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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 

水平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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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流通产业是湖南武陵山片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和重点扶贫产业。以流通规模、流通结构、流通效

率、流通贡献、流通创新为一级指标,运用熵权法实证分析了 2003—2015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结

果表明: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增长趋势明显,但整体水平较为落后;流通规模对流通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

为突出,其他指标对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贡献率较低。据此,提出促进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协同联动发展、完善流通

组织体系、优化流通环境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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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国家率先启动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区。湖南武陵山片区涉及

湖南怀化、湘西自治州、张家界、邵阳、娄底、常德、益阳 7个市州的 37个县市区,区域内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

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武陵山片区及湖南省的贫困核心区和反贫困主战场。近年来,在流通产业的发展驱动下,湖

南武陵山片区经济增长明显,但流通市场却面临着流通规模较小、流通结构不完善、流通效率较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流通产业

的发展。因此,实证分析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对掌握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流通产业的发展形势,加快实现全面脱贫

目标,促进片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流通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以劳动分工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

通过研究流通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林周二
[1]
、佐藤肇

[1]
从交易费用、流通渠道和流通管理角度分析了

流通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Yang Borland
[2]
认为,分工水平的提高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而获得内生比较优势;Rauch Trindade

[3]
对

流通商便于买卖者之间的相互匹配功能展开了研究,认为中间商是交易效率改进的分工演进产物;Sun Guohua[4]认为,以批发价格

合同为基础的集中式供应链利润率较高;Parwez[5]认为,信息与通讯在提高供应链效率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流通产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确定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洪涛、郑强测算了我国城市流通产业发展水

平,认为城市流通产业发展迅速且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6]
;杨亚平、王先庆用流通规模、流通结构、流通效益、流通增长

力等指标解释了我国各省市的流通竞争力,指出中西部地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7];张赛飞、欧开培[8]测算了我国流通产

业的综合实力,发现流通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向佐谊通过指标测算认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1];赵锋[9]、蒋卫华[10]从流通规模、流通结构、流通效率、流通效益、流通贡献等方面分别测算出我国流通产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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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差异与发达地区流通产业的竞争力。 

对流通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省市或地区,很少有学者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流通产业进行研究分析。本文以湖南武

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构建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 2003—2015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

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流通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2017年,通过对湖南武陵山片区各县市州的商务局、工商局、税务局、统计局等政府机构的深入调研。在分析当地的商业统

计、工商登记、税收情况基础上得出结论:在精准扶贫视域下,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在规模结构、现代

信息技术利用与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仍较落后[11]。 

1.1流通组织化程度低 

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市场主体以个体商户、个体运输户和小型零售企业为主,经营方式落后,缺少行业领导和规范,商品质量

和服务保证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在流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内部缺乏统一的规划,经营专业化程度不高。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扶持下,湖南武陵山片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逐渐增多,但总体规模偏小、专业实力不强,导致市场覆盖

率低。虽然有一些供销社为农民提供采购运输等服务,但综合性不强,没能真正起到组织经营者有序进入市场并产业化经营的作

用
[12]
。 

1.2现代流通业态少 

目前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业态都为实体店,其中食杂店、便民店和超市占实体店总量的 84.6%(表 1),且多数以家庭店形式存

在,经营方式传统,缺乏现代化销售方式;网上销售业态极少,没有建立商品信息系统。许多村镇没有建立专门的集贸市场,大量存

在“马路市场”、赶集等传统落后的商品销售方式,小规模商品经营普遍存在,商品质量无法得到保证,流通效率较低,不能满足

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表 1主要流通业态 

业态类型 食杂店 便利店 超市 专业店 专卖店 百货店 

百分比

（％） 
41.4 24.2 19.0 5.6 4.8 5.0 

 

1.3流通规模发展滞后 

根据数据统计发现(表 2),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规模发展差距明显,流通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率偏低。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来看,2015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716 亿元,仅占湖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4.3%,而片区 GDP 占比却高

达 31.9%,两者差距较大。由此可见,与经济总量相比,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规模发展存在明显不足。同时,片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占片区经济总量的 41.7%,低于全省平均水平(93.2%)。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率偏低,说明湖南武陵山片

区流通规模发展滞后,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表 2 GDP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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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份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片区 
727.2

2 

1017.

40 

1446.

36 

1916.

28 

2761.

38 

3481.

71 

4108.

46 

GDP（亿元） 湖南 
3242.

60 

4078.

50 

5290.

60 

6851.

60 

8857.

00 

10853.5012

894.70 

 占比 0.224 0.249 0.273 0.280 0.312 0.321 0.319 

社会消费品 片区 
267.0

5 

337.7

5 

452.2

1 

534.7

5 

944.0

6 

1234.

17 

1716.

05 

零售总额 湖南 
1897.

26 

2474.

33 

3419.

17 

4943.

86 

7208.

99 

9509.

52 

12023

.97 

（亿元） 占比 0.141 0.137 0.132 0.108 0.131 0.130 0.143 

 

1.4流通信息化程度偏低 

目前,湖南武陵山片区信息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信息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信息化消费管理水平较低。主要体现在:商品流

通市场的运营管理信息化程度不高,多数实体店仍然使用手工记账等传统方式进行管理,经营方式传统;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少,特

别是一些地区的信息服务平台和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落后;信息化消费水平低,由于大部分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较低,经济条件

有限,导致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缺少便捷的通迅手段,无法接受现代化的流通消费方式,阻碍了流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 

1.5流通基础设施不完善 

湖南武陵山片区地处山区,流通环境较差,再加上地广人稀,严重阻碍了流通网络体系的建设。调研中发现,在诸多流通基础

设施中交通运输落后仍是制约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道路网络虽然基本覆盖了片区的大部分村镇,但公路网

络密度较小、公路质量较差,流通运输成本高昂。尽管地方政府正加快推进流通市场建设,但对专业的物流公司投入较少,这些在

流通运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与先进技术,配套设施简陋,基础功能不全,导致流通服务作用不显著。 

2 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定量分析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情况及其变动趋势,有助于掌握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而提出针对

性的措施促进其发展。实证分析的关键在于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2.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的发展现状、数据的真实性和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择使用频率

较高的指标,再结合相关专家的意见,最终确定了由 5个一级指标构成的包含 15个二级指标的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

指标体系[13,14]。流通产业规模用流通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流通产业从业人员数、货物运输周转量来表示。其中,

流通产业增加值由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邮政和仓储行业的增加值构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流通产业从业人员和货物

运输周转量指标数据都可从有关统计年鉴或统计直接获得。流通产业结构可通过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流通产业

外资企业销售额比重、限额以上零售总额比重来衡量,分别由流通产业从业人员数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限额以上外资

企业零售销售额与销售总额的比值、限额以上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表示。流通产业效率可通过流通产业从业

人员人均完成流通产业增加值、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批零比、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收入利润率三个指标来衡量,分别用营

业收入净额与资产总额期末余额之比、批发销售额与零售销售额之比、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的销售利润总额与收入总额之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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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流通产业贡献可通过流通产业经济贡献率、就业贡献率、税收贡献率三个指标衡量,分别由流通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值、流通产业从业人员与社会从业人员的比值、流通产业税收总额与全社会总税收总额的比值构成表示。流通产业创新可

通过信息化经营程度、物流配送化程度衡量,信息化程度为商品网上交易额占流通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物流配送化程度即为商品

运输增加额占流通产业增加额的比重。 

2.2评价数据的选择 

为了测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本文选取湖南武陵山片区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数据整理和统计文献查阅,

得到该区域 2003—2015 年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年份的《湖南统计年鉴》,以地方工商局、税务

局、统计局和专家访谈的相关数据作为补充,为确保其准确性,进行了反复审查。为了更好地了解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

数据和研究对象的特征,帮助了解统计分析结果,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15]。 

2.3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根据加权求合法逐级计算出研究区域流通产业发展水平各项指数。 

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计算:运用加权求和公式:。式中,Bi 为指标值;Pi 为其相对应的指标权重)求出流通规模、流通

结构、流通效率、流通贡献和流通创新五项一级指标的发展指数。综合使用五项一级指标值及权重,计算出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

产业的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M,M值越大则发展水平越高(图 1)。 

 

图 1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趋势 

2.4实证结果分析 

5 个一级指标对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不同,说明对片区流通产业发展的推动程度也不同。不同指标

的发展指数有较大差异,对其进行比较可分析出五大准则层指标对流通产业发展呈现的特点:(1)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

呈增长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2003—2015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效率、产业贡献和产业创新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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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快的发展,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2015 年综合评价指数为 0.1319,约为 2003 年的 2.68 倍。但总体上

看,综合指数较小,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分析其原因,有湖南武陵山片区的自然环境较差、地理位置较偏,交通网络尚未形成;

现有的流通基础设施陈旧、标准化程度低,配套的现代化流通设施体系不完善;同时,湖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对外来

事物的适应能力较差,无法接受或操作现代化的流通手段,严重制约了流通产业的发展。(2)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推动了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从 2011 年开始,流通产业规模指数的增长最为明显,且与其他四项指标差距逐年拉大。同

年,流通规模发展指数开始超过流通产业综合指数值,并一直保持领先状态,由此可知,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

且对流通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流通产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加大了对连片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力度,

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大批外企的入驻。同时,随着连锁经营的扩大、物流业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不断推广,湖南武陵山

片区加大向外地市场的推广力度,流通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3)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结构、产业效率和产业创新对流通

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未凸显。近年来,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结构、产业效率和产业创新的发展指数不断增加,但指数仍然

较小,说明其在推动流通产业发展的贡献率偏低。三项指标的增长得益于 2005 年商务部启动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2006 年

开始实施的“双百”市场工程、2010年实施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规划”,这些政策的推行极大地改善了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

基础设施,对流通产业结构的优化及流通效率的提升起到了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发展指数较小的原因在于区域内各县市之间缺

乏交流与合作,流通市场、流通企业互不联通,流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与充分利用。流通产业贡献指数虽然在五项指标中排

名第二,但与流通产业规模指数差距较大,因此湖南武陵山片区要进一步提升流通产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加强流通产业的社会贡

献。 

3 对策建议 

从以上结果可见,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呈增长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加快推动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提出如下建议:(1)制定规划及扶持政策,促进流通协同联动发展。根据湖南武

陵山片区流通产业发展实际,加强片区各市州间的市场开放,共享资源,优化分工,实现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的协调联动发展。一

是重点加强对流通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制定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各项政策向中小流通企业倾斜。同时,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流通

市场,增强市场的集散能力和服务能力。二是要加强区域内流通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发挥片区内流通中心的聚集、辐射与带动作

用,加强区域品牌构建意识,并积极向外界推广。(2)依托“互联网+”和“新零售”等组织形式,完善流通组织体系。加大对现代

信息技术的利用,优化连锁经营及管理模式,推动流通企业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积极打造“新零售”全渠道产业链。一是要充分把

握“互联网+”这一趋势,大胆创新流通交易方式,鼓励推进电子商务在流通中的应用,提高流通效率。二是加大云计算和大数据

的应用,数据化管理产品、物流和顾客信息,加快推进线上消费线下体验,不断实现场景化消费。三是扶持、培育一批流通行业组

织,如零售行业协会、电子商务协会、农村合作组织等,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与技术人才,从而带动湖南武陵山

片区流通产业的发展。(3)完善基础设施与管理规范,营造良好流通发展环境。目前,湖南武陵山片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流

通管理尚不规范,因此必须要改善交通环境,加快建设网络信息体系,完善相应的流通服务设施,特别要加大投入支持物流中心尤

其是冷链物流的建设,重点规划和建设一批仓储、包装、加工等物流设施;支持流通企业加快对流通技术装备的改造和升级,提高

流通企业的技术准备水平;结合现代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制定产品质量、包装、运输等相关准则,在确保流通产品源头安全的

基础上积极开展全渠道物流配送管理工作,不断强化公共关系管理,保障顾客的权益及信息安全,营造良好的流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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