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棾棸卷暋第椃期

棽棸棻棻年椃月

地暋暋理暋暋研暋暋究

斍斉斚斍斠斄斝斎斏斆斄斕暋斠斉斢斉斄斠斆斎
斨旓旍灡棾棸棳斘旓灡椃

斒旛旍旟棳棽棸棻棻

暋暋收稿日期椇棽棸棻棸灢棻棽灢棻 椈修订日期椇棽棸棻棻灢棸灢棻棽
暋暋基金项目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棬棿棻棸椃棻棸椃椄棭椈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棬椆棻棻棸棸椄椆棸棻棸棸棸棻椄椃棭椈广东高校人文

社科基地重大项目 棬棸椆斒斈斬斖椃椆棸棻椃棭椈广州市属高校社科计划项目 棬棸椄斅棻棸 棭
暋暋作者简介椇千庆兰 棬棻椆椃棸灢棭棳女棳吉林人棳博士棳教授棳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暎

斉灢旐斸旈旍椇斞旈斸旑旍旟旑旑椑棽棻斻旑灡斻旓旐

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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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管理学和经济学多从宏观视角进行物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研究棳工程学和运筹学偏重

物流企业内部流程和设施设计棳对于中观层面的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研究比较薄弱棳实证研

究尤为缺乏暎文章基于对广州市棾椃椃棻家物流企业调查资料棳运用 斍斏斢空间分析方法棳探究广

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棳揭示影响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棳研究表明椇广州市物流企

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向心集聚性棳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和外围县级市棳物流企业数量明

显递减椈物流企业沿城市交通主暍次干道呈轴线状分布椈物流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服务依赖性棳
城市工业区和商务区是物流企业的重要集聚区椈物流企业的空间格局是区位暍交通暍政策暍
地区经济实力和地价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暎
关 键 词椇物流企业椈空间布局椈广州市

文章编号椇棻棸棸棸灢棸椄 棬棽棸棻棻棭棸椃灢棻棽棿灢棸椄

棻暋引言

暋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棳物流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

长点暎企业是物流业发展的微观基础棳与国外相比我国物流企业普遍规模小暍分布散暍竞

争力弱椲棻椵暎探究物流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棳通过适度的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合理集聚棳优化

其空间结构是我国城市物流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问题椲棽椵暎西方发达国

家物流研究起步较早棳主要以物流企业为平台棳侧重从微观角度对物流企业区位的影响因

素和选址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棳认为影响物流企业区位的因子主要有空间距离暍
时间敏感度暍消费者服务因素暍汇率和市场因素等暎在物流企业选址方法中主要采用重心

法暍网格法暍动态规划法和树形搜索法椲棾暙椃椵暎而国内的经济学暍管理学者更偏向从宏观上

探讨物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椈工程学暍运筹学多集中在微观上对企业内部物流流程设计和

设施规划椲椄暙棻椂椵暎相对而言棳对于中观城市层面的物流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棳实证研究尤其

缺乏暎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棳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暍雄厚的经济基础暍较为完备的物流

设施暍良好的开放政策和制度条件椲棻椃椵暎改革开放棾棸年来棳广州市物流企业在数量上已达

到了一定规模棳在空间上也出现了向某些地区集聚的现象椲棻椄椵暎文章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棳
运用 斍斏斢方法棳揭示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棳可以为有效引导不

同类型暍不同区域物流企业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棳为政府进行物流系统规划提供借鉴暎



暋椃期 千庆兰 等椇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棻棽暋

棽暋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棽灡棻暋研究区概况

暋暋本研究以广州市的物流企业为研究对象棳旨在分析全市及典型类型的物流企业的空间

分布格局暎文中广州市的范围包括十区二市棳涵盖了中心城区暍郊区和县级市棳其中中心

城区包括越秀暍荔湾暍海珠暍白云暍天河和黄埔区椈郊区包括花都暍番禺暍萝岗和南沙

区椈县级市为增城市和从化市暎参照棽棸棸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国家标准 暥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棬斍斅棷斣棻椆椂椄棸灢棽棸棸 棭暦棳结合广

州物流企业发展现状棳将广州物流企业分为运输型暍货代型暍仓储型和综合型四类暎
棽灡棽暋数据来源及样本构成

暋暋通过对广州市物流协会和经贸委的实地调研棳了解全市物流业发展现状棳收集物流企

业的名称暍地址暍业务类型暍企业性质等基本信息暎根据棽棸棸椄年广州市物流协会提供的

企业名录棳建立已注册的棾椃椃棻家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库棳运用 斖斸旔斏旑灢
旀旓软件对样本物流企业的具体位置在空间上进行布点棳构建广州市物流企业地理信息系

统棳进而分析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分布特征暎样本企业中以运输型企业和货代型企

业为主棳二者合计占到样本总数的椄棾灡棿椄棩棳其中有运输型物流企业棻椆棸棾家棳占样本总

数的 棸灡棿椂棩棳货代型物流企业棻棽棿 家棳占样本总数的棾棾灡棸棽棩暎
棾暋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

棾灡棻暋全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棾灡棻灡棻暋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向心集聚性

暋暋广州市物流企业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棳具有向心集聚性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和外围

县级市棳物流企业数量明显递减 棬图棻棭暎中心城区拥有样本物流企业棾棾椃棾家棳占到样本

物流企业总数的椄椆灡棿 棩棳而郊区和外围县级市的物流企业分别为棾椃家和棿棻家棳仅占

样本总数的椆灡棿椃棩和棻灡棸椄棩暎
棾灡棻灡棽暋物流企业沿城市交通主次干道呈轴线状分布暋从物流企业与道路等级关系看棳道路

级别和物流企业的区位关系密切棳对广州市区一级道路做棽棸棸旐的缓冲区分析棳可知在棽棸棸旐
缓冲区内的物流企业有棻椄椆棻间棳占市区物流企业的 棾棩棳即有半数物流企业分布于城市主

干道旁棳而另外 椃棩的样本企业分布在城市次干道旁棳次干道对物流企业集聚吸引与主干

道等同暎物流企业由于自身业务要求具有交通依附性棳因此部分物流企业在环境和地租压力

的双重驱动下棳选择次要干道布局棳形成了主次干道均衡分布的格局 棬图棽棭暎
暋暋在广州市主要交通干道沙太路沿线分布着众多物流企业棳在沙太路周围棽棸棸旐 范围

内棳有棿棸棾个物流企业棳占到样本总数的棻棸灡椂椆棩棳是全市物流企业分布 密集的地区之

一暎这是因为除物流企业选址对大型交通基础设施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外棳另一个原因是沙

太路接近中心市区棳并且地价较低棳这条南北向的交通干道棳是广货北运的主要通道棳广

州市北向的货物运输占到运输总量的 椃灡椆椂棩棳因而在沙太路周边形成了规模等级不同的

物流企业集聚地暎
棾灡棻灡棾暋物流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服务依赖性棳工业区和商务区是其集聚的主要区域暋进一

步分析物流企业的分布特点棳可以发现广州市物流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两大区域椇一是以

广园东路为核心的黄埔仓储物流集聚区椈二是广州市北部以老城区为核心形成的环状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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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图

斊旈旂灡棻暋斈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斢斸旐旔旍斿斕旓旂旈旙旚旈斻旙斉旑旚斿旘旔旘旈旙斿旙旈旑斍旛斸旑旂旡旇旓旛

图棽暋广州市一级道路缓冲区内物流企业分布图

斊旈旂灡棽暋斈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旍旓旂旈旙旚旈斻旙斿旑旚斿旘旔旘旈旙斿旙旈旑旀旈旘旙旚斻旍斸旙旙旘旓斸斾斺旛旀旀斿旘旡旓旑斿旙旈旑斍旛斸旑旂旡旇旓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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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暎物流业作为现代服务业棳其发展的根本是为生产和商务活动提供物流服务棳因而物流

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对其服务对象的依赖性暎目前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主要依托城市

的主要工业区和商务区棳如环市东商务区暍天河北商务区成为高端物流企业总部和物流高

端增值服务环节的集聚地暍而中心城区和黄埔工业区等棳由于生活和工业生产的旺盛需求

也带动了物流企业的集聚暎
棾灡棽暋典型类型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棾灡棽灡棻暋运输型物流企业的分布特征暋运输型物流企业是指以从事货物运输棳包括货物快

递服务棳并包含其他物流服务的企业暎除了以传统意义上的运输暍快递为主业或基础外棳
还要从客户需求出发棳能够为客户提供门到门暍门到站暍多式联运等现代运输服务棳并建

立网络化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棳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暎在样本企业中棳运输型物流企业共

计棻椆棸棾家棳占到样本总数的 棸灡棿椂棩暎首先棳广州市运输型物流企业分布同样具有中心

城区高度聚集暍其他地区零散分布的特点 棬图棾棭暎其中有椆棻灡棿棽棩的样本运输型企业分布

在中心城区椈椃灡棽 棩的运输型物流企业分布在番禺暍花都暍罗岗和南沙等近郊区棳而分布

在外围县级市的只占样本总数的棻灡棾棾棩暎其次棳运输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对道路暍交

通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加显著暎对广州市区一级道路进行棽棸棸旐 的缓冲区分析棳可知位于

缓冲区内的运输型企业有椆棾棸个棳占全市运输型物流企业的棿椄灡椆棩暎而更多依靠政策优

势打造的物流园区棳凭着优越的交通区位和政策吸引了大量运输型物流企业进驻棳特别是

白云综合物流园暍黄埔国际物流园和芳村综合物流园成为运输型物流企业的重点集聚

区域暎
棾灡棽灡棽暋货代型物流企业的分布特征暋货代型物流企业是接受委托方的委托棳从事有关货

物运输暍转运暍仓储暍装卸等业务的企业暎一方面它与货物托运方订立合同棳同时又与运

输部门签订合同棳对货物托运方来说棳其又是货物的承运方暎目前棳相当部分的货代型企

业掌握各种运输工具和储存货物的库场棳可办理包括海陆空在内的多式货物联运暎棽棸棸椄
年广州市拥有货代型企业棻棽棿 个棳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棳占到全市货代样本企业的

椆棿灡棽椆棩棳其中又以白云暍越秀暍天河和黄埔区的货代企业 多棳分别占到全市货代企业

的棽椆灡椆椂棩暍棽棿灡椂椂棩暍棻椄灡棾棻棩和棻棾灡椃棩 棬图棿棭暎
暋暋白云区是广州市重要的交通枢纽棳境内的交通主干道有京广暍广三和武广电气化等铁

路棳棻棸 国道暍棻棸椂国道暍棻棸椃国道棳京珠暍广佛暍北环暍北二环暍机场高速及华南快速

干线等高速公路棳广花暍沙太暍兴太等省道棳地铁棽号线暍棾号北延长线贯穿区内椈华南

地区 大铁路编组站以及新白云国际机场均坐落区内棳与西部珠江水系共同构成了水陆空

交通网络暎完善的对外交通网络是货代企业集聚与此的重要原因暎越秀区和天河区是广州

主要商务区棳处于城市商业繁华地段暎越秀区是广州老城区和较早的中央商务区棳寸土寸

金暎天河区是广州东进轴线与南拓轴线的交汇点棳具有 暟承西启东暍接北转南暠的中心区

位优势棳近年来许多实力雄厚的物流企业选址在环市东和珠江新城 斆斅斈附近棳出现了高

端物流增值服务环节向中央商务区集聚的趋向棳这种布局模式是物流服务网络发展棳物流

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暎除了市中心的商务区聚集了大量货代型企业之外棳黄埔国际物

流园区则以优越的船运条件棳吸引着国际货代企业的进驻暎
棿暋广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

棿灡棻暋区位和交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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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棾暋广州市运输型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

斊旈旂灡棾暋斈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旓旀旚旘斸旑旙旔旓旘旚斸旚旈旓旑灢旓旘旈斿旑旚斿斾旍旓旂旈旙旚旈斻旙斿旑旚斿旘旔旘旈旙斿旙旈旑斍旛斸旑旂旡旇旓旛

图棿暋不同区域货代型物流企业与运输型物流企业的数量

斊旈旂灡棿暋斘旛旐斺斿旘旓旀旚旘斸旑旙旔旓旘旚旍旓旂旈旙旚旈斻旙斿旑旚斿旘旔旘旈旙斿旙斸旑斾斻斸旘旂旓斸旂斿旑斻旟旓旀斿斸斻旇斸旘斿斸旈旑斍旛斸旑旂旡旇旓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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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广州处于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棳作为珠三角城市群暍华南经济圈暍南中国暘东南亚

区域中心和国家中心城市棳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暎广州是广东省重要的货品集散中心棳也

是华南地区 重要的列车交通中心暍高速公路中心暍港务中心和珠三角的城市快速轨道中

心棳新白云机场为中国南方地区 重要的国际性空港暎同时作为我国国际长途电信业务三

大出口之一棳以及互联网三个核心节点棳广州已成为国际暍国内的信息交换枢纽暎目前良

好的自然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棳吸引国内外许多大型知名物流企业入驻棳广州已成

为广东省内物流旗舰企业 集中的地区棳如棽棸棸椄年联邦快递亚太中心落户广州新白云机

场棳已在黄埔区落户的全国大型物流公司有中联盛物流暍广东省物资集团暍南方物流等

棻棸多家棳大部分公司的注册资金均在棻棸棸棸万元以上暎
暋暋交通因素是吸引物流企业集聚的主要因素暎广州是全国唯一的公路暍铁路暍航空暍海

运暍河运暍信息六大中心聚集的城市棳暟六心合一暠构筑广州得天独厚的网络优势棳为广

州物流业的飞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暎物流企业选址对大型交通基础设施有着强烈的依附

性棳在铁路暍机场暍港口形成了规模等级不同的物流企业集聚圈暎广州港是我国著名亿吨

大港棳目前港口除了开展码头装卸暍堆存暍货运站暍仓储等业务之外棳还形成很多配套产

业棳如货运代理暍集装箱拖车暍穿梭驳船暍三角洲内河支线运输等暎黄埔港作为广州港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棳也吸引着大量物流企业的集聚暎南方航空货运中心已经形成了以广州

为中心棳覆盖全国棳辐射亚洲棳连接欧美澳的航线网络棳其中国内航班频率和航线覆盖面

均居国内航空公司之首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个公司的成立组建是白云区大量物流企业集

聚的重要影响因素暎另外棳铁路暍邮政等发达的网络集成棳也是物流企业集聚得以形成的

客观因素之一暎
棿灡棽暋政策和规划因素

暋暋政府的政策和规划是引发物流企业集聚的重要的导向性因素暎其直接影响是通过物流

中心的规划定位棳引导物流企业的布局取向暎其间接影响体现在通过城市功能定位暍城市

空间拓展来引导工业暍商业等物流需求的变化棳从而间接地引导物流企业布局暎政府通过

预先发布城市规划暍公开政府信息棳可以激发和引导物流企业布局意向棳引导物流企业的

重新选址暎如位于广州南沙的龙穴岛棳原本是南沙区南端万倾沙十六涌边的一个小岛棳现

规划作为南沙保税港区棳已成为广州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重要的物流基地棳已建成棿个集装

箱码头棳南沙国际物流园区和南沙港区工程等正在建设中棳吸引了众多物流企业的入驻暎
根据 暥广州市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暦棳到棽棸棽棸年棳广州将依托新白云国际机场暍南沙港和黄

埔棴萝岗开发区棳建成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南方区域国际现代物流中心暎暟规划暠中还对

三大国际物流园区 棬广州空港暍南沙暍黄埔棭和五个区域物流园区 棬白云暍花都暍荔湾原

芳村地区暍番禺暍增城棭作了总体布局暎这些宏观政策都将促进物流企业向这些区域的进

一步集聚暎
棿灡棾暋经济实力和地价

暋暋物流企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深受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影响棳地区经济整体实力强棳会产

生更多的生产和生活物流需求棳加速物流企业向此类地区集聚椈反之棳大量的物流企业集

聚又会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暎广州市的物流企业明显集中在其中心城区棳特别是集中分布

在经济发达的天河暍越秀等城区棳同这些城区经济发展水平高棳物流市场需求大有直接关

系暎如图 所示棳广州市各区域物流企业数量与其 斍斈斝呈正相关关系暎
暋暋除了地区经济实力外棳地价也是影响物流企业区位的关键制约因素暎物流企业总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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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暋不同区域 斍斈斝与物流企业数量的相关性

斊旈旂灡 暋斣旇斿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旚旇斿旑旛旐斺斿旘旓旀旍旓旂旈旙旚旈斻旙斿旑旚斿旘旔旘旈旙斿旙斸旑斾斍斈斝
高端的物流增值环节棳由于附加值高暍占地少棳加之大城市核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的信

息暍通讯等便利条件棳成为其首选区位暎而大型仓储型和运输型的物流企业棳其业务集结

和中转均需要有大量的土地资源棳与核心区寸土寸金的高地价相比棳地价相对不高的城区

外缘和近郊区成为其选址的 佳区位暎
暋结论

暋暋 棬棻棭广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向心集聚性棳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和外

围县级市棳物流企业数量明显递减椈物流企业沿城市交通主暍次干道呈轴线状分布椈物流

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服务依赖性棳城市工业区和商务区是物流企业的重要集聚区椈
暋暋 棬棽棭物流企业的空间格局是区位暍交通暍政策暍地区经济实力和地价等多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暎区位和交通因素是影响物流企业区位选择的首要条件棳政府的政策和规划是

引导和改变物流企业空间格局的重要的引导性因素椈地区经济实力和地价是物流企业选址

的限制性因素暎
暋暋 棬棾棭从全市范围来看棳应该打造多中心和多轴分布的网络格局棳即引导企业在物流

园区暍商务和商业中心等物流节点聚集棳沿着城市主干道形成物流轴线分布棳从而形成具

有层次性和等级性的物流网络结构椈在微观层面棳要引导企业优化选址棳使其运营成本

小化和效益 大化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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