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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重庆市物流业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选取相关指标，探讨重庆市物流

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各项投入要素对物流业产出的作用都很明显，其中，物流业固定

资产投资对物流业的产出作用最为显著。
关键词：物流业；投入；产出；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Ｆ２５９．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８Ｘ（２０１５）１２－００４８－０４

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而且对其运行成本的降低，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

动作用都十分明显［１］。 从 ２００９年起，我国物流业的增长速度与服务能力明显得到提高，现代产业体系已见

雏形。 为继续适应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颁布《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其
重点在于提高物流业效率、降低成本、并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促进物流业的健康发展。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关于物流业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研究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李冠霖于 ２００１年指出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水平

较低，但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物流业的发展［２］。 目前国内学者对物流

业具体投入与产出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结合物流业的特性，针对研究样本的数量，选用灰色关联分析

法，研究物流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找到重庆市物流业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供相关部门制定具体

决策计时供参考。

１　 灰色关联分析法

数理统计中研究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方法对数据量的要求比较高，局限性较大，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数据

要求较低，重要的是量化结果与分析结果不符的情况也会避免，因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３］。 计算序列间灰

关联程度的模型有多种［４］，采用邓氏关联度计算模型，模型的具体建立过程如下：

１．１　 确定关联分析的行为序列

物流业产出序列为参考序列：Ｘ１０ ＝ ｘ１０１，ｘ１０２，…，ｘ１０ｎ{ } ，Ｘ２０ ＝ ｘ２０１，ｘ２０２，…，ｘ２０ｎ{ } ；物流业投入序列为比较序列：

Ｘ ｉ ＝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ｎ{ } ，ｉ＝ １，２，…，ｍ。

１．２　 无量纲化处理变量序列

由于获得的原始数据序列的单位或量纲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因此要先无量纲化处理获得的原始

数据序列，才能进行分析。 结合所研究数列的实际情况，选用灰色理论中常用的处理方法中的初值化法，计



算公式为

Ｘ′ｉ（ｋ） ＝
Ｘ ｉ（ｋ）
Ｘ ｉ（１）

１．３　 计算差序列和两极差

差序列：Δｉ（ｋ）＝ Ｘ０（ｋ）－Ｘ ｉ（ｋ）

极差最大值：Ｄ＝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Δｉ（ｋ）＝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Ｘ０（ｋ）－Ｘ ｉ（ｋ）

极差最小值：ｄ＝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Δｉ（ｋ）＝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Ｘ０（ｋ）－Ｘ ｉ（ｋ）

１．４　 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灰色关联系数：ξ ｊ（ ｋ） ＝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Ｘ０（ｋ）－Ｘ ｉ（ｋ） ＋θ 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Ｘ０（ｋ）－Ｘ ｉ（ｋ）

Ｘ０（ｋ）－Ｘ ｉ（ｋ） ＋θ ｍａｘｉ ｍａｘｋ
Ｘ０（ｋ）－Ｘ ｉ（ｋ）

；即 ξ ｊ（ ｋ） ＝
ｄ＋θＤ

Δｉ（ｋ）＋θＤ
，其中，

分辨系数 θ∈（０，１），一般取 θ＝ ０．５。

１．５　 求灰色关联度并排序

求序列中各个时刻关联系数的平均值，并将其作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间灰色关联程度的量化代表，

计算公式为 ｒ０ｉ ＝
１
ｎ

ｎ

ｋ ＝ １
ξ ｉ（ｋ），ｉ ＝ １，２，…，ｍ ，关联度的大小决定了指标的作用程度，灰色关联度与参考因素

的影响程度成正比［５］。

２　 物流业投入与产出关联分析

２．１　 物流业具体指标的选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据了物流业 ８３％以上的份额，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物流业的发展情

况［６］，大多数研究者都在用此代替物流业，所以基于数据的可取性选此作为数据的来源具有可靠性［７］。

２．１．１　 物流业的投入

考虑到指标选取的代表性以及数据的可取性，选用物流业从业人数、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公路线路里

程、铁路营运里程、内河航道里程作为投入指标。
２．１．２　 物流业的产出

考察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是物流业产业增加值；货物周转量是运输对象的数量和

运输距离的乘积，因而对运输生产成果反映更全面，体现物流业的服务水平［８］。 因此，选用物流业产业增加

值和货物周转量作为产出指标比较合适。
表 １　 度量物流业投入与产出的指标

变　 量 指　 标 单　 位 代　 码

物流业投入

物流业从业人数 万人 Ｘ１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Ｘ２

公路线路里程 ｋｍ Ｘ３

铁路营运里程 ｋｍ Ｘ４

内河航道里程 ｋｍ Ｘ５

物流业产出
物流业产业增加值 亿元 Ｘ１０

货物周转量 亿 ｔ ｋｍ 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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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关联分析

鉴于样本数据的可取性，利用邓氏灰色关联模型研究重庆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的指标数据，定量

分析重庆市物流业具体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表 ２是整理后数据。
表 ２　 重庆市物流业投入与产出对比表

指标 ２ ００６ ２ ００７ ２ ００８ ２ ００９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１ ２ ０１２ ２ ０１３

物流业

投入

Ｘ１０ ２５９．５９ ２６５．７４ ３０９．５９ ３４７．９８ ３８９．５５ ４５６．２５ ５１５．１５ ５８０．９３

Ｘ２０ ８２１．３８５ ３ １ ０４９．７９５ ５ １ ４８６．４３３ ２ １ ６４４．２９９ ５ ２ ０１０．３９７ ７ ２ ５３０．２８３ ５ ２６４．８０６ ２６ ２ ９９９．６５９ ９

物流业

产出

Ｘ１ ４５．０５ ４６．１７ ４７．２５ ４８．４２ ５０．１２ ５３．４９ ５６．８８ ６１．２７

Ｘ２ ２８０．７６８ ５ ３５３．４９４ ９ ４５８．８４１ ４ ６９０．２４０ ８ ７９１．１２８ ０ ８３３．５０６ １ １ ０５４．６０７ ３ １３５．０３７ １８

Ｘ３ １００ ２９９ １０４ ７０５ １０８ ６３２ １１０ ９５１ １１６ ９４９ １１８ ５６２ １２０ ７２８ １２２ ８４６

Ｘ４ １ ２６２ １ ２５７ １ ２５８ １ ２８５ １ ３９６ １ ３８６ １ ４５２ １ ６８０

Ｘ５ ４ ３３７ ４ ３３７ ４ ３３７ ４ ３３７ ４ ４５１ ４ ４５１ ４ ４５１ ４ ４５１

（１） 分析物流业产业增加值与物流业投入的相关性，结果见表 ３。 从表 ３ 知，影响物流业产业增加值的

５个因素的相关性排序为：物流业从业人数＞公路线路里程＞铁路营运里程＞内河航道里程＞物流业固定资产

投资。
从经济效益产出指标来看，物流业从业人数、公路线路里程与物流业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都大于 ０．８，说

明这两个因素对物流业的促进作用最强；铁路营运里程、内河航道里程与物流业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都大

于 ０．７，表明这两个因素与物流业产出之间相关性较强。
（２） 分析货物周转量与物流业投入的相关性，结果见表 ４。 从表 ４知，影响货物周转量的 ５ 个因素的相

关性排序为：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公路线路里程＞物流业从业人数＞铁路营运里程＞内河航道里程。 从服务

水平产出指标来看，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货物周转量的关联度大于 ０．８，说明其对物流业的促进作用最强；
物流业从业人数、公路线路里程、铁路营运里程、内河航道里程与货物周转量的关联度分别为０．５９１ ０、
０．５９３ ３、０．５８１ ８、０．５７３ ５，表明这四个因素对物流业的产出的影响效果显著性不强。

表 ３　 物流业产业增加值与物流业投入相关性

相关性
物流业

从业人数

物流业固定

资产投资

公路线路

里程

铁路营运

里程

内河航道

里程

灰色关联度 ０．８０２ ９ ０．６１０ ９ ０．８０２ ２ ０．７８３ ２ ０．７６２ ３

表 ４　 货物周转量与物流业投入相关性

相关性
物流业

从业人数

物流业固定

资产投资

公路线路

里程

铁路营运

里程

内河航道

里程

灰色关联度 ０．５９１ ０ ０．８１９ ３ ０．５９３ ３ ０．５８１ ８ ０．５７３ ５

３　 结论与建议

考察地区的物流业的产出效应，不仅参考其经济效益，还要参考其服务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业各项投

入指标与产出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全部大于 ０．５，说明物流业的各项投入要素对产出的作用都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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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重庆市物流业的产出效应与物流业的投入息息相关，物流业产出的效应受到各项投入要素的影

响，研究发现，为使物流业产出效应最大化，在加大各项投入力度的同时要兼顾投入结构的优化，以取得物

流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扩大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规模和投入力度对长远发展十分重要，不能为取

得眼前的经济效益而不顾物流业的长远发展，以防物流业处于畸形发展状态。 第二，保障各项物流通道投

入的合理性，公路运输是目前五大运输方式的主力，既要认识到公路运输的主体地位，又要避免过分强调公

路运输的重要性，盲目增加对公路的投入，另外本文在考虑投入指标的时候并未考虑与航空相关的投入，其
他运输方式的地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程度加深而逐渐明显。 第三，物流业的高水

平发展离不开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改进工作程序、提高熟练程度、缩短劳

动时间，进而提高技术效率大有益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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