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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邮轮旅游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显得尤其

重要。抓住疫情带来的转型机遇，在邮轮建造、邮轮航

线规划等方面不断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

承文化基因，打造国际一流邮轮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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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港口物流是港口与周边腹地之间联系的纽带，对推动现代港口建设和腹地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研究腹地

经济对港口物流的影响，以上海港为例，选取了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 2010-2019 年上海港港口物流与腹地地区经济

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计算。结果表明，上海港的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其中，腹地进出口总额、

第一产业和工业对港口物流的影响较大；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三产业对港口物流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弱；不同腹地地区经济

与港口物流的关联程度的差异受地理位置、地区特色和地方政策导向的作用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发展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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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腹地紧密联系，腹地是港口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港口作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对拉动腹地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四五”规划

中提出，要促进我国港口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加强港产

城融合发展，沿海腹地与内陆腹地融合发展。而港口物

流就是目前发展的重点。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分析港口物流

与腹地经济的关系。港口物流对腹地经济的影响方面，

丁井国等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计算分析，认为港口的发展

对腹地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拉动 [1]；安萌采用引力模

型与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青岛港研究分析，发现内陆腹地

经济的发展与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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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 [2]；崔宏凯等基于长江经济带三大都市圈的面板

数据分析得出，物流业正向促进地区 GDP 增长 [3]。港

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方面，李谭等采用 DEA 模

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表明地区的差异一定程度影响

着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的协同发展 [4]；董晓菲等在对双

港驱动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的探究显示，港口与腹地经济

的协同度受腹地中心城市和地方政策的影响较大 [5]；季

磊借助 VAR 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了广义港口与狭义港

口与经济腹地的协同效应程度不同的结论 [6]。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中多集中在其协同模型的

构建和相互影响方面，但由于港口和腹地协同发展的作

用方式及影响程度会出现交叉与不完全重叠，难以用一

对一的系数精确衡量其相关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选用

灰色关联分析法，采取多对一的方式对同一系列指标的

不同影响因素的关联性进行测度与对比。上海港作为最

大的枢纽港口，不仅在对外国际贸易发展上发挥着巨大

作用，而且对内带动地区发展有重要影响，值得作为研

究对象。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

选取了 2010-2019 年相关数据对了上海港的腹地经济对

港口物流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对象

上海港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前端，濒临东海，以我

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市为依托，是我国重要的贸易

枢纽，也是世界最大的国际港口之一。在“一带一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动下，上海港快速发展，

尤其是集装箱海运业务近年来发展迅猛，其全年的集装

箱吞吐量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

上海港的直接腹地为长三角地区，根据 2019 年底

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

角的地区范围扩展到“三省一市”，即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和安徽省，全域共 35.8 万平方公里。基于上海

港腹地广阔，本文从腹地的两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一方

面研究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对上海港港口物流的影

响；另一方面，具体到长三角各地区，探究其三省一市

的经济发展对港口物流的影响程度。

1.2 灰色关联分析概述

1.2.1 确定分析序列

分析序列可以分为：①参考序列，是用于反映

整体特征与发展趋势的数据序列（因变量）。设参考

序列为 ；②比较序列，是影

响整体变化的数据序列（自变量）。设比较序列为

。

1.2.2 原始数据的去量纲处理

由于大多数研究选取的指标间的量纲不同，故需

要在实证分析进行去量纲处理，本文采用了初值化的方

法，具体为：

1.2.3 求解序列

将去量纲后的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作差，得到序

列 。将其最

大值记作 ，最小值记作 。

1.2.4 计算关联系数

关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为分辨系数，通常位于 [0, 1]，本文取 =0.5。

1.2.5 计算关联度

计算关联程度的公式为：

越接近 1 相关性越强。本文记 r 处于① (0,0.35]

为弱关联；② (0.35, 0.65] 为中等关联；③ (0.65, 0.9] 为

次强关联， 为强关联 [8]。

1.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参考相关的文献资料后，本文结合上海港的实

际情况构建了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 1），同时选取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两个指标

来代表上海港港口物流水平。货物吞吐量可反映港口生

产、容纳货物的规模，集装箱吞吐量能体现出港口周转

运输的能力，二者都是衡量港口物流的重要指标。腹地

经济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

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进出口总额。由于上海港

的主要经营货类包括煤炭、金属矿石、钢材、机械设备等，

本文新增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两项

经济指标，以进一步探究腹地经济对港口物流的具体影

响。研究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江苏统计年鉴》和《安徽统计年鉴》的 2010-2019 年

间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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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 指标

港口物流

货物吞吐量（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万 TEU）

腹地经济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工业增加值（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 上海港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的关联性分析

进行去量纲处理后，分别以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和

集装箱吞吐量作参考序列、长江三角洲腹地经济指标做

比较序列进行关联度计算并排名（详见表 2）。

表 2  港口物流量与腹地经济指标的关联度与排名表

指标 货物吞吐量 排名 集装箱吞吐量 排名

地区生产总值 0.690 5 0.687 5

第一产业增加值 0.778 2 0.824 2

第二产业增加值 0.759 4 0.786 4

第三产业增加值 0.626 7 0.607 7

工业增加值 0.771 3 0.804 3

进出口总额 0.890 1 0.920 1

固定资产投资 0.633 6 0.616 6

关联度反映了经济指标对港口物流的影响程度。

通过两组关联度比较与排名可以看出，腹地长江三角洲

经济指标对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的关联度

排序相同，均为进出口总额 > 第一产业增加值 > 工业增

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 地区生产总值 > 固定资产投

资 > 第三产业增加值。

结果表明，腹地经济相关各项指标与港口物流的

灰色关联度均大于 0.6，说明上海港的港口物流与腹地

经济发展间联系较为紧密。其中，整体腹地进出口总额

对港口物流的影响最大，与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

的关联度分别为 0.890 和 0.920，表明长三角地区在“一

带一路”的建设下，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港口

物流，尤其是集装箱中转业务的发展。其次，第一产业

增加值和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增加值对港口物流的影响较

大，说明长三角地区的农业和制造业、新兴产业等工业

的发展对港口物流量的贡献度很大。总体来看，港口吞

吐量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关联度最小

（均小于 0.65），说明第三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港口

物流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其互动发展有待提升。

3 上海港港口物流与腹地各地区经济的关联性分析

表 2 数据表明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与腹地经济的关

联程度较货物吞吐量更强，故本文进一步选取上海港集

装箱吞吐量代表港口物流作为参考序列，以腹地三省一

市各地区的 7 项经济指标作为比较序列进行关联度计算

（结果见表 3）。

表 3   港口物流与三省一市经济指标的关联度表

指标 上海 浙江 江苏 安徽

地区生产总值 0.815 0.778 0.735 0.683 

第一产业增加值 0.860 0.926 0.845 0.851 

第二产业增加值 0.945 0.856 0.816 0.712 

第三产业增加值 0.716 0.702 0.652 0.633 

工业增加值 0.949 0.869 0.832 0.712 

进出口总额 0.919 0.934 0.940 0.677 

固定资产投资
0.956 0.635 0.684 0.656 

结果表明，腹地三省一市的地区经济与港口物流

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但在细分的指标中不同地区的

关联度各有参差。腹地经济对港口物流影响程度按从高

到低顺序分别是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上

海市作为上海港的核心腹地，占据地理优势，而浙、苏

二省与上海接壤，港口间合作往来与物流运输较安徽地

区更为方便，对上海港港口物流推动作用较大。上海港

的固定资产投资与港口物流关联度达 0.956，工业增加

值与其关联度达 0.949，反映港口周边的临港装备产业

区、工业园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表明港口物流

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完备的基础设施作支撑。浙江省以其

民营经济和海洋经济优势，其第一、二产业发展和进出

口总额对上海港港口物流的拉动较为明显，但与固定资

产投资的关联性在三省一市中最弱。江苏省在政府推动

下，在其多个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区域众多江港联动发

展，物流运输上与上海港对接共同发展，其进出口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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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港口物流的关联性比其他三个腹地都强。而安徽省在

2019 年底全域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后，正

以其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特色制造进行产业升级，上海港

的物流辐射对其第一产业的影响较为明显。综上，港口

物流与腹地不同地区经济的关联性除受地理位置差异影

响外，还与地区特色和政策导向相关。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以上海港为例，研究

腹地经济对港口物流的影响，证明了上海港的港口物流

与腹地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紧密。其中，腹地进出口总额、

第一产业和工业对港口物流的影响较大；固定资产投资

和第三产业对港口物流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弱；不同腹地

地区经济与港口物流的关联程度的差异受地理位置、地

区特色和地方政策导向的作用明显。为促进上海港港口

物流与腹地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笔者基于实证分析结

果提出以下建议。

4.1 加强与地区企业合作，延伸港口物流产业链

优化港口企业规模，积极与地区企业合作，使部

分物流功能产业化，以提高货物整体供应链效率，也为

物流运输需求的不断增长提供支撑 [9]。企业也可充分利

用其物流人才和高新信息技术，推动港口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来吸引更多的货源与外商投资。如近年建成的

上海洋山港四期，其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运营业绩显著，

且有助于增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集聚辐射。

4.2 提升物流运输效率，重视临港新片区发展

为提高上海港的物流运输效率，需要加强基础设

施大型化建设，丰富集装箱港口前沿卸装业务，优化各

码头连续泊位的分配，改善集疏运体系，以弥补原港口

航道水深不够的缺陷带来的港口拥堵问题。加大临港新

片区的投资力度，着重发展制造业等工业，加速临港产

业集聚，进而增大临港码头的物流量，同时可以带动周

边旅游、商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与港口

物流的协调发展。

4.3 加强地区和港口群的合作，促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

上海港作为长三角地区龙头港口，要以《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为导向，加强与长三角

港口群的合作联动，根据自身特色，制定发展战略，整

合并推动资源共享，达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与此同

时，推进疏港铁路建设和江海联运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促进长江地区一体化发展。

4.4 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升港口国际竞争力

加强自贸区的港口物流区建设与管理，包括港口

保税仓储中心、展销中心、免税购物中心等，以此拓展

物流增值服务能力 [10-11]。创新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打

造专业化服务体系迎合越来越高的货运要求。鼓励港口

航运企业采用多种形式更紧密地合作，配合长三角地区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协同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以此吸

引更多的国际航运要素聚集，促进了国际合作贸易往来，

进一步提升了港口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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