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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研究

王晓艳 李道芳

【摘 要】：文章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分析和讨论了

制造业与物流业有机融合、联动发展的机理，并分析了安徽省物流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制造业与物流业

联动发展的现状和制约因素，最后，提出了安徽省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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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来，安徽省制造业与物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7 年，安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80.4%，

制造业物流总额占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高达约 86%。因此，制造业是我省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产业，制造业物流是物流业发展的

需求基础和强大动力。

一、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1.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交易费用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核心是交易费用的节省。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的产生归结为三个原因：有限理

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复杂性以及资产专用性，而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

其发生的频率。

从交易全过程来看，可减少搜寻交易对象费用、降低履行合同的风险与成本以及消除因交易频率较高带来的负面影响。从

交易主体行为来看，可减少因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而产生的交易费用，并抑制双方机会主义行为。从交易特性来看，资产专用

性越高意味将有越多的不可收回的成本或沉没成本，制造业与物流业长期关系的建立以及对专用性资产的共同占有成为解决这

一矛盾的有效选择。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实质上是两业在能力上的互补从而形成一种持续的依赖关系，这就是威廉姆森所

称的“双边依赖”，这种治理结构反而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2.博弈论的解释

制造业和物流业是否合作，从本质上看，是双方的博弈问题，博弈矩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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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IC 表示双方诚意合作时每个企业的收益；IC'表示对方不诚意合作时企业收益，IC 不等于 IC'；Id 表示背叛对方

时自己获得的收益；Id'表示双方不合作时的收益。IC>Id'且 Id 不等于 Id'。在一次博弈中，参数不同，模型均衡结果也不同：

当 IC>Id、IC'>Id'时，双方选择合作策略是惟一的纳什均衡；

当 IC<Id、IC'<Id'时，双方不合作是惟一的纳什均衡；

当 IC>Id、IC'<Id'时，（诚意外包，诚意合作）和（不外包、不合作）是纳什均衡；

当 IC<Id、IC'>Id'时，（诚意外包，不合作）和（不外包、诚意合作）是纳什均衡。

可见，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参与人都着眼于短期利益，只考虑一次性的收益，若背叛者受到的惩罚太小，则博弈双

方合作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博弈重复多次，参与人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战略，使得在一

次性博弈中，不可能存在的合作成为可能，实现更为有效的均衡。

假设有制造业 A和物流业 B，如果 A 不外包物流业务，此时双方均可获收益（2，2）。如果 A将物流外包给 B，B又能够全

力合作，则联盟组织运行良好，双方均可获收益（10，10）。如果 A将物流诚意外包给 B，而 B作为代理方因拥有更充分的信息

而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则 A的资产受损，此时的收益为-6，B则因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得到更多的好处 8。如果 A外包物

流业务后；在 B 充分合作的情况下有败德行为而导致合作中断；此时 A 收益 8，B收益为-6。双方的博弈分析见表 2。

在表 2 中，最终有两个纳什均衡，即不结成联盟（2，2）和结成联盟后双方采取诚意合作态度（10，10）。若上述博弈重

复进行，则各博弈方在当前阶段的博弈要考虑到不能引起其他博弈方在后面阶段的对抗、报复或恶性竞争。

在有限次多重博弈中纳什均衡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每一阶段博弈的纳什均衡都成立，现假定在市场上每次交易的费用相等，

用 P 来表示，那 n次博弈成功的总费用是 n×p，如果这一系列交易由一次交易 I达成，而这一次交易的费用 P<n×p，那这次交

易就是一个更有效的交易安排。可以证明，当 n→∞时，P[P<n×p]→1。显然，如果博弈重复多次，合作博弈将是制造业和物流

业必然的策略选择，这是经济道德的要求，也是经济人利益权衡和双方博弈后的理性决策。

3.核心竞争力理论的解释

物流企业从事的是专业化的物流服务，物流经营就是它的核心业务，在物流方面的专业能力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制造业

与物流业风险共担、联动发展是已被国际经验所证明了的经济发展规律。即：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是产业的主体；而在工业

化中后期，服务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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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省物流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安徽物流业发展现状

（1）物流业规模快速增长。1978——2007 年，安徽物流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4.8%，高于全国年均增速 0.8 个百分点，高于

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 4.4 个百分点。2007 年，安徽物流业增加值为 535.6 亿元，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8.6%，占

地区 GDP 的比重为 7.3%，均高于全国的平均值。煤炭、矿建材料、水泥、钢铁、金属、非金属矿石、粮食等大宗物资是安徽货

运和货物周转的主体。

（2）物流业发展水平有所提高。省内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已开始采用现代物流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实施流程再造和服

务外包；传统运输、仓储、货代企业开始实行功能整合和服务延伸，加快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一批新型的物流企业开始成长，

形成多种所有制、多种服务模式、多层次的物流企业群体。

（3）物流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一是综合交通体系逐渐完善。“十一五”期间，新建铁路 1000 公里以上、高速公路 2000 公

里、新增港口吞吐能力 1.3 亿吨。二是物流信息平台更加巩固。

（4）物流业发展环境明显好转。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2009 年 3 月 10 日，国家出

台了第一个物流业专项规划——《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安徽物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社会物流成本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呈增长趋势。2007 年，安徽省社会物流总成本约为 1467 亿元，与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值约为 19.2%，比 2002 年提高了近 2.2 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值 18.4%，更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2）物流产业投入产出的比例不合理。物流生产能力增长速度与物流基础建设增长速度不成比例，投入产出效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物流业附加值较低，物流活动处于低水平、粗放型发展阶段。物流业增值服务太少。

（3）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尚未形成。运用现代物流理念对企业内部物流资源进行整合或业务外置认识不足，

省级物流综合协调机制尚未进入实质性运转阶段，物流工作仍存在各行其是、政出多门的现象。

（4）工商企业仍以自营物流、自我服务的物流模式为主。

（5）物流技术、人才培养和物流标准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物流服务的组织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

三、安徽省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现状和制约因素

1.制造业物流外包比例不高，且物流外包层次较低。安徽制造企业中，2008 年物流外包的比例为 37.3%，其中运输及配送

业务外包的占 39%，仓储及库存管理外包的占 16%，销售物流外包的占 14%。没有企业将供应、生产、回收、物流信息系统和订

单处理等物流业务外包。

2.物流业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不高，满足不了制造业需求。安徽制造业和物流业还是两个相隔离的行业，中间的通道并没

有有效打通。制造业与物流业尚没有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合作，两业协同相生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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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策略建议

1.制造业和物流业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打破两业联动瓶颈。首先，更新观念主动寻求社会化的物流服务；其次，结合

安徽制造业的特点，创新物流服务模式，多角度地参与企业供应链的管理。

2.地方政府要积极推动两业合作，为两业联动发展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加强对制造业物流分离外包的指导和促进，对分

离外包物流业务的制造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措施。二是建立联系，为两业合作搭建平台、创造机会。三是做好产业引导。

促进两业渗透和融合。四是出台具体扶持政策支持物流企业发展。在土地、税收、资金等方面支持现代物流业发展，给物流企

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扶持鼓励物流企业走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为两业合作培养对等的主体。五是打破分割

封锁，整合现有资源。

3.行业组织要发挥好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一是行业组织应深入调研，为政府决策或出台促进两业合作的政策提供依据。二

是加强供需衔接。三是加快建设有利于信息资源共享的行业和区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项目，重点建设电子口岸、综合运输信息

平台、物流资源交易平台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还可以通过行业组织来设立物流交易所和物流超市。四是建立物流业诚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