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第１期
２０２３年３月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
Ｍａｒ．２０２３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

———基于安徽省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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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综上所述，从物流业或新型城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研究角度单一化，二者的双

向互动作用仍待挖掘．基于此，本文采用安徽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度１６个城市的面板资料作为实证分析的样

本，从物流与新型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现状出发，建立物流与物流产业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究安徽省物流业和

新型城镇化之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以期厘清安徽省物流业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机制，为促进区域物

流一体化建设、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

１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综合水平测度

１．１　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参考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并结合李菁等［７］的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分为人口、经济、土地、社会以及生态５项二级指标，共１６
项三级指标．物流业发展指标参考张二妮［８］的研究，从供给量、需求量及物流效益三个方面构建二级指标，共

６项三级指标．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指标体系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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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安徽省级区域间的面板资料，得出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综合水平测度，建立

耦合协调模型，从时空角度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 表 明：耦 合 水 平 从 时 间 维 度 上 呈 逐 年 递

增趋势，其中新型城镇化增幅明显；在 空 间 维 度 上，呈 现“西 北 高 东 南 低”的 空 间 集 聚 模 式，地 区 差 异 显

著．最后，提出相关建议：扩大区域物流一体化建设投入规模，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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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物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成为推

进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许多学者深耕于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在时间维度上，
吴彪等［１］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评价了黑龙江省物流与新型城镇化水平间的均衡关系，发现新型城镇化为物

流业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于光［２］认为包含物流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对地方产业结构具有调整效用，提高新型

城镇化发展指数，促进系统耦合协调优化；张宁［３］定量研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对物流生产效率的作用力，发

现新型城镇化在推动物流生产效率提升中呈现出动态一致性．一些研究从空间角度认为，人口规模大的地

区，其物流成本与城镇化水平成反比，反之，则成正比［４］；温婷等［５］结合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研究，
实证分析了物流业不同聚集模式下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左玉洁［６］分别从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

两个角度，验证了新型城镇化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



表１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向 权重

新型城镇化

（Ｕ１）

物流业发展状况

（Ｕ２）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需求规模

供给规模

物流效益

城镇人口比重（％） 正向 ０．０５４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 正向 ０．０５２

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正向 ０．０５５
人均ＧＤＰ（万元） 正向 ０．０３３

第三产业增加值对ＧＤＰ的贡献（％） 正向 ０．０５３
建成区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正向 ０．０２０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 正向 ０．０４６

高校万人规模（人） 正向 ０．０３０
万人医院床位数（个） 正向 ０．０３７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辆） 正向 ０．０３８
城市用水普及率（％） 正向 ０．１０９
城市燃气普及率（％） 正向 ０．１０９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 ０．０６９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正向 ０．０６８

生活污水处理率（％） 正向 ０．１０６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向 ０．１２１

公路货运量（万吨） 正向 ０．１１２
道路运输周转量（万吨公里） 正向 ０．１７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正向 ０．１６５

运输仓储、邮电业从业人数（人） 正向 ０．２０２
各城市道路运输车辆拥有量（辆） 正向 ０．１４２
运输、仓储、邮政业总产值（亿元） 正向 ０．２０８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安徽省物流业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

年份 物流业综合指数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

２０１１　 ０．１３２　５　 ０．２６０　３

２０１２　 ０．１５６　６　 ０．２８５　５

２０１３　 ０．１８５　２　 ０．３０７　３

２０１４　 ０．１８７　４　 ０．３３２　９

２０１５　 ０．１５６　９　 ０．２９６　５

２０１６　 ０．１６５　７　 ０．３５６　３

２０１７　 ０．１７８　４　 ０．３６２　９

２０１８　 ０．１８７　６　 ０．３７７　７

２０１９　 ０．１９４　７　 ０．３６５　６

２０２０　 ０．１９０　７　 ０．４００　９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时序变化

１．２　综合测度方法及结果分析

本文 分 析 数 据 全 部 来 源 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安徽省统计年鉴》．运用熵值法对新型城

镇化（Ｕ１）和物流业（Ｕ２）进行综合测度，具体

计算步骤见文献［９］，结果如表２所示．
观察表２中安徽省物流业和新型城镇化

综合指数，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物流业

综合 指 标 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期 间 从０．１３２　５
上升至０．１９０　７，２０１４与２０１５年之间物流综

合指数出现小幅回落，主要是因为评 价 指 标

中公路货运量与公路货物周转量受到下列因

素影响：（１）安 徽 北 部 以 阜 阳 市 与 蚌 埠 市 为

主，中部以合肥市为主，货运量中铁路运输量

占比 迅 增；（２）物 流 业 十 年 间 整 体 增 幅 为

４３．８８％，城镇 化 增 幅 为８１．５６％，从 增 长 幅

度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明显领先于物流业．
图１从时间维度列示了安徽省各地级市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趋势，在以人为 核 心 的

城镇化战略的指导下，安徽省城市居 民 的 城

镇化比率在２０２１年达到５９．３９％，增速在长

三角三省一市中位居第一．２０１１年各市新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值为０．２６０　３，至２０２０年数值上升到０．４７２　５，但地区差异化显著．以合肥都市圈为中心的

周边城市，经济高效协同促进了圈内城市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然而，池州、阜阳等北部和西部城市隶属都市圈

·２５·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物流业综合指数时序变化

外，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
图２从时间维度列示了安徽省各地

级市物流业综合 指 数 趋 势，从 数 据 指 征

分析，２０１１年各市物流业发展水平均值

为０．１３２　５，２０２０年 这 一 数 值 仅 上 升 到

０．１９０　７，增幅水平远低于同期新型城镇

化．然而，与 新 型 城 镇 化 发 展 水 平 类 似，
合肥市物流业综 合 指 数 处 于 相 对 高 位，

２０２０年达到０．６７６　５的高水平．

２　耦合测度模型构建

２．１　时间维耦合性测度

２．１．１　耦合协调模型

本文中提到的耦合性，即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互动度．其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Ｃ＝２　Ｕ１×Ｕ■ ２

Ｕ１＋Ｕ２
式中，Ｕ１ 为新型城镇化系统综合指数；Ｕ２ 为物流业系统综合指数；Ｃ为耦合度，取值为０到１.

耦合协调度Ｄ的计算公式为Ｄ＝ Ｃ×■ Ｔ，Ｔ＝ａＵ１＋ｂＵ２，其中Ｄ 指耦合协调度，Ｔ表示安徽省各市两

个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赋值ａ＝０.５，ｂ＝０.５.
为比较１６地级市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根据Ｄ值大小，参考已有文献对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１０］．

２．１．２　时序分析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均值

由图３可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安徽省新型

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的态

势．根据对耦合协调等级的区间划分，耦合协

调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耦合协调度

从２０１１年 的 ０．３９６　５ 上 升 到 ２０１８ 年 的

０．４８７　５，基本处于中度协调状态（０．３＜Ｄ≤
０．５），呈现 协 同 效 应．２０１１年 是“十 二 五”规

划的第一年，安徽省相继出台各项政 治 举 措

大力支持物流业发展，省辖区各市积 极 响 应

国家和省政府的号召，大刀阔斧地对物流业进行改革，逐步加大对物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２０１２年，安徽省

根据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方针，将其作为建设未来小康社会的载体，在全省范围内因地制宜推广高质量

城镇化建设方案，但由于安徽省地处我国中部，社会整体发展较全国滞后，初期物流业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
加之不清晰的线路规划，又在物流专业领域遭遇人才瓶颈，诸如此类因素制约了物流业的发展，发展效率相

对较低．为了进一步促进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国务院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印发《物流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确切提出华中地域要发挥地理优势，承东启西，贯穿南北，牢抓自身特色，创立服务

型物流枢纽．同年３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新型城镇化供给侧改革深

入推进．此外，长江经济带也在不断提升城市生活质量和物流业发展质量．两子系统的联合效应不断增强，从
耦合度结果上也反映出这一点．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虽然２０１５年耦合协调度呈现的数据是０．４５１　７，较前

两年出现小幅波动，但这一阶段从未跌出过中度协调层级，增幅显著且有望快速步入下个协调区间．
第二阶段为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９年耦合协调度上升到０．５０７　４，较２０１８年增幅为４．０８％，两个子系统

呈现出协调水平（０．５＜Ｄ≤０．７）．这一阶段处于“十三五”规划末期，安徽省注重物流业投入与产出效率，同

时加强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投资，组织和实施“互联网＋”的重要项目，推动以网络为基础的业务模式、服务

·３５·



模式、管理模式和供应链体系；构建“互联网＋”的生态系统，构建新型的网络协作分工模式，有了信息化水平

的加持，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逐步显现良好的联动效应．
２．２　空间维耦合度分析

２．２．１　空间格局分析

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间安徽地区１６市的物流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进行

等级划分．从图４可以看出，２０１１年，只有合肥市处于良好协调的水平，到２０１６年，全省的耦合协调度都达

到了中度协调以上，合肥都市圈中芜湖市继合肥市之后步入良好协调的水平，处于低度协调水平的仅为池州

市．到了２０２０年，安徽省全省物流业和新型城镇化已经基本处于良好协调以上的状态，合肥达到了高度协

调．总体而言，安徽省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北强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以合肥为中心的合

肥都市圈中的芜湖市、六安市、滁州市、蚌埠市等处于领先水平．

图４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２．２．２　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

采用空间自相关法对安徽省物流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度空间积聚性的特征进行分析，如图５所示．总体来

说，安徽省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集聚模式，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六

安市，十年间黄山市一直处于低—低聚集区．从宏观层面来看，安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显著性水平较高，这些

区域占据地理位置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后，进一步带动了城镇化的进程，由于显著的生态环境溢出效应，拉动

相互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呈现出局部空间集聚状态．

图５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度ＬＩＳＡ分布图

３　结论与建议

结合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全面分析了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安徽省物流业和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发展的水平及其时空演化，结果表明：首先，从综合测度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安徽省数字经济和新

·４５·



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其中城镇化水平增幅较大．其次，从耦合协调趋势来看，样本期内安徽省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中度协调阶段迈入良好协调阶段，但各地市之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

在空间异质性，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最后，从空间集聚上看，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安徽省物流业和新型城

镇化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显著聚集性．十年间高—高聚集主要是位于合肥都市圈的六安市，低—低聚

集主要集中于安徽省南部的池州市、黄山市．
为促进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的发展，缩小各市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和推动区域统筹协调发展迈向

更高水平，提出以下策略：第一，统筹兼顾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安徽省要充分发挥各地级市区位优势，

优化发展格局，因地制宜，促进皖西革命老区特色旅游业振兴发展，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第二，

积极推进以阜阳市为首的皖北城镇群建设，加快实施“互联网＋流通”服务拓展工程，改善城乡电子商务与物

流均衡度，实现政策执行－资金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联动协调发展［１１］，降低能耗，促进物流业实现区域规

模经济．第三，未来还要继续加强安徽省物城镇化建设，不断完善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重视环境保护工

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高质量城镇化，从而带动区域物流与城镇化实现更好耦合．

参考文献：
［１］　吴彪，尹静，柏寒茁．区域物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互动关系测度［Ｊ］．公路交通科技，２０２２，３９（１）：１６０－１６６＋１８２．
［２］　于光．新发展格局下 新 型 城 镇 化 对 商 贸 流 通 业 发 展 的 影 响———基 于 商 贸 流 通 业 细 分 行 业 的 考 察［Ｊ］．商 业 经 济 研 究，

２０２１，（２０）：１３－１６．
［３］　张宁．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物流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Ｊ］．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１２）：９５－９８．
［４］　吴垚，倪卫红．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产业耦合发展效率实证研究［Ｊ］．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０，（１５）：９８－１０１．
［５］　温婷，张凡，张晓雪．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１，３７（２０）：６２－６６．
［６］　左玉洁．新型城镇化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Ｊ］．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１，（７）：１３－１７．
［７］　李菁，张毅．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Ｊ］．生态经济，２０２２，３８（３）：１０９－１１４．
［８］　张二妮．“碳中和”目标下数字物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发展分析［Ｊ］．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２，（２１）：９７－１００．
［９］　王永瑜，徐雪．中国新型城镇 化、乡 村 振 兴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动 态 关 系 研 究［Ｊ］．哈 尔 滨 商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２１，

（４）：６３－７３．
［１０］　徐雪，王永瑜．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Ｊ］．中国沙漠，２０２２，（５）：１－１３．
［１１］　许锋．基于 Ｍｏｒａｎ指数和谱图论的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优化［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２１，２８（１２）：９２－１０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ＵＡＮ　Ｄｕ－ｊｕａｎ，ＨＯＵ　Ｙｉ－ｓｈｉ，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ＬＩ　Ｚｈｉ－ｗｅｉ，ＳＵ　Ｌｉ－ｍ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ｈｕｉ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２３０６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１ｔｏ　２０２０，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ｗａ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ｙｅａｒ　ｂｙ　ｙｅ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Ｃ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武玉琳］

·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