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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畅通便捷、经济高效、便民利民的农村寄递物流

服务体系为更好的满足农村生产生活和消费升级需要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为进一步研究物流能力与农村

发展的互动关系，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通过构建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协同测度指标体系，运用改进距

离协同模型测度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的协同发展水平及其演化轨迹。结果表明：从国家层面看，两者融

合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其发展水平低于协同水平。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地区融合协同发

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水平波动幅度大。从省级层面看，融合协同发展存在

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优势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较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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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t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mooth the domestic cir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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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mooth and convenient,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conve-
nient and beneficial rural delivery logistics service system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pro-
duction, life and consumption upgrading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capac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
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be-
tween logistics capac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uses the improved distance collaborative 
model to measur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level and evolution trajectory of logistics capac-
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hows an upward trend, but its development level is lower 
than the synergistic level. At the regional level, the eastern region has the highest level of inte-
grat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 regions fluctuates greatl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re is obvious re-
gional heterogeneity in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eastern region has a signif-
icant advantage,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 region 
are less 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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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的研究现状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显示截至 2021 年，中国社会物流总额已达 335 万亿元，社会物

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农产品网络零售规

模已达 2088 亿元，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 98%，农村地区包裹量已超过 1 亿件。为实现“乡乡

有网点、村村有服务”，面对农村物流存在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差、物流配送点分散、信息化水平滞后

等农村短板问题，我国聚焦于四项重点任务完善物流体系建设，力求实现便民惠民物流服务基本实现

全覆盖。 
农村经济与物流发展互动关系方面，徐丽、周银月[1] (2023)通过运用熵值法计算农村物流和农村经

济的评价指标比重，通过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实证分析农村物流与经济的耦合关系，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

的互动关系。付永军、徐贵宏[2] (2023)以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和经济发展为切入点，运用 PVAR 模型、格

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法研究农村物流赋能乡村振兴的动态效应。郭伟玲[3] (2023)研究乡村振兴

背景下特色农产品的智慧物流发展现状，针对智慧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陈艺[4] 
(2022)研究农村电商物流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刺激农村经济活力、完善农村产业结构的方式促进

农村经济的增长。王园、陈卉[5] (2022)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电商物流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效

应，定量分析两者之间的定量分析，研究电商物流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和协同互动机制。

Leite Nascimento [6] (2020)研究物流运输经济可行性的表征和分析，基于农村产品的流动现状分析物流运

输的作用情况。Carlos L Barzola Iza [7] (2020)基于多利益相关者平台对新兴经济体物流创新和农村发展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农村发展创新的提升路径。 
农村物流发展优化提升方面，王红[8] (2023)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现状，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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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冷链物流发展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余震云[9] (2023)分析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农村电商物流

体系的运行状况与发展趋势，研究其存在的弊端与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张子坪[10] (2023)
研究发展农村公路对农产品运输的影响作用分析，研究显示农村公路是农产品运输的关键，农产品运输

及物流流通效率大大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黄京华[11] (2022)通过策略分析与影响分析探究农村经济发展

影响因素，着重分析物流效率提升因素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根据现存问题提出优化策略和解决

方案。张旭[12] (2022)着眼于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运用 PEST 法分析农村物流现状，利用熵权—

TOPSIS模型实证分析农村物流发展水平，提出农村智慧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Kavigtha Mohan Kumar [13] 
(2022)研究可持续物流实践对物流运输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Burganova Natalia 
[14] (2021)通过案例研究优化物流运输的方法，在减少投入资金和减少运输时间的情况下，改善物流流程

和提供物流效率，为物流运输发展提出优化意见。 

2. 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的协同机理 

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建设和发展物流体系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

加快乡村振兴的建设。另一方面，农村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建设智慧物流体系，加强建设物流系统组织结

构，完善物流运输和配送体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2.1. 物流能力对农村发展的协同机理 

物流能力既包括运送货物能力的有形要素，也包括组织和管理物流过程能力的无形要素，构建物流

体系和加强物流能力是实现农村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第一，智慧物流体系的建设作为乡村

振兴发展中重要的环节，衔接着农村建设、农村市场和电商行业等多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物流能力的提升和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实现网络化、商业化及可视化，大大提高农村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和

扩大农村经济产业链。第二，智慧物流是促进乡村发展和消费的重要纽带，加强农村物流发展能力有利

于促进农村消费，推进乡村振兴。物流发展推进电子商务全覆盖农村，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刺激农村

消费。随着快递服务的不断优化和惠农驿站点的建设，农村消费聚集区不断扩大，涵盖特色商贸、文体

和旅游消费等方面，满足农民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释放了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第三，智慧物流的发展大

大优化了物流运输渠道，降低了采购和运输过程中遇到的风险，为农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智慧

物流实现对资源的有效整合、管理和调度，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在农村物流配送、农村智能供应链和

农村物流信息平台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大降低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 

2.2. 农村发展对物流能力的协同机理 

农村发展与物流能力息息相关，农村物流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农

村发展促进各类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农村消费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为有

效的满足“小批量、多批次、低成本、高时效”的农村物流需求，畅通经济循环，促进智慧物流体系

逐渐完善和发展，同时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第二，农村发展需求驱动智慧物流模式技术创新，在农

村发展需求日益增多的驱使下，物流发展的新模式和新业态在不断的更新和多样化发展。随着农村物

流业务的不断扩展，物流行业智能化发展不断提升，为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农村物流不断探索多种

物流模式，不断自我突破实现转型升级，赋能物流智能化发展。第三，农村发展促进优化农村物流网

络，加强优化区县、乡镇、村落三级物流节点，完善物流网络的建设。为满足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

品下乡进村的需求，统筹农村物流资源，畅通物流循环，完善和加强物流体系的建设，扩大物流运输

和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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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协同发展水平测度 

3.1. 协同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选取 

本文通过借鉴徐丽、周银月[1] (2023)，罗子安、翁世洲[15] (2022)等提出的农村发展指标体系和物流

发展指标体系，依据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优先考虑农村发展和物流发

展现状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相关指标构建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测度的指标体系，物流能力包括物流发

展水平和物流营运能力方面，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生产能力和农村收入水平方面，确定了 4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of coordination measurement between logistics capac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表 1. 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协同测度指标体系 

评价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方向 

物流能力 

物流发展水平 

物流业增加值(亿元) 正向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正向 

物流业从业人员数量(万人) 正向 

物流业快递运输数量(万件) 正向 

物流营运能力 

货物运输周转量(亿吨公里) 正向 

货运量(万吨) 正向 

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正向 

客运量(万人) 正向 

农村发展 

农村生产能力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千瓦) 正向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吨) 正向 

农业劳动生产率(元／人) 正向 

农村振兴指数 正向 

农村收入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正向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正向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正向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正向 

3.2. 指标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建立物流能力和农村发展协同测度指标体系，选取 2006~2021 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全国

各省份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协调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物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等年鉴数据以及统计公报。 

3.3. 改进距离协同模型 

3.3.1. 计算发展水平 
首先，将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 )
( ) ( )

min

max min
ijt ijt

ijt
ijt ijt

x x
y

x x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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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tx 表示 t 时期第 i 个子系统的第 j 个指标。 
其次，确定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itd ，公式如下： 

( ) ( ) ( )2 2 2

ijt ijt ijtit ij ij ijj j jd y y y y y y− + − 
= +− − − 

 
∑ ∑ ∑                      (2) 

其中 ijy+ 为
ijt

y 的正理想点， ijy−为
ijt

y 的负理想点： max ijtij yy+ = ， min ijtij yy− = 。 
最后，计算 t 时期系统的发展水平 td ，公式如下： 

t i itid dω=∑                                          (3) 

其中 iω 表示子系统 i 在融合协同系统中的权重。 

3.3.2. 计算协同水平 
首先，设子系统的发展序列为 ( )1 2, , ,i i i itL d d d=  ， ( ) ( )0 0 0 0

1 2 1 1 2 1 1, , , , , ,i i i it i i i i it iL d d d d d d d d d= = − − − 

表示将其进行零化象为，再将其初始序列转换为 ( ) ( )1 2 1 1 2 1 1, , , , , ,i i i it i i i i it iL d d d d d d d d d′ ′ ′ ′= =  ，计算子

系统的灰色综合关联度 ijCC ，公式如下： 

( )1ij ij ijCC AC RCα α= + −                                    (4) 

其中 ijAC 表示子系统的灰色绝对关联度： ( )1 1ij i j i j i jAC S S S S S S= + + + + + − ， ( )1 0 0
2 1 2t

i ik itkS d d−

=
= +∑ ；

ijRC 表示子系统的灰色相对关联度： ( )1 1ij i j i j i jRC S S S S S S′ ′ ′ ′ ′ ′= + + + + + − ， ( )1
2 1 2t

i ik itkS d d−

=
′ ′ ′= +∑ ；

取 α = 0.5，表示对绝对关联度和相对关联度同等关注。 
其次，计算子系统的协同水平 itS ，公式如下： 

( )*
it it it it itS d d d d= + −                                    (5) 

其中 *
1

k
it j jt ijjd d fω

=
=∑ ，k 为子系统的个数， ijf 为子系统 i 和子系统 j 之间的拉动因子，当 jt itd d> 时

ij ijf CC= ，当 jt itd d= 时 1ijf = ，当 jt itd d< 时 1ij ijf CC= 。 

最后，计算 t 时期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公式如下： 
kk

t itiS S= ∏                                         (6) 

3.3.3. 计算融合协同发展水平。 
计算 t 时期系统的融合协同发展水平，公式如下： 

t ttI d S=                                          (7) 

参照梁红艳[16] (2021)的做法，将协同发展水平进行等级划分，如表 2 所示。 
 
Table 2. Level division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表 2. 协同发展水平等级划分表 

水平等级 协调度范围 协同度等级 

低度融合协同 

0.00~0.09 极度失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20~0.29 中度失调 

初步融合协同 
0.30~0.39 轻度失调 

0.40~0.49 濒临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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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基本融合协同 
0.50~0.59 基本协调 

0.60~0.69 初级协调 

良好融合协同 
0.70~0.79 中级协调 

0.80~0.89 良好协调 

高度融合协同 0.90~1.00 优质协调 

4. 实证结果 

运用改进距离协同模型，分别从国家、地区、省级三个层面对我国 2006~2021 年物流能力与农村发

展协同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两者协同发展的演化特征。 

4.1. 国家层面 

根据公式(1)~公式(7)计算全国物流能力与农村协同发展的水平，结果如表 3 所示。物流能力与农村发

展融合协同发展的整体特征为：从 2006 年到 2012 年融合协同发展水平逐渐提升，2013 年有所下滑，后

续继而提升。全国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协同水平，两者融合协同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波

动，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两者逐步从中度失调过渡到良好协调水平，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 
 
Table 3.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national logistics capac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表 3. 全国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协同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年份 发展水平 协同水平 融合协同发展水平 

2006 0.443 0.097 0.207 

2007 0.87 0.166 0.38 

2008 1 0.166 0.407 

2009 0.971 0.315 0.553 

2010 0.967 0.484 0.684 

2011 0.931 0.725 0.822 

2012 0.972 0.727 0.841 

2013 0.87 0.325 0.532 

2014 0.866 0.405 0.592 

2015 0.248 0.319 0.282 

2016 0.936 0.533 0.706 

2017 0.994 0.762 0.87 

2018 0.99 0.815 0.898 

2019 0.997 0.914 0.955 

2020 0.973 0.777 0.869 

2021 0.96 0.729 0.837 

4.2. 地区层面 

由于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对我国各地区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的融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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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测度用折线图 1 示如下。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总体

向好，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但呈现出稳步提升和协调态势。东北地区融合协同发展水平逐渐改善，

从严重失调逐渐发展到中级协调水平；东部地区融合协同发展水平逐渐好转，从严重失调逐渐过渡到优

质协调水平；西部地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从中度失调逐渐发展到初级协调程度；中部地区融合协同发

展水平稳步提升，从中度失调逐渐过度到中级协调程度。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融合

协同水平最高，多由于东部地区有着丰富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发展水平高。东部地区农村多受

工业建设带动和城镇扩张辐射的影响，农村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高。 
 

 
Figure 1.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logistics capac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ach 
region 
图 1. 各地区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协同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4.3. 省级层面 

基于对中国各地区的融合水平程度的研究，省级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融合协同发展同样存在区域异

质性。基于中国 30 个省份的统计数据，分析 2006~2021 年我国各省份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融合协同水平

结果。中国各省份物流能力和农村发展融合协同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各省份发展水平不同步，

均衡程度不一。2006~2021 年间个别省份出现轻微波动，多数省份均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其中，东部

地区发展态势最好，优势显著，中部地区次之，发展态势良好，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发展水平波动幅度

最大，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为了更直观更清晰的了解到全国各省份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协同发展水平程度，基于 2021 年的数据

将全国各省份的融合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划分，如表 4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横跨初

步融合协同至高度融合协同，分布均匀，发展态势良好；中部地区都处于基本融合协同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升；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横跨低度融合协同至基本融合协同，尤其青海、宁夏和新疆协同发展水平最

低；东北地区发展水平主要集中在初步融合协同和基本融合协同阶段，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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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logistics capac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ach 
province 
表 4. 各省份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协同发展水平等级划分 

水平等级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高度融合协同 广东 - - - 

良好融合协同 山东、江苏、河北、浙江 - - - 

基本融合协同 北京、福建、上海 山西、江西、湖南、河南、湖北、安徽 贵州、重庆、广西、陕西 黑龙江、辽宁、 

初步融合协同 天津、海南 - 内蒙古、云南、甘肃、贵州 吉林 

低度融合协同 - - 青海、宁夏、新疆 - 

5. 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对策建议 

5.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保障机制 

物流建设基础是农村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促进乡村振兴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和管理的建设。政府应

加大物流基础建设，在供应链的服务功能和环节方面，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规划和建设物流基础设

施，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流通中心以及网络通信基础建设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建立和完善

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的保障机制，加大财政对农村物流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资金的支撑和推

动作用，提升物流能力与农村协同发展的水平。 

5.2. 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引进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发展有助于推动物流能力提升和乡村振兴发展，通过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和选派支持力度，

推动科技创新发展。通过创新应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提升物流产业的创

新力，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物流运作体系和信息管理系统，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产业创新力。同时培养农

村专业化的优质人才必不可少，有利于满足农村对人才需要和推动产业振兴的发展。鼓励引导人才投入

研发新科技，助推物流现代化发展，提高物流配送的效率及准确性，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 

5.3. 优化农村物流网络，鼓励集群发展 

因地制宜的科学规划农村物流网络，加快完善区县、乡镇、村落三级农村物流网络节点体系，提高

物流农村网络节点的覆盖率，改进和提升物流服务功能。加强农村物流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数据互联

互通，提高运营效率，创新农村物流运营模式。同时整合农产品供应链资源，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加强农村产品资源的高效整合和合理配置，鼓励农村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提高物流企业发展效率，为农

村提供供产销运一体化的供应链综合物流服务。 

6. 结论 

物流能力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能。本文以乡村

振兴为背景，运用改进距离协同模型从国家、地区、省级三个层面测算物流能力与农村发展之间协同发

展程度。结果表明：两者融合协同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融合协同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各地区发展不均衡。根据两者融合协同发展演化特征，为提高物流能力和农村互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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