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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物流竞争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解江西省城市物流竞争力水平，文

章选取了江西省 11 个城市的物流竞争力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在这些指标中提取了两个主要成分，并通过多元

统计软件 SPSS对 11个城市的物流竞争力水平进行了评价和排序，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评价结果

表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结果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并能为政府指导城市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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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流产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一个城市的物流竞争力水平已成为衡量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科学评价城市物流竞争力水平，对于企业和政府决策，改善物流环境，促进城市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乃至

整个现代物流经济的发展都有显著的意义。江西省靠近华南和华东地区，紧邻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近几年江西省各大城

市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和制造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加大了对物流方面的需求，但是物流竞争力亟待提高。如何评价城市物流

竞争力的高低，需要一定的判断标准，选取的指标要能反映城市物流竞争力水平。科学、合理的评价有助于正确决策，能为改

善物流环境，提高城市物流竞争力水平提供一定的依据。 

一、城市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选取 

本文根据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相关性，选取了 4 类能够反映城市竞争力的指标，具体如

下： 

（1）社会经济发展类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 GDPx1（亿元）、人均 GDPx2（亿元），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各个城市物流发展

的社会经济基础状况； 

（2）生产消费流通类指标，包括农业生产总值 x3（亿元）、工业生产总值 x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5（万元），这

些指标反映了城市物流发展的需求状况和需求规模； 

（3）交通运输类指标，包括公路里程数 x6（公里）、民用车辆 x7（辆），这些指标反映了城市物流的物质基础和基础设施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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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发展水平类指标，包括邮电业务总量 x8（亿元）、电话用户数 x9（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数 x10（万户），这些指

标反映了物流信息发展的程度。 

二、实证分析 

选取江西省 11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主成分分析，数据来源于 2015 年《江西省统计年鉴》，原始数据见表 1。运用统计

软件 SPSS20.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结果
[1-2]

，具体结果见表 2、表 3、表 4、表 5。由表 2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

农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邮电业务总量等指标相关系数均超过 0.8，表示这些指标有很强的相关性。 

 

 



 

 

从表 3可以看出，有 2个成分满足特征值大于等于 1，并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超过 85%的条件，所以提取 2个成分能反映原来

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由表 4 可以看出，在第一主成分中除人均 GDP 以外其他大部分指标都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都具有很强

的正相关性，尤其是地区生产总值、民用汽车、邮电业务总量、电话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数这几个指标载荷数超过 0.9，与

第一主成分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说明这几项指标对城市物流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人均 GDP 载荷为负，具

有负相关，说明这项指标的发展滞后，可能会阻碍城市物流的发展。在第二主成分中，大部分指标偏低，不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其中还有三项指标为负，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作用
[3]
。 

由表 5可以得出两个主成分的表达式分别为： 

 

以第一、第二主成分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得出主成分的综合得分为： 



 

由表达式（1）（2）（3）计算可得出江西省 11个城市物流竞争力评价情况（见表 6）。 

上述结果与张剑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4]
。其他地区物流竞争力评价研究也基本相同，如靳晓婷在文中分析了河南省的 18 个

城市
[5]
，各个城市的情况与江西省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的分析结果有一定的可靠性，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三、评价结果 

根据表 6 显示的城市物流竞争力得分情况，按 F>0.5、0<F<0.5、-0.5<F<0 和 F<-0.5 的标准，将上述 11 个城市分为 4 类：

物流竞争力强城市、物流竞争力较强城市、物流竞争力一般城市、物流竞争力弱城市，具体分类情况见表 7。 

在物流竞争力强的城市中，南昌市是江西省省会城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南昌市具有贯

穿东西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能力强，因而其物流竞争实力远超其他城市。萍乡市位于江西省西部，是

西部地区去东部地区的必经之地，具有多条高铁路过，经济发展很快。此外萍乡市靠近长沙，能接受“长株潭经济圈”的辐射，

因此，其物流竞争力强也不足为奇。赣州市管辖地区大，公路覆盖面积广，人口众多，具有很强的规模效益，赣州市靠近珠三

角城市圈、闽东南地区、港澳地区，是南下和北上的必经之地，是联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重要节点，此外

还有众多物流园区和脐橙物流中心，物流规模较大，物流基础设施条件好，因此，其物流竞争力强也在情理之中。 

在物流竞争力较强城市中，九江市地处长江边，水运发达，是贯穿南北大动脉京九铁路的重要停靠点与补给地，地理位置

也很优越，物流基础设施也不差，因此，其物流竞争力较强。宜春市与萍乡市情况相似，物流竞争力较强。上饶市地处江西省

的东部，靠近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区，铁路交通发达，物流竞争力比较强。 

在物流竞争力一般城市中，吉安市与抚州市地处江西省内陆地区，这类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物流基础都不如

前面两类城市，因此，这类城市物流竞争力一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物流竞争力弱城市中，几个城市面积狭小、人口少，

物流需求不高，物流发展的动力不足，因而，物流竞争力弱。 

四、提高江西省城市物流竞争力的建议 

（一）政府合理规划江西省城市物流发展体系 

从江西省城市物流竞争力分析结果可知，全省各城市的物流竞争力水平是很不平衡的。因此，政府应该合理规划物流发展

体系，对于竞争力强的城市，应该发挥其优势，带动其周边城市的发展。在赣北地区，南昌作为省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

都比较发达，以南昌作为区域物流中心带动辐射周边城市的发展，并结合九江的水运优势，用水运连接长江三角洲，向西借助

浙赣铁路联系萍乡、宜春、新余等城市，向东借助去往上海的铁路联系上饶、鹰潭，加强与上海的紧密联系，借助京九铁路贯

通南北，充分发挥南昌对周边城市带头引导作用，提升周边各个城市的竞争力。 

在赣东北地区，以上饶为中心，引导景德镇、鹰潭的发展。上饶往东靠近长江三角洲，是联系上海、杭州的必经之地，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向北可以承接景德镇的产业转移，发掘其丰富的文化底蕴，让瓷器享誉世界，向西充分发挥鹰潭龙虎山旅游

胜地的优势，借助良好的交通条件发展旅游经济。在赣南地区，以赣州为中心，辐射吉安、抚州。 

赣州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物流园区规模，发挥赣南脐橙的品牌优势，积极“走出去”。同时赣州历史文化悠久，



宋代城墙远近闻名，客家文化内涵丰富，可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优势，从而带动周边城市竞争力的提高。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新兴物流技术 

要继续加快以铁路尤其是高铁和高速公路为主的物流网络建设，扩大公路里程数和提高民用车辆和铁路的运营承载能力。

加强物流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节点的设施设备。技术的引入可提高物流效率、运作水平，进而提高客户满意度。技

术的广泛应用可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要大力引进 RFID、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及激光扫描、红外感应器等物流设备，能够对物

体精确定位、自动识别、追踪等，实现物流信息资源的高度共享，从而完善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同时要发挥各大城市高校的

科研能力，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将先进技术应用于企业中。 

（三）积极培育优秀的物流人才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完善各层次的培养体系，实现多种人才培养方式与多层次人才相结合，形成社会人才的协调平衡

发展。充分发挥各个城市的高校资源，将学校培育的人才与企业对接，形成良好的机制。实施人才优惠政策，吸引外来高层次

人才。扩大物流教育规模，开设更多与物流相关的专业，培育真正具有高素质的物流人才。建立健全物流人才从业认证制度，

通过一定的方式考核物流人才，提高物流人才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促进物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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