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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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ｉｓｅｒ　ｍｅｙｅｒ　ｏｌｋｉ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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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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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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６　Ｘ１＋０．２１　Ｘ２＋０．２２　Ｘ３＋０．３２　Ｘ４－０．０２　Ｘ５＋

０．４１　Ｘ６ ＋０．３１　Ｘ７ ＋０．３６　Ｘ８ ＋０．３８　Ｘ９ ＋０．２１　Ｘ１０ ＋
０．３６　Ｘ１１＋０．１５　Ｘ１２

Ｆ２＝０．２７　Ｘ１－０．１６　Ｘ２＋０．４４　Ｘ３－０．０５　Ｘ４－０．４５　Ｘ５－
０．０８　Ｘ６ －０．３０　Ｘ７ －０．１２　Ｘ８ －０．０７　Ｘ９ ＋０．３８　Ｘ１０ －
０．１３６　Ｘ１　１＋０．４５　Ｘ１２

Ｆ３＝０．４２　Ｘ１＋０．６４　Ｘ２＋０．２０　Ｘ３＋０．２４　Ｘ４＋０．３０　Ｘ５－
０．１０　Ｘ６－０．１３　Ｘ７－０．１６　Ｘ８－０．１５　Ｘ９－０．２５　Ｘ１０－０．３　Ｘ１１＋
０．０２　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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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