济大循环 。 如

图 １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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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 下物流产业 高质量发展 内 涵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内涵应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

（ １ ）供需匹配为核心 。 供需错配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面临 的重大挑战 ［４ ３

。 畅通 内外循环需要激

活需求并匹配高质量供给 ， 推动需求牵 引 供给和

供给创造需求
Ｍ

。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

的供求关系 ，而是生产 、分配 、流通 、消 费 四个环节

的循环 。 物流需求是在产 品生产和流通过程 中连

接所有环节而产生 的引致需求 。 实现产业高质量

发展 ，要顺应 、培育和释放新 的需求 ， 在更髙水平

上实现产业供需平衡 。

（ ２ ）科技创新为驱动 。 《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

发展促进形成强大 国 内 市场 的意见 》 中提到多个

创新举措 。 物流发展必须要从
“

要素 驱动
”

转 向

“

创新驱动
”

， 土地 、劳动力各种资源供需变化 ， 生

态环境变化 、数量红利一去不复返 。 创新变革是

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源泉 。 将创新融人物

流发展 内涵 中 ， 整合 、优化 、协 同 ， 实现物流持续创

新发展 。

（ ３ ）优化升级为重点 。 产业链升级是稳步构

建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 的
“

奠基石
”

。 优化升级的

方向 主要是产业联动发展 、城乡 融合发展 、经济环

境协调发展 ，是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 、资金链和

人才链
“

五链
”

融合发展 。 将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物

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 ４ ）政府调控为辅助 。 循环畅通与否 ，最为关

键的决定 因 素是市场体 系 的健全程度 与运行效

率 。 现代物流业 的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良好 的体

制 、政策及市场环境等保障性条件 。 统一开放 、竞

争有序是经济循环畅通的根本保证 。 促进更高水

平的双循环 ，需要依托市场力量 ，政府主要是营造

高质量竞争环境 ，充分发挥竞争政策 的作用 。

（ ５ ）城市发展为支撑 。 城市是资源要素集聚

的空 间载体 ， 也是经济活动 的重要物质依托 。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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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高 质 量 发展 是与 城市 经济 社会 环境 协调 发

展 ［
１ １ ］

的过程 。

二
、 新发展格局 下 物流产 业 高质量发

展测度

（
一

） 指标体 系 及权 重

依据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内涵

分析框架 ， 梳理物 流高质量发展文献
［ １ ２  ２ ６ ］

， 建立

包含 ６ 个方面 ３ ０ 个指标 的指标体系 。 数据来源

于 《河北统计年鉴 ２ ０ ２ １ 》 《 天津统计年鉴 ２ ０ ２ １ 》和

《北京统计年鉴 ２ ０ ２ １ 》 。

运用熵权法 ［ ２ ７ ］ 测算各准则层和指标层权重 。

熵权法通过熵值判断指标离散程度 ， 进而判断权

重 ，是仅依赖于数据本身离散性 的客观赋权法 。

各指标熵权计算公式为 ：

式 中 ，％ 为第 ＞个指标的熵权巧 为各指标熵值 ；

表东（ｙ

＝
１

，
２

，

…

， Ｗ ）之和 。

￣ 计算公式为 ：

ｍ

ｅ
ｊ
＝

ｋ＾ ｐ ｉ
ｊ

ｌｎ Ｃｐ ｉ
ｊ
） （ ２ ）

ｉ
＝

ｉ

式 中 ，
＆
＝
ｌ ／ ｌｎｍ

，
ｍ 在本文 中代表京津冀 １ ３ 个区

域 ， 即 ｍ
＝
１ ３

，九 是第 ｉ 个指标下 ｉ 个区域 占 比 ，

＞ ：

ｘ
ｖ

１ 

＝

 １

将数据输人 ＳＰＳＳＡＵ 标准化处理后 ， 带人熵

值法模块进行计算 ，结果显示 ：权重影响较大的准

则层分别是产业效率支撑 Ｂ
２ ２ 、科技教育支撑 Ｂ

１ ４

和产业供需支撑 压 １ ； 指标层 中影 响较大 的依次

为货运量 Ｃ
２ ９ 、

Ｒ＆Ｄ 经费 Ｃ
１ ６ 、专利授权数 Ｃ

１ ７ 、 邮

电业务总量 Ｃ
３ 。 、 ｉ？＆Ｄ 人员 全时 当量 Ｃ

１ ５ 、社会消

费品零售 总额 Ｃ
２ １ 、交通运输仓储从业人员 Ｃ

２ ８ 、

供水能力 Ｃ
１ ３ 和交通运输支 出 Ｃ

２ ６ ， 如表 １ 所示 。

表 １ 物流产业 高质量发展水 平指标及权重

目 标层 准则层 （权重 ） 指标层 权重 Ｆ 值

Ｃ
， 人均ＧＤＰ

［ １ ２ １ ３ ］

０ ． ３ ３ ６ ０ ． ０２ ６

经济发展支撑
Ｃ２ 人均可支配收人

［
１ ４ １ ５ ］

０ ． ４ １ ７ ０ ． ０３ ２

ｃ
３ 人均消费支 出 ０ ． ０ ７ １ ０ ． ００ ５

（ Ｕ ． Ｕ ／ ６ ）

ｃ４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

１ ３ ］

０ ． １ １ １ ０ ． ００ ９

ｃ５ 居 民 消费价格指数
ｗ １ ７ ］

０ ． ０６ ６ ０ ． ００ ５

ｃ６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

１ ３ ’
１ ７ ］

０ ． ３６ ５ ０ ． ０ １ ４

社会发展支撑 ｂ
１ ２ ｃ

７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

１ ３ ’
１ ７ ］

０ ． ３ ５ ７ ０ ． ０ １ ４

（ ０ ． ０ ４０ ）
ｃ

８ 广播覆盖率 ［
１ ８ ］

０ ． １ ０ １ ０ ． ００ ４

ｃ
９ 电视覆盖率 ［ １ ９ ］

０ ． １ ７ ７ ０ ． ００ ７

城市发展 次 Ｃ
，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０ ． ２２ ７ ０ ． ０３ １

环境发展支撑 ｂ
１ ３

ｃ？ 空气质量 ［
１ ４

，
２ ２

］

０ ． ０９ ９ ０ ． ０ １ ３

ｃ １ ２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１ １

’
２？

０ ． ０９ ２ ０ ． ０ １ ３

（ ０ ． １ ３６ ）

Ｃ
１ ３供水能力

［
１ ４

’
１ ９ ］

０ ． ３ ３ ２ ０ ． ０４ ５

ｃ
１ ４供热能力

［
１ ４

’
２ ２

］

０ ． ２ ５ ０ ０ ． ０３ ４

城 市 物 流 高 质 Ｃ
１ ５
Ｒ＆ Ｄ 人员全时 当量

［ １ ３ ’
２ ２

］

０ ． ２４ ７ ０ ． ０６ ４

量发展 Ａ
科技教育支撑 ｂ

１ ４

Ｃ
１ ６
Ｒ＆ Ｄ经费 ［ ６ ，

２ ３ ］

０ ． ２９ ８ ０ ． ０ ７ ８

ｃ
１ ７专利授权数 ０ ． ２６ ９ ０ ． ０ ７０

（ ０ ． ２ ６ １ ）

Ｃ
１ ８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
１ ３ ’

２ ２
］

０ ． １ ４ ７ ０ ． ０３ ８

Ｃ １ ９公共 图书馆
％ ２ ３ ］

０ ． ０３ ９ ０ ． ０ １ ０

Ｃ２ ０货物进 出 口 总额
［ １ １

，
２ ５ ］

０ ． １ １ ７ ０ ． ０２ ４

Ｃ２ １ 社会消费 品零售 总额 ０ ． ２９ ７ ０ ． ０６ ２

产业供需支撑 ｂ ２ １ ｃ２ ２ 主要农产 品产量
［

１ ６ ’
１ ９ ］

０ ． ０ ５ ５ ０ ． ０ １ １

（ ０ ． ２ ０ ８ ）
ｃ２ ３ 主要工业产 品产量

［
１ ６ ］

０ ． １ ８ ５ ０ ． ０３ ８

ｃ
２ ４道路长度 《 ，

２？
０ ． １ ８ ９ ０ ． ０３ ９

物流发展 乂
２ ｃ２ ５道路面积 ［

２ ２
，
２ ６ ］

０ ． １ ５ ７ ０ ． ０３ ３

Ｃ２ ６交通运输支 出
［
２ ４

］

０ ． １ ５ １ ０ ． ０４ ２

产业效率支撑 ｂ ２ ２

Ｃ２ ７运输 ／仓储 ／邮政企业个数
［
２ ５ ］

０ ． ０ ７ ８ ０ ． ０２ ２

Ｃ２ ８交通运输仓储从业人员
［

１ １
’
１ ２

］

０ ． ２２ ３ ０ ． ０６ ２

（ ０ ． ２ ８ ０ ）

ｃ
２ ９货运量

［ ５ ’
２ ６ ］

０ ． ３０ ２ ０ ． ０ ８ ４

ｃ
３ ０ 邮 电业务 总量 ０ ． ２４ ６ ０ ． ０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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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综 合水平分析

运用 ＴＯＰＳ ＩＳ 法对京津冀 １ ３ 个区域物流产

业发展质量水平进行测算 。

ＴＯＰＳ ＩＳ 法计算 ：

根据前面熵权法计算结果 ， 构造 出 各指标权

重矩阵 （Ｗ ！ ， Ｗ ２ ，

？ ？ ？

，Ｗ？ ）

Ｔ

。

构造加权标准化数据矩阵

Ｒ
＝

（ ｒ
ｉ
ｊ
）ｍ Ｘ ？ ，

Ｔ
ｉ
ｊ
＝
ｉＶ

ｊ

Ｘ
 ｉ

ｊ（
ｉ
＝
１

，
２

，

… ＝

１
，
２

，

…

）

根据加权标准化数据矩阵确定正负理想解

ｒ
？

）

２

（ ３ ）

（ ４ ）

计算与理想解 的相对邻近度

＿ｓｅｐ

ｓｅｐ 

＋
ｓｅｐ 

＋ （ ５ ）

Ｃ 值越大 ，发展水平越高 。

将数据输人 ＳＰＳＳＡＵ 的 ＴＯＰＳＩＳ 模块进行

计算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

表 ２ 物流高质量发展水 平 评价结果

城市 ＾
１ ２

＾
１ ３

Ｂ
１ ４

Ｂ ２ １
Ｂ ２ ２ Ａ

！
ａ２ Ａ

北京 ０ ． ８ １ ６ ０ ． ３ ０９ ０ ． ７９ ５ ０ ． ９ ８ ９ ０ ． ４ ４３ ０ ． ７ ０ １ ０ ． ８ ６ １ ０ ． ６ １ ６ ０ ． ７ １ ０

天津 ０ ． ４ ８ ９ ０ ． ７ ０ １ ０ ． ６４ ０ ． ２ ７ ７ ０ ． ７ １ ９ ０ ． ５ ７ １ ０ ． ３ ７０ ０ ． ６ １ ７ ０ ． ５ ０ ８

石家庄 ０ ． ２ ３０ ０ ． ６ ５ ４ ０ ． ３ ２６ ０ ． ０ ７６ ０ ． ２ １ ８ ０ ． ０ ９０ ０ ． １ ７６ ０ ． １ ４４ ０ ． １ ６ １

承德 ０ ． １ ６ ５ ０ ． ０ ７９ ０ ． １ ７ １ ０ ． ０ １ ４ ０ ． ０ ３４ ０ ． ０ ２４ ０ ． ０ ９０ ０ ． ０ ２ ７ ０ ． ０ ６６

张家 口 ０ ． １ ６２ ０ ． ２ ７ １ ０ ． １ ８ ６ ０ ． ０ ３ １ ０ ． ０ ４０ ０ ． ０ ３２ ０ ． １ ０２ ０ ． ０ ３ ５ ０ ． ０ ７６

秦皇岛 ０ ． ２ ４３ ０ ． ２ ６ ５ ０ ． １ ７ ５ ０ ． ０ ０ ７ ０ ． ０ ６ ８ ０ ． ０ １ ７ ０ ． １ ０ ８ ０ ． ０ ４ １ ０ ． ０ ８ １

唐 山 ０ ． ３ ９２ ０ ． ４ ９ ８ ０ ． １ ８ ７ ０ ． ０ ６２ ０ ． ３ ６ ５ ０ ． ０ ５ ２ ０ ． １ ５ ６ ０ ． ２ ２３ ０ ． １ ９ ７

廊坊 ０ ． ２ ５ ７ ０ ． ３ ２２ ０ ． １ ０ １ ０ ． ０ ２６ ０ ． ０ ５ ９ ０ ． ０ ２２ ０ ． ０ ９６ ０ ． ０ ３ ８ ０ ． ０ ７２

保定 ０ ． １ ２３ ０ ． ７ ２６ ０ ． １ ４ ８ ０ ． ０ ５ ９ ０ ． １ ２ ７ ０ ． ０ ５ ５ ０ ． １ ３０ ０ ． ０ ８ ６ ０ ． １ ０９

沧州 ０ ． １ ５ ４ ０ ． ５ １ １ ０ ． ０ ８ ６ ０ ． ０ ４ １ ０ ． ０ ８ ８ ０ ． ０４ ０ ． ０ ９３ ０ ． ０ ６０ ０ ． ０ ７ ８

衡水 ０ ． １ ３ ７ ０ ． ３ ２６ ０ ． ０ ８ １ ０ ． ０ １ ７ ０ ． ０ ７６ ０ ． ０ １ ８ ０ ． ０ ７ １ ０ ． ０ ４ ７ ０ ． ０ ６０

邢 台 ０ ． １ １ ０ ０ ． ５ ６０ ０ ． ０ ９ ８ ０ ． ０ ４ ８ ０ ． ０ ９ １ ０ ． ０ ２ ５ ０ ． ０ ９６ ０ ． ０ ５ ７ ０ ． ０ ７ ８

邯郸 ０ ． １ ２９ ０ ． ６ ７ １ ０ ． １ ５ ９ ０ ． ０ ５ ２ ０ ． １ ９０ ０ ． ０ ５ ４ ０ ． １ １ ９ ０ ． １ １ ７ ０ ． １ １ ８

总体发展水平河北省 内唐 山排在首位 ，其次前 ３ 名 的依次是石家庄 、保定 、邯郸 。

是石家庄 、邯郸 、保定 。 北京和天津远远地排在河

北省各市之前 。 城市发展水平北京排在首位 ， 其
（ 三 ） 耦合 协调 分析

次是天津 ， 接下来依次是石家庄 、 唐 山 、 保定 、 邯

郸 、秦皇 岛 。 北 京 的 经济发展支撑 、 社会发展支

撑 、环境发展支撑和科技教育支撑均远远高于其

他城市 。 河北 的几个城市水平相近 。 物流系统水

平排在首位 的是天津 ，北京紧跟其后 ，后面依次是

唐山 、石家庄 、 邯郸 。 经济发展支撑北京远远在

前 ，其后是天津 、唐 山 、廊坊 、秦皇 岛 、石家庄 。 社

会发展支撑水平相近 ，依次是保定 、天津 、邯郸 、石

家庄 、邢台 、沧州 。 环境发展支撑方面 ，北京 、天津

远远排在前面 ， 之后是石家庄 ， 后面依次是唐 山 、

张家 口 、秦皇岛 。 科技教育支撑方面 ，北京远远在

前 ，其次是天津 ，河北得分均较低 ，排在前三名 的

依次是石家庄 、唐山 、保定 。 北京和天津拥有丰富

的科技教育资源 。 物流产业供需方面 ， 排在首位

的是天津 ，其次是北京 ，后面依次是唐山 、石家庄 、

邯郸 、保定 。 天津依托天津港和保税区 ，工业和贸

易均较发达 。 物流产业效率 ［
２ ８ ］ 方面 ，存在较大差

异 。 北京 、天津远远在前 ， 河北得分均较低 ， 排在

耦合协调度是各子系统耦合度及子系统之间

协调作用下 ，通过 自 组织演化达到协调一致 、高效

有序 的状态 。

计算公式如下 ：

Ｃ ＝
２

Ｓ
ｉ 
Ｓ

２

（ ｓ １
＋ｓ

２ ｙ
（ ６ ）

（ ７ ）

Ｔ ＝

ａＳ １

＋
＾
Ｓ

２ （ ８ ）

式 中 ，
Ｃ 表示物流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 的耦合度 ；

＆ 和 Ｓ
２ 分别 表示 物流发展水平 和城市发展水

平 。 耦合度 Ｃ 只是衡量物流发展与城市发展之

间 的相互作用程度 ，还需要综合协调指数 Ｔ 用来

衡量各系统对耦合协调度 的贡献程度 。 其 中 《 和

卢 分别表示各系 统在耦合关系 中相对重要性 ， 本

文综合考虑之后认为 《 和
＾

３ 同等 ， 均取值 ０ ． ５ 。 综

合 Ｃ 和 Ｔ 来计算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 Ｄ
，数值越

大 ，说明两系统之 间 的耦合协调性越好 。 根据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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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结果进行分级处理 。协调度模块进行计算 ， 求得各地 区耦合度 Ｃ 值 、

将 ＴＯＰＳＩＳ 法计算结果带人 ＳＰＳＳＡＵ 耦合协调指数 Ｔ 值 、耦合协调度 Ｄ 值 ， 如表 ３ 所示 。

表 ３ 城市物流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结果

城市 耦合度 Ｃ 值 协调指数 Ｔ 值 耦合协调度 Ｄ 值 耦合协调程度

北京 １ ０ ． ９ ８ ９ ０ ． ９９ ４ 高水平

天津 ０ ． ８ ９６ ０ ． ７４ ８ ０ ．８ １ ８ 高水平

石家庄 ０ ． ９ ８ ３ ０ ． ２ ７４ ０ ．５ １ ９ 中 高水平

承德 ０ ． ８ ４ １ ０ ． ０ １ ９ ０ ．１ ２ ８ 低水平

张家 口 ０ ． ９ ３ ６ ０ ． ０ ３ ３ ０ ．１ ７ ７ 低水平

秦皇 岛 ０ ． ９ ６ ７ ０ ． ０ ４２ ０ ． ２０ ２ 低水平

唐 山 ０ ． ８ ７３ ０ ． ３ ６ ５ ０ ．５ ６ ５ 中 高水平

廊坊 ０ ． ９ ８ ３ ０ ． ０ ３ ３ ０ ．１ ８ １ 低水平

保定 ０ ． ９ ９２ ０ ． ０ ９ ８ ０ ． ３ １ ２ 中等水平

沧州 ０ ． ９ ６３ ０ ． ０ ５ ４ ０ ． ２２ ８ 低水平

衡水 ０ ． ７ ８ １ ０ ． ０ ３ ０ ０ ．１ ５ ３ 低水平

邢 台 ０ ． ９ ８ ２ ０ ． ０ ７ ５ ０ ． ２ ７ ２ 中等水平

邯郸 ０ ． ９ ２０ ０ ． １ ２４ ０ ． ３ ３ ７ 中等水平

耦合协调程度分成 四 级 ，
０ ．７６ 以 上 为 高水

平 ，
０ ． ５
？

０ ． ７ ５ 为 中 高水平 ，
０ ．２ ６

？

０ ．５ 为 中 等水

平 ，
０ ． ２５ 以下为低水平 。 北京 和天津为高水平 ，

唐山 、石家庄为 中高水平 ，邯郸 、保定 、邢台为 中等

水平 ，其余地区为低水平 。

北京和天津耦合协调为高水平 ， 表 明在经济

发展 、社会发展 、环境发展和科技教育发展方面能

够给与物流系统很好的支撑 。 物流系统在满足供

需平衡以及物流效率方面能够促进城市经济 、社

会 、环境和科教发展 。

（ 四 ） 发展 障碍分析

■

１ Ａ
ｊ

（ ９ ）

Ｆｒ
＝ Ｖ

ｊ
ＺＶ

ｊ
（ １ ０ ）

Ｆ山
（ １ １ ）

运用障碍度模型探索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

的 障碍阻力 因 素
［
２ ９ ］

， 通过 因 子贡献度 （Ａ ） 、 指标

偏离度ａ
，
） 和 障碍度 （ 〇

，
） 进行综合分析诊断 ， 对

障碍度大小排序 ， 以便提供改进 的依据 。

计算公式如下 ：

表 ４ 耦合协调发展 障碍 因 素

〇
ｊ

式 中 ，
Ａ

，

？ 表示指标的标准化值 ；％ 表示第＞项准

则层指标权重 ；
Ｗ

，

？ 表示第 ＞项准则层指标所属 的

第 ； 个单项指标的权重 。

将数据带人 ＳＰＳＳＡＵ 障碍度模块进行计算 。

总体来看 ，准则层面 ， 物流高质量发展 的障碍

最主要 的为产业效率支撑 Ｂ
２ ２ 、科技教育支撑 Ｂ

１ ４

和产业供需支撑 Ｂ
２ １ ， 几乎所有城市 的 主要制 约

因素均在此三项 。 前三障碍度 中北京还受到环境

发展支撑 Ｂ
１ ３制约 ，保定还受到社会发展支撑 Ｂ

１ ２

制约 。 第一障碍 因 子对北京和保定 的阻碍较大 ，

其他区域程度相仿 。 第二和第三障碍因子对各区

域阻碍程度类似 。 如表 ４ 所示 。

城市 经济发展支撑 社会发展支撑 Ｂ
１ ２ 环境发展支撑 Ｂ

１ ３ 科技教育支撑 Ｂ
１ ４ 产业供需支撑 Ｂ２ １ 产业效率支撑 压 ２

北京 ０ ． ０ ８ ２ ０ ． ０ １ ８ ０ ．１ １ ５ ０ ． ４ １ ９ ０ ． １ １ ０ ０ ． ２ ５ ６

天津 ０ ． ０ ６ ５ ０ ． ０ ３ ９ ０ ．１ ２ ４ ０ ． ２ ７ １ ０ ． ２ １ ３ ０ ． ２ ８ ９

石家庄 ０ ． ０ ７４ ０ ． ０ １ １ ０ ．１ ３ １ ０ ． ２ ７ ７ ０ ． ２０ ４ ０ ． ３ ０ ３

承德 ０ ． ０ ４９ ０ ． ０ １ ９ ０ ．１ ３ ４ ０ ． ２ ９９ ０ ． １ ６ ９ ０ ． ３ ３ ０

张家 口 ０ ． ０ ５ ７ ０ ． ０ ３ １ ０ ．１ ２ １ ０ ． ２ ８ １ ０ ． ２ １ ０ ０ ． ３ ０ ０

秦皇岛 ０ ． ０ ６９ ０ ． ０ １ ７ ０ ．１ ３ ７ ０ ． ２ ７３ ０ ． ２０ ８ ０ ． ２９ ６

唐 山 ０ ． ０ ６ ７ ０ ． ０ １ ２ ０ ．１ １ ２ ０ ． ２ ９ ８ ０ ． １ ９ ３ ０ ． ３ １ ９

廊坊 ０ ． ０ ６６ ０ ． ０ ２ ８ ０ ．１ ２ ２ ０ ． ２ ７ ５ ０ ． ２ １ ５ ０ ． ２９ ４

保定 ０ ． ０ ５ ６ ０ ． １ ０２ ０ ． ０９ ０ ０ ． ０ ０ ７ ０ ． ４ ７６ ０ ． ２６ ９

沧州 ０ ． ０ ６０ ０ ． ０ ２６ ０ ．１ ３ ４ ０ ． ２ ７３ ０ ． ２ １ １ ０ ． ２９ ６

衡水 ０ ． ０ ６９ ０ ． ０ ２ ５ ０ ．１ ３ ４ ０ ． ２ ７２ ０ ． ２０ ８ ０ ． ２９ ３

邢 台 ０ ． ０ ７４ ０ ． ０ １ ５ ０ ．１ ３ ６ ０ ． ２ ７２ ０ ． ２０ ５ ０ ． ２９ ８

邯郸 ０ ． ０ ７４ ０ ． ０ １ １ ０ ．１ ３ １ ０ ． ２ ８ ４ ０ ． １ ９ ２ ０ ． ３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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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层层面来看 ，排在前五 的是货运量 Ｃ
２ ９ 、

Ｒ＆Ｄ 经费 Ｃ
１ ６ 、 专利授权数 Ｃ

１ ７ 、 邮 电 业务 总 量

Ｃ
３ 。 和 人员全时当量 Ｃ

１ ５ 。 其次是交通运输

仓储从 业 人 员 Ｃ
２ ８ 、 运 输 ／仓 储 ／邮 政 企 业 个 数

Ｃ
２ ７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Ｃ

２ ３ 、货物进 出 口 总额 Ｃ
２ 。 、

交通运输支 出 Ｃ
２ 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Ｃ

２ １
。

由上面的分析可 以看 出 ，产业效率支撑 、科技

教育支撑和产业供需支撑是影响城市物流高质量

发展 的重要障碍 因 素 。 加大科技投人 ， 突 出科技

引领作用 ， 扩大物流产业需求与供应 ，提升物流产

业效率 ，是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破局之道 。

（ 五 ） 发展 关联 影 响 分析

“

双循环
”

发展格局 的构建需要生产 、流通 、 消

费等生产环节 的有效循环 。 物流业的性质说 明物

流业不可能孤立地高质量发展 ， 物流业是融合各

产业 的复合型生产性服务业 。 作为连接生产端与

消 费端的重要 中 间环节 ， 其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与

之相辅相成 的其他产业 ， 需要通过和其他产业联

动实现发展 。 现代物流业 的产业关联效应会对区

域经济体 内部产业布局 、空 间结构 、经济融合程度

产生重要影响 。

为进一步解析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影响

因素 ，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来判断产业影响效应 。

将物流产业发展指数作为母序列 ， 将各产业 区位

熵作为特征序列 。

区位熵可 以 表征产业发展状况 ， 计算公式

如下 ：

ＬＱ ｛
ｊ

＝ （ １ ２ ）

ｑ

式 中 ， 表示 ＞地 区 的 ｉ 产业在京津冀 的 区位

熵 ； ％ 为 ７

＇

地 区的 ｉ 产业 的就业人数％ 为 ７

＇

地 区

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 ； ＆ 指在京津冀范 围 内 ｉ 产

业的就业人数 ； ｇ 为京津冀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 。

将各地区各产业就业人数带人区位熵计算公

式 ，计算 出各产业区位熵 ， 如表 ５ 所示 。 数据来源

于 《河北统计年鉴 ２ ０ ２ １ 》 《 天津统计年鉴 ２ ０２ １ 》和

《北京统计年鉴 ２０ ２ １ 》 。

表 ５ 京津冀产业 区 位熵

城市 农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业 金融业 文体娱乐业

北京 ０ ． ４ ０ ８ ０ ． ５ ６ ９ ０ ． ９ ２ ９ ０ ． ５ １ ４ ３ ． ５ ７ ７ ４ ． ３２ ２ １ ． ０ ３ ８

天津 ０ ． ６ ９ ０ １ ． ９ ３ ４ １ ． ２ ６ ２ ０ ． ２６３ ２ ． １ ８ ８ ５ ． １ ３ ０ ０ ． １ ９ ３

石家庄 ０ ． ６ ３ ８ １ ． ４ ０ ４ ０ ． ９ ２ ３ ０ ． ７ ３ ６ １ ． ４ ２ ５ １ ． ０６ ０ １ ． ４ １ ７

承德 ３ ． ６ ３ ４ ０ ． ９ ２ ４ １ ． ０ ６ １ ２ ． ５ ６０ ０ ． ６ ２ ８ ０ ． ８ １ ０ ０ ． ８ ５ ７

张家 口 ３ ． ９ ７ ３ ０ ． ８ ９ ９ ０ ． ５ ０ ３ ２ ． ６６ １ ０ ． ８ ９９ ０ ． ７４ ８ １ ． ４ ８ １

秦皇 岛 ０ ． ６ ８ ３ １ ． ８ ５ ４ ０ ． ４ ６ ６ ２ ． ５ ３ ８ ０ ． ９ １ ０ ０ ． ０６ ４ １ ． １ ７６

唐 山 ４ ． ３ ９ ７ １ ． ８ ５ ７ ０ ． ６ ４ ９ ３ ． ０２４ ０ ． ５ ３４ １ ． ０６ ９ １ ． ６ ２ ０

廊坊 １ ． ２ ５ ４ １ ． ６ ０ ５ １ ． ７ ６ ８ ３ ． ８ ４２ ０ ． ３ ６３ ０ ． ０３ ８ ２ ． ２ １ ７

保定 ２ ． ０ １ １ １ ． ３ ４ ３ １ ． ３ ８ ３ １ ． ６９ １ ０ ． ５ １ ３ ０ ． １ ８ ９ ０ ． ０ ３ ７

沧州 １ ． ５ ９ ５ １ ． １ ２ ３ １ ． １ ５ ６ ３ ． ２０４ ０ ． ３ １ ９ ０ ． １ ５ ０ ０ ． ５ ８ ８

衡水 １ ． ２ ４ ８ １ ． ０ ３ ０ ０ ． ７ ５ ６ ３ ． ２９３ ０ ． ６ ６２ ０ ． １ １ ７ ０ ． ４ ２ ６

邢 台 ２ ． ５ ７ １ １ ． ２ ９ ５ ０ ． ６ ６ ８ ２ ． ２ ７ ８ ０ ． ２ ７４ ０ ． ２４ １ １ ． ０ ９ ３

邯郸 １ ． ６ ５ ７ １ ． ２ ５ ２ １ ． ４ １ ９ ３ ． ２ ７ ７ ０ ． ７ ０６ ０ ． ０６ ２ ０ ． ８ ０ ６

两业联动布局是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的代表形资源优势 ，打造高端制造业 ，促进制造业与物流业

式 。 物流业规划要全力确保物流链 、供应链高质联动 。 廊坊 、保定 和邯郸推进建筑业与物流业 的

量发展 ，需要物流集群提高两业联动 ，关联产业配深度融合 ，打造建筑供应链 。 廊坊 、沧州 、衡水 、邯

套服务 ，形成集成服务发展能力 。 唐山 、张家 口 和郸积极推进线上线下 的新零售物流模式 。 北京和

承德利用农业产业基础 ， 发展冷链等农业物流 。天津加快物流业和金融业 的有机结合 ， 创新物流

天津 、唐山 和秦皇 岛制造业上集聚 明显 ，依托港 口金融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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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新发展格局 下 物流产 业 高质量发

展建议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下 ， 提升京津冀物流产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要 以 系统发展 的观点 ，坚持创

新 、协调 、绿色 、 开放 、共享 的高质量发展理念 ， 以

产业基础为重要支撑 ， 以创新为重要引领 ， 以协调

发展为重要手段 ， 以共享发展为重要 内容 ，满足绿

色发展 的根本要求 ，走开放发展 的必 由 之路 。

１ ． 以双循环为主线
“

双循环
”

新发展格局 引 领高质量发展 ， 指 明

了高质量发展 的
“

科学路径
”

［
３ ° ］

： 积极发挥京津冀

在双循环 中 的区位优势 ，加快物流通道外联 内 畅 ；

整合 内部资源 ， 服务环渤海区域 ； 发展高铁物流 、

冷链物流和应急物流 ； 加强 中 欧班列 的建设和运

行 ， 拓展对外经贸合作 。

２ ． 以创新发展为引领

需要从颠覆性创新发展 的视角 ， 审视物流产

业创新发展 的长效机制 ， 从物流业务 向创新发展

要素多元化转变 ，着 眼于
“

高端科技
” “

长效发展
”

和
“

核心技术
”

等关键点 。 创新包括管理创新和技

术创新几个方面 。

管理创新首先是战 略创新 ， 从大局 出 发进行

顶层设计 。 通过空 间 战略分布 ， 构建物流产业高

质量发展环境 。 推进物流要素资源市场化 ， 加强

科研成果转化 ，完善物流知识产权保护 ，不断优化

行业规则 ，促进和 引 导物流市场竞争公平性和均

衡性 ，提高行业环境 的稳定性 。

技术创新要突 出创新应用与转换 。 物流 的发

展需要先进技术 的 引领 ， 如 ＲＦＩＤ 技术 、 ＶＲ ／ＡＲ 、

５Ｇ 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 、 云计算 、 区块链 、
ＡＧＶ 技

术 。 企业创新能力 和科技设施 、教育投人是物流

发展 的关键因素 。 京津冀城市群具备强大的科技

创新能力 和 良好 的物流基础 ， 需要 引 导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作用 。 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推动物流业 的

现代化 、信息化 、平台化和多样化 。 加快科技创新

及科技运用与转化能力 ， 强化物流业数字化 、智能

化 、智慧化 的服务模式创新 。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与物流产业融合 ， 向数字物流转变 。 建设智慧物

流体系 ，打通
“

大动脉
”

， 畅通
“

微循环
”

。

３ ． 以协调发展为 目标

协调 发展 包 含 供 需 协 调 、 区 域 协 调 、 融 合

协调 。

供需协调是物 流产业高 质量发展 的基本特

征 。 物流供需能力错配不利于城市群经济转型布

局 ，不利于 内 外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的实现 。 在后

续城市群物流规划发展 中 ， 应着力促进物流供给

与需求之间 的协调发展 。 整合物流资源 ，产业集

聚发展
［
３ １ ］

， 为 物流供需 匹 配培育 良好 的外 部环

境 ，形成竞争有序 的物流产业发展格局 ，让产业经

济真正循环起来 。

区域协调是城市群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保障 ，要注意消除区域政策之间 的 冲突 ， 在提升

经济 发 展 水 平 的 同 时 ， 注 意 优 化 区 域 产 业 结

构
［
３ ２ ］

，避免无效竞争 。

融合协调是产业融合协 同发展 ， 应加快现代

物流产业与 区域优势产业融合协 同 发展 ，充分发

挥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打造特色产业园 区 。

４ ． 以绿色发展为要求

绿色物流是绿色 生产 和绿色 消 费 的 发展诉

求 。 在碳达峰 、碳中 和 目标 的约束下 ，发展绿色物

流迫在眉 睫 。 物流产业应 向着低碳化 、绿色化方

向发展 。 推广绿色化 、 减量化 、 可循环 的绿色科

技 ，进行绿色转型 ，再造产业生态 ， 构建资源节约

型 、环境友好型 的绿色产业 。 物流业是当前 中 国

推进低碳发展 的重点行业之一 ， 物流 的低碳化发

展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 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 ， 在物流企业开展绿色化方面给予政策上

的积极鼓励 和 引 导 。 构建绿色物流发展长效机

制 ，加大物流绿色生态环境治理投资 ，严控物流企

业高污染 、高排放 、高耗能行为 ， 使物流产业走 向

稳定 、持续 的绿色发展轨道 。

５ ． 以开放发展为路径

物流业是一个完全开放 的竞争性行业 ， 要推

动劳动力要素流动 和循环 ， 推动资本要素流动 和

循环 ， 推动技术要素流动 和循环 。 物流人才是助

推物流高质高效供给 的重要保障 ， 需注重对物流

人才的 引进 和培养 ，建立物流人才激励机制 。 京

津冀可 以 以天津港保税区和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综

合保税区为载体 ，优化 内外开放水平 ，提升港 口 物

流 ，形成海陆空全面开放新布局 。 发展跨境物流 ，

考虑京津冀综合发展要求 ， 打造精准物流枢纽布

局 ， 提供通关 、 物流 、 金融 等
“
一站式

”

综合服务 。

加强与长三角 、 山 东半 岛 、 辽 中南城市群联系 ， 实

现跨区域物流联动 ， 高效融合 、协 同运作 。

６ ． 以共享发展为手段

共享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共享 、资本共享 、人才

共享 、市场共享 。 要统筹规划建设 区域物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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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保障重大物流项 目 、重点 物流 园 区 ，促进物

流信息 、人才 、物流技术与装备平 台等资源共享 ，

积极开展共 同 配送 和 物 流众包 ， 扩 大物流就业
ＵＵ ／Ａ＊

Ｗ 位 。

四 、结论

本文分析了 在 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 ， 物

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 内 涵 。 参考相关文献 ， 构建

了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 以 物流相关统

计数据为依据 ，对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物流产业

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 。

（ １ ）用熵权 ＴＯＰＳ ＩＳ 法测算 了 物流产业发展

质量水平 。 发现京津冀各城市物流产业高质量发

展水平程度不 同 ， 河北各城市在物流产业供需方

面 和 物流产业效率方面 ， 与 北京 和 天津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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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 １ １ ］刘敬严 ， 高敏 ， 赵莉琴 ． 高铁
“

流 空 间
”

产业 经济协调

发展 〇？３１心３３ １＾ 分析 ［ ：１ ］ ． 铁道工程学报 ， ２０ ２ １ ， ３ ８

（ ０ ９ ） ： 
１ ０ ０ １ ０ ５ ．

差距 。

（ ２ ）耦合协调模型分析 了 物流发展与城市发

展之间 的耦合协调度 。 北京 和 天津处于高水平

耦合协 调 ， 其 他 区 域 有 待 进 一 步 增 强 耦 合 协

调性 。

（ ３ ） 障碍度模型分析 了影 响物流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障碍 因 子 。 分析发现产业效率支撑 、科技

教育支撑和产业供需支撑是排在前三位 的制 约

因素 。

（ ４ ）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 了 物流业与其他产

业的产业关联效应 。 发现制造业是影响物流产业

发展 的最大影响产业 ，其次是住宿餐饮业 。

（ ５ ）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 ， 需要重点从物流产业供需 、产业创新 、产业

效率方面着手 。

［ １ ２ ］曹志强 ， 李 鑫 ， 徐德安 ． 黄河流域 物 流 高质量发展综

合评价及其 网络构建 ［ Ｊ ］ ． 商业经济研究 ， ２０ ２２ （ １ ７ ） ：

１ ７ ２ １ ７６ ．

［ １ ３ ］王利军 ， 陈梦冬 ． 中 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Ｊ ］ ．

统计与决策 ， ２ ０２ ３ ， ３ ９ （ ０ ６ ） ：
８ ７ ９ １ ．

［ １ ４ ］曹君丽 ， 刘聪聪 ， 徐勇 戈 ． 基于 ＰＳＲ 模型 的 生态宜居

城市建设指标与评价研究 以 西安市 为例 ［ Ｊ ］ ． 生

态经济 ， ２ ０２ ３ ， ３ ９ （ ０２ ）  ： 
１ ００ １ ０ ７ ．

［ １ ５ ］宋洋 ，李先军 ． 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理论

内 涵 与 评 价 体 系 ［ Ｊ ］ ． 贵 州 社 会 科 学 ， ２０ ２ １（ １ １ ） ：

１ ２ ０ １ ２９ ．

［ １ ６ ］桂海霞 ， 赵邦磊 ，李慧宗 ， 等 ． 地域差异下货运量 与货

物周转量影 响 因素分析 ［ Ｊ ］ ．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 ， ２ ０２ ０ ， ３ ６ （ ０ ６ ）  ：
７ ３ ７ ７４ ４ ．

［ １ ７ ］张建伟 ， 曾 志 庆 ， 李 国栋 ． 中 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测度 及 其 空 间 差 异 分 析 ［ Ｊ ］ ． 世 界 农 业 ， ２ ０２ ２

（ １ ０ ） ：
９ ８ １ １ ０ ．

［ １ ８ ］于淑楠 ，薛勇 军 ． 新发展格局下西部 民族地 区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 ［ Ｊ ］ ． 时代经贸 ， ２０ ２ ３ ， ２０ （ ０ ４ ） ：

１ １ ６ １ １ ９ ．

［ １ ９ ］李子涵 ，解永进 ，李进伟 ， 等 ． 河北省农业绿色发展水

平测度与 区域差异研究 ［ Ｊ ］ ． 廊坊师范学 院学报 （ 自 然

科学版 ） ， ２０ ２２ ， ２２ （ ０ １ ） ：
６ ５ ７ １ ．

［ ２０ ］ 陈建斌 ， 曹馨丹 ， 肖 紫 宁 ， 等 ．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 的城

市创新竞争力评价及影 响 因 素研究 ［ Ｊ ］ ． 重庆社会科

学 ， ２０ ２ １ （ １ ２ ）  ：
３ ０ ４ ４ ．

［ ２ １ ］苏美蕊 ，任杲 ． 三生空 间视角 下省域 副 中 心城市综合

承载力 研究 以 山 西 省 与 湖 北省 为例 ［ Ｊ ］ ． 城市 ，

２０ ２２ （ ０３ ） ： 
１ ４ ３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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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王慧 娟 ， 兰宗 敏 ． 中 国 城市 可持续发展指 标体 系 构

建 、测 度 与 评 价 ［ Ｊ ］ ． 商 业 经 济 研 究 ， ２ ０２ ２（ ０ ７ ） ：

１ ８ ４ １ ８ ８ ．

［２ ３ ］宋豪 ， 张继泽 ， 张爱儒 ． 中 部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测

度与差异研究 ［ Ｊ ］ ． 中 国商论 ， ２ ０２ ３ （ ０ ７ ）  ：
５ ９ ．

［ ２４ ］汪文生 ，考晓璇 ． 高质量发展视角 下环渤海地 区物 流

效率测度研究 基 于 三 阶段 ＤＥＡ 模 型 ［ Ｊ ］ ． 商业

研究 ， ２ ０２ １  （ ０ ４ ） ： 
７ ５ ８ ４ ．

［２ ５ ］周楠 ， 陈久梅 ，但斌 ， 等 ． 高质量发展下 区域物 流与 区

域经济时空耦合及影 响 因素 以 长江经济带为例

［ Ｊ ］ ． 软科学 ， ２０ ２ ２ ， ３ ６ （ １ ０ ） ：
８ ４ ９２ ．

［ ２６ ］王东 ， 陈胜利 ． 中 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的 空 间差异及

分布动态演进 ［ Ｊ ］ ． 统计与决策 ， ２０ ２２ ， ３ ８ （ ０ ９ ）
：
５ ７ ６２ ．

［ ２ ７ ］王莹莹 ， 何 刚 ， 阮君 ． 新型城镇化视 角 下 区域 生态安

全时空演化及障碍 因 素研究 以 安徽省 为例 ［ Ｊ ］ ．

石家庄铁道 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 ２ ０ ２２ ， １ ６ （ ０ ３ ） ：

１ ６ ２ ３ ．

［ ２ ８ ］周颖 ，秦双双 ． 河北省 物流效率评价与分析 ［ Ｊ ］ ． 石家

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２３ ， １ ７ （ ０ １ ） ：
２２ ２ ８ ．

［ ２ ９ ］龚 月 琴 ， 雷勋平 ． 我 国 物流产业 与信息产业协调发展

评价及障碍 因 子诊 断 ［ Ｊ ］ ． 物 流技术 ，
２０ ２２

，
４ １ （ ０ ２ ） ：

１ ２ １ ９ ．

［ ３ ０ ］邹升平 ， 高笑妍 ． 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研究进路与深化

拓展 ［ Ｊ ］ ． 宁夏社会科学 ， ２ ０２ ３ （ ０ ３ ） ：
８ ２ ９ ２ ．

［ ３ １ ］赵莉琴 ， 高敏 ， 刘 敬严 ． 新发展格局下 高铁对城市 物

流业集 聚 的 影 响 ［ Ｊ ］ ． 河北 经 贸 大 学 学 报 ， ２０ ２ ２ ， ４ ３

（ ０ ３ ） ：
１ ０ １ １ ０９ ．

［ ３ ２ ］刘敬严 ， 高敏 ， 方硕 ． 高质量发展 内 涵下京津冀 区域

产业结构转换分析 ［ Ｊ ］ ．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 ０２ １ ， １ ５ （ ０３ ） ：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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