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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苏州市绿色物流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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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环境的关注越来越多，传统物流有着能耗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缺点，因此发展

绿色物流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本文通过 SWOT 分析法，对苏州市绿色物流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再结合层次分析法

（AHP）进行定量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发挥经济优势、培养人才、政策扶持、整合资源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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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双碳”战略的不断推进显现了发展现代绿色物

流的必要性。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淘宝、京东等电子

商务平台的出现和发展，物流行业迎来了长足的进步，

成为苏州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助力。但当前苏州市绿色

物流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物流包装、运输等过程给

绿色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苏州市作为“中国

快递示范城市”，发展绿色物流是十分必要的。

2 苏州绿色物流发展的 SWOT 分析

2.1 优势分析（S）

2.1.1 交通条件便利（S1）

交通条件便利是一个地区物流得到发展的基本要

素，截至 2020 年，苏州公路总里程达 11741.8km，其中，

高速公路 614.5km，一级公里 1981.7km；内河航道通航

里程 2786.4km [1]；苏州市内拥有四座火车站：苏州、苏

州北、苏州园区以及苏州新区站。发达的交通网络，给

苏州市绿色物流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动力。便利的交

通条件，是苏州市绿色物流发展的重要优势。

2.1.2 区位优势明显（S2）

苏州是江苏省地级市，地处中国华东地区，东傍

上海，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长江 [2]，常住人口

1274.8 万人，是江南地区的经济重镇；苏州市气候温和，

风景秀丽，文化底蕴深厚，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优异的区位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不断发展的科学

技术，促进了苏州市现代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2.1.3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S3）

苏州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21 年苏州经济运

行情况新闻发布稿》中写道，2021 年苏州市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达 22718.34 亿元，比上年增长 8.7%，其中；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655.8 亿元，增长 8.1%。苏州市全年

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位列江苏省首位。由上述数据可知，

苏州市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占比不断攀升，产业结构转

型发展，绿色物流在未来必然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2.2 劣势分析（W）

2.2.1 专业人才缺失（W1）

人才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优秀的人才能

够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地动力 [3]。苏州市目前仅有苏州

大学一所 211 大学，且并未开设专门的“绿色物流”专

业，仅有“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等相近专业。

2.2.2 绿色物流观念淡薄（W2）

近年来，国家和政府不断推进绿色环保和生态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尽管如此，目前国内绿色物流的观念仍

未普及，许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绿色物流 [4]；大部分企

业并没有意识到绿色物流的重要性，认为其只是存在于

口头上的概念。不会给行业带来经济效益和未来的发展

空间。

2.2.3 绿色物流发展时间较短（W3）

绿色物流是由国外学者在上世纪 90 年代所提出。

与国外相比，国内绿色物流才刚刚起步，在发展绿色物

流所需要的经验、技术等方面比较落后，例如在规划物

流路线时，采用 GPS、GIS、EDI 等先进的物流技术 [5]，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实时分析道路交通情况，避免配送不

及时运输成本高的缺点。

2.3 机会分析（O）

2.3.1 国家政策支持（O1）

为了更好地发展现代物流业，政府出台了许多政

策，例如：2016 年 3 月交通部颁布的《交通运输科技

“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

绿色物流； 2021 年 3 月商务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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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发布的《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

见》提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等等。

2.3.2 国际主流发展趋势（O2）

绿色物流作为现代的物流形式，目的就是为了降低

对环境的破坏，这与国际上的主流理念相符合，是未来

物流业的发展趋势。美国在《国家运输科技发展战略》

中提出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目标；欧洲货

代组织也不断推进绿色物流在欧洲的发展，制订了相关

政策等 [6]；可以看出，绿色物流是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主

流趋势。

2.3.3 市场潜力大（O3） 

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335.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9.2%，两年年均增长 6.2%。2021 年物流

业总收入 1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1%。国内经济平稳

增长，带动了物流业的发展与扩张，在整体物流业欣欣

向荣发展的背景下，绿色物流具有广阔的市场。

2.4 挑战分析（T）

2.4.1 行业鱼龙混杂（T1）

国内绿色物流发展时间尚短，许多企业打着绿色物

流的旗号，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是为了骗取国

家政策支持的补助；而有些企业，由于技术和经验的缺

失，在发展过程中亏损，最终破产，这使得一些小企业

不敢发展绿色物流；行业水平参差不齐，阻碍了绿色物

流的发展。

2.4.2 国外企业进入（T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经济水平的不断

提高，一些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看重国内潜力，纷

纷进入中国市场，如 DHL、UPS、TNT 等知名企业 [7]。

相比之下，国内企业还存在着技术落后，管理不健全等

现象；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进一步的加大。

2.4.3 环境污染日益恶化（T3）

许多企业通过对环境造成伤害的方式换取高额利

润，这一问题在物流业更为突出，物流运输过程中，车

辆会排放大量尾气，对环境造成污染，许多大型货车选

择在夜晚运输，带来了一定的噪音污染；在物流包装过

程中，使用大量一次性塑料包装袋，使用完后便随手丢

掉，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包装污染。我国目前大力提倡生

态环保的理念，物流业对环境的破坏是制约其进一步发

展的极大的因素。

3 AHP 分析

3.1 AHP 评价体系构建

根据上文建立如图 1 所示的层次结构图。

图 1 层次结构图

3.2 各要素权重确定

各要素权重采用传统的 “1-9”标度法，不同因素

两两比较相对重要性从而实现从定性向定量的转化。

通过问卷调查、结合文献以及专家意见，构建如表

1 所示的判断矩阵。

表 1 准则层判断矩阵

表 2 是对中间层 S 下的判断因子两两比对后构建的

判断矩阵。剩余中间层要素的判断矩阵通过同样的方式

得出。

表 2 因子层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构建完成之后，需进行一致性检验，使用

yaahp 软件计算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然后

求解 CI，将数据代入公式：

解出 CR，若 CR<0.1，则表明判断矩阵不合理，若

CR>0.1，则认为判断矩阵有效。表 3 为苏州市绿色物流

发展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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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海河联运发展策略及举措
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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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总结连云港海河联运存在的优势及问题，研究了连云港港如何服务重大国家省级战略，如何有效利用

海港及内河航道资源实现海河联运，如何加强内河航道与长江经济带的沟通，如何与京杭运河、淮河等水系建立畅通的

水上通道，如何通过海河联运主动服务苏北、鲁西南、豫东、皖北等“淮河生态经济带”腹地等问题，梳理了连云港发

展海河联运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三大枢纽四大通道十二大节点”的总体布局方案，并给出了连云港发展海河联运的保

障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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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苏州市绿色物流发展指标体系

4 建议和对策
4.1 发挥经济优势，利用区位条件

积极发挥区位优势，推进交通网络的布局，降低物

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发挥经济优势，引进高新技术，

促进机械化、规模化，建设“绿色物流园区”；吸引相

关配套产业向园区靠拢，带动多产业共同发展。
4.2 大力培养复合型物流人才

依托苏州市各大高校，开展物流课程的教学和实

践，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加强企业与高校和研究院所的

合作，组织学生定期前往企业实习；在企业内部设立专

门的研究部门，联合培养人才，使高校培养方案与企业

实际需求相匹配 [8]，避免教学与实际应用的脱节。
4.3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与国际接轨

国家和政府要加强对绿色物流的政策支持，完善对

行业的监管治理体系；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发展经验，

制订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法规，方便跨境物流的运作；同

时与相关国家签署协议，降低关税，减少成本，规避风险。
4.4 整合资源，促进物流信息化

绿色物流想要得到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持，苏州

市应整合现有资源，充分利用 GPS、GIS 等先进技术，

加快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促进物流网点信息互通，通

过大数据进行调配 [9]，合理规划运输路线，降低空载率，

实现物流体系高质量运作。推动绿色物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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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联运的发展将沿海运输体系与内河运输体系有

机衔接，增强了沿海港口的集疏运能力，有助于减轻沿

海港口陆路运输压力、环境污染压力等，发挥水运的竞

争优势，吸引更多货物转移到水路运输，同时吸引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