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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经济发展与物流系统规划的关系不仅直接体现为两个系统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更表现为两
个系统内部要素的直接关联与耦合。
物流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它所具有的服务性、基础性、综合性和高渗透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对区域经济
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因此，我国很多区域都将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将物流业作为支撑
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本书在对物流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以区域经济发展为
导向的物流系统规划方法。
第一，从输出导向型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在对其进行适当修正的基础上，从区域技术进步、区域
产品成本、区域交易成本以及区域出口产品配套服务的改善等不同角度，探讨物流业引致区域经济增
长的具体途径，并以该途径为线索，构建融人物流的区域经济增长累积模型。
第二，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物流业与国民经济总体及各产业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量化描述，
揭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物流业的主要产业链、产业性质、影响与诱发关系等基本特性，从而构建
出物流业与区域产业关联和波及的投入产出模型。
第三，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内涵进行重新梳理，探索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即演化的内生动力
源于区域的集聚效应，而集聚效应则会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探讨物流业对分工和专业化的作用机制以及对区域集聚与扩散的影响方式。
第四，通过建立区域物流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从物流供给和物流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区域物流系统
的内部结构以及动态平衡机理，预测区域物流发展趋势，寻求解决物流供给能力“瓶颈”的优化方案
。
第五，对区域物流业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从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产业要
素和竞争要素五个方面探讨物流业竞争力的形成路径，并从标尺竞争的角度考察区域物流业竞争力的
差异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第六，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对物流业的要求、物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关联特点、物流业与区域经济
发展的空间结构关系和系统动力平衡机制，建立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物流系统规划相耦合的优化
模型。
第七，运用上述研究结论，以天津及滨海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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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发展与物流系统规划》致力于创建一套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物流系统规划相融合的分析框
架，从而为区域物流业规划设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即融入区域发展的，突出物流的组织、控制和管
理特色的物流系统规划四个阶段的战略模式：一是物流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空间结
构和区域经济要素的关联机制分析；二是涵盖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产业要
素和竞争要素五个方面的区域物流业竞争力评价：三是物流需求总量和分产业、分小区的物流需求量
预测；四是以物流节点和通道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物流系统规划相耦合的优化模型。
针对这四个阶段特点，《区域经济发展与物流系统规划》还构建了大量实用性较强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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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节点规模确定　　目前对于物流节点规模的确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但很多学者都从
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
吴清一较好地总结了国外物流节点规划的数据，给出了物流节点建设的一些重要参数，如物流节点建
设用地指标（使用面积／节点总面积）、物流节点仓储面积指标（仓储面积／节点总面积）、物流节
点办公面积指标（办公区域面积／节点总面积）等的取值范围，对国内物流节点规模确定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张锦分析了物流节点规模确定的影响因素，指出物流节点规模与物流需求量成正比，物流
节点的作业量可根据货物需求量预测并结合物流的流向、流量来确定，为区域物流节点规模确定提供
了很好的参考价值；潘文安提出了节点规模确定的原则、程序，并结合物流园区设施配置（如停车场
、集装箱处理区、仓储区、流通加工区、线路、绿化、发展预留用地以及其他建筑等）的面积计算方
法最终确定物流园区的规模，为区域物流园区规模确定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1.2.3区域物流通道规划　　区域物流通道规划的制定传统上普遍采用交通规划四段模型的方法，
即交通生成、交通分布、交通方式划分和交通量分配。
在将规划区域划分为若干分区的基础上，交通生成模型预测各分区的交通产生量和交通吸引量。
各分区交通产生量主要受区域的社会经济特征、人口、收入以及车辆拥有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交通吸
引量则受到土地使用情况、土地面积、性质、建筑面积等因素的影响。
计算交通生成的方法主要有增长率法、多元回归分析法、弹性系数法、移动平均法和指数平滑法等。
交通分布模型则根据现行的起讫点OD调查，采用增长率法和重力模型来预测分区之间的交通流量。
方式分担模型预测的是总交通流量在各种运输方式间的比例关系。
交通分布模型预测是将不同交通方式的交通流量具体分配到各条线路上的过程，方法包括均衡配流法
和非均衡配流法。
　　在对四段模型不断改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区域物流通道规划的四阶段模型，即物流生成、物
流分布、供应链选择和物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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