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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gistics needs, the main 
factors a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and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nghai logistics needs are: regional 
effects of radiation, high-levels and international demand, which will necessarily help to develop the logistics 
industry policy and construction of logistics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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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定性分析物流需求的一般特性出发，定量分析了影响上海市物流需求的独特特性以及主要影

响因素，揭示出上海市物流需求表现出地域影响的辐射性、层次需求的高端性以及功能需求的国际性这

三大特征，以期为上海市政府制定物流产业的发展政策、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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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作为公认的第三利润源泉，其产业已在全球

成长为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是各国国民经济

发展的动脉和基础。近年，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也逐

渐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物流市场规模扩张迅猛，有

关物流需求的研究日益成为物流规划的核心问题。物

流需求分析有利于合理规划、建设物流产业，进行有

效的需求管理进而提高社会物流活动效率与效益。 

我国有关物流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初，对物流市场需求的研究更晚。而物流统计数据较

少，主要集中在泛泛地建立统计指标体系、界定需求 

规模及其计量方式及预测物流发展空间等方面。如肖

丹[1]等基于物流需求特点提出了物流需求量化的原则

和方法；赵启兰[2]等提出了区域物流需求量的分析指

标；刘秉镰[3]研究了以投入产出为基础的价值量的物

流需求分析与预测方法；王晓原[4]等对灰色预测模型

在物流规模预测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杨茂盛[5]等建

立了基于神经网络的物流需求量预测模型，并进行了

实证分析；初良勇[6]等在回归分析、灰色系统及神经

网络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物流需求组合预测模型。 

为能更全面系统地分析上海市物流需求，本文采

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分析上海

市物流产业发展的一般特点，再借助适当的定量分析 *资助信息：本研究获上海财经大学 211 项目Ⅲ期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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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探究深刻揭示上海市物流需求的特性以及影响

因素。 

2. 物流需求的一般特点 

物流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活动对生产、

流通、消费领域的原材料、成品和半成品、商品及废

旧物品、废旧材料等的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物在空

间、时间和费用方面的要求，涉及运输、库存、包装、

装卸搬运、流通加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需求等物流活

动诸方面[7]。 

2.1. 物流需求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分析 

物流需求相比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般服务需

求，具有如下特性： 

1) 派生性。物流需求是一种为满足生产流通企业

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派生性需求。经济活动等

本源性需求将直接决定和影响物流需求的变化[8]。 

2) 阶段性。主要表现在物流需求的增长过程和物

流需求层次性变化。初始阶段的物流需求量小，功能

需求相对单一。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物流需求规模不

断扩大，对物流功能和物流服务质量等提出了更高要

求[9]。而信息化使得物流需求在规模和层次上达到更

高阶段。 

3) 需求弹性小。物流需求弹性是指在一定时期

内，价格变动程度与所引起的物流需求量变动程度的

比较。相对于一般服务商品而言，物流需求具有较小

的需求弹性。这是因为物流活动渗透到生产、流通、

消费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必

要组成部分。 

4) 多样性。不同的物流需求主体对物流服务数

量、质量和内容会提出不同要求。而货物特性不同，

对运输、仓储、保管、包装的要求也各不相同。这势

必引发了物流需求种类的多样性，产生了个性化、多

样化的物流需求。 

2.2. 物流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 

物流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广泛而紧密

的联系，具体体现在： 

1) 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总量是物流需求量增长的

决定因素，是物流需求的源动力。全球物流产业较发

达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比如美国和日本。随

着上海市经济发展，物流业增加值(物流业的总产值扣

除中间投入后的余额)从 2001 年的 628.6 亿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1794.5 亿元，其在全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从 2001 年的 12.06%增加到了 2008 年的 13.1%。08

年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居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居

世界第二[10]。 

2) 产业结构。不同产业结构对物流需求功能、物

流层次和物流需求结构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第一产

业中的农林牧业对物流的需求属于粗放型，需求量大

但价值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采掘业等提供的都

是实物形态的产品，从生产到消费都离不开物流，因

而对物流的需求较大；而第三产业以服务业为主，对

物流活动依赖度较小，更多地需要基于信息技术的现

代物流服务。可见，不同产业对物流的需求程度有明

显的差异。 

3) 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由于物流需求的派

生性，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影响着物流量[11]。由于物流

服务严格依赖基础设施，因此管理体制对物流基础设

施的建设产生直接影响，如各级政府对物流产业的投

入增加，为物流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铁

路、公路、水路的投资规模直接影响交通运输网络的

密度和等级，进而对物流需求产生相应影响[12]。 

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出台了《关

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随后上海市政

府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

要》和《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中也把

推进现代物流产业持续发展作为了上海加速发展现

代服务业的重点，并由市发改委牵头制定了“十五”

和“十一五”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重点专项规划与“三

年行动计划”[13]。正是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政策下，

上海市四大重点物流园区(深水港物流园区、外高桥物

流园区、浦东空港物流园区和西北综合物流园区)得以

重点发展与建设。这不仅将促进上海市保税物流的发

展，而且在其辐射区域内满足了相应的物流需求。 

4) 消费水平和消费理念。消费水平和消费理念将

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生产销售行为，进而影响

物流规模[14]，新产品和新服务往往需要高水平物流服

务提供支持。 

此外，影响物流需求的因素还包括市场环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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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进步[16]等。物流活动服务于生产和生活。市场

环境的变化将影响物流的物质流向、服务方式以及服

务质量和数量。如此，国内外贸易方式、经济全球化

等市场环境都将影响物流需求。 

3. 上海市物流需求影响分析 

3.1. 上海市经济总量与物流需求的回归分析 

上海市经济总量与上海市物流需求的联系很密

切[10]。为更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一

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 

鉴于物流需求没有直接的综合统计指标，过往的

研究常选用货物运输量替代。但物流需求不仅表现在

运输上，还与包装等其他物流活动相关。本文拟采用

物流业增加值作为物流需求指标。限于能够收集到的

物流业增加值数据仅有 8 个，样本容量太小，且这些

数据的解释变量都是经济类数据，彼此间关系非常紧

密，多元回归分析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

此，本文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揭示上海市生产总值

(亿元)和物流业增加值(亿元)之间的联系。原始数据如

表 1。本文回归分析软件采用 SPSS Statistics V17.0，

结果见表 2。 

由此，可得回归方程： 

126.111 0.141y x               (1) 

式(1)表明，上海市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亿元，上海

市物流业增加值将增加 1410 万元；另外，对回归方

程进行检验，计算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Table 1. The original data[10,13,17] 
表 1. 原始数据[10,13,17] 

年份 
物流业增加

值(亿元) 
上海市生产

总值(亿元) 
年份 

物流业增加

值(亿元) 
上海市生产总

值(亿元） 

2001 628.60 5210.12 2005 1175.50 9247.66 

2002 703.40 5741.03 2006 1338.60 10572.24 

2003 770.10 6694.23 2007 1572.60 12494.01 

2004 985.30 8072.83 2008 1794.50 14069.87 

 
Table 2. The coefficienta 

表 2. 系数 a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模型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T Sig. 

(常量) –126.111 30.155  –4.182 0.006
1 

X 0.141 0.003 0.998 43.406 0 

Table 3. Model summaryb 
表 3. 模型汇总 b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估计误差 

1 0.998a 0.997 0.996 25.88332 

 
Table 4. Anovab 
表 4. 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回归 1262237.916 1 1262237.916 1884.088 0.000a

残差 4019.679 6 669.947   1

总计 1266257.595 7    

 

拟合度检验：从表 3 可知，说明回归拟合度非常

好，即上海市生产总值的变化能够解释 99.7%的物流

业增加值的变化。 

显著性检验：从表 2 中和表 4 中可以看到，F 检

验和 t 检验的 P 值均为零，说明方程的参数是显著的，

即上海市生产总值确实是对物流业增加值有影响的。 

3.2. 上海市产业结构与物流需求的定量分析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这里进一步研究上海市产业

结构与物流需求之间的定量关系。 

上海市 1978 年至 2009 年间第一、二产业比重逐

年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19%上升到

2009 年的 59%，甚至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三大产业

中生产总值最高的产业[10]。 

不同产业对物流市场有不一样的需求，而产业结

构和物流皆属于非常复杂的系统，并带有明显的动态

性和不确定性。另外，各项指标的统计数据非常有限，

灰度较大。为此，本研究采用灰关联分析法讨论三大

产业与物流需求之间的关系。通过对 2001 年至 2008

年数据的灰色关联度计算，第三产业与物流增加值的

关联度为 0.9443，其次是第二产业的 0.8876，最低关

联度为第一产业，为 0.6124。 

三大产业与物流业增加值的关联度都在 0.6 以

上，说明上海市三大产业与物流需求的关系都较为紧

密。其中，第三产业与物流需求的关联系数为 0.9443，

是三次产业中最高的，而且其数值非常接近 1。这似

乎与“第三产业对物流的依赖度低”这一前述的一般

特性矛盾。笔者认为，上海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大，

第三产业占比高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如此高的依赖度。 

其实，如果从上海市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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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来分析第三产业高依赖度可以看出，一方面上海市

的物流需求有很大程度上不局限于本地区的生产生

活需要，而具有对其他地区更为广泛的辐射程度，主

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相当大的比例经过上

海实现。因此，上海市物流产业的发展不仅仅与本市

的生产生活高度相关，而且与中西部地区的进出口量

高度相关，表现为在地域上的扩散性。 

另一方面，上海市的物流活动已经从以基本货物

运输为主向更高层次、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相对

于其他城市而言，更多的寻求与世界接轨，表现为需

求层次的高端性。物流需求层次的高端性在物流的统

计数据上表现出来。 

第二产业与物流需求的关联系数为 0.8876。这表

明尽管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在上海市生产

总值中的比重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其依然是物流需

求的重要来源。 

第一产业与物流需求的关联系数为 0.6124，是三

大产业中最低的。这说明上海作为一个资源严重匮乏

而人口密集的城市，其粗放型的第一产业对物流需求

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3.3. 上海市物流需求深层次影响定量分析 

影响物流需求的因素有很多。为较全面的讨论物

流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里做更进一步的

分析。由于同样原因考虑，这里仍然采用灰色关联度

分析法进行分析。 

首先，就目前上海市第二产业的状况，这里讨论

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建筑业，以探明物流需求与工业

和建筑业之间更为具体的关系。结果显示：工业与物

流业增加值的关联度为 0.939，而建筑业为 0.803。 

其次，物流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商品流通性

物流需求是物流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品的批

发与零售会产生巨大的物流需求市场。而随着电子商

务的兴起与发展，网上购物、电视电话购物的大量涌

现，都会产生大量小批量、多品种、高频次、时间性

强的物流需求，因此，批发与零售行业是上海市物流

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计算，居民消费水平(元)

与物流业增加值(亿元)之间的关联度为 0.8274，进出

口总额(亿美元)的关联度为 0.5965。居民消费水平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物流产业的高关联性说明上

海市的消费性城市特性以及商业流通对上海市物流

活动的重要影响。进出口总额的关联度较小，再次说

明上海市物流活动的地域辐射性广这一特点。 

为揭示物流产业在货运、港口货物吞吐量以及国

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方面的表现差异，这里，分析了

它们与物流需求之间的关联度，结果见表 5。 

表 5 显示，上海市物流需求的最重要体现在于港

口货物吞吐量方面，这充分体现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的地位以及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国际标准集装箱吞

吐量方面的关联度不高，说明国际集装箱运输还有长

足的发展空间。在货物运输量的关联度方面，水路运

输关联度最大，其次是民用航空运输，公路运输再次，

最后是铁路运输。这是因为上海市国际运输多采用海

洋运输，其次是航空运输，而国际铁路的联运没有与

上海港相连，铁路设施的建设不足，使得铁路在上海

市物流需求中的作用不明显。 

再看货物运输量及其细分，货物运输量与物流需

求的关联度为 0.7749，可见货物运输量与物流需求之

间确实存在着较为强烈的关联性，说明将货物运输量

作为物流需求的替代指标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行的。

但同时注意到，0.7749 的关联度表明二者之间仍然存

在着一定的偏差，且其关联度远远低于港口货物吞吐

量等，所以本文采用物流业增加值作为研究物流需求

的指标是科学合理的。在所有货物运输量及其细分的

关联度排名中，排名最前的是水路运输量，其关联度

为 0.8754，其次是货物运输量 0.7749，公路运输量

0.7077，铁路运输量 0.7073，可见，在上海市的货物

运输中，水路运输与其物流活动的关系最为紧密，而

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与其关系相对较为较弱。这与上

海市物流地位主要表现为国际性港口城市以及其物

流网络特性有关。上海市物流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logistics demand (million) 
and main logistics functions 

表 5. 物流需求(亿元)与各物流主要功能之间的关联分析 

因子 关联度 

货物运输量(万吨) 0.7749 

铁路(万吨) 0.7073 

公路(万吨) 0.7077 

民用航空(万吨) 0.8155 
其中

水路(万吨) 0.8754 

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0.9006 

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万 TEU) 0.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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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益于其航运中心的地位，因而水路运输与物流活

动之间会有较强的相关性。上海作为国际贸易货物集

散中心，其内陆集疏运系统主要是通过公路运输来完

成的。可以说，上海市国际航运中心以及国际空港的

建立，上海市物流需求的功能性体现出国际倾向。如

国际海运或空运。 

4. 结论 

本文在定性分析物流需求一般特性的基础上，以

物流增加值替代传统的以货运量作为物流需求的代

表，定量分析了上海市物流需求的独特特性以及影响

因素。结论如下： 

1) 上海市物流需求与其经济总量之间具有正的

强相关性。上海市经济总量每增加一亿元，物流业增

加值将增加 1410 万元。物流业的发展对上海市经济

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2) 上海市第三产业与物流需求之间具有最强的

关联性。这一结论与第三产业对物流需求的低依赖性

并不矛盾。结合上海市进出口总额与物流需求之间的

较弱的关联性，可以说上海市物流需求不仅表现为对

上海市本地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且具有较强的地域辐

射性。同时，上海市物流需求的高层次性以及高价格

也是这一量化结果的原因。紧随着第三产业高关联性

之后的，是第二产业。而第一产业表现出的关联性相

对最低。三大产业的这种关联性差异是由于上海市的

地理位置、航运中心建设、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特

性决定的。 

3) 第二产业中的工业与建筑业与物流需求也具

有较强的关联性。居民消费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与物流产业的高关联性说明上海市的消费性城市

特性以及商业流通对上海市物流活动的重要影响。 

4) 港口货物吞吐量与物流需求之间的高相关性，

以及货运量中水路、民航的高关联性都说明上海市物

流功能需求的国际性特性。国际物流多采用海运与航

空运输。而铁路的低关联性恰恰证明了上海市的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与铁路网络没有贯通所带来的问题。 

与类似研究一样，本文也具有其局限性：由于数

据间的高度相关性，无法通过回归分析了解不同因素

对物流需求的具体影响。而灰色关联度既能得到彼此

之间的关联度，无法得到具体的因果关系和数值关

系，所以不同因素与物流需求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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