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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区域差异性与模式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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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升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是发

展农业物流的关键。以湖北省为样本,从内生能力和持续服务能力两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评价

指标体系,以SPSS14.0软件为分析工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北省17个市的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进行了分

层评价和综合评价,并筛选出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规模能力、配套设施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和

政府支持能力。采用聚类分析法,根据农业物流园的服务能力水平,将湖北省17个市划分为5个区域,分析了

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区域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并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提出农业物流园发展模式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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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农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信息交流等功能于

一体的农业物流园,能够保证农产品顺利流通和增

值,它是农业物流的重要节点,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

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农业物流的运行效率。农业物流

园服务能力是指物流园运用资源,通过物流功能的

重新整合,在实现创造客户服务价值的过程中所具

备的对物流的计划、控制及过程实施的能力。当前

关于物流服务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流企业服务

能力的界定、构成与评价等。在企业物流服务能力

的概念界定方面,唐纳德·鲍尔索克斯等[1]认为广

义上的物流服务能力是指物流企业所能满足客户的

物流及其相关需求的能力;张新安等[2]将物流服务

能力定义为物流企业开发和提供满足顾客期望的物

流服务产品的能力。在企业物流服务能力构成要素

与评价方面,马士华等[3]认为基于供应链的物流服

务能力由时间效率要素、信息要素和客户要素构成;

Lai[4]研究了基于企业资源约束下的物流服务提供

商的物流服务能力,并将物流服务分为增值服务、技
术支持服务和促进运输服务;牟宁等[5]面向制造业,
就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能力从运输、仓储、管理、客
户服务、响应、配送、信息化水平7个方面,利用层次

分析法构建了服务能力评价模型。在宏观的区域物

流服务能力方面,Memedovic等[6]认为物流能力指

标主要包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对多

式联运的适应性、贸易便利化、物流服务和管理(软)
基础;徐文彦[7]认为区域物流能力是由区域物流要

素能力、物流企业经营服务能力、区域物流协调能力

3个要素构成;赵启兰[8]研究了大规模定制物流服

务能力,并认为该物流服务能力由技术子能力、市场

识拓子能力、组织管理子能力以及整合子能力四方

面构成。在物流能力与绩效的关联性方面,Joong[9]

研究了电子商务环境下物流能力、物流外包与企业

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物流能力是影响物流绩

效最关键的因素;刘莉等[10]研究发现企业物流能力

中的物流流程能力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显著的影

响,物流柔性能力与物流信息整合能力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较小。目前我国农业物流园的服务能力与农

业发展需要不匹配,如何提高农业物流园的服务能

力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

  农业物流园作为一个系统,它的服务能力受到

来自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2个层面众多因素的影

响。一方面,区域农业物流园产业的规模、结构、配
套设施等内部成长性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农业物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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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农业物流园产业所处的

制度、贸易、社会文化、信息技术等宏观环境也会对

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持续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因此,对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评价可以从

微观层面的内生能力,以及宏观层面的持续服务能

力两方面来进行。其中内生能力是指农业物流园内

部具备的成长性的能力,持续服务能力是指农业物

流园受到外部支撑性因素的影响后,能够保持持续

稳步发展的能力。
为了保证指标的有效性,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

评价指标的选择主要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科学性原

则,指标的选择应具有科学依据,能真实的反映农业

物流园服务能力的水平;第二,系统性原则,对农业

物流园服务能力的评价是一个涵盖多因素的复杂系

统,指标体系力求全面反映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

综合情况;第三,可操作性原则,指标数据应具有统

一的计算和统计口径,易于获取,分析方法便于

应用。
基于以上指标选取的原则,选择了可以直接或

者间接反映农业物流园内生能力和持续服务能力的

23个指标。其中内生能力的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已
运营农产品物流园数量(X1)、在建农产品物流园数

量(X2)、铁路营业里程(X3)、公路总里程(X4)、第
一产业比重(X5)、农林牧渔总产值(X6)、农林牧渔

服务业增加值(X7)、农林牧渔业劳动力(X8)、年末

耕地面积(X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0)、农
业机械总动力(X11)、货物周转量(X12)。持续服务

能力主要的衡量指标包括:互联网用户(X13)、高新

技术总产值(X14)、邮电业务收入(X15)、专利授权当

年累计(X16)、技术改造投资(X17)、固定资产投资

(X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19)、第一产业投资

(X20)、第一产业投资增长率(X21)、第三产业投资

(X2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率(X23)。

  二、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

主成分分析

  1.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本文研究对象涉及湖北省17个市,即武汉、黄
石、十堰、宜昌、襄阳、荆州、荆门、鄂州、孝感、黄冈、
咸宁、随州、恩施、仙桃、潜江、天门和神农架。数据

均来源于以上17个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湖北统计年鉴2010》以及相关政府

网站。
为了防止数据的量纲差异对研究结果产生不利

影响,在主成分分析之前首先用SPSS14.0软件对

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

2.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分层评估

(1)湖北省农业物流园内生能力评估。对湖北

省17个市农业物流园内生能力进行评估。利用

SPSS14.0分析软件对内生能力包含的12个指标进

行KMO(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和Bartlett
球形检验,得到 KMO值为0.655,大于0.5,Bart-
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5,因此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如表1所示

的结果。

表1 内生能力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成份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5.514 45.947 45.947 5.514 45.947 45.947

2 3.240 26.999 72.946 3.240 26.999 72.946

3 1.235 12.295 85.241 1.235 12.295 85.241

4 0.830 4.916 90.157

5 0.559 4.660 94.818

6 0.231 1.928 96.745

7 0.160 1.333 98.078

8 0.107 0.894 98.972

9 0.072 0.599 99.571

10 0.024 0.199 99.770

11 0.023 0.189 99.959

12 0.005 0.041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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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1可知,前3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均大

于1,且累计贡献率达到85.241%,因此提取前3个

因子F1、F2、F3为主成分。计算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
主成份

F1 F2 F3
已运营农产品物流园数量X1 0.607 0.489 0.472

在建农产品物流园数量X2 0.708 -0.289 0.482

铁路营业里程X3 0.526 0.798 0.224

公路总里程X4 -0.081 0.705 0.265

第一产业比重X5 -0.056 -0.814 0.329

农林牧渔总产值X6 -0.111 -0.152 0.964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X7 -0.142 -0.547 0.723

农林牧渔业劳动力X8 0.848 -0.216 -0.182

年末耕地面积X9 0.901 -0.301 -0.16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0 0.676 0.482 -0.274

农业机械总动力X11 -0.201 0.857 -0.336

货物周转量X12 0.348 0.809 0.024

  指标因子在主成分上的载荷越高,表明对该主

成分的解释程度越高。主成分 F1在 X1、X2、X8、

X9、X10上的载荷较大,这5个指标都是反映农业物

流园及农业物流园产业的规模,因此将F1定义为规

模能力因子;F2在 X3、X4、X11、X12上的载荷较大,
这4个指标反映的都是农业物流园建设所需的相关

设施设备,因此将 F2定义为配套设施能力;F3在

X5、X6、X7上的载荷较大,这3个指标反映的都是

农业物流园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因
此将F3定义为结构能力。

通过计算3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的系数,得到

各主成分得分的计算公式,即
F1=0.26X1+0.21X2+0.22X3+0.32X4-0.02X5+

0.41X6 +0.31X7 +0.36X8 +0.38X9 +0.21X10 +
0.36X11+0.15X12

F2=0.27X1-0.16X2+0.44X3-0.05X4-0.45X5-
0.08X6 -0.30X7 -0.12X8 -0.07X9 +0.38X10 -
0.136X11+0.45X12

F3=0.42X1+0.64X2+0.20X3+0.24X4+0.30X5-
0.10X6-0.13X7-0.16X8-0.15X9-0.25X10-0.3X11+
0.02X12

根据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占所有主成分方差

贡献率所计算出的权重加权,即可得出湖北省17个

市农业物流园内生能力的评价公式:
A1=0.539F1+0.317F2+0.144F3
由此可以计算出湖北省17个市农业物流园内

生能力的分层得分以及在各主成分上的得分,如表

3所示。
表3 内生能力及相应主成分得分

地区
规模能力

F1得分
配套设施

能力F2得分
结构能力

F3得分
内生能力

A1得分

武汉 4.587 5.616 1.072 4.587

黄石 -0.725 1.162 0.015 -0.725

十堰 -1.083 0.490 -0.255 -1.083

宜昌 3.214 1.494 1.967 3.134

襄阳 3.724 1.035 0.401 3.724

荆州 3.183 -0.623 -1.955 3.183

荆门 1.302 -1.262 -0.685 1.301

鄂州 -2.067 1.031 0.124 -2.066

孝感 1.004 1.008 -1.105 1.004

黄冈 3.122 -2.681 0.185 3.122

咸宁 -1.465 -1.142 0.728 -1.465

随州 -0.422 -0.135 0.328 -0.422

恩施 -0.298 -1.269 0.513 -0.298

仙桃 -2.186 -1.291 -0.515 -2.186

潜江 -2.545 -1.205 -0.537 -2.545

天门 -2.343 -0.746 -0.229 -2.343

神农架 -3.903 -1.345 -0.251 -3.903

  (2)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持续服务能力评估。采

用和内生能力评估相同的分析方法,对湖北省农业

物流园持续服务能力进行评估,得到 KMO 值为

0.755,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概率为0.000,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并且通过主成分提取分析以及方差

最大正交旋转分析可知:持续服务能力可以提取3
个主成分,即在X13、X15上载荷较高的F4,将其定义

为信息技术能力;在 X18、X19、X20、X21、X22、X23上

载荷较高的F5,将其定义为政府支持能力;在X14、

X16、X17上载荷较高的F6,将其定义为创新能力。
同时得出湖北省17个市农业物流园持续服务能力

的评价公式:

A2=0.533F4+0.339F5+0.124F6

由此计算出湖北省17个市农业物流园持续服

务能力的分层得分以及在各主成分上的得分,如表

4所示。

3.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综合评估

在计算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两个层次得分的基

础上,将各分层能力得分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率作

为权重,计算得出内生能力A1的权重为0.655,持
续服务能力A2的权重为0.345,加权计算出湖北省

17个市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综合得分,如表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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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持续服务能力及相应主成分得分

地区
信息技术
能力F4

政府支
持能力F5

创新能力

F6
持续服务
能力A2

武汉 10.123 0.483 1.711 7.399
黄石 -0.248 0.446 0.322 -0.080
十堰 -0.874 0.301 0.498 -0.537
宜昌 0.582 0.399 1.687 0.650
襄阳 0.775 0.313 1.126 0.525
荆州 -0.002 -0.413 0.578 0.013
荆门 -0.436 -0.698 1.014 -0.167
鄂州 -0.823 -1.313 -0.552 -0.854
孝感 -0.562 0.187 0.797 -0.148
黄冈 -0.273 -0.080 0.678 -0.127
咸宁 -1.143 0.296 0.307 -0.662
随州 -0.849 -1.298 -1.230 -0.956
恩施 -0.616 0.173 -1.535 -0.735
仙桃 -1.044 -1.371 -0.927 -1.057
潜江 -1.190 -0.002 -1.555 -0.926
天门 -1.883 -0.161 -0.561 -1.008

神农架 -1.536 -0.714 -0.956 -1.330

表5 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分层及综合得分汇总表

地区
服务能力

总排名 综合得分

内生能力

排名 得分

持续服务能力

排名 得分

武汉 1 3.768 1 4.587 1 7.399
黄石 10 -0.567 10 -0.725 5 -0.080
十堰 11 -0.949 11 -1.083 9 -0.537
宜昌 2 2.955 4 3.134 2 0.650
襄阳 3 2.939 2 3.724 3 0.525
荆州 4 2.405 3 3.183 4 0.013
荆门 6 0.941 6 1.302 8 -0.167
鄂州 13 -1.769 13 -2.067 12 -0.854
孝感 7 0.721 7 1.004 7 -0.148
黄冈 5 2.325 5 3.122 6 -0.127
咸宁 12 -1.268 12 -1.465 10 -0.662
随州 9 -0.553 9 -0.422 14 -0.956
恩施 8 -0.405 8 -0.298 11 -0.735
仙桃 14 -1.909 14 -2.186 16 -1.057
潜江 15 -2.148 15 -2.545 13 -0.926
天门 16 -2.016 16 -2.343 15 -1.008

神农架 17 -3.271 17 -3.903 17 -1.330

  由表5可知,湖北省17个市农业物流园服务能

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武汉、宜昌、襄阳、荆州、黄冈、荆
门、孝感、恩施、随州、黄石、十堰、咸宁、鄂州、仙桃、
潜江、天门、神农架。

  三、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差
异性和模式选择

  1.聚类分析与区域差异性评价

为深入比较湖北省各市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

区域差异性,本文以内生能力、持续服务能力得分作

为变量,采用SPSS14.0软件对湖北省17个市的物

流园服务能力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如表6所示的湖

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区域分布情况。
表6 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区域分布情况

能力强度 聚类 数量 包含区域

强 Ⅰ 1 武汉

较强 Ⅱ 2 宜昌、襄阳

一般 Ⅲ 5 荆州、黄冈、荆门、孝感、恩施

较弱 Ⅳ 5 随州、黄石、十堰、咸宁、鄂州

弱 Ⅴ 4 仙桃、潜江、天门、神农架

  由表6可知,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由强

到弱可以划分为5大类,各类表现出如下的特点:
(1)Ⅰ、Ⅱ类区域的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最活

跃,但3个城市服务能力不均衡。武汉以3.768的

得分领先于其他两个城市,其内生成长能力与持续

服务能力在湖北也居首位。总的来说,湖北3大圈

即武汉城市圈、宜荆荆物流圈、襄十随物流圈中各有

一个中心城市的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较强,即武汉、
宜昌、襄阳在各自所处的圈域中具有示范作用。这

3个城市在农业物流园的建设上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
(2)Ⅲ类区域的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居中,有待

进一步的提升。从整体看,该类区域的农业物流园

服务能力比较均衡,综合得分和分层得分在湖北省

17个市中均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没有特别突出的

优势。
(3)Ⅳ类区域的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较弱。该

区域5个城市总体优势不足,但在某些方面的优势

十分明显,特别是黄石、十堰和咸宁的持续服务能力

排名比较靠前,通过进一步的扬长避短可以取得较

好的发展。
(4)Ⅴ类区域的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最弱。仙

桃、潜江、天门、神农架4个城市的综合得分和分层

得分排名均靠后,因此提高该区域的农业物流园服

务能力对发展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有着重要的意义。

2.基于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差异性的模式选择

为了更进一步测度湖北省各区域农业物流园服

务能力的差异性,以便选择与之匹配的发展模式,本
文汇总了6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主

要影响因子依次为:规模能力(35.3%),配套设施能

力(20.8%),信息技术能力(18.4%)和政府支持能

力(11.7%),这4个因子对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

能力的贡献率达到86.2%。因此,各区域无论农业

物流园服务能力处于何种水平,要想快速提升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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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湖北省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各因子贡献率

层次

名称Ai 对服务能力的贡献率

主成分

名称Fi 对Ai的贡献率 对服务能力的贡献率

内生成长能力A1 0.655
规模能力F1 0.539 0.353

配套设施能力F2 0.317 0.208
结构能力F3 0.144 0.094

持续服务能力A2 0.345
信息技术能力F4 0.533 0.184
政府支持能力F5 0.339 0.117

创新能力F6 0.124 0.044

  
表8 不同区域物流服务能力得分排名

类别 城市
规模能
力排名

配套设施
能力排名

信息技术
能力排名

政府支持
能力排名

Ⅰ 武汉 1 1 1 1

Ⅱ
宜昌 3 2 3 3
襄阳 2 4 2 4

Ⅲ

荆州 4 9 4 12
黄冈 5 17 6 10
荆门 6 13 7 13
孝感 7 6 8 7
恩施 8 14 9 8

Ⅳ

随州 9 8 11 15
黄石 10 3 5 2
十堰 11 7 12 5
咸宁 12 11 14 6
鄂州 13 5 10 16

Ⅴ

仙桃 14 15 13 17
潜江 15 12 15 9
天门 16 10 17 11

神农架 17 16 16 14

物流园服务能力,都应该着重完善这4种能力。由

于不同区域的城市在这4种能力上的排名如表8所

示各不相同,各区域发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具体的

发展模式完全不同。
按照辐射服务范围的不同可以将物流园划分为

综合性的国际农业物流园,全国性枢纽型物流园,区
域组织型物流园以及城市配送型物流园。结合各

区域农业物流园服务水平以及各区域地理、资源

等特点,对各区域农业物流园模式的选择提出以

下建议:
(1)在Ⅰ、Ⅱ类区域建立综合性的国际农业物流

园。Ⅰ、Ⅱ类区域的规模能力、配套设施能力、信息

技术能力和政府支持能力均较高,且武汉位于湖北

的东部,襄樊和宜昌位于湖北的西部,分别向东西辐

射则可以覆盖全国乃至海外,有较好的地理优势和

交通优势。其次这3个城市生产制造业、商贸流通

业非常发达,物流企业多,物流需求量大,信息化程

度高。因此可以在这3个城市建立综合性的国际农

业物流园,使这3个城市成为湖北农产品流通最重

要的节点。
(2)在Ⅲ类区域建立全国性枢纽型农业物流园。

该区域5个城市均是不同运输方式的重要衔接点,
适宜构建枢纽型的农业物流园。该区域的农业物流

园综合服务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规模能力和信

息技术能力排名靠前,配套设施能力和政府支持能

力排名落后,表明该区域的农业物流园在规模和技

术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实力,能够辐射非常大的范围,
但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因此对

该区域要加大投资,完善配套的设施设备,利用已有

的规模,建立辐射全国的枢纽型农业物流园。
(3)在Ⅳ类区域建立区域组织型农业物流园。

该区域五个城市是湖北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农产品品种多、产量大,且包含了诸多的特色农产

品。但是,该区域的农业物流园综合服务能力处于

中等偏下水平,配套设施能力、规模能力和信息技术

能力排名十分落后,目前还不适合建设大规模的物

流园。该区域的5个城市是连接湖北省与周边省市

的重要通道,因此,可以在该区域建设区域组织型物

流园,实现区域间农产品的流通。
(4)在Ⅴ类区域建立城市配送型农业物流园。

该区域的农业物流园综合服务能力最弱,且4个主

要的能力因子得分均排在末尾,不具备建立大型农

业物流园的优势和条件。现阶段主要建立一些城市

配送型农业物流园,满足本区域农产品流通的需求,
同时向外界输送本区域的优势农产品即可,待到该

区域农业物流园综合服务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时,
再考虑是否要扩大该区域农业物流园的规模。

  四、结 语

本研究立足于湖北省农业物流园的发展态势,
构建 了 区 域 农 业 物 流 园 服 务 能 力 评 价 体 系,以

SPSS14.0软件为工具,通过主成分分析测定湖北省

17个市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得分,然后通过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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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服务能力的区域差异性,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在
武汉,襄阳和宜昌建立综合性的国际农业物流园,在
荆州、黄冈、荆门、孝感和恩施建立全国性枢纽型农

业物流园,在随州、黄石、十堰、咸宁和鄂州建立区域

组织型农业物流园,在仙桃、潜江、天门和神龙架建

立城市配送型农业物流园。本研究还存在如下局限

性:首先,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在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时不能涵盖所有能够反映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

指标;其次,服务能力的研究是基于较长时序的动态

的过程,本文选取的数据对动态性反映不足。未来

的研究将重点关注全国农业物流园服务能力的区域

差异性分析与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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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SpatialVariationandModelChoiceof
ServiceCapacityofAgriculturalLogisticsParks

LIUMing-fei,ZHOUMeng-hua
(SchoolofManagement,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Servicecapacityofagriculturallogisticsparks,whichisplayinganimportantroleinde-
velopingregionaleconomy,isthekeyi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logistics.Inordertounderstand
thestatusquoofservicecapacityofagriculturallogisticsparksinHubeiprovince,thispaperbuildsthee-
valuationindexsystemofservicecapacityfromtwodimensions,includingendogenousgrowingcapacity
frommicroscopicperspectiveandsustainableservicecapacityfrom macroscopicperspective.Adopting
Spss14.0asthetool,thispaperemploys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ocarryoutthelayeredandinte-
gratedevaluationonservicecapacityofagriculturallogisticsparksfrom17citiesinHubeiprovince,and
filtersthemajorinfluencingfactorswhichincludescalecapacity,facilitycoordinationcapacity,informa-
tiontechniquecapacityandsupportingcapacityofgovernment.Thispaperthenusesclusteranalysisto
probeintoitsspatialvariationonservicecapacityofagriculturallogisticsparks,anddivides17citiesin
Hubeiprovinceintofiveareas.Inordertopromotethefuturedevelopmentandincreaseservicecapacity
ofagriculturallogisticsparksinHubeiprovince,thispaperalsoputsforwarddifferenttypesofagricul-
turallogisticsparksfordifferentareas.

Keywords agriculturallogisticsparks;servicecapacity;evaluationsystem;spatialvariation;

model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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