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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1982— 2006年的湖南年度数据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物流支持进行研究, 选取影响区域物流发展

水平的四个重要因素作为指标, 对湖南经济增长与物流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验证了它们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修正效应。结果表明湖南经济增长与物流发展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湖南经济的发

展需要进一步的物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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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物流产业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被喻为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但由于我

国对物流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尚未建立统一的物流统计指标体系, 致使从定量角度对物流业的发展进行宏微观的指导成为

困难, 且缺乏能反应物流单一功能要素的统计指标, 只能从相关产业参考近似指标, 再加上统计口径的不一致, 造成数据置信

度的下降。本文以湖南省经济增长与物流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选取影响区域物流发展水平的四个重要因素———物流

固定资产投资、物流从业人员比、物流网络里程和人均物流基础设备拥有量作为衡量物流发展的量化指标, 对物流发展与湖南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验证它们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及模型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 样本区间为1982—2006年, 文中物流业

相关数据采用现有小口径统计方法, 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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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采用以下5个变量来考察物流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 

1)区域生产总值(GDP):目前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较多, 如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 

其中GDP这一指标是国际公认的反映区域经济增长比较有效的指标。 

2)物流固定资产投资(IWL):即为物流行业用于建设厂房、选购设备等基础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 反映了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

的规模、速度, 是反映物流业资本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 

3)物流从业人员比(LWL/L):即为物流从业人员占区域总体从业人员的比例, 是反映物流人力资源水平的比较直观的指标。 

4)物流网络里程(R):物流行业的发展与地区交通设施的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物流网络里程的度量应该是五种运输方式按

实现的价值增加额的加权和, 但限于数据的有效性和湖南大多数的货物运输都是由公路承担的地域特点, 本文仅考虑湖南物流

网络里程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公路里程。公路作为五种交通体系中最重要的运输方式, 是衡量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

重要指标。 

5)人均物流基础设备拥有量(T/P), 即为地区总的物流基础设备拥有量与总人口的比值, 鉴于本文研究领域为湖南省经济

增长的物流支持, 目前湖南省物流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运输方式主要为公路运输, 而货车作为公路运输的重要工具, 其人

均拥有量是衡量物流产业基础设备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由于对变量取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 并能消除量纲影响和数据的强烈波动, 所以分别对以上四个变量取自然对

数, 用ln(GDP), ln(IWL),ln(LWL /L), ln(R)和ln(T/P)表示。 

若以 Y, K, L, R, T 分别表示区域生产总值、物流固定资产投资、物流从业人员比、物流网络里程、人均物流基础设备拥

有量, 物流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可表示为: 

 

3 实证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研究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 首先要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理论上检验序列的平稳性及阶数需要使用单

位根检验来确定。单位根检验方法很多, 一般有 DF、ADF和 PP检验, 本文采用发展较为成熟的 ADF检验方法对每个变量的原序

列以及一阶差分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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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五个变量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 因此都是非平稳的, 具有单位根。而经过一阶差分后, 其

ADF值都小于临界值,因此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3.2 协整检验 

协整(Cointergration)分析理论是近年来处理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有力工具。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是

Johansen Juselius的方法。JJ检验法是基于动态分布滞后模型(VAR)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 以得出一个有效无偏估计。

利用 EVIEWS6.0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结果见表 2。 

 

协整检验从不存在协整关系这一原假设开始逐步检验。从表 2可以看出,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五个变量之间有唯一一个协



 

 4 

整关系。协整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协整系数估计值下面括号内是渐进标准误差。对协整方程(2)的残差序列 resid 做平稳性检验得到 ADF 检验统计量-3.21 小

于显著性水平 0.01时的临界值-2.66, 因此, 残差序列 resid为平稳序列,且取值在 0附近上下波动, 表明五个变量之间具有长

期协整关系。长期关系模型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回归系数有经济意义。 

3.3 VEC模型的建立 

以上协整检验证明了五个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 也表明它们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 说明 ln(IWL), ln(LWL/L), ln(R), 

ln(T/P)对 ln(GDP)有长期的影响。但是在短期内可能会失衡, 因此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在短期变化中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

程度。VEC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将 1982— 2006年的样本数据代入模型(3), 得到 VEC模型各方程的拟合系数及总体评价指标见表 3。 

 

从估计结果看, 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到较好的反映, 且符号符合预期。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协整关系式起到引

力线的作用, 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4 结 论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湖南经济增长的物流支持进行了实证研究, 得到几点结论: 

1)物流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互动关系。两者在统计上具有高度相关性, 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物

流行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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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流企业固定资本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 但是其贡献率比较低。从协整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物流企业固

定资本投入增加一个单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0.076个单位。 

3)从短期来看, 以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 从长期均衡关系看, 以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设施建设

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4)物流从业人员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物流行业的持续发展, 对经济协调发展也起着阻碍作用。 

5 政策建议 

从1982 年至2006 年, 湖南省物流业产值从7.61亿元增加到426.09亿元, 增长了56倍之多, 应当说物流业的发展势头强劲, 

是湖南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部门。但总体上来看湖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 物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循

环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为了促使湖南区域经济与区域物流进入良性互动状态, 须加强经济对物流的推动作用, 建立与经济发展

相协调的物流系统, 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5.1 拓展物流融资渠道, 完善金融支持网络 

目前湖南省的物流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 由于经营时间短、规模小、资产少且技术含量较低, 导致企业信用资源不足, 发

展需要的大量资金难以筹集。从协整结果也可以看出, 物流企业固定资本投入增加一个单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0.076个单位。为

此应积极开拓多种物流融资渠道, 将吸纳国外资金与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并举；建立健全对中小物流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 全面

提高物流企业的融资能力。 

5.2 搭建物流基础设施平台, 完备基础设施条件 

物流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完备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以公路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发挥出应

有的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搭建促进物流发展的基础设施平台, 完善交通网络体系, 在此基础上依托公路站场

构建物流网络。注意物流园区网络、运输枢纽网络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 构筑以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为基础的物流园区和物流中

心。全面完善物流发展的基础条件。 

5.3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构建物流培训体系 

物流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 产业进入一定发展阶段后, 需要高素质人才来支撑, 而协整方程中物流从业人员比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负相关也反映出目前湖南物流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专业人才匮乏, 难以有效支持物流产业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政

府部门有必要政策倾斜, 鼓励教育部门加大投入力度, 拓宽物流人才培养渠道。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实行物流产业从业人

员执业资格制度, 构建完善的物流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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