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有效合作ꎬ科技成果转化最新信息和部分先进

仪器设备在学校之间和校企间得不到有效共享ꎬ靠
单个高校的力量明显单薄ꎬ加上受政策条件和基础

设施等多方面的因素限制ꎬ难以凭借其自身力量完

成对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ꎮ
一所地方高校真正的科研水平应体现在科研成

果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ꎬ能够解决当地经济

社会的难题ꎬ并且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新技

术的转让与广泛推广而形成地方一大批新的产业ꎮ
面对当前国内产业结构的迅速优化升级ꎬ武陵地区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推动技术的创新ꎬ用先

进的技术装备改造以前的产业结构ꎬ推进高新技术

的产业化ꎮ 因此有着丰富人才资源和作为创新高地

的高校在科研上的转型就是要加强科技攻关ꎬ加大

成果的转化力度ꎬ将最新技术研发成果向企业生产

渗透转化ꎬ突出应用开发研究和技术的推广与服务

工作ꎬ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更好更多的技术服务ꎬ从
而推进当地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ꎮ 当地高校在

科研方向的凝炼、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建设、科研团队

的组建等科研活动中都要突出地方性和服务性ꎬ要
基于地方优势经济和特色经济ꎬ以企业的需求为切

入点来展开ꎬ在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过程中突显自己

的科研特色ꎮ 科研选题要紧扣武陵地区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需求ꎬ直面武陵地区社会发展所亟须解决的

现实问题ꎬ并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ꎬ让科

研成果惠及山区人民ꎬ使武陵地区的老百姓都从我

们的科学研究中获益ꎮ 企业要积极利用高校的科研

机构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的研究开发ꎬ使其成为企

业发展的创新源ꎮ 在国内ꎬ凡成功转型的应用型大

学ꎬ科研工作都坚持了地方性ꎬ科学研究服务于地方

经济的特色非常鲜明ꎬ如云南滇西的普洱学院ꎬ由于

其人才培养和科研都很好地满足了当地的普洱茶产

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和需要ꎬ因此当地很多企业主动

出资与其合作办学ꎬ联合建立研发中心进行新产品

的开发和成果的推广ꎬ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地方主导

产业的发展ꎬ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６]ꎮ 湖北的三峡

大学作为新建本科院校ꎬ在缺乏科研经费和设备的

情况下主动寻找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研项

目ꎬ以三峡水库区域的植物和药材为对象作为研究

内容ꎬ最终该研究项目不但获得相关专业机构和专

家的认可ꎬ还吸引了邻近几个县区主动要求与其合

作ꎬ开展研究ꎮ 武陵地区内的吉首大学在科研服务

地方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ꎬ学校的各级科研项目

和课题大部分都是围绕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进

行研究的ꎬ并且对企业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服务ꎬ积极

推进产学研合作ꎬ将当地的很多资源优势逐渐转化

成了支柱产业和经济优势ꎮ 如学校开发的美味猕猴

桃“米良 １ 号”ꎬ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扶贫开发项

目ꎬ推广到全国 １６ 个省(市)栽种ꎬ仅在湘西州种植

的面积就达 ２０ 余万亩ꎬ这个研究项目从猕猴桃中提

取的“果王素”经国家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ꎬ填
补国际空白”ꎬ猕猴桃研究项目成果的产业化帮助

湘西近三十万农民摆脱了贫困[７]ꎮ 吉首大学为了

推动科研服务地方的工作ꎬ还成立了专门的区域经

济研究机构———“武陵山区域发展研究中心”ꎬ它成

为学校实施产学研合作、推动武陵地区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一个大平台ꎮ 这个中心成立以后积极跟进地

方发展战略ꎬ开展有益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工作ꎬ
如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进行地方文化产业、旅游等

发展规划的编制ꎬ在自然科学方面进行武陵山区特

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ꎬ先后与吉首市、永顺县、湘酒

鬼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等[７]ꎮ 对于高校来说ꎬ与当地

企业的协作既有利于扩大高校科研经费的来源ꎬ又
增强了科研项目的针对性、应用性和科研项目转化

为生产力的时效性ꎬ实现高校与企业的资源共享ꎬ同
时也为高校提供了专业实践教学基地ꎬ可以让学生

走出校园ꎬ与企业实现零距离接触ꎬ锻炼了学生的实

际动手能力ꎬ也扩大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ꎮ
为了更好的实现科技成果转化ꎬ高校要建立和

完善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进行联系的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平台ꎬ通过这个平台来为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

搭建桥梁ꎬ疏通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渠道ꎬ实现地方高

校科技资源与企业的有效对接ꎮ 高校可以通过这个

连接平台定期寻访企业和市场ꎬ实地调研其相应的

需求ꎬ帮助科研人员了解市场前沿动态和需求ꎬ把握

市场发展趋势ꎬ并考察企业对于新技术的吸收能力ꎬ
从而有利于对自身的科技资源和研究前景进行分

析ꎬ对科研成果进行推广ꎬ使成果转化过程可视化ꎮ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ꎬ建设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

台要利用大数据手段将当前的科研信息、研究成果

等数据与当地的政策信息、市场需求信息与产品信

息进行收集、整合与优化ꎬ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各

种大数据进行共享、交流、挖掘、分析研究ꎬ发现事物

规律、预测未来趋势ꎬ并实现科研对企业的个性化服

务ꎮ 同时ꎬ因为决定一所高校长远发展的是科研以

及它对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ꎬ因此要把教师

的各项工作引导到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的需求上来ꎬ
在组织机构上要打破高校过去以院系为单位进行管

理的不合理的组织制度ꎮ 高校传统的以院系为单位

的组织管理在学科建设、经费预算、人才培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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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等方面都相对独立ꎬ教师的工作被局限在固定

的院系组织中ꎮ 而现代科学研究趋向以问题为导

向ꎬ高校的科研一方面是对科学本质的探究ꎬ同时更

重要的是应对外部社会所施加的各种压力和期望ꎬ
要满足各种社会需求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ꎬ而这些社

会需求和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个院系内部是很

难完成的ꎬ以院系为组织的行政管理和科层制严重

影响了问题解决的效率ꎮ 高校需要更合理地整合科

研力量ꎬ使科研更加社会化ꎮ

四　 加大与武陵地区各地方政府、企业的合作力度ꎬ
服务本土的社会和经济

武陵地区高校要主动加强与政府、企业和社会

的合作与交流ꎬ把办学方向定位在为地方经济和社

会发展服务上ꎬ树立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理念ꎬ围绕

为地方服务来制定转型发展的策略ꎮ 随着我国高等

教育的大众化ꎬ大学不应该再是传统观念中的“象
牙塔”ꎬ而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站ꎬ充分发挥其服

务社会的功能ꎮ 它作为一个地方高端人才和科技平

台ꎬ其优势是通过汇聚各种社会资源发展起来的ꎬ它
源自社会也应该为社会服务ꎮ 社会功能也是一所大

学办学特色的重要载体ꎬ离开了它的社会功能ꎬ办学

特色就成了无源之水ꎬ无本之木ꎮ 武陵地区高校作

为本土大学首先应该要做好本土的文章ꎬ服务好本

土的社会和经济ꎬ把自身发展的命运与地方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ꎮ 在办学过程中要加强与当地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ꎬ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专业和

学科建设以及实训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积极与行业

企业、地方政府开展合作ꎬ共建研发中心ꎬ进行协同

创新ꎬ使企业能获得高校的智力支持ꎬ解决企业发展

中的技术难题ꎬ促进地方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ꎮ
可以说近 １０ 年以来ꎬ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

和地方高校的应用型转型ꎬ武陵地区各高校主动服

务地方、推动经济发展在自觉性以及能力和成效上

都大大增强ꎬ他们不断深入推进产学研的合作ꎬ广泛

开展社会服务ꎬ深入挖掘地方的资源和传统文化等

优势ꎬ以支持地方的经济发展ꎮ 尤其是在他们的各

级科研课题中绝大部分课题都是围绕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这个主题的ꎮ 湖南湘西的吉首大学近年来进一

步深入开展武陵山区科学研究ꎬ推进产学研合作ꎬ科
研成果的服务效应比较明显ꎮ 该校牵头设立了“武
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武陵山

片区扶贫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几个湖南省 ２０１１
协同创新中心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武陵山片区服务

体系ꎬ它们的研究成果在应用转化上也取得实质性

进展ꎬ其中ꎬ２０１４ 年完成的«湘西州“十三五”经济社

会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研究»课题提出的发展战略

与思路ꎬ为湘西州“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采

纳[８]ꎮ ２０１５ 年他们应地方政府要求ꎬ承担了«湘西

州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凤凰县“十二五”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吉首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泸溪县

“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等的编制[９]ꎮ 从而充分发

挥了这些研究中心“智库”作用ꎬ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优质的决策咨询服务ꎮ 同时在实践课的教学

中ꎬ他们把课堂搬进武陵山区ꎬ组织近万名师生深入

到山区开展广泛的社会调研和实践活动ꎬ围绕特色

产业发展、旅游开发、精准扶贫、生态资源保护、民族

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ꎮ 其中有一个调研报

告«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是武陵山片区精准脱贫的关

键抓手»已被国家民委采用ꎬ并以内参形式上报中

央相关部委[１０]ꎮ 处于武陵山区腹地的贵州省铜仁

学院结合服务型大学的办学定位ꎬ以“扎根山区ꎬ服
务地方”为办学特色ꎬ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求ꎬ打造“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等地方文化名

片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他们在全省高校率先成立了社会

服务中心ꎬ并成立铜仁学院产教融合创新发展联盟ꎬ
有来自政府、行业、企业的联盟单位 １６０ 余家[１１]ꎮ
同时为了使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ꎬ他们于

２０１５ 年建立起了“铜仁市科技文化产业创新研究中

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签署协议建立了院士工作站ꎬ两站的建立更

好地服务了铜仁经济社会发展ꎬ对当地的农、林、土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ꎬ对当地经

济的转型升级及土壤环境科学与技术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１２]ꎮ 同时为了服务地方的教育ꎬ他们

组建了铜仁市教育研究中心ꎬ以服务于地方的中小

学基础教育ꎬ在各县成立“博士工作室”ꎬ定期对中

小学提供各种教育服务项目ꎮ 总之ꎬ当前武陵地区

各高校要加强自身服务社会的能力ꎬ加快与地方企

业的融合ꎬ努力通过科研攻关、产品开发、实用技术

推广等方式ꎬ将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效益和人

才效益ꎬ努力提升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ꎮ 针对

各区域的产业结构特征和经济发展优势ꎬ积极引导

学校学科专业的发展融入当地重点发展的产业中

来ꎬ打造与地方经济特色相对应的学校发展特色ꎬ与
“一个区域一种产业”相对应ꎬ在当地高校的专业和

发展特色上打造“一个高校一种特色”ꎮ 而社科的

研究基地在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咨政服务时要体

现实效ꎬ其科研要避免抽象而空洞的纯粹理论研究ꎮ
同时ꎬ各地区高校要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战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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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关系ꎬ注重研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趋
势和需求ꎬ把握地方发展的思路和重点、参与地方政

府的智库建设ꎬ主动承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问题的研究ꎬ为当地政府和组织提供智力支持ꎬ使自

身成为当地政府部门不可或缺的依靠力量ꎮ 要深入

地方进行调查研究ꎬ了解和把握武陵地区各地的市

情县情ꎬ了解地方政府当前所急需解决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ꎬ找准自身优势与地方服务需要的有机结合

点ꎬ切实有效地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ꎮ
同时也应该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ꎬ武陵地区的

高校大多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ꎬ属省市共建、以市为

主的办学模式ꎬ学校要转型发展ꎬ在人才引进、学科

专业建设、校区以及其他硬件设施建设上都要依靠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ꎮ 高校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的

管理和宏观调控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历史重任ꎬ主动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ꎬ在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产学研

合作和协同创新ꎬ争取地方政府支持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铜仁学院教育学学科获批省区域内一流建设培育学

科ꎬ这意味着铜仁学院的学科建设在贵州省内已处

于领先地位ꎬ是该校学校跨越发展的里程碑[１３]ꎮ 铜

仁市委政府高度重视地方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工

作ꎬ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市政府决定投资 １.５ 亿元用于铜仁

学院一流学科建设ꎬ从而为实现当地高等教育的跨

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ꎬ更好地为地方和区域的经济

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１４]ꎮ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ꎬ针对武陵地

区所具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ꎬ当地高校要与

地方政府合作推动武陵地区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ꎬ
推进武陵地区的经济文化ꎮ 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

新形势下ꎬ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一种支柱产业ꎬ文化资

源已被看作是一种新的重要的经济资源ꎬ经济文化

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ꎮ 武陵山区具有众多

独特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ꎬ这是当地悠久历史和社

会发展的产物ꎮ 要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ꎬ努力将

这些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ꎬ使独特的民族文化成为

武陵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动力和魅力的不竭源泉ꎬ
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ꎮ 例如当地的“巫文化”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曾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封建迷

信活动ꎬ如今在部分地区它被合理利用之后成为了

一种吸引游客或顾客、发展旅游业的一种全新的文

化资源ꎮ 如重庆巫溪县、古丈县的秤杆提米术、赶尸

等巫傩文化对该地区的民族旅游经济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１５]ꎮ 在新的时期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经

济资源ꎬ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ꎬ要将民族文化当成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永久资源ꎮ 高校要同政府一起加

强对片区内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ꎬ挖掘

和培养民间的那些艺人、大师ꎬ从而拯救和展示那些

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ꎬ大力推进当地的特色民族

文化的品牌传承与保护ꎮ 国家也对武陵地区区域发

展提出了一个基本定位ꎬ即打造“国际知名生态文

化旅游区”ꎮ 因此ꎬ高校及地方政府对武陵地区民

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以及推动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是

该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突破口ꎬ为该地区

的经济发展转型指明了方向ꎮ

五　 结　 语

美国教育学家杜德达斯曾指出:２１ 世纪大学的

最大危机是摸清自己潜在的服务对象ꎬ大学必须要

预测社会需求ꎬ大学可以适当超前发展ꎬ从而去引领

社会的发展[１６]ꎮ 注重社会功效是现代大学的一个

重要特征ꎬ大学的自身特色的培育是在与地方经济

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完成的ꎮ 武陵地区高校的转型要

围绕地方经济发展来进行ꎬ要主动适应和引领当地

的经济发展需求ꎬ并催生新的产业ꎬ与落后的传统告

别ꎬ完成现代化历程ꎬ把转型发展放在注重社会功效

和服务地方上ꎮ 要加强武陵地区高校在经济发展中

的贡献度ꎬ就必须充分利用武陵地区的资源和环境

特点ꎬ瞄准地方产业发展需求ꎬ立足地方经济发展寻

找科研支持的着力点ꎬ拓宽科研成果向经济效益转

化的空间ꎬ促进当地经济转型发展ꎮ 总之ꎬ武陵地区

高校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要历史使命ꎬ适应地方

高校转型发展的历史趋势ꎬ学习和借鉴成功的转型

发展经验ꎬ把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主战场ꎬ为山

区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ꎬ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中走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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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县域物流发展现状及路径分析

邹清明ꎬ郭志慜①ꎬ郭培甲②ꎬ伍佳妮③

(南华大学 管理学院ꎬ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 　 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城乡物流结合体的县域物流是发展县域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实

现的重要基础ꎮ 文章以衡阳市县域物流为研究对象ꎬ以 ＧＥＭ 模型为基础ꎬ通过对诱导因子、主导因子和支持因子的分析ꎬ了
解衡阳市县域物流的发展现状ꎮ 利用熵值法对衡阳七县市的物流发展程度进行评价ꎬ得到七县市发展程度排名ꎬ并找出发展

优劣的原因ꎮ 最后ꎬ结合衡阳市县域经济的实际情况ꎬ分别从基础层面、企业层面和市场层面三个角度提出了县域物流的发

展路径ꎬ以促进县域物流发展ꎮ
[关键词] 　 县域物流ꎻ　 ＧＥＭ 模型ꎻ　 熵值法ꎻ　 发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５９.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０７５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７３－０９

　 　 县域物流是以县城为极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

腹地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城乡物流结合体ꎬ是区

域物流的基本单元ꎮ 县域物流不仅影响县域村镇的

生产与消费ꎬ也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ꎬ涉及领域广ꎬ
辐射作用强ꎬ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ꎬ在
扶贫奔小康和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ꎻ
它是现代物流产业的“毛细血管”ꎬ其分布广度和密

度的多寡以及运作的顺畅与否ꎬ极大程度地影响着

现代物流产业及区域物流的发展ꎮ
县域物流作为区域物流的一个组成部分ꎬ其发

展受众多因素影响ꎬ许多学者关注区域物流的发展

及影响因素的研究ꎬ获得了较多成果ꎮ 朱坤萍认为

区域物流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区域物流的

发展会给区域经济提供良好的实体移动平台ꎬ而区

域经济发展又会促进区域物流的集约性和规模

性[１]ꎮ 徐茜等以货运周转量、旅客周转量为区域物

流能力指标ꎬＧＤＰ 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进行分

析ꎬ研究表明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ꎬ但该文仅研究经济与物流之间的关系ꎬ并未涉及

到其他因素对区域物流的影响[２]ꎮ 唐建荣等对物

流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ꎬ首先以科技人员、
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为变量构建了物流竞争力

固定效应回归计量模型ꎬ研究了这三个因素对物流

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ꎬ然后又增加了区位条件、居民

消费、关联产业的发展、企业信息化程度等影响因

素ꎬ分析了这些因素对物流竞争力的影响[３]ꎮ 秦毓

军等构建了县域循环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ꎬ
依据专家对各单项指标赋予的权重ꎬ利用 ＡＨＰ 法和

模糊综合评价对县域循环物流业发展水平进行了评

价[４]ꎮ Ｌｉ 等基于云计算研究了区域物流公共信息

平台的构建与运作[５]ꎮ 林晓伟等在分析波特钻石

模型的基础上ꎬ构建了区域物流竞争力评价模型及

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ꎬ并基于该体系ꎬ运用因子分析

法和层次聚类法对区域物流竞争力进行了评价[６]ꎮ
上述文献对区域物流作用、影响因素以及发展

水平评价等进行了研究ꎬ但这些文献没有考虑各县

域经济发展水平、县域经济特点的差异对县域物流

发展的影响ꎮ 县域物流直接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

增收与生活改善等息息相关ꎬ是实现中央精准扶贫

目标的有力保障ꎻ县域物流对县域经济、区域经济影

响巨大ꎬ是实现县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物流发展的基

础ꎮ 因此ꎬ怎样发展县域物流ꎬ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

动力是县级区域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本文以湘南

物流区域中心衡阳市辖七县区的县域物流为研究对

象ꎬ分析县域物流现状ꎬ探究县域物流发展的影响因

素ꎬ从而为衡阳市县域物流发展提供决策参考ꎮ
衡阳市是湖南省域副中心城市ꎬ经济实力雄厚ꎬ

地理区位优越ꎬ中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ꎬ多条

铁路、公路交汇ꎬ是全国现代物流枢纽城市、中南地

区区域性物流中心ꎬ也是中部欠发达地区ꎮ 研究衡



阳市县域物流发展ꎬ可以明确县域物流发展的层次

性ꎬ了解影响各县市区域物流的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从
而可以采取针对性的策略ꎬ促进各县市县域物流的

发展ꎬ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基础ꎻ同时ꎬ研究衡阳市

县域物流发展也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区域物

流、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借鉴意义ꎮ
本文通过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ꎬ结合衡阳市的

经济发展统计年鉴ꎬ获得了衡阳七县市区域物流基

本情况ꎬ利用 ＧＥＭ(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模型ꎬ获取了影响衡阳市县域物流发展的影响因素ꎬ
借助熵值法评估了七县市县域物流发展水平ꎬ通过

对比找出县域物流发展中的差异ꎬ并分析出其存在

的问题ꎬ依据分析结果ꎬ结合各县域特点ꎬ提出了发

展县域物流的路径ꎮ

一　 衡阳市县域物流现状分析

县域物流的发展受多个因素影响ꎬ要了解县域

物流发展现状ꎬ就必须对其影响因素有较深刻的认

识ꎮ 本文研究的是衡阳市县域物流ꎬ需要从影响县

域物流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分析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

素并提出发展路径ꎬ而 ＧＥＭ 模型正是以区域产业为

研究对象ꎬ围绕区域产业收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

面的资料ꎬ刻画这些因素对区域产业竞争力发展的

影响ꎬ因此可以引入 ＧＥＭ 模型对衡阳市县域物流发

展现状进行分析并探究其影响因素ꎮ
ＧＥＭ 模型是两位加拿大学者(Ｔｉｍ Ｐａｄｍｏｒｅ 和

Ｈｅｎｒｅｖ Ｇｉｂｓｏｎ)对钻石模型的改进和延伸ꎬ是一种对

企业集群竞争力分析的模型ꎮ ＧＥＭ 模型中有三个

基本要素:基础(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ｓ)、企业(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市
场(Ｍａｒｋｅｔｓ) [７]ꎮ 其中ꎬ模型的外层对应支持因子ꎬ
内层包括诱导因子和主导因子ꎮ 模型共有 ６ 个特定

的组成要素:战略机遇、政府政策、生产规模属于基

础要素ꎻ市场需求属于市场要素ꎻ企业实力、关联生

产属于企业要素ꎮ 本文以衡阳市为例ꎬ利用 ＧＥＭ 模

型客观全面描述衡阳市县域物流产业的优势、劣势

及其发展机遇ꎬ分析衡阳市县域物流产业发展现状ꎬ
为地方政府选择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参考依据ꎮ 所

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一)诱导因子

１.生产要素

(１)区位要素

衡阳市有良好的区位优势ꎬ南连珠三角ꎬ向西、
向北接西南华北腹地ꎬ是重要的交通枢纽ꎬ是湖南省

域副中心城市ꎮ 随着南岳机场的通航ꎬ衡阳市区位

优势更加明显ꎬ形成了公路、铁路、水路、机场四位一

体的立体交通网络ꎮ

图 １　 现代物流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影响因子模型

在公路方面形成了以京珠高速公路、衡昆高速

公路为公路骨架ꎬ基本实现每个县区都有高速公路

相连ꎬ每个乡镇都有省道或国道贯通ꎬ为县域物流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备条件ꎮ 铁路方面:衡阳市

境内有京广铁路、京广高速铁路等铁路ꎬ共有 １１ 个

火车站ꎮ 其中ꎬ衡阳南站和衡阳北站为货运站ꎬ纵横

交错的铁路网络能够覆盖到县域的大部分地区ꎮ 水

路方面:衡阳市濒临湘江ꎬ市区内建有湖南省中南地

区航运中心衡阳港ꎬ但是其港口位于市区内ꎬ对各县

域物流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ꎮ 航空方面:位于衡

阳市衡南县的南岳机场ꎬ为衡阳市提供了高效、快捷

的货物运输服务ꎮ
良好的区位优势为衡阳市区域物流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ꎬ从总体来看衡阳市的各种运输方式均

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ꎬ便捷的交通有利于提高货

物的流通速率ꎬ降低物流成本ꎬ提高县域物流的经济

效率ꎮ
(２)物流园区建设

衡阳市共有 ９ 个物流园ꎬ其中 ７ 个物流园均分

布在市区境内ꎬ七县市中有物流园的只有祁东县的

衡缘物流园和耒阳市的海通物流园ꎬ物流园分布极

不均衡ꎮ 七县覆盖区域广泛ꎬ但衡阳市仅有两个物

流园区位于七县之内ꎬ县域地区物流园区稀缺ꎬ导致

分散的物流资源难以整合ꎬ增加了物流管理与配送

的难度ꎬ从而增加物流成本ꎮ 目前ꎬ衡阳七县市物流

企业总体呈现“散、乱、小”的格局ꎬ企业生产规模

小、设施配置相对较少、标准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ꎬ
缺少规模经济效应ꎮ 各网点分布相对分散ꎬ且各网

点之间合作甚少ꎬ难以形成完整的物流供应链体系ꎮ
物流园区不足和物流园区现代化进程落后是制约衡

阳市县域物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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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物流人才

实地走访衡阳七县市ꎬ分别向各个县市发放

１００ 份问卷ꎬ其中衡南县、衡东县、衡阳县收回问卷

份数 １００ 份ꎬ衡山县、祁东县、耒阳市、常宁市分别收

回问卷 ９５ 份、９１ 份、９８ 份、９２ 份ꎮ 问卷涉及:七县

市物流工作人员的学历分布情况、是否为物流专业

毕业以及操作计算机情况三个方面ꎮ 数据汇总结果

如图 ２、图 ３、图 ４ 所示:

图 ２　 学历分布情况　 　 　 图 ３　 是否为物流专业毕业　 　 　 图 ４　 操作计算机情况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七县市物流人员的学历主要

以专科为主ꎬ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所占比例仅为

１５％ꎬ这充分说明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人才较少ꎬ具
有较高学历的人员稀缺ꎬ对于物流企业管理层来说ꎬ
将会使得高层人才匮乏ꎬ影响企业的发展ꎮ 图 ３ 中

反映了具有物流知识背景的人仅占 １８％ꎬ不足六分

之一ꎬ这就很难使企业进行专业化、标准化的运营ꎮ
从图 ４ 可以看出仍有 ２６％的人不会使用计算机ꎬ这
一比例较高ꎬ这也是严重制约七县市物流向现代化

转变的一块绊脚石ꎮ
以祁东县衡缘物流园为例ꎬ公司目前拥有员工

３６８ 人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６６ 人ꎬ其中中高级职称

３５ 人ꎬ本科学历人数 １５％ꎬ专科学历人数占 ５５％ꎬ具
有较高学历的人才稀缺ꎮ 高级物流师比例占 ５％ꎬ
中级物流师比例占 ３０％ꎬ物流师比例占 ２０％ꎬ持有

仓储经理人证比例占 ６％ꎬ仓储管理员证占 ４０％ꎬ叉
车操作证比例 １８％ꎮ 具有高级、中级物流师的高学

历人才仍占少部分ꎬ不利于企业引进新进的物流管

理模式和普及现代化的新型物流技术ꎮ
２.市场需求

(１)经济基础

查阅全国 ２０１５ 年度统计公报、衡阳市 ２０１５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ꎬ通过对比衡阳市及

七县市的人均 ＧＤＰ 与我国人均 ＧＤＰ 的总体水平ꎬ
可以发现我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４９０００ 元ꎬ衡阳市为

３５５３８ 元ꎬ而衡阳七县市中人均 ＧＤＰ 最高的是衡东

县ꎬ为 ３６７９０ 元ꎬ比衡阳市平均水平要高 １２５２ 元ꎬ而

七县市中最低的是衡阳县ꎬ仅 ２３１３１ 元ꎬ比衡阳市人

均 ＧＤＰ 低 １２４０７ 元ꎮ 衡阳七县市中ꎬ只有衡东县的

人均 ＧＤＰ 水平高于衡阳市的平均水平ꎬ其余六县市

均低于平均水平ꎮ 通过分析ꎬ可以得出衡阳市及七

县市的经济水平都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ꎬ衡阳市的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相对较低ꎬ而且

除了衡东县的经济发展与衡阳市经济平均水平大体

一致ꎬ其余各县的发展水平普遍偏低ꎬ说明县域经济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ꎬ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促

进衡阳市的经济发展ꎮ 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会制约县域现代化物流的发展ꎬ经济落后ꎬ对物流

基础设施、物流人员培训的投入就会相对减少ꎬ从而

降低地区的物流发展水平ꎮ
与此同时ꎬ通过查阅湖南省市州统计网站ꎬ比较

衡阳市及其周边四市的 ＧＤＰꎬ可知衡阳市的 ＧＤＰ 为

２６０１.５７ 亿元ꎬ周边四市分别为株洲市 ２３３５.１ 亿元、
郴州市 ２０１２.１ 亿元、永州市 １４１８.１８ 亿元ꎬ邵阳市

１３８７ 亿元ꎬ衡阳市的 ＧＤＰ 均高于周边四市ꎬ说明衡

阳市可以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ꎬ带动周边城市的经

济发展ꎮ 对于物流业来说ꎬ衡阳市作为全国现代物

流枢纽城市ꎬ其物流业的发展能促进周边城市物流

业的发展ꎮ 城市的经济发展能促进现代物流业的发

展ꎬ物流业的发展也能提升城市的总体经济水平ꎮ
(２)消费分析

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物流发展的前提和基础ꎮ 衡

阳七县市 ２０１５ 年总 ＧＤ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零售

额的增速、零售额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七县市消费与 ＧＤＰ 统计表

常宁市 耒阳市 衡山县 衡阳县 衡东县 衡南县 祁东县

总 ＧＤＰ(亿元) ２６９.６ ３８９.９５ １３４.９３ ２８７.５７ ２３６.４５ ２８７.８５ ２４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８０.０５ １１３.９ ２６.６３ ８３.８７ ８０.２１ ８９.８ ９４.４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１０.７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１０％ １２.２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４０％ １２.３０％

消费总额占 ＧＤＰ 总额百分比 ２９.６９％ ２９.２１％ １９.７４％ ２９.１７％ ３３.９２％ ３１.２０％ ３９.３５％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 年衡阳市 ２０１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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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产业的发展与社会各产业的发展是相互依

存、相互影响的ꎬ其最终表现形式体现在居民的消费

水平上ꎮ 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将会影响企业的生产

方向以及生产规模ꎬ从而对物流需求也会产生一系

列的转变与影响ꎮ 分析表 １ 可以看出ꎬ衡阳七县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均达到百分之十以上ꎬ
超过 ＧＤＰ 的增速ꎬ消费总额占 ＧＤＰ 总额的比重也

较大ꎬ除衡山县外其余各县均高于百分之二十五ꎬ其
中衡东县和祁东县更是超过百分之三十ꎬ说明消费

正以较快的速度占据人们的日常生活ꎬ也预示着人

们对物流的需求将会不断提高ꎬ物流的市场空间正

逐渐扩大ꎬ市场潜力也将逐渐释放ꎬ衡阳七县市县域

物流发展将呈现快速增长模式ꎮ
(二)主导因子

１.企业实力

(１)管理模式

查阅衡阳七县市 ２０１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发现ꎬ衡阳七县市物流产业存在物流量与

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ꎮ 以常宁市为例ꎬ全市 ２０１５
年完成货物周转量 ３０.３２ 亿吨公里ꎬ约为其他几个

市周转量的 １０ 倍ꎬ但就其经济来看ꎬ常宁市的 ＧＤＰ
为 ２６９.６ 亿元ꎬ在衡阳七县市中仅排名第四ꎮ 这说

明超高的货物周转量并没有完全给常宁市带来超高

的收益ꎮ 归其原因主要是企业自身管理、技术的问

题ꎬ管理跟不上ꎬ生产技术落后ꎬ增加了企业的物流

作业成本ꎬ使得单位物流利润薄弱ꎮ
为解决这一弊端ꎬ祁东县新开发的电商孵化商

业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ꎮ 祁东电商产业园以创

新、转型为前提ꎬ以电子商务为背景ꎬ通过实体批发、
零售与网上商店结合ꎬ促进祁东本土农产品的外销

贸易以及新产品的引进ꎬ推动了本土经济的繁荣ꎬ促
进了县域物流的发展ꎮ

(２)企业信息化程度

从调查中发现ꎬ很多企业对物流的认识程度还

仅仅停留在运输、储存等传统的模式上ꎮ 尤其对于

包装、加工等具有各项增值服务的第四方物流认识

较低ꎬ对现代物流发展的趋势了解较少ꎮ
根据实地走访七县市中有部分代表性的物流企

业ꎬ发现目前在国内外先进物流企业广泛使用的条

形码技术、ＲＦＩＤ、ＧＰＳ / ＧＩＳ 和 ＥＤＩ 技术在物流企业

很少使用ꎬ自动化识别系统、自动导向车、货物自动

跟踪系统等物流自动化设施应用极少ꎬ物流活动中

的相当部分工作还是依靠人工来完成ꎮ
(３)企业设施与设备

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ꎬ在物流的分拣与搬运

方面仍以人工搬运为主ꎬ利用的是叉车、牵引车等半

自动化机械设备ꎻ在配送方面ꎬ主要以电动三轮车、
小型面包车为主ꎬ容量小ꎬ且大多为敞篷状态ꎬ缺乏

对物品的有效保护ꎬ极易增加货损率ꎬ作业效率普遍

较低ꎬ机械化程度较低ꎬ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物

流作业效率的提高ꎮ 在仓储方面ꎬ祁东县物流企业

认识到仓储的重要性ꎬ祁东衡缘物流园占地面积为

１９００ 亩ꎬ能基本满足周边地区的储存需求ꎬ其他县

市还有待于改善ꎮ 调查发现各县物流网点规模很

小ꎬ运输、储藏能力低ꎬ且多以通用仓库为主ꎬ专用仓

库较少ꎬ对一些季节性较强的农产品缺乏有效储存

手段ꎬ如县域产销的蔬菜、水果、肉类等因缺乏相应

的保鲜、冷冻仓库储存ꎬ极易造成货损ꎬ影响销售ꎮ
２.关联产业

衡阳市享有“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
的美誉ꎬ在七县市中较出名的矿产有:衡阳县有铁市

的铁矿、车江的铜矿、谭子山的重晶石矿ꎻ祁东县有

清水塘铅锌矿ꎻ耒阳有煤矿ꎻ常宁有水口山铅锌锑矿

等ꎬ其中以常宁市最为丰富ꎮ 据衡阳市统计局数据

显示ꎬ２０１５ 年ꎬ常宁市规模工业的重点行业中ꎬ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增长 ３.８％ꎻ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

长 １１.２％ꎮ 而矿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运输ꎬ在一定程

度上能大大促进物流的发展ꎮ 矿业的发展将会为县

域物流的发展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ꎮ 不仅如此ꎬ衡
阳市作为中南地区的重要工业城市ꎬ其制造业、重工

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物流ꎻ对于农业方面ꎬ油茶是其特

色之一ꎬ这些关联产业的发展将会强有力地推动衡

阳市及其七县市物流的迅速发展ꎮ
(三)支持因子

１.政府政策

政府对物流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提供税收

等便利政策、对贷款利息的优惠、对物流企业用地给

予合理规划等ꎮ 对衡阳七县市来说ꎬ首先ꎬ保税区并

未设立在七县市中的任何一个县内ꎬ所以ꎬ七县市物

流就不能享受相应的保税区政策ꎻ其次ꎬ对于贷款方

面ꎬ虽然衡阳市政府也对中小型企业给予相应的支

持ꎬ但由于高额的利息ꎬ往往会使很多企业入不敷

出ꎬ盈利也相对较少ꎻ对于补贴ꎬ往往不能面面俱到ꎻ
对于物流企业的用地规划ꎬ物流企业对交通方便程

度的要求较高ꎬ而此时政府往往会将这些所谓的

“黄金土地”划拨给房地产等其他收益更高的开发

商ꎬ造成物流企业选址不合理ꎮ
２.发展机遇

“互联网＋最后一公里”是现今物流的一个发展

趋势ꎮ 但“最后一公里”的实施普及程度一直得不

到大幅度的提高ꎬ究其原因ꎬ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信息

不能及时传递到农民手中ꎬ农村缺乏相应的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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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和各种信息传播的相关渠道与平台ꎮ 近年

来ꎬ衡阳市开始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程度ꎮ 据衡阳

市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衡阳市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１０
月互联网相关业务量在新型业务的拉动下得到大幅

提升ꎬ其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８８.１８ 万户ꎬ同比增

长 ２４.１％ꎻ移动互联网用户 ３４６.２３ 万户ꎬ同比增长

１３.５％ꎻ固定互联网接入时长 １２５６.６５ 万分钟ꎬ增长

４６.６％ꎻ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 １６.５２ 亿元ꎬ同
比大幅增长 ７４.３％ꎮ 互联网在各个县市得到了较大

的普及ꎬ有利于衡阳市各个县域发展“互联网＋最后

一公里”的模式ꎬ促进县域物流更好更快的发展ꎮ
从上述衡阳市县域物流的 ＧＥＭ 模型分析可以

发现:影响各县市物流发展的因素有一些共性因素ꎬ
如物流人才、管理模式与企业设施等ꎬ但另一些因素

差异较大如关联企业、经济基础等ꎬ导致衡阳市县域

物流发展不均衡ꎮ

二　 衡阳市县域物流发展评价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衡阳市县域物流发展作出客观分

析与评价ꎬ本文构建客观合理的县域物流发展水平

评价体系ꎬ以便能更真实地反映县域物流现状ꎬ发现

需要改善的地方ꎬ为县域物流发展提出参考意见ꎮ
姚文龙ꎬ邹欣等认为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是衡量物

流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８￣９]ꎮ 邹欣等还认为ꎬ经济

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也是制约县域物流发展水平

的关键因素[９]ꎬ杨立等认为ꎬ物流发展水平与交通

运输发展水平有关ꎬ也与经济与市场有关ꎬ由此建立

ＧＥＭ 评价城市物流发展竞争优势[７]ꎮ 张立华等认

为地区面积、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和公路里程是物流

发展水平高低的另一体现[１０]ꎮ 曾流等认为物流业

发展水平与公路货运周转量和 ＧＤＰ 水平有关[１１]ꎮ
这些评价指标的选取都有其内在的道理ꎬ但是要评

价衡阳市县域物流发展水平ꎬ还需要根据当地实际

特点ꎬ综合各方因素ꎬ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ꎮ 其次ꎬ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ꎮ 评价县域物流发展水平的方

法有很多种模型ꎬ如许继琴等利用 ＡＨＰ 层次分析法

评价保税物流发展影响因素[１２]ꎮ 姜金贵等基于模

糊聚类对省域物流发展进行评价[１３]ꎮ 然而这两种

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主观性较强ꎮ 熵值法是

一种客观赋权法ꎬ可以较为客观地评价县域物流的

发展水平ꎬ本文选用熵值法评价衡阳市县域物流发

展水平ꎮ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本文依据前述 ＧＥＭ 模型及实地调查数据的分

析获得的县域物流发展影响因素ꎬ参考«衡阳年鉴

２０１５»和 ２０１６ 年«衡阳市 ２０１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ꎬ最终确定了 ９ 个指标ꎬ构成

衡阳 ７ 县市县域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ꎮ 它们

分别是: Ｘ１ 人均 ＧＤＰ(元)、 Ｘ２ 地区人口(万)、 Ｘ３ 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 Ｘ４ 地区面积(平方公里)、
Ｘ５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 Ｘ６ 民用汽车拥有量(万
辆)、 Ｘ７ 公路里程(公里)、 Ｘ８ 交通运输用地(公

顷)、 Ｘ９ 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ꎮ 各项指标数据如

表 ２ 所示:

表 ２　 原始数据指标统计表

地区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常宁市 ３２４２４.００ ８３.４４ ８０.０５ ２０４６.６ １２８１２.０ ８.０９ ３７３３.０ ２９７０.９０ ３０.３２
耒阳市 ３３０６９.００ １４３.００ １１３.９０ ２６５６.０ １６１３８.０ １２.２６ ４４００.０ ４２３８.５４ ６.０５
衡山县 ３４３８６.００ ４５.２２ ２６.６３ ９３４.０ １６３４１.０ ４.４１ １９８６.２ １９３９.５８ １.３４
衡阳县 ２３１３１.００ １２４.７０ ８３.８７ ２５５８.０ １３４５２.８ １０.３４ １５００.０ ４５０４.０２ １.４９
衡东县 ３６７９０.００ ６４.３２ ８０.２１ １９２６.０ １５７１６.０ ７.０８ ２８５３.０ ３２８２.３５ ４.１８
衡南县 ２９３９０.４４ ９７.９４ ８９.８０ ２６２１.１ １６２３４.０ ９.４０ ３４０６.０ ４４００.５２ ２.０１
祁东县 ２３９７７.００ １０７.２０ ９４.４５ １８７２.０ １１０８８.０ １１.１５ ３３６１.０ ２２５７.１１ ５.７２

数据来源:衡阳市统计局«２０１５ 年衡阳年鉴»

　 　 (二)熵值法

熵值法(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属于客观赋权法ꎬ其出

发点是根据各项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来确

定指标权重的方法[１４]ꎮ 在物流业发展水平评价中ꎬ
通过对“熵”的计算确定权重ꎬ就是根据各项指标值

的差异程度ꎬ确定各指标的权重ꎮ 最终确定一个权

重排序ꎬ就能比较客观的评价各市县的县域物流发

展水平ꎮ

使用熵权法确定权重主要有以下 ６ 个步骤[１５]:
步骤 １: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选取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的不同ꎬ会造成

数据之间的差异ꎬ因此ꎬ在利用熵值法进行赋权之

前ꎬ需要对所有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ꎬ以消

除量纲的影响ꎮ 本文所选取的 ９ 个指标属性中ꎬ均
为正向指标ꎬ即越大越好ꎮ 本文选择了极值处理法ꎬ
对收集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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