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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物流有序度及耦合协调度研究 

——基于 2000—2015 年统计数据 

弓宪文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中“四流”一体化思想，构建城乡物流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运用耦合理论和协同理

论建立城乡物流协调发展模型，以 2000—2015 年的数据为支撑，实证分析了我国城乡物流的有序发展及耦合协

调水平。结果表明，2000—2015年我国城乡物流有序发展水平都有所提高，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缓慢上升态势；

城乡物流耦合水平停滞不前，有序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其原因在于城乡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商流等方面彼

此分割。应当建立城乡双向流通的现代物流体系，打造高效安全的城乡资金融通体系，推进城乡信息一体化，探

索多种形式的城乡商贸流通模式，提高城乡物流的有序发展及耦合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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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urban-rural logistic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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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igns an index system for urban-rural logistic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uild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logistics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2000-2015.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fifteen years from 2000 to 
2015,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level of both urban and rural logistics has improved, coordinatd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logistics generally is keeping a slow upward trend. However, the exchange coupling leve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ogistics was stagnant,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is enlarged gradually. The reason is that the urban-rural 
material flow, capital flow, information flow and business flow ar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breakthrough division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logistics that setting up urban-rural 
logistic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ystem including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business,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material flow, financing flow, information flow and commerce flow by the application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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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物流是联结我国城市和农村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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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物流的有效整合和无缝对接能够充分发挥城

乡物流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支撑作用，带动“工业

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在国家政策推

动下，我国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都取得了不同程度

的发展，但城乡物流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态势也有

所加剧。城市物流占据资源优势，发展速度加快；

农村物流发展比较落后，与城市物流的差距逐渐拉

大。刘宝[1]研究发现，我国城乡物流的二元结构扭

曲了市场资源配置，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



 
 

8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8 年 2 月 

 

导致城市物流在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环境里发

展，而且增加了流通成本，阻碍了农产品流通和农

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镇化进

程。对城乡物流协调发展问题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价值。 
国外对城乡物流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农村物流，

之后发展到城市物流。在农村物流方面，研究者重

点关注了农业、农村和农产品物流的影响因素、主

要作用、技术水平、运营效率等问题。如 Crowell J. 
F.于 1901年在《农产品流通产业委员会报告》当中
首次论述了影响农产品配送成本的相关因素和费

用[2]；H.N.Abdi 以肯尼亚 Kisumu 和 Nyandarua 区
为例进行研究，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在一般情况

下依赖于实物运输和通信联系，农村物流和农村运

输成本对农业收入和贫困的影响较为显著 [3]；

S.Muniafu 和 Eam Van De Kar对农村地区物流代理
服务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村地区电子物流服务

实施过程的关键是新技术的应用，物流服务供应商

应当具备较强的设备配套能力[4]；Frittelli J.F.阐述了
美国粮食物流的运输模式和基础设施，分析了物流

职能的履行对粮食物流运营效率的影响，发现物流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提高粮食物流效率的关键因素。

城市物流方面的研究则主要从城市经济、政府角色

及政策规制等方面与城市物流的关系入手。如

SomuyiwaA.O.研究了城市物流对大城市经济发展
的影响，认为城市物流能力的增强能够提升城市经

济活力，促进社会活跃和环境友好发展 [5]；

Witkowski J 等认为在不同情况下地方政府应当在
城市物流发展中担任不同的角色[6]；Nuzzolo A. 等
分析了 1999—2008 年罗马城市物流政策的变迁，
发现城市物流的政策规制在改变城市交通运输模

式、改善城市宜居性和货运配送方式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7]。 
国内方面，学界主要围绕城乡物流的特征、作

用、面临的困难及解决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如

刘宝认为，我国城乡物流呈现出典型的二元形态特

征，其破解思路是构建城乡一体化物流，实现城乡

物流协调发展[1]；张建升基于 1998—2007 年我国
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城乡物流发展与城乡收入
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物流业的发

展能够促进城乡收入差异的缩小[8]；丁俊发研究发

现，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下发挥物流业为生产服务

的作用，对于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障碍、

统筹城乡发展、健全农村市场体系、提高农村居民

生活水平有重要作用[9]。宋宇对城乡物流体系建设

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城乡物流发展

应致力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农村物流的现代化

水平，建立适应城乡双向物流发展的政府管理体

制，以实现城乡商贸经济一体化[10]。也有学者对城

乡物流的一体化发展进行了研究，如秦星红等采用

SWOT方法对重庆市城乡物流发展进行分析，提出
构建重庆城乡统筹双向物流体系的建议[11]。卢美丽

论证了城乡物流一体化下的连锁经营配送网络优

化问题[12]。周凌云等对新形势下推进城乡物流一体

化发展进行了研究[13]。梁雯等基于 2004—2013 年
全国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城乡一体化、农村物流和

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14]。 
既有文献主要致力于分析我国城乡物流的特

征、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策略，而对于诸如“城乡物

流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协调发展”等理论性问题以

及“我国城乡物流是否协调、协调发展水平怎么样”

等实践性问题的研究较少。基于此，将城乡物流作

为一个整体，运用耦合论、协同论分析城乡物流耦

合协调的内涵、机理，建立城乡物流协调发展模型，

从供应链视角建立城乡物流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对

我国城乡物流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其发展

特点，并提出城乡物流协调发展的解决措施。 

二、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物流业的一个重

要发展趋势就是向供应链转型[15]。供应链管理作为

企业提高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益的一种新型管理模

式，是物流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物流在逻辑上

的延伸，是物流管理一个更高级阶段[16]。所谓供应

链管理就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全面规划供应链

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并进行计划、

组织、协调与控制”。因此，城乡物流的协调发展

是包含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商流在内的“四流”

一体化协调发展，需要从产品流通、金融支持、信

息保障以及商贸环境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1．指标体系 
城乡物流的产品流通。在我国经济社会二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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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物流差距逐渐加大，导

致了城乡物流的二元结构。破解城乡物流二元结

构，实现城乡物资流通一体化的关键是建设“工业

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城乡双向物流体系[9]，着

重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工业品和消费品经过

批发市场或物流配送中心，从城市流入农村消费者

手中的物流活动；二是农产品从农民或农产品经营

者手中，从农村流向城市市场终端消费者手中的物

流活动。借鉴已有研究，用工业品产值、工业品物

流总额以及工业品物流总额占全社会物流总额的

比重反映工业品物流需求、工业品物流规模以及工

业品物流结构；用农产品产值、农产品物流总额以

及农产品物流总额占全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反映

农产品物流需求、农产品物流规模以及农产品物流

结构。邮政业务投递路线的累计里程数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物流业务量的大小，因此用城市和农村邮

政业务投递路线反映城市和农村的物流业务量。 
城乡物流的金融支持。面向城乡物流需求建立

资金运营体系，通过应用和开发各种金融产品，科

学合理地配置物流活动汇总货币资金的流通。衡量

城乡金融发展最常用到两个方面的指标，即金融发

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常用麦

氏指标，即M2占 GDP的比重。研究表明中国的金
融结构属于银行导向型，采用银行贷款占 GDP 的
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规模比较合理。借鉴国内多数

学者的做法，结合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用城镇贷款

余额除以工业品产值衡量城市金融规模，用农村贷

款余额除以农产品产值衡量农村金融规模。在金融

发展效率方面采用贷款与存款的比值，不仅反映了

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而且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资金外流的状况[17]。本研究借

鉴此法，用城镇贷款余额与城镇储蓄余额的比值衡

量城市金融发展效率，用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存款

余额的比值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效率。 
城乡物流的信息保障。信息流是物流活动基本

的组成要素。信息技术进步推动物流服务范围持续

扩大，物流组织管理手段不断改进，物流能力和物

流效率得到提高。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互联网

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农村的经济、社

会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18]。如果对城乡信息化的均

衡发展重视不够，有可能导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

沟”，扩大城乡信息化差距。由于无法获得较长时间

段内连续可靠的城乡互联网方面的统计数据，采用

城镇固定电话用户和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反映城

市信息化水平，用农村固定电话用户和农村居民计

算机拥有量反映农村信息化水平。 
城乡物流的商贸环境。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具有

双向互动、互补共赢、良性发展的特征。构建城乡

双向商贸流通体系，对于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

成本、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19]。

城乡商贸流通体系不通畅，与城乡购买力严重不对

等，城乡生产资料市场、城乡商品市场分割，城乡

商贸流通市场发育不平衡等因素紧密相关，学界多

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商贸流通市场的交易规模

以及市场数量来反映上述内容。借鉴任保平等的方

法[20]，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工业品交易规模、工

业品综合市场数量反映城乡商贸流通活动中城市

的购买力、交易规模和市场发育程度；用农村居民

收入水平、农产品交易规模、农产品综合市场数量

反映城乡商贸流通活动中农村的购买力、交易规模

和市场发育情况。  
综上，从产品流通、金融支持、信息保障以及

商贸环境四个方面选取 22 个指标，建立城乡物流
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表 1）。 

表 1 城乡物流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项目 维度 序 指标 计算 单位 

城市物流子系统 产品流通 C1 工业品物流需求 工业品产值 亿元 
  C2 工业品物流规模 工业品物流总额 万亿元 
  C3 工业品物流结构 工业品物流总额/全社会物流总额 % 
  C4 城市物流业务量 城市邮政业务投递路线 公里 

 金融支持 C5 城市金融规模 城镇贷款余额/工业品产值 -- 
  C6 城市金融效率 城镇贷款余额/城镇储蓄存款余额 -- 

 信息保障 C7 城市固定电话用户 原始统计指标 万户 
  C8 城镇居民计算拥有量 原始统计指标 台/百户 

 商贸环境 C9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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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目 维度 序 指标 计算 单位 

  C10 工业品交易规模 工业品交易市场成交额 亿元 

  C11 工业品交易环境 工业品综合市场数量 个 

农村物流子系统 产品流通 N1 农产品物流需求 农产品产值 亿元 

  N2 农产品物流规模 农产品物流总额 万亿元 

  N3 农产品物流结构 农产品物流总额/全社会物流总额 % 
  N4 农村物流业务量 农村邮政业务投递路线 公里 

 金融支持 N5 农村金融规模 农村贷款余额/农产品产值 -- 
  N6 农村金融效率 农村贷款余额/农村储蓄存款余额 -- 

 信息保障 N7 农村固定电话用户 原始统计指标 万户 

  N8 农村居民计算拥有量 原始统计指标 台/百户 

 商贸环境 N9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N10 农产品交易规模 农产品交易市场成交额 亿元 

  N11 农产品交易环境 农产品综合市场数量 个  
2.模型构建 
城乡物流由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两个子系统

构成。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可能产生协同效应，形成

良性循环，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导致系统无序发

展[21,22]。按照耦合理论和协同理论，用耦合度描述

城乡物流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用协

调度描述城乡物流子系统或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

演化过程中和谐的程度。在城乡物流复合系统中，

慢驰豫变量即序参量是决定复合系统演化进程的

根本变量，物流复合系统演化的关键在于内部序参

量之间的协同作用，耦合协调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

作用的度量。 
（1）城乡物流有序度函数。设城乡物流复合

系统演化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为 ui=(i=1,2)，
uij=(j=1,2,3,⋯,n)为序参量 ui的第 j个指标，其值为
Xij，序参量的上下限值分别为 αij，βij，该序参量对

系统有序的贡献可以表示为： 

),/()(
),/()(

=)(
ijijijij

ijijijij
ij βαXα

βαβX
uU  

具有负功效

具有正功效

ij

ij

u
u

   (1) 

称 U(uij)为序参量有序度， ]1,0[)( ∈ijuU ，其值

越大，序参量对系统有序的贡献越大。序参量对系

统有序程度的总贡献可通过集成来实现，采用线性

加权和法集成。 

∑
n

j
ijiji uUλuU

1=
)(=)(            (2) 

称 )( iuU 为子系统有序度， ]1,0[)( ∈iuU ， ijλ 为 

序参量权重， ∑
=

=≥
n

j
ijij

1

1,0 λλ 。子系统有序度越大， 

则系统有序发展的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2）城乡物流耦合协调度函数。对于由 n个

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借鉴多系统相互作用的耦

合 度 模 型 ， 其 耦 合 度 可 以 表 示 为
n

jinn uuuuuC /1
21 )]+(/)...[(= ∏ ，其中 iu 表示任一

子系统的有序度。城乡物流二元复合系统耦合度函

数可以表示为： 
)](+)(/[)]()([= 2121

2
1

uUuUuUuUC    ( 3 ) 
其中 )()( 21 uUuU 和 分别表示城市物流和农村物

流子系统的有序度，显然耦合度值 ]1,0[∈C ，其值

越大则耦合强度越高。耦合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城乡

物流之间耦合作用的强弱，但无法反映协调水平的

高低。为此，建立如下耦合协调度函数，分析城市

物流和农村物流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 

)(+)(=
)×(=

21

2/1

ubUuaUT
TCD

         (4) 

其中 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综合协调指数，反

映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或贡献，a和 b为待定系数。

借鉴文献 [23][24]，考虑到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是

构成城乡物流的两个方面，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互为

补充，取 a=0.5，b=0.5。由(4)式可知，综合协调指

数 T的取值介于 0和 1之间，从而耦合协调度 D的

取值也必然介于 0和 1之间。耦合协调度模型既能

体现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的耦合强度，也能反映协

调水平。 

三、城乡物流有序度及耦合度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基于 2001—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物流年鉴》《中国金融年

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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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历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

工信部专业统计数据库数据，实证分析城乡物流有

序度及其耦合度差异。在统计数据的预处理过程

中，对个别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①。

参照有关文献，序参量上下限以历史实际值为基

准，分别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

1%测算设定。为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评估的
客观性，采用熵权法确定各序参量指标的权重，计

算过程采用 MATLABR2012a 编程完成。序参量指
标的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C1 0.109 8 N1 0.126 8 
C2 0.128 5 N2 0.117 6 
C3 0.079 7 N3 0.172 1 
C4 0.079 5 N4 0.035 6 
C5 0.085 6 N5 0.030 8 
C6 0.073 3 N6 0.068 1 
C7 0.044 3 N7 0.047 5 
C8 0.061 6 N8 0.133 5 
C9 0.110 3 N9 0.127 9 
C10 0.165 8 N10 0.104 3 
C11 0.061 6 N11 0.035 7 

 
将统计数据代入公式(1)(2)，计算城乡物流业子

系统的有序度。为进一步比较城乡物流发展差异，

记城乡物流任一子系统演化发展初始时刻的有序

度为 )( 0
iuU ，某一时刻的有序度为 )( t

iuU ，则

)()( 0
i

t
i uUuU 反映了任一子系统有序发展的演化趋

势。定义 K 为城乡物流有序发展的差异度，
)]()([)]()([= 0

22
0
11 uUuUuUuUK tt ，反映城乡物流有

序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发展趋势。其绝对值越大则

二者差异越大，大于 0时表明城市物流有序发展水平
领先而农村滞后；反之亦然，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2000—2015 年城乡物流有序度及差异 
年份 U(u1)  U(u2)  K 
2000 0.119 8 0.208 0 -- 
2001 0.099 5 0.292 8 -0.105 1 
2002 0.166 5 0.293 7 -0.039 0 
2003 0.203 7 0.280 6 0.011 3 
2004 0.235 5 0.276 6 0.047 1 
2005 0.205 6 0.221 5 0.072 3 
2006 0.257 4 0.270 7 0.074 9 
2007 0.347 1 0.315 6 0.119 7 
2008 0.335 5 0.299 4 0.124 3 
2009 0.433 1 0.338 4 0.182 9 
2010 0.530 2 0.394 8 0.223 6 
2011 0.581 3 0.488 0 0.181 5 
2012 0.677 0 0.607 9 0.157 3 
2013 0.746 7 0.597 2 0.237 7 
2014 0.848 2 0.665 8 0.270 6 
2015 0.899 0 0.709 9 0.277 3  

由表 3可见，2000—2015年，城市、农村物流

有序度持续交替上升，说明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有

序发展的水平总体上都在不断提高。其中城市物流

的有序度 2000—2015 年的增加值为 0.7792，有序

度提高幅度较大；农村物流有序度 2000—2015 年

增加值为 0.5019，有序度提高幅度较小。 

2000—2015 年城乡物流有序发展的差异度呈

上升趋势，差异度从 2005年的 0.0723上升到 2015

年的 0.2773，说明城乡物流有序发展的差距不断加

大。城市物流有序发展水平领先于农村物流，因而

对城乡物流协调发展的贡献较大，成为城乡物流协

调发展的推动性力量；而农村物流有序发展水平滞

后，成为城乡物流协调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在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二元体制下，技术、资金、

人才等物流要素优先集中在城区，在城乡间流动受

限。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的交通网络、

信息系统等物流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市物流发展

速度不断加快。我国农村地域分布广，物流基础设

施 (如路网通达深度和能力) 落后，物流需求差异

大，规模小，加之农产品物流对包装、装卸、运输、

仓储等环节有特殊的要求，服务难度和服务成本提

高，使得农村物流发展滞后且与城市物流的差距逐

渐拉大。以工业品物流和农产品物流为例，2000 年

工业品和农产品物流总额及其在全社会物流总额的

比重分别为 14.20 亿元、83.25%以及 0.96 亿元、

5.65%，显然，在城乡物流互动中城市工业品物流占

据绝对主导地位。到 2015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及其在

全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分别增加到 204.00 亿元和

93.07%，而农产品物流总额仅为 3.50亿元，约为工

业品物流总额的 1/60，占全社会物流总额的比重则

下降为 1.60%(表 4)。 

表 4 2001—2015 年工业品物流与农产品物流差异 
工业品物流 农产品物流 

年份 
总额/万亿元 占比/% 总额/万亿元 占比/% 

2000 14.20 83.25 0.96 5.65 
2005 41.32 85.72 1.27 2.64 
2010 113.10 90.19 2.24 1.80 
2015 204.00 93.07 3.50 1.60  
利用公式(3)(4)，计算城乡物流耦合度及耦合协

调度，结果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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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1—2015 年城乡物流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年份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年份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2000 0.481 6 0.280 9 2008 0.499 2 0.398 1 
2001 0.435 1 0.292 1 2009 0.496 2 0.437 5 
2002 0.480 5 0.332 5 2010 0.494 6 0.478 3 
2003 0.493 7 0.345 7 2011 0.498 1 0.516 0 
2004 0.498 4 0.357 2 2012 0.499 3 0.566 4 
2005 0.499 7 0.326 7 2013 0.496 9 0.577 8 
2006 0.499 8 0.363 3 2014 0.496 4 0.613 0 
2007 0.499 4 0.406 8 2015 0.496 5 0.632 0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考察，2000—2015年我国城乡

物流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波动中缓慢上升，说明我国城

乡物流均有一定发展，协调水平有所提升，但城乡物

流彼此分割的状况未得到实质性改观。 
一方面，我国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总体保持了

较为平稳有序的发展态势，城乡物流协调水平缓慢

提升。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物

流业的发展，围绕“城市配送、城际配送、农村配

送”的城乡物流网络以及“畅通高效、协调配套”

的现代城乡物流体系建设目标，先后出台一系列配

套的政策法规，城乡物流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完

善，政策的推动效应逐步显现。 
同时，供应链管理成为物流一体化的发展趋

势，城乡金融服务业、信息产业及商贸流通业与城

乡物流业进一步融合，为城乡物流一体化及其协调

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第一，城乡金融规模持续

扩大，金融服务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城乡物流的支

持力度不断加大。第二，信息产业面向城乡信息一

体化需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宽

带中国”战略，提升 4G 网络和宽带基础设施覆盖
范围，加快移动通信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完善宽带

基础设施，城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为城乡物流

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保障。第三，为促进城乡商流一

体化，国家在商贸流通领域采取多种举措，实施“家

电下乡工程”“万村千乡工程”“双百市场工程”战

略，城乡商贸流通业进入理性发展的新常态时期，

由追求高速度大规模向追求质量和效率转型。城乡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品市场日趋活跃。

2012年以来农村消费增速连续高于城镇，为城乡物
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城乡物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耦合强度变化不大，耦合水平停滞不前，这反映了

我国城乡物流彼此分割的发展现状。尽管城镇化进

程促进了城乡物流业的发展，但在长期存在的城乡

二元体制下，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条块分割，没有

形成协同效应，协调发展的水平不高。技术、资金、

人才等物流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受限。随着城

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的交通网络、信息系统

等物流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而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相

对落后。同时，小农体制下的农村物流产业集中度

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农村

物流经营主体以个体户为主，经营素质参差不齐，

服务水平普遍不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欠缺；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迟缓，农村物流缺乏有竞争

力的经营主体。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城乡物流发

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四、城乡物流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孪生效应”在城乡金融、

信息流通和商贸流通领域长期存在，农村受金融制

度约束、信息基层设施差及商贸流通不畅等问题，

削弱了城乡资金流、信息流及商流对物流的支持保

障作用，制约了城乡物流协调发展。 
（1）金融制度约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强调

城市金融的创新与发展，而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

作用重视不够。对农村金融服务有效补偿政策缺位，

通过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大量农村资金主要用于城

市建设。在金融制度的约束下，农民土地资产无法

抵押，导致农村抵押贷款业务不足，农村资金大量

流向城市[25]，而城市资金投向或者回流农村的机制

尚不完善。在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下，城乡物流特别

是农村物流“融资难”问题没有明显改变，城乡金

融对城乡物流协调发展的支持受限。 
（2）信息基层设施差。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

设长期落后于城市地区，尽管国家通过“村村通”

等工程加强了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

村有线电视网、电话网和互联网的覆盖率，有效提

升了农村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但城乡信息化水平存

在较大的差距。以 2015年城乡宽带用户发展为例，
城市宽带用户净增 1 089.4 万户，是农村宽带用户
净增数的 5.5 倍。此外，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信息缺
乏时效性和针对性，农民信息意识比较淡薄等问

题，这些因素制约了城乡信息一体化。 
（3）商贸流通不畅。城乡商品市场分割，农

村商品市场的交易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与城市有较

大的差距；城乡要素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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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不平衡；城乡市场交易主体不对等，交易

能力差异巨大。由于城乡商贸流通市场分割，城乡

间要素与商品流动受阻，城乡购买力差异巨大[26]。

以城乡收入水平为例，长期以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

入约为农村的 3 倍左右，城乡购买力差异显著(表
6)。从城乡商品特别是农产品的流通过程来看，城
乡分割的商贸流通体系导致流通环节太多，是造成

城乡物流效率不高、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因

素。近年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万村千乡”

工程、“双百市场”工程的推动下，城乡商贸流通

市场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城乡商贸流通市场分

割的二元特征短期内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 

表 6 2001—2015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年份 城镇居民(元) 农村居民(元) 

2001 6 859.6 2 366.4 

2003 8 472.2 2 622.2 

2005 10 493.0  3 254.9 

2007 13 785.8  4 140.4 

2009 17 174.7  5 153.2 

2011 21 809.8  6 977.3 

2013 26 955.1  8 895.9 

2015 31 790.3 10 772.0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我国城乡物流协
调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城乡物流之间的交互

耦合水平停滞不前，有序发展的差异逐渐拉大。基

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建设城乡双向流通的现代物流体系 
城乡物流一体化的关键是建立城乡双向流通的

现代物流体系。一方面，在城市培育更多能够面向

农村、服务于“工业品下乡”的物流企业。依托“万

村千乡”工程，通过政策支持和优惠等多种方式，

支持城区内的农业生产资料、日用工业品、日用消

费品生产经营企业深入农村开展现代物流服务。同

时，在连锁经营向农村发展的趋势下，城市物流企

业将服务网络延伸到县域重点村镇，建立城乡一体

化的配送网络①。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

组织，在农村培育能够胜任“农产品进城”的新型

农村物流主体；扶持和改造传统的农村流通组织。

同时，支持商贸系统、邮政系统成立专门的农村物

流公司，鼓励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农民合作企业

及农村个体企业进入物流市场，开展物流业务；扶

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的批发商、中间商、零售商

等向物流公司转型，使之成为适应农村物流发展需

要的有效经营主体[1]。注意统筹城乡物流资源和发展

规划，加强城市物流对农村物流的辐射作用。 
2．建立高效安全的城乡资金融通体系 
农村物流是城乡物流不平衡的限制性环节，要

以城镇化为契机，大力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的生态环

境，培育农村金融发展的自生能力[27]，在一定范围

内合理延伸农村政策性信贷资金的运用领域，扩大

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涉农银行对农村物流的

金融支持效应。在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中，增

加支持农村物流发展的大额中长期贷款。针对邮政

储蓄资金制定有偿回流农村的机制，引导其积极支

持农村物流。鼓励保险机构设立相应的险种，对农

村物流中的仓储、运输、装卸搬运等环节进行承保。

加大对农村物流的投资力度，并将其作为城镇化建

设中城市反哺农村的办法加以实施。近几年的实践

表明，供应链金融是一种安全高效的金融模式，不

仅有利于提高城乡物流金融效率，而且可以降低资

金流动风险。把供应链管理引入城乡物流金融业

务，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手段，推动城乡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和商流的“四流”融合，实现城乡供应

链融资线上化。为城乡物流协调发展提供多元化的

供应链金融支持，城乡物流企业、保险企业、电商

企业、数据企业共同协作，对城乡工业品、消费品

及农产品流通中的供应商、生产商和经销商进行全

程金融管理和一体化金融服务。 
3．推进城乡信息流通一体化 
进一步提高农村“三网”的覆盖水平，加强农

村电子商务信息化平台建设，推动电子商务信息化

网络向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延伸布局。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缩小城乡二元体制的割裂，建立城乡统

一的信息网络化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城乡人口的市

场化合理流动。面向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需

要，培养信息化专业人才；不断提高农民学习信息

技术的积极性，加强城乡文化信息的交流，不断提

高农民信息化能力，保持城市与农村文化信息交流

及科技信息传递的畅通。此外，积极探索城乡供应

链信息一体化新模式。如河南众品借助互联网技术

建立“信息平台+供应链联盟”的城乡农产品供应
链集成服务体系，在 150多个重点消费城市搭建分
销平台，通过网下资源整合网上平台，实现网上平

台调动网下资源，为农产品交易提供“O2O”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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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务。 
4．探索多种形式的城乡商贸流通模式 
基于供应链一体化，集成城乡供应商、制造商、

分销商、零售商和最终用户，形成城乡共生共荣、

紧密联系的网络化双向商贸流通体系[26]，实现城乡

物流与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统一。可以构建

“农户+合作组织+加工企业+电商/零售终端+消费
者”的农产品商贸流通模式，将农产品供应链上下

游的“种、养、加、销”各环节进行集成化，为农

产品商贸流通提供一体化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市

场体系，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不断优化城

乡流通体制中不必要的流通环节，有效降低工业品

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对

城乡商业网点布局进行统一规划，加强农村地区商

业网点建设。针对农村市场体系，积极培育多元化

商贸流通主体，以大型农资企业为核心的农资流通

主体、以连锁超市为核心的农村日用品流通主体、

以农业合作社为主导的农产品流通主体。 

注释： 

① 参见课题组《中国农村物流发展报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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