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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物流的主体、客体、载体 3 个维度论证了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 提出了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关系

的概念模型 , 对地区差异条件下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 在同一时段下 , 东部地区物流

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 , 其它因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边际产出有一定的差异 , 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劳

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 在不同时段下 , 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之间有着不

同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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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1 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理论

分析

1.1 物流与物流能力

物 流 是 供 应 链 中 物 质 实 体 从 原 材 料 供

应 商 开 始 , 到 最 终 消 费 者 的 物 理 移 动 , 包 含

供应过程中的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中的物

料 加 工 和 搬 运 以 及 流 通 过 程 中 的 产 品 运 输

和配送 , 是创造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的经济

活 动 , 是 由 物 流 主 体 、物 流 客 体 和 物 流 载 体

构成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1]。

物 流 主 体 是 直 接 参 与 或 专 门 从 事 物 流

活 动 的 经 济 组 织 , 包 括 货 主 物 流 企 业 、第 三

方物流企业、储运企业等。物流主体是供应

链物流渠道起点和终点的联接者 , 在整个物

流活动中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物流主体因

素的集成是现代物流的本质特征。在某一具

体区域范围内 , 物流主体的类型存在差异 ,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区域地理位置、本区域与

其它区域经济的联系以及区域中产业结构、

规模和水平等的差异。与区域经济产业集聚

相类似 , 区域物流也强调物流主体集聚 , 物

流 主 体 在 空 间 上 的 集 聚 有 利 于 促 进 物 流 活

动 的 一 体 化 发 展 , 这 也 是 区 域 物 流 园 区 ( 基

地 ) 、物 流 中 心 、配 送 中 心 形 成 的 客 观 基 础 ,

而 区 域 物 流 园 区 、物 流 中 心 、配 送 中 心 决 定

了整个区域物流系统的空间结构。作为物流

系统基础的主体因素 , 其集中程度及运作能

力是划分区域物流结构层次的主要依据。

物 流 客 体 , 即 物 流 对 象 , 是 一 切 在 物 流

主体之间进行定向循环运动的物质实体。物

流 客 体 种 类 繁 多 、数 量 庞 大 , 每 种 物 流 客 体

都有着不 同 的 形 态 、结 构 、功 能 、用 途 、物 理

特征和度量单位 , 并且由不同的生产者和不

同 的 消 费 者 使 用 。 通 过 物 流 主 体 的 活 动 安

排 , 物 流 客 体 不 断 地 从 供 给 主 体 向 需 求 主

体、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运动。客体运动

是在主体要素的驱使下进行的 , 其运动有一

定的方向性和有序性。

物流载体是保证物流活动有效、协调进

行的基础条件。它涉及铁路、水运、公路、仓

库、场站、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和条件 , 物流

载 体 的 完 善 程 度 和 先 进 程 度 是 一 个 区 域 物

流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物流载体的建设 ,

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行为是不够的 , 构建一

个协调发展、物畅其流的区域物流载体系统

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统筹规划。

物流的主体、客体和载体及其相互关系

构成了物流的总体结构。其中物流主体决定

了物流的组织结构 , 物流客体决定了物流的

品质类型和规模 , 物流载体决定了物流空间

结构。因此 , 一个区域的物流总体结构往往

决定了该区域物流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

物 流 能 力 是 物 流 主 体 利 用 物 流 载 体 完

成物流客体的能力 , 是通过网络设计、信息、

运 输 、存 货 、仓 储 等 的 协 调 以 及 物 料 搬 运 和

包装等活动来实现的[8, 9]。

从宏观层次看 , 物流能力是国民经济的

各 部 门 向 全 社 会 提 供 物 流 支 撑 和 服 务 的 能

力 , 物 流 能 力 的 形 成 、发 展 与 区 域 经 济 的 发

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见图 1。

1.2 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1) 物流能力提高区域经济活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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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平。区域经济的形成是区域特色经济发

展 的 结 果 , 从 全 球 化 的 视 角 来 考 察 , 它 是 全

球经济分工的结果。分工衍生出一系列共生

现 象 : 商 品 化 和 市 场 化 程 度 增 加 , 贸 易 依 存

度、互补性上升 , 内生比较利益增加 , 经济结

构 多 样 化 程 度 增 加 , 产 业 化 程 度 增 加 , 自 给

自足率下降 , 市场集中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

度上升。分工的不断细化客观上要求提高协

作 水 平 , 而 物 流 能 力 的 发 展 , 有 助 于 提 高 协

作效率 , 降低交易成本。

现 代 物 流 加 速 了 物 品 从 起 始 地 向 目 的

地之间的流动 , 能够大大地节约企业的时间

成本。速度经济性 ( economic of speed) 强 调

由生产、流通速度所带来的经济性。现代市

场环境要求能够实现物流的 7Rs: 适当的时

间 ( roght time) 、适 当 的 地 点 ( right place) 、适

当 的 价 格 ( right price) 、 适 当 的 顾 客 ( right

customer) 、适 当 的 产 品 或 服 务 ( right product

or service) 、适 当 的 质 量 ( right quality) 、适 当

的数量( right quantity) 。即把适当的产品、在

适 当 的 地 点 , 以 适 当 的 数 量 、适 当 的 价 格 和

适当的质量 , 按适当的时间提供给适当的顾

客。因此 , 区域物流能力系统运作的效率和

水平 , 对该区域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动

的效率和水平 , 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 2) 物 流 能 力 带 动 区 域 产 业 结 构 升 级 。

区域物流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 , 无论达到

什 么 样 的 发 展 水 平 , 都 存 在 相 应 的 产 业 结

构。汪鸣、冯浩 [2]在其《我国物流业发展政策

研 究 》一 书 中 , 对“物 流—复 合 产 业 ”的 概 念

进行了系统分析。文中指出 : 所谓物流业是

复 合 产 业 , 系 指 既 具 有 局 部 的 独 立 产 业 形

态 , 如第三方物流企业、运输业等 , 又在整体

上 具 有 以 共 同 使 用 的 技 术 为 媒 介 的 多 个 产

业交叉和融合的特殊产业形态 , 如货主物流

业。物流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会对区域产业经

济产生一定的前向效应、后向效应和旁侧效

应 [1]。物流产业的发展将促进物流装备制造

业 、物 流 系 统 业 、物 流 新 工 艺 和 新 技 术 的 发

展 , 提 高 物 流 活 动 的 效 率 , 促 进 物 流 产 业 优

化 , 潜在地增进经济和社会机会 ( 前向效应 ,

从物流能力主体的视角 ) 。物流能力的发展

将带动公路、铁路、仓储、通讯等区域物流业

的 发 展 , 进 而 拉 动 对 钢 铁 、煤 炭 和 制 造 业 的

需 求 ( 后 向 效 应 , 从 物 流 能 力 载 体 的 视 角 ) 。

物流能力的发展将对所有区域的商业、供销

等行业中的物流活动产生经济影响 , 提高区

域 内 各 类 经 济 活 动 的 效 率 ( 旁 侧 效 应 , 从 物

流能力客体的视角) 。由此可见 , 物流能力对

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

( 3) 物 流 能 力 形 成 区 域 经 济“增 长 极 ”。

按 照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增 长 极 ”理 论 [3], 目 前

区 域 性 的 物 流 园 区 ( 基 地 ) 已 经 成 为 区 域 经

济的“增长极”。区域性物流园区( 基地) 的形

成和发展过程具有人力资源迅速聚集、支柱

产业迅速形成、资金迅速聚集的特点。物流

园区 ( 基 地 ) 的“增 长 极 ”作 用 主 要 体 现 在 对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的 带 动 效 应 和 改 造 传 统 产 业

的辐射效应。物流园区( 基地) 高水平的物流

能力 , 能够带动区域内上下游产业及其关联

产业的发展。

2 我国区域物流能力现状

2.1 东、中、西部地区物流客体状况

一 个 地 区 的 物 流 客 体 状 况 直 接 反 映 了

该地区的物流服务需求水平 , 可以用该地区

社 会 商 品 库 存 总 量 、对 外 贸 易 量 、社 会 商 品

零售总额、全社会货物周转量描述。我国中、

西部地区的上述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见 , 西部地区的物流总量占全

国物流总量的比例不足 20%, 中部地区物流

需求总量也明显偏低 , 这与西部地区丰富的

矿 产 资 源 , 已 成 为 全 国 重 要 的 能 源 、原 材 料

基地的地位不适应。

2.2 东、中、西部地区物流载体状况

一 个 地 区 的 物 流 载 体 状 况 可 以 由 该 地

区的交通运输仓储业、批发零售贸易业的基

本 建 设 投 资 和 更 新 改 造 投 资 情 况 从 侧 面 反

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上述统计数据如

表 2、表 3 所示。

由表 2、表 3 可以看出 , 西部地区物流基

础 设 施 和 更 新 改 造 投 资 水 平 远 低 于 东 部 和

中部地区 , 尤其是批发零售贸易这个体现地

区贸易发展和配送水平的指标 , 西部地区不

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5%。

3 区域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3.1 区域物流能力的度量

物流能力的度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从

宏观层面上衡量区域内物流能力时 , 必须考

虑物流能力的主体、客体、载体 3 个维度。谭

清美等 [4]将货物周转量和旅客周转量统一为

一个物流当量的指标 , 用其来描述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物流能力 , 缺乏对物流能力载体状

况的描述。本文选用货物周转量、旅客周转

量 、仓 储 和 批 发 零 售 贸 易 量 3 个 指 标 , 并 将

其统一为物流当量指标 , 用来反映一个地区

的物流能力状况。

3.2 区域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 1) 模型与方法。基于对结构主义的经

济 增 长 模 型 的 分 析 [5], 根 据 总 量 生 产 函 数 可

构造计量模型如下 :

yit=!i+"1lit+"2fit+"3rit+#it

其中 , y 为国内生产总值 ; l 为物流能力 ;

f 为资本存量 ; r 为从业劳动力 ; # 为其它项 ,

区域科技·经济·社会

161



科技进步与对策·10 月号·2006

用 来 描 述 技 术 进 步 等 影 响 因 素 ; i 为 省 份 ; t

为年份。

由于模型包括了时序数据和截面数据 ,

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 , 可能会存

在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 , 所以本文拟采用广

义最小二乘法。

模型中所使用的变量说明如下 :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取 值 为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影

响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 资本存量的数据 ,

用 剔 除 价 格 影 响 的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来 代 替 [6];

物流能力变量由于涉及到不同的能力组成 ,

本文用物流当量来描述 , 物流能力=货物周

转量+货物周转当量。货物周转当量是旅客

周 转 量 相 当 于 货 物 周 转 量 的 量 与 批 发 零 售

贸易量相当于货物周转量的量的总和。

为了确定一个地区的货物周转当量 , 需

要先分析旅客周转量和货物周转量、仓储批

发 零 售 贸 易 量 和 货 物 周 转 量 之 间 的 相 关 关

系, 并确定其相关模型, 依据模型将旅客周转

量、批发零售贸易量折算为货物周转当量。

以贵州省为例 , 对 1978～2003 年货物周

转量( F) 和旅客周转量( P) 的统计数据( 见表

4) , 进行回归分析 , 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为 :

F=- 73.941+5.1025P- 0.0298P2- 0.000072P3

R2=0.965

将 历 年 的 旅 客 周 转 量 代 入 回 归 方 程 可

以折算为货物当量 , 结果如表 1 中第 4 列所

示。同样可以将仓储批发零售贸易量折算为

货物当量 , 并将货物周转量与两项货物当量

相加 , 结果即为该区域物流能力。

( 2) 同一时段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的影

响。对于模型yit=!i+"1lit+"2fit+"3rit+#it, 结合各个

区 域 的 统 计 数 据 可 以 分 别 得 到 广 义 最 小 二

乘回归方程为 :

lny 东 =10.581 +0.00067l 东 +0.00019f 东 +

0.000027r东+0.076t东 ( 3)

lny 中 =8.414 +0.00045l 中 +0.00059f 中 +

0.000082r中+0.070t中 ( 4)

lny 西 =10.073 +0.00018l 西 +0.00019f 西 +

0.000010r西+0.029t西( 5)

由回归方程( 3) 、( 4) 、( 5) , 可得:

1
yi

dyi

dt
="1i

dli

dt
+"2i

dfi

dt
+"3i

dri

dt
+#iti i=

东、中、西

物 流 能 力 对 区 域 经 济 影 响 的 差 分 形 式

为 :

Cli ="1i × $li÷
$yi

yi
! "

i=东、中、西 ( 6)

表 5 是 关 于 不 同 地

区 物 流 能 力 对 经 济 影 响

的估计结果。

从 表 5 中 可 以 看

出 , 东 、中 、西 地 区 物 流

能 力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作用有很大的差异 , 单从国内生产总值与物

流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 东部地区物流能力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较 大 , 其 边 际 产 出 系 数 为

0.00067, 而西部地区最 小 , 其 产 出 系 数 为

0.00018。

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角 度 来 看 , 东 部 地

区 , 尤 其 是 长 三 角 和 珠 三 角 地 区 , 随 着 制 造

业集聚化的发展 , 物流运作成本的高低日益

成 为 企 业 乃 至 整 个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的 关 键 因

素。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下 , 物

流园区( 基地) 建设初具规模 , 物流能力和资

本 存 量 因 素 、人 力 资 本 因 素 相 比 , 成 为 带 动

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中部地区物流能

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显著 , 但与东部地

区相比 , 由于受近几年的“物流热”中片面强

调和夸大“第 三 利 润 源 ”以 及“物 流 冰 山 ”降

低成本的潜能的影响 , 在物流资源过剩或利

用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 盲目投资发展新的物

流主体 , 违背了物流主要靠资源整合而发展

的宗旨 , 从而降低了物流效率。而对于西部

地区 , 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很明

显 , 仍 然 主 要 依 赖 于 劳 动 力 的 投 入 , 其 劳 动

力 边 际 产 出 系 数 为 0.0010, 中 部 地 区 为

0.00082, 而东部地区为 0.000027。

( 3) 不同时段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的影

响。根据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定量描

述 ( 6) 式 , 可 以 计 算 不 同 时 段 物 流 能 力 对 区

域经济的影响。为了减少计算量 , 本文分别

从东部、西部地区选择一个省份进行计算分

析 , 结果如表 6、图 2 所示。

由 表 6、图 2 可 见 , 1980～2003 年 , 广 东

省( 东部地区) 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45.31%, 而同期贵州省( 西部地区) 物流能

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8.74%, 广东省是

贵州省的 5 倍多; 1980～1985 年的“六五”时

期, 改革开放为区域物流的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政策环境, 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物流

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了 30%以上 , 而

西部地区由于物流系统落后, 物流能力较差,

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增长只有不到 10%。

1986～1990 年 , 物流能力对广东省经济增长

的影响达到 40.95%。由于受经济实力限制 ,

在此阶段, 西部地区物流系统建设缓慢, 受经

济不均衡发展的影响, 大量投资和优秀人才

往东部地区转移。贵州省 1986～1990 年物流

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为 5.31%。1991～

1995 年 , 广东省物流基础建设力度加大 , 物

流公司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一

定的发展, 促使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达到了 52.47%, 东部地区的经济实力进一步

加强; 同期相比, 贵州省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 仅为 6.32%。

1996～2003 年 , 东部地区各产业投资进一步

加大 , 产业结构升 级 加 快 , 信 息 化 推 动 下 的

1980~198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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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

0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3

东部( 广东省) 西部( 贵州省)

图 2 不同时段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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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造 业 得 到 了 长 足 发 展 , 区 域 经 济 显 著 增

长 , 物流系统建设的规模、水平不断提高 , 但

由于大量低水平重复投资的存在 , 物流能力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为 39.46%; 而同期的

西 部 地 区 , 在 国 家 西 部 大 开 发 战 略 的 指 引

下 , 进 一 步 加 大 各 产 业 投 资 规 模 , 物 流 基 础

设 施 和 物 流 信 息 化 建 设 得 到 了 各 个 地 区 政

府的普遍重视 , 物流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和改善 , 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了

17.44%。

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物流能力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 东部地区在

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 必须改变传

统的“大 而 全 、小 而 全 ”的 小 生 产 意 识 , 在 现

代分工理论的基础上 , 进行物流资源的有效

整合 , 基于供应链的理念运作地区物流 , 加

强产业物流和物流服务的合作 , 加强物流系

统的信息化建设。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强化政

府 引 导 , 改 善 投 资 环 境 , 加 强 物 流 基 础 设 施

建设 , 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 文 从 物 流 的 主 体 、客 体 、载 体 3 个 维

度论证了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 提出

了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关系的概念模型。针

对物流能力的地区差异 , 研究了同一时段、

不同时段下物流能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结

果 表 明 , 在 同 一 时 段 下 , 东 部 地 区 物 流 能 力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大 于 中 、西 部 地 区 , 其 它

因 素 在 不 同 地 区 之 间 的 边 际 产 出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劳动力投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 在不同时

段下 , 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东、西

部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 ,“八五”时

期 , 东部地区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

到了 50%以上 , 而同期西部地区的影响不足

10%;“九 五 ”时 期 以 后 , 东 部 地 区 物 流 能 力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降 , 而西部地区受惠于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规

模加大 , 物流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快速提

高 , 但物流能力总量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物 流 能 力 的 综 合 性 、系 统 性 特 点 , 决 定

了 物 流 能 力 建 设 不 是 一 蹴 而 就 的 。 长 期 以

来 , 由 于 受 计 划 经 济 体 制 的 影 响 , 物 流 系 统

中 的 各 职 能 分 别 被 不 同 的 机 构 和 行 政 部 门

所管理 , 造成在我国物流服务总量迅速发展

的同时 , 物流费用也快速增长。2004 年 , 我国

物 流 成 本 占 GDP 的 比 重 为 21% , 美 国 为

9%。物流成本占第一、二产业的比重 , 美国

为 43%, 我国为 31%, 经 济 运 行 中 物 流 的 含

量我国远比美国低。在物流成本的构成中 ,

我国物流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 15%, 美国只

有 3.8%, 而从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来

看 , 美国运输成本占 63%, 我国占 50%左右 ,

反映了我国物流水平较低的现状。

各 地 政 府 已 经 意 识 到 物 流 能 力 对 于 经

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 大力倡导区域性物流园

区( 基地) 建设。但针对东、中、西部地区不同

的 物 流 能 力 现 状 以 及 物 流 能 力 对 经 济 影 响

程 度 的 差 异 , 在 制 定 发 展 规 划 时 , 应 从 以 下

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

4.1 宏观层面的政策措施

( 1) 破除行业、地区分割 , 对物流进行系

统规划。物流能力的形成涉及到物流主体、物

流客体、物流载体 3 个维度的整合, 但在我国

经济领域中, 部门分割( 如铁路运输和公路运

输管理的部门分割) 、地区分割的问题是阻碍

物流系统功能发挥的主要原因。各地政府在

进行物流规划 , 尤其是物流园区 ( 基地 ) 建设

时, 必须把物流作为一个系统, 统筹考虑[7]。

( 2) 加强对物流领域的投入。发展现代

物流, 首先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完善。一

直 以 来 , 我 国 对 物 流 基 础 设 施 、物 流 机 械 设

备、物流设施面积的投入严重不足, 尤其是西

部地区 , 物流总量偏低 , 物流基础设施落后 ,

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物流增长的需要 , 使西

部 地 区 丰 富 的 自 然 资 源 难 以 形 成 良 好 的 效

益, 流通停留在低层次的数量扩张上。

( 3) 加强政策引导 , 鼓励物流发展。政府

应从政策上给予物流产业支持与鼓励。2004

年国家九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我国现

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 北京市已经完成了

“北 京 市 综 合 物 流 系 统 规 划 研 究 ”; 沈 阳 在

“十五”规划中全方位融入现代物流 ; 作为华

北和环渤海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的天津市 ,

把发展物流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措施 ,

并编制了《天津市现代物流发展纲要》; 作为

全 国 经 济 、贸 易 、金 融 中 心 以 及 航 运 中 心 的

上 海 市 , 在《上 海 市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纲 要 的 报 告 》中 , 把 现 代 物

流 同 生 物 医 药 、新 材 料 、环 境 保 护 列 为 上 海

市四大新兴产业 ; 深圳市则把现代物流与高

新技术和金融并重 , 作为跨世纪经济发展目

标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政策引导在现阶段

是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西 部 地 区 应 该 尽 快 出 台 鼓 励 物 流 产 业 发 展

的政策和法规 , 逐步建立和完善商品物流业

的 法 规 和 规 章 制 度 , 制 定 物 流 市 场 经 营 规

则 , 使物流业务活动有法可依。

4.2 微观层面的运作协调

( 1) 加 强 企 业 之 间 的 合 作 , 促 使 区 域 内

物 流 业 整 体 协 调 发 展 。 区 域 内 货 源 的 重 叠

( 例如深港澳物流业发展过程中的三地货源

几乎完全重叠) , 必然导致区域物流产业的

激烈竞争。各个地区必须在科学管理及规划

的前提 下 , 改 变 传 统 的“大 而 全 、小 而 全 ”的

小农生产意识 , 在现代分工理论的基础上 ,

进行物流资源的有效整合 , 建设物流园区 ,

加 强 物 流 系 统 的 信 息 化 建 设 , 通 过 信 息 互

动、资源共享 , 搭建起物流一体化平台。通过

物流资本市场和投资领域的合作 , 强化东、

西 部 地 区 之 间 物 流 管 理 、 技 术 的 合 作 与 交

流 , 高 效 率 开 发 西 部 丰 富 的 自 然 资 源 , 提 高

西部地区经济活动的效率。通过建设现代物

流系统 , 实现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 2) 进行多式联运 , 组建物流服务联盟。

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 而

是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前 提 和 必 要 条 件 。 建 立 铁

路、公 路 、航 空 部 门 的 联 运 、联 盟 , 不 仅 有 助

于物流合理化及社会资源的节约 , 而且有利

于相互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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