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物流产业作为新兴的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它已经被看

作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城市圈的兴起

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趋势，近年来，我国也开始走以大城市为中

心，并逐渐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快速发展的城市圈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加强区域

经济的合作来增加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但是城市圈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物流产

业的发展，二者紧密相关，所以，研究城市圈的经济实力和物流发展状况，对

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预测，保证了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体系的发展和物流规划

的科学性，对提高城市圈的经济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理论与实践、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等方法结合起来，介绍了城

市圈的概念和特点，阐述了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内容、目的和特点，深入分析了

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建立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

测的经济指标体系。同时，本文也介绍并比较了各种预测方法的优缺点，在介

绍人工神经网络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BP神经

网络模型，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对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量进行了预测，取

得了良好的预测精度，为武汉城市圈发展现代物流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最后，

本文总结了本次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本文的创新之

处在于揭示了城市圈经济发展与物流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建立了以各经济指

标为基础的城市圈物流需求的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并以实例对该模型进行了

验证，为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为各级政府

和物流企业进行物流规划等研究提出了新的技术方法。

本文研究认为，城市圈物流发展与经济水平存在很明显的关联性，而采用

具有高度非线性映射功能的BP神经网络模型来对城市圈物流需求进行预测具有

一定的可性性和优越性，所以认为，BP神经网络模型将是一个更加科学的预测

模型，将是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未来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

对以后探讨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预测理论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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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gistics industry,as an emerging industry,has developed rapidly all over the

world，and it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ymbols to measure the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strength of the country．But the emergence of city circle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ndencies of the world economy development．In

recent years，our country has adopted the city circle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takes

a large city as the center and gradually drives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and

small city surrounding the large city,hoping that the whole economic strength of OBI"

country Can be strengthened by increasing the cooper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But

the city circle econom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logisties Industry,and it Can not

develop without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es industry．So it Can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ogistics system of the city circle and the scientificity of

logistics planning by researching on the economic strength of city circle and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logistics，and predicting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y

circle，and it also has important instructional effects o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city circle．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circle，describes

the content．purpo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y circle，deeply

analysises the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of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y

circle,and establishs the economic index system of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y circle

bV using the method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qualitmive and

quantitative and macro and micro．At the same time，this thesis introduces and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forecasting methods，and

establishs the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for m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v circle by basing on the ANN theory,and forecasts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Wuhan

city circle．And it has obtained the high forecasting precision and put forward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ogistics of Wuhan city circle．In the

end．this thesis summarizes the deficiencies and raises the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study．The innovation of thesis lies in that it reveals the mutual influences of logistics

and economy,establishs the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forecasting mod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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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circle logistics demand based on the a11 economic indexs，and verify the model

with an example．It brings up a new idea and method for the forecasting of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y circle，and proposes new technical methods for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nd logistics enterprises．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a obv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and

economy．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and economy is not linear

simply,the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which has a powerful unlinear

mapping function，is feasible and superior for the forecasting of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y circle．So we think the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Model will be a

more scientific forecasting model and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forecasting of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y circle．We hope that this thesis will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theory of the forecasting of the logistics demand of city

circle．

Keywords：city circle；logistics demand；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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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导论

1．1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进入21世纪，物流产业作为新兴的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世

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物流业被认为是连接世界各国经济的桥

梁，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相比较而言，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引入物流概念，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虽然对物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物流发展水平仍远远滞

后于经济的发展水平，使得物流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为

了加速发展我国的物流产业，我国制定了各种关于发展现代物流产业的政策，

同时，各个省市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经济综合竞争力，纷纷开始建

设物流基础设施，完善物流系统建设，进行城市物流规划工作，为发展我国的

现代物流产业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局面，物流需求迅速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

由于我国处于物流发展的初步阶段，许多物流发展的理论还不成熟，尤其是分

析物流需求、物流需求的影响因素、以及物流需求预测的定量研究等方面都缺

乏统一的认识，而物流需求预测是进行物流规划的必要条件，所以有必要对物

流需求进行科学的预测，它能够为政府进行科学合理的物流规划、制定物流发

展政策、加速发展城市经济、进行物流基础设施建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城市化也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又一趋势，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加速我国的城

市化发展对指导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都市

圈能够产生足够的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都市圈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

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近年

来，我国也开始走以大城市为中心，并逐渐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快速发展的都市

圈发展模式，希望能加强区域经济的合作，增加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而我国

现有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环渤海都市圈的迅速发展，不

但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提高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而我国现在对于物流理论的认识不够成熟，尤其是对城市圈这种特殊的区

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物流体系还缺乏相应的研究，对于城市圈的物流发展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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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物流规划等方面的可行性研究都缺乏必要的与物

流需求相关的定量依据，这些都制约了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并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圈的经济发展，因此，研究城市圈的经济实力和物流发展状

况，对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预测，保证了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体系的发展和物

流规划的科学性，对提高城市圈的经济竞争力、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1．2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对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使

城市圈的物流与经济能够更加协调地发展。通过对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的经济

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证实了城市圈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物流需求存在很大

的关联性，并建立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指标体系。根据BP神经网络的

基本原理，建立了城市圈物流需求的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并以武汉城市圈为

例，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证实了该模型在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方面的可行性，

最后为武汉城市圈的经济与现代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1．3研究意义

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为现代物流业在我国的迅速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物流需求迅速增长。由于目前我国处于物流发展的起步阶段，

其物流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

展。为了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各种物流规划的政策相继出台，而物流需

求预测是物流规划的必要条件。如果不进行物流需求预测，就会盲目地投资建

设物流基础设施，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而对物流需求进行科学的分析能够

预测出城市的物流需求能力，保证各种物流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实现城市物流

活动的高效益和高效率。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 (1)本文研究了城市圈经济发展与物流发展的

相互关系，分析了影响物流需求的主要因素，建立了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指标

体系。(2)传统的物流需求预测方法包括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时间序列

法，回归模型等，本文比较了这几种常用预测方法的优缺点，决定运用具有高

度非线性映射功能的BP神经网络来处理物流需求量的预测问题，实现了物流需

求预测方法的创新，并提高了预测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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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1)本文对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定量预

测，从总体上把握物流需求规模，为政府科学地制定物流发展政策、确定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进行武汉城市圈的物流园区规划提供了定量的决策依据，

保证了武汉城市圈现代物流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物流需求研究现状

国外发达国家较早地进入工业化时代，物流发展起步较早，并且非常重视

发展物流产业，尤其在相关理论研究、物流实践、物流技术等方面的发展较完

善，并且有专门的物流统计部门对物流方面的数据进行专业性地统计。在物流

统计方面，国外早己有了物流成本的统计指标，并且国外发达国家主要采用物

流成本指标用于对物流需求的预测，他们认为物流成本是能够体现物流需求的

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且当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物流发展水平时，一般会采

用物流成本占GDP的总比例这个指标来体现一个国家的物流管理水平。他们的

物流成本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运输成本、仓储成本和管理成本，通过研

究物流成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关系来衡量物流需求的规模。近年来，美国

的物流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物流成本不断降低，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创历史

新低，所以研究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对发展现代物流有重要意义。同时欧美

国家还利用物流量和运输量的比例关系，通过预测运输量来预测物流量。

国外的物流需求分析和预测技术己经走过了试验探索阶段，正在进行全面

综合的提高。国际物流需求的预测技术在文献中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预

测方法上，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已经用于物流需求预测，包括时间序列模型中的

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预测、灰色预测、边际分析法、等比例法、神经网络法

等。还有相关分析法中回归模型的应用等也很普遍。

1。2．2国内物流需求研究现状

物流需求预测就是根据物流过去和现在的需求资料以及影响物流需求变化

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利用合适的经验判断、技术方法和预测模型，对物流需求

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国内有关物流需求的研究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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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丹，倪梅，李伊松(2003)在《物流需求分析指标研究》一文中，从物

流需要的特点入手，提出了物流需求量化指标选择的原则并给出了相关指标。

孙启鹏，丁海鹰(2004)在《区域物流需求量预测理论及模型构建》一文中，

针对我国在各种物流需求数据上的统计现实，对其所构建的区域物流需求量预

测模型的条件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区域物流需求量预测

模型。

张利学(2006)在《城市物流需求预测方法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影响城

市物流需求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用货物运输量指标和物流成本指标共同

反映城市物流需求量的规模，为构建预测数学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并以

上海市为例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

施学良，戴晓震(2006)在《区域物流量预测的灰色GM(1，1)模型应用》一

文中，建立了基于灰色预测理论的GM(1，1)模型，并以某省为例进行了实际应用，

最后用级比检验和残差检验的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了检验，证明了其预测模型

的可性性。

耿勇，鞠颂东，陈娅娜(2007)在《基于BP神经网络的物流需求分析与预

测》一文中，对我国对物流需求概念及其衡量方法进行了介绍，并利用BP神经

网络构建了物流需求预测模型，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物流需求之间的高度关联性。

孙建丰，向小东(2007)在《基于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的物流需求预测

研究》一文中，指出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来对物流需求进行预测，并对该模

型提出了一种相应的改进算法，并用改进模型对福建省未来的物流需求进行了

预测。

林荣天，陈联诚，李绍静，黄灏然(2007)在《基于灰色神经网络的区域物

流需求预测》一文中，采用灰色模型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的方法对区域物流需求

进行了预测研究，并以广东省为例，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

韩柳(2008)在《基于组合方法的中部地区物流需求预测与分析》一文中，

采取直接物流需求分析与间接物流需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物流需求影响因

素、直接物流需求、间接物流需求三个方面对中部地区的物流需求现状进行分

析；在预测模型的选择上，采用嫡值法赋权重的原理建立区域物流需求组合预

测模型。

程肖冰，张群(2008)在《区域物流需求预测方法比较分析》一文中，分

别用回归分析、灰色预测、指数平滑法对区域物流需求进行了预测，然后用三

者结合的方法进行了预测，最后对三种预测方法和组合方法的预测精度序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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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对误差值进行了比较分析，最终证明三者的非线性组合模型对预测更有效。

潘鑫俊(2007)在《广东省物流需求分析》一文中，分析了物流需求的特

点和影响因素，建立了物流需求定量分析指标体系并选用集对分析聚类预测方

法对广东省的物流需求进行预测分析。

李璐(2007)在《都市圈物流规划中的预测研究》一文中，从研究都市圈

入手，结合区域物流规划的知识对都市圈的物流规划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对都

市圈物流规划中的物流需求预测进行了研究。并以上海市为例，采用BP网络和

RBF网络计算方法对物流需求进行了预测。

1．3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文共有六章，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将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及研究方法，并将对国内外

的物流需求现状进行研究。

第二章：将介绍城市圈、城市圈物流需求、物流需求预测等相关理论。

第三章：将分析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并建

立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指标体系。

第四章：将介绍BP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建立基于BP神经网络的城市圈

物流需求预测模型。

第五章：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利用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武汉城市圈的物

流需求进行预测，并验证该模型，然后根据预测结果对武汉城市圈发展现代物

流业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六章：全文总结和研究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创新点以及对未来研究

的展望。

以上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其主要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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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研究方法

图1．1本文研究框架图

本文主要对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预测进行研究，首先对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

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认识，然后将理论与实践、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结合起

来，利用建模思想构建了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预测BP神经网络模型，最后运用实

证研究方法对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了定量预测，并提出了对策。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本文首先介绍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相关理论，

然后结合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情况，对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了预测。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通过定性方法对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情况和物流现

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武汉城市圈发展现代物流的建议，然后通过定量方法对

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了预测。

(3)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宏观方面提出了物流需求预测的基本理论以及

进行物流需求预测的重要性，从微观方面对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了预测。

(4)图表分析法。以图表的方式将各种关系用样本数据进行描述，增强分

析结果的解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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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理论概述

2．1城市圈的概念及特点

城市圈一般是指在某一地理相邻的特定区域内，存在着规模、自然环境及

竞争优势各不相同的若干城市，其中以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为中心，以

周边中小城市为支撑，通过中心城市的经济能力带动周边若干中小城市的经济

发展，是一个由与中心城市存在着密切社会经济关系的若干邻近中小城市形成

的区域经济中心。在一个城市圈内，城市间的集聚力增强，资源配置合理，各

个城市的产业优势明显、分工明确，它们是一个互相合作、优劣互补、经济联

系紧密的有机群体。

城市圈是一个高度聚集的、开放的、动态的、互利合作的多层次区域商业

网络结构，它打破了以往的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的思想，各个城市突破行政区域

的限制，形成了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经济一体化大区域。城市圈是区域经

济发展的载体，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圈形成的最终目的，所以，在当今社

会，将城市圈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

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选择。

(1)城市圈的高度聚集性促进了区域内各个城市的共同发展

城市圈是由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与周边相邻的中小城市组成的区域

经济整体。在整个城市圈内，人口密度大，生产和消费规模大，经济高度集中，

基础设施完善，相比其他区域而言，城市圈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潜力。由于城

市圈的开放性，各个城市的不同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区域内自由流动，促进了

单个城市之间的优劣互补，并且单个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集中发展自己的优势

产业，从而实现了单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共同增长。

(2)城市圈内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同

城市圈是以核心城市为依托来带动周边相邻中小城市的发展，并逐步向外

扩张发展。由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聚集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等

资源，主要以交通、金融、饮食、房地产、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为主，第一、

二产业的比重较低；而周边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如大中心城市，人口密度较

低，则主要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较低，促进了整个城市

圈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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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圈发展与政策取向

城市圈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圈，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行政区域的划分，所以

随着城市圈的发展，政府的政策也将随着改变。城市圈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思

想，要求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各个城市间的密切合作，需要政府搞好基础交通

设施的衔接，同时也迫使各个城市的决策者之间相互进行协调，制定出适合城

市圈正常发展的政策经济体制，为整个城市圈的快速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运

行环境。

2．2城市圈物流需求理论概述

2．2．1城市圈物流需求的相关概念

区域物流是指在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以大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周边的

中小城市为结点，以满足区域范围内需求者的要求为目的，将货物、服务以及

相关信息从供应地向接收地进行有效地物理性移动过程，其中包括运输、储存、

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物流活动。它集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于一体，实现各种物质资料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周边农

村的实体流动，对城市间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以服务于该区域内的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提高了该区域内的整体实力。

城市圈物流需求是伴随着城市圈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表现出来的，是为了满

足城市圈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对城市圈物流服务的需求，通常是指在给定

的城市圈内，该区域内经济活动对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的原材料、成品和

半成品、商品以及废旧物品、废旧材料等的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物品在空间、

时间、作业量和费用方面的要求，包括对物流各环节，如：运输、储存、装卸、

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方面而提出的要求。城市圈物流需

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它与城市圈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

2．2．2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内容

城市圈物流需求包括物流需求规模和物流需求结构两个方面，物流需求规

模指物质资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移动所产生的对物质资料的数量，是可以数量

化的，包括物流活动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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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处理等物流作业量的总和，当前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专门的部门对这些物流

量进行具体的统计，在实际应用中一般用货物运输量或者货物周转量来表示。

物流需求结构是指物质资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移动所产生的对所提供的服务水

平的要求，是从物流服务质量上来描述的，可以用物流费用、物流效率、时间

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等方面来衡量，而这些内容的量化则比较困难。所

以在本文的研究中，对城市圈物流需求的预测只限于可以量化的物流需求规模

的预测上，并主要用货物运输量或者货物周转量来表示。

2．2．3城市圈物流需求分析的目的

城市圈物流需求分析是城市圈物流需求理论的重要部分，是指将城市圈内

城市问的物流需求与生产需求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相关分析的过程。由于物流

活动日益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整个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与城市圈经济

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是城市圈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城市圈物流

需求与城市圈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城市圈经济发展是影响城市圈物流

需求的主要因素。

城市圈物流需求分析的目的在于为城市圈物流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保证城市圈的物流供给能力能够满足城市圈的物流需求，从而促进城市圈物流

供给与物流需求之间能够达到平衡，提高城市圈物流活动的效率和降低城市圈

物流活动的成本。在一定时期内，当物流供给小于物流需求时，将对物流需求

产生抑制作用；当物流供给大于物流需求时，将造成对物流供给的浪费。

如果能准确把握城市圈物流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就能保证在对城市圈进行

物流规划时，做到对各种物流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重组和合理配置，进行与城市

圈物流需求相适应的物流规划，从而提供与城市圈物流需求相平衡的物流供给。

因此，物流需求是物流供给的基础，凭借各种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充分了

解城市圈经济活动对于城市圈物流供给的要求，加强物流需求管理，有效地引

导各种社会投资流入物流服务领域，将有利于建立合理的城市圈物流基础设施，

从而促进整个城市圈物流供给系统的改善。

2．2．4城市圈物流需求的特点

城市圈物流需求分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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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所以对城市圈物流需求特点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

准确度，城市圈物流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物流需求的派生性

物流需求是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因为社会经济活动的

需要而产生的派生需求。物质资料的流动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和流通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货物流动本身的需要，它受生产力、消费水平、资源分布，运输仓

储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在城市圈内，物质资料都集中在各个城市中的配送中心，

当区域内的城市有需要时，就会将各种物质资料以最快最便捷地方式进行配送，

而在这些过程中，物流需求都属于派生性需求。

(2)物流需求的阶段性

经济活动的发展水平和变化速度直接决定了物流需求的变化，不同经济发

展阶段对物流需求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对物流需求的

数量、规模等也要求较低，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物流基

础设施的完善，现阶段对物流需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物流需求规模

的扩大，更对物流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了不断改进的要求。

(3)物流需求的复杂多样性

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物质资料以及不同时期等对物流需

求的要求都是不同的，同时，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也决定了物流需求的多样性。

现代经济迅速发展都将对物流服务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物流服务需求的种类可

能会从最初的简单的运输，向更复杂更个性化地物流需求转变。

(4)物流需求分布的不均衡性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条件等不同会使物流需求呈现出地域分布上

的差异，造成区域物流需求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区域内自然资

源条件分布的不均衡，二是区域内商品生产地相对集中，三是区域内消费地比

较分散。

(5)物流需求的可预测性，但无法简单地进行单一计算

物流需求与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人均消费水平

等因素都会影响物流需求的变化，所以，物流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极大

的相关性，物流需求量是一个与社会经济水平相关的函数，可以根据区域经济

发展的各种指标来预测物流需求量，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但物流需求与经

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所以也不能进行简单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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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城市圈物流需求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城市圈是指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所形成的区域经济

中心，城市圈内的大中心城市在经济方面的优势以及它的经济辐射作用会激活

整个城市圈内的经济活动，并形成以大中心城市为枢纽中心的物质资料的集散

地，所以，城市圈内各个城市之间极大的经济联系将带动城市圈内整个物流产

业的发展，并形成巨大的物流需求市场。

城市圈物流需求与城市圈经济发展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圈经济发

展带动了物流产业的发展，刺激了物流需求，而城市圈物流是城市圈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提高整个城市圈的经济实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城市圈

的物流需求离不开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城市圈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中心被提

出来，政府必然会大力支持城市圈的发展，必然会对城市圈建设进行合理地规

划，改变原先单个城市不合理的布局，充分利用城市圈内的交通网络，这样城

市圈各个城市之间会有更多的经济往来，相应地城市圈的物流需求也会得到较

大的发展；其次，城市圈物流的发展也会促进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城市圈内中

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所形成的物质资料的流通，使得各

种资源向城市圈内集中，调整了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了不平衡性，同时，也带

动了城市圈内各种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工作岗位。

城市圈物流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可以通过分析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

转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根据历年统计数

据，货物运输量、货物周转量与区域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如下表2-l和表

2．2所示。

表2．1地区生产总值与货物运输量的相关性分析

P值为0．018<0．0500

变量 N=13

地区生产总值 货物运输量

地区生产总值 1 0．584

货物运输量 0．58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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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地区生产总值与货物周转量的相关性分析

P值为O．000<0．0500

变量 N=13

地区生产总值 货物周转量

地区生产总值 1 0．871

货物周转量 0．87l 1

从上述结果分析可知，地区生产总值与货物运输量和货物周转量之间线性

关系显著，即说明经济发展与物流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可

以促进物流需求量的增加，而物流活动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2．4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特点及步骤

2．4．1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特点

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是指对城市圈内物流领域中过去和现在的物流需求状

况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分析影响物流需求的各种内外部因素，运用科学地预测

方法，对一定时期内的城市圈物流需求状态和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物流需求预

测是建立在一定的物流需求指标体系上的，但由于我们物流产业发展刚刚起步，

对一些历史数据及统计资料的还没有详细的记录，所以物流需求预测可能具有

如下几个特点。

(1)历史数据及统计资料尚不完善

目前在我国对城市圈物流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相关的城市圈物流统计工作

远远滞后于城市圈物流产业的发展，远不能满足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所要用

到的数据要求，并且城市圈物流需求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样更加限制

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工作的完成。

(2)物流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因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

城市圈物流需求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且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

比较复杂和不确定，另外又由于各种统计数据的难获得性，使得城市圈物流需

求和它的影响因素之间很难建立一个最佳的预测模型。

(3)物流需求预测指标的选取比较单一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对各种物流指标进行专门地统计，～些数据很难得到，

而我们主要停留在对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转量进行预测，指标比较单一。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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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重点也是对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转量进行预测。

(4)定性与定量预测相结合

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因素很多，并且有的因素可以量化，有的因素不能

量化，所以可以将定性与定量预测方法结合起来，用定性方法来对定量方法的

预测结果进行修正。

2．4．2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步骤

本文通过对城市圈物流需求进行分析，把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分为以下几

个步骤。

(1)明确进行预测的目标

进行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首先要明确进行预测的对象范围、预测的期间

等，本文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范围应该包括大中心城市以及其周边的中小城

市，其时间范围应该是对未来几年的短期预测。

(2)搜集相关资料
‘

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这些数据主要包括影响城市圈

物流需求的各种因素的统计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总值、对外贸易

总值、居民消费水平等各种指标的数据，以及包括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转量等

物流指标的数据，一般来说，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市场调研来收集，也可能通过

收集城市圈内统计年鉴和各部门的一些统计资料来获得。收集资料是一项工作

量很大的工作，但所收集的资料是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重要依据。

(3)选择合适的预测方法，并建立相关模型

预测方法有很多种，但合适的预测方法应该以早先确定的预测对象、预测

期间、所搜集到的相关数据等为依据，预测方法确定之后，就建立预测模型，

运用收集的相关资料对城市圈物流需求进行预测。本文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

城市圈物流需求进行预测。

(4)对预测结果进行修正

由于步骤3中所建立的预测模型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得的预测值

与实际值之问肯定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如果这个差距是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

那么这个预测值可以接受；如果差距过大，则要通过定性定量方法来进行修正，

使预测值更加接近实际值，从而为城市圈的物流决策提供科学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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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方法及优缺点

预测方法有很多种，一般来说，物流需求预测的方法可以分类两大类：定

性预测方法和定量预测方法。

(1)定性预测方法

定性预测方法是指对某一预测对象的未来状态提供非数量化的预测描述，

它只是对预测对象进行概括性的预测。它通常是所需资料无法进行量化，或者

历史数据不完备的情况下选择的预测方法，并且某些情况下是人们根据自己的

主观经验作出的判断，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定性预测方法可能缺少一

定的科学性，但是它的优点是所需成本小、时间短、操作简单并且适应性强。

常用的定性预测方法包括：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经验分析法、市场调研法
盘占
寸0

(2)定量预测方法

定量预测方法是建立在大量可获得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的，根据预测对象

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起适当的预测模型并得出预测值。它的优点是科

学性强、推理过程严谨、预测结果准确且具有说服力，但是缺点是成本高、时

间长、应用起来较为复杂。常用的定量预测方法主要包括：回归分析预测法和

时间序列预测法。

①回归分析预测法

回归分析预测法是指找出影响预测对象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

根据变量之间的因素关系建立模型并进行预测，适用于长期预测。回归预测法

按自变量的个数，可以分为一元回归和多元回归。

但是回归分析预测法要找出各个变量之间的因素关系，但影响物流需求的

因素很多，并且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复杂，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回归分析预测

法使用起来会比较复杂，不太适合对物流需求进行预测。

②时间序列预测法

时间序列预测法是以预测对象过去的数据为基础，建立合适的数据模型，

根据预测对象现在的数据对预测对象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适用于短中期

的预测。时间序列预测法主要包括：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灰色预测法、

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法等。本文主要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来预测物流的需求量。

时间序列预测法只需要通过预测对象的历史数据来对未来值进行预测，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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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了解影响因素之间复杂的因素关系，也不用收集影响因素的历史数据，

所以时间序列预测法比回归分析法操作起来更加简单，但是时间序列预测法没

能反映影响预测对象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因素关系。

总之，物流需求预测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在具体选用哪一种预测方法时，

要充分考虑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以及预测对象的不同，一般情况下，定量预测

可能比定性预测更加科学可靠，但是在一些复杂的预测过程中，可以将定性与

定量两种预测法综合起来利用，从而使预测结果更加合理，更加接近实际情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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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城市圈物流需求指标体系的建立

3．1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

为了对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预测，必须要建立一套物流需求预测的指标

体系，这些指标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物流需求量的变化规律，但是为了保证城

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科学性，在选择这些指标时，必须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各个指标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

如果直接用这些指标来进行预测，可能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所以应该对指标进行筛选，尽可能性地使所选指标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城市圈

物流需求的发展情况，从而保证预测方法的科学性。

(2)全面性原则。本文会用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转量来作为反映物流需求

的指标，但是其实这两个指标并没有全面的反映物流需求的发展状况，一些反

映物流服务质量的难以量化的指标并没有被涵盖，所以，全面性原则会使物流

需求预测的结果更加准确。

(3)动态性原则。经济活动的变化直接决定了物流需求的变化，物流需求

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所以指标体系要能反映物流需求变化的趋势和特

点。

(4)可操作性原则。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部门对各种物流指标进行全面

的统计，所以，一些很重要的指标数据很难获得，这就要求所选取的指标要尽

可能的能够量化，并且保证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而且所选指标不易

过多，尽可能选取的代表性的指标。在本文中，主要通过经济指标来对城市圈

物流需求进行预测，所以本文会选择较多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来进行预测。

3．2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影响因素

城市圈经济的发展是产生城市圈物流需求的直接原因，城市圈社会经济活

动的多变性导致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因素有很多种，本文主要从经济因素和

非经济因素两个方面来讨论。由于本文主要通过经济指标来对城市圈物流需求

进行预测，所以本文会重点分析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的经济因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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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经济因素

(1)城市圈经济发展规模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城市圈物流需求与城市圈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

物流需求水平也相对较高，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物流需求水平也较低。以

武汉城市圈为例，通过历年数据进行分析地区生产总值与货物运输量之间的关

系，可以友现经济发展规模对物流需求有着明显的影响。如表3-1和图3-1所示。

表3-1武汉城市圈历年地区生产总值与货物运输量、货物周转量指标
年份 地阿生产总值(亿元) 货物运输量(万吨) 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

7063

1996 1981．79 15488 7628

1997 2308 69 17185 83 75

1998 231241 16“8 10112

2316m 19503．9 104 35

2000 249913 16139 8

200l 2722 l“88 2

2002 2977 54 16406 2 110 52

2003 3293 76 163241 11 3 25

2004 38059 16242 11 5 98

2005 126 51

2006 4599．44 128 79

19068 133 48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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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和湖北省交通统计年鉴(199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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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武汉城市圈地区生产总值与货物运输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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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1和图3．1可知，武汉城市圈历年地区生产总值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

势，但其货物运输量的变化波动较大，1995年到1999年，货物运输量不断增长，

2000年到2004年，货物运输量变化幅度不大，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2005

年起，货物运输量又开始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期间，武汉城市圈的地

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也比以前要明显很多，所以，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发展还

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物流需求。

(2)城市圈的产业结构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城市圈内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城市在不同时期的产业

结构也存在着很太差异。以武汉城市圈例，武汉在第三产业有明显的优势，黄

石、鄂州、咸宁、潜江在第二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孝感、黄冈、仙桃、天门的

优势产业集中在第一产业。武汉城市圈历年产业结构分析如图3-2所示。

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l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匝互亘亟至亚固
图3—2武汉城市圈历年产业结构分析图

城市圈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影响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量，从上图可知，1995

年到2007年期间，武汉城市圈的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变化幅度不

大，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长．其产业结构由以前的一二三结构转变成了现在的

二三一结构，所以武汉城市圈政府现在正在优化其产业结构。逐渐加快了第三

产业的发展，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整个城市圈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产

业的发展状况也是影响物流需求规模和物流需求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预测

过程中应给予高度重视。

(3)城市圈对外贸易总额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薹蓑‰‰誊蕃㈣|；{i蔓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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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圈的对外贸易会对城市圈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对外开放政策

会促进城市圈的对外贸易的增长。对外贸易要求城市圈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

建设，这不仅促进了商品的快速流通，优化了资源配置，也必然会增加对城市

圈物流的需求，所以对外贸易是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武汉城

市圈的货物运输量和对外贸易总额的历史数据如表3．2所示。

表3．2武汉城市圈历年对外贸易总额与货物运输量统计数据

年份 对外贸易总额(万美元) 货物运输量(万吨)

1995 231670 14340．7

1996 217439 15488

1997 228268 17185

1998 241043 16“8

1999 231470 19503．9

2000 276398 16139．8

2001 296564 16488．2

2002 308632 16406。2

2003 401257 16324．1

2004 549397 16242

2005 764699 17436

2006 999202．3 18156

2007 1246265 19068

数据米源：湖北省统计年鉴和湖北省交通统计年鉴(1996．2008)

利用SPSSl5．0软件对表3．3中武汉城市圈的对外贸易总额和货物运输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可知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546，P值为0．026，所以它们显著相关。

所以，在本文预测中，将把对外贸易总额作为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的一个重要

指标。

(4)城市圈居民消费水平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随着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城市圈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购买能力也增加了，同时人们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对所购买

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也越来越个性化，这就为物流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市场潜力。

武汉城市圈居民消费支出统计分析如下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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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996 1997 190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图3-3武汉城市圈历年居民消费支出变化图

由图3-3可知，随着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呈现出

逐年增长的趋势，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居民购买能力的增强，这也表

现出对武汉城市圈物流需求量的增加。所以，本文也将居民消费支}}l作为一项

指标柬反映对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影响。

(5)城市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城市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直接反映了城市圈居民对消费商品的需求规

模，也间接反映了城市圈物流需求的规模。高涨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带动了

各类交通运输的茇展，反映了城市圈中物质资料配送量的多少，所以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也是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因素之一。武汉城市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历史数据如下图3_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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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武汉城市圈历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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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武汉城市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

大规模的社会消费品的需求直接促进了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对

武汉城市圈物流的需求量。

(6)城市圈固定资产投资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城市圈的发展离不开对固定资产的投入，而加大对城市圈固定资产的投资，

必定会增加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推动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对物

流的需求量。如下图3-5所示。

3 2 2非经济因素

图3—5武汉城市圈历年固定资产投资趋势图

(I)城市圈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城市圈物流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是物流运输

的载体，决定了整个物流系统的水平。整个城市圈经济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的

流通都离不开交通运输，所以为了实现现代物流的需要，保证流通需求的畅通，

有赖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同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推动了城市圈物流的进

步，从而促进了对物流需求的增长。

(2)城市圈各个城市的经济布局和区位的不同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在城市圈内，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并且

各个城市的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也各不相同，所以各个城市会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但是现阶段各个城市对自己的分工不明确，这样会不利于城市圈整体经济的发

展。同时，各个城市问存在着交通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必然会制约城市

圈的物流需求量的增加，而且物流需求的减少还会随着这种不均衡的程度而增

加。所以，在城市圈的发展中，应该增加各个城市分工协作的机会，使单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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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优势更加明显，同时要加强各个城市间的产业经济联系，促进物质资料在

城市圈内的流动，从而促进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快速增加。

(3)政府的物流产业政策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政府对城市圈的物流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政府加大对交通基

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以及制定出合理的物流产业政策，都会推动物流产业的快

速发展。由于我国物流的发展起步较晚，物流体制还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但是，我国对物流产业的高度重视，使得各地政策陆续

制定出了许多适合物流产业发展的政策体制，保证了物流产业的发展，同时也

刺激了对物流的需求。

(4)技术的进步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各种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物流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电子商务的兴起

直接改变了传统物流业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方式，电子商务的发展缩短了生产厂

家和最终用户之间的距离，改变了传统的物流经销渠道，把物流产业提升到了

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同时，电子商务使物流的各个环节如采购、配送、运输等

都变得更加信息化和简单化，这必然会物流需求的质量和服务范围产生很大的

影响。

(5)物流服务水平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物流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物流需求量的多少，如果物流服务水平专

业化和综合化，并且费用低，效率高，那么物流需求者对物流的需求也会增加，

反之，如果物流服务水平低劣，服务成本高，就会导致物流需求者的不信任，

从而减少了物流的需求量。

(6)其他非经济因素对物流需求的影响

其他影响物流需求的非经济因素，包括居民消费观念和偏好、物流专业人

才、市场环境、突发事件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物流需求产生影响。

3．3城市圈物流需求指标体系

3．3．1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指标体系的构成

城市圈物流需求包括物流需求规模和物流需求结构两个方面，物流需求规

模主要包括物流活动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

息处理等物流作业量的总和，物流需求结构一般可以用物流费用、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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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准确性、可靠性、安全性等方面来衡量。同时结合前文中对城市圈物流

需求预测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本文主要是通过经济指标来对城市圈物流需求

进行预测，所以本文主要从物流需求规模、物流需求结构以及物流需求经济指

标三个方面来建立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体系如图3-6所

示。

(1)城市圈物流需求规模指标

城市圈物流需求规模指标是可以量化的指标，它能够直接反映城市圈物流

需求大小的总和，这主要包括运输量、储存量、装卸量、搬运量、包装量、流

通加工量、配送量、信息处理量等。当前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专门的部门对这

些物流活动中的作业量进行具体的统计，而能够从统计年鉴或者各个地方政府

的统计公报中获得的数据只限于货物运输量或者货物周转量，其他一些数据很

难获得，所以尽管货物运输量或者货物周转量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城市圈物流

需求预测的实际大小，但考虑到指标体系设计中的可操作性原则，本文在应用

中就用货物运输量或者货物周转量来表示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大小。

(2)城市圈物流需求结构指标

城市圈物流需求结构指标是很难量化的指标，主要是对物流服务质量的描

述，而当今社会对物流活动所提供的服务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在对城

市圈物流需求进行预测时，如果只考虑物流需求规模指标，并不能完全地反映

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实际总量，所以就将物流需求规模指标与物流需求结构指标

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城市圈物流需求结构指标主要包括物流费用指标、物

流效率指标、物流时间指标、货物完好率指标等。

(3)城市圈物流需求经济指标

城市圈物流需求经济指标主要是指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主要经济因

素，并且我国对各种经济指标有比较完善的统计资料，所以根据前文对城市圈

物流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城市圈物流需求经济指标主要包括地区生产

总值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总值、第二产业总值、第三产业总值、对

外贸易总额、居民消费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

由于这些经济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并且社会经济活动与城市圈物流需求存在

着很大的关联性，所以本文会主要从经济指标来对城市圈物流需求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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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城市圈物流需求指标体系

3．3．2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指标体系的评价

城市圈物流需求指标体系应该能反映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各个方面，虽然本

文建立了很多指标，但是很多指标并不能得到准确的历史数据，可能并不是每

个指标都会在实际预测中应用到，所以本文在对城市圈物流需求进行实际定量

预测时，只选择了数据可获得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例如，对城市圈物流

需求指标只选取了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转量；虽然经济指标更容易获得，但也

只选取了与城市圈物流需求相关联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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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基于BP神经网络的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模型

4．1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思想

人的大脑是由许多神经元网络组成的一个复杂的信息处理系统，正是由于

这些神经元网络的作用，使得人脑具有很多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

是人脑的自我学习能力。现代科学家们企图揭示人脑的奥秘，对人脑结构及其

信息处理方式等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努力设计出在信息存储、数据处理以

及学习和创造能力等方面都与人脑相类似的一种智能系统，于是逐渐发展起来

了一门新兴的学科——人工神经网络，它主要以人脑的结构和思维方式为基础，

通过模拟人脑的某些特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ANN)自从20世纪80年代

初以来，就以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它是由许多神经元网络连接而成

的复杂系统，采用物理可实现的系统来模拟人脑的某些结构和功能，从而解决

一些复杂问题。它是基于人脑的结构而人工构造的一种信息处理系统，实现人

脑的某些功能，但并不是对人脑的完全再现，只是对人脑的一种抽象或简单的

模仿。人工神经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自我学习功能，它通过对大量样本的

反复学习，不断地对网络的连接权值进行修改，从而使连接权值稳定分布在一

个固定范围之内。人工神经网络能够对每个输入信号进行处理，确定其权值，

然后确定所有输入信号的加权值，最后确定其输出，从而解决相关问题。

人工神经网络虽然只是对人脑的简单模拟，但是它的很多特点和人脑有相

似之处，它具有惊人的自我学习、识别、判断和记忆的功能，大规模并行处理

能力，以及综合逻辑思维推理等功能。它能存储大量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

模糊的、残缺的或者不确定的，它仍能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处理，所以

人工神经网络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热点。

4．2 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的广泛研究极大的推动了其它各个领域的迅速发展，而利用

神经网络模型来进行预测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应用。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相对于

传统的预测模型，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不需要建立任何数学模型，使很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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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传统数学模型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都可以利用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来进行

定量分析。它具有高度的非线性，能够解决许多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其中应用

最广泛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是采用误差逆传播算法(Error Back Propagation

Training)，即利用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之间的差来对网络的各层连接权由后向前

逐层进行修J下的一种算法，它适用于多层网络的训练，把采用这种算法进行误

差修正的多层前馈网络称为BP神经网络。

4．2．1 BP神经网络的介绍

(1)BP神经网络的结构

BP神经网络是一种多层前馈网络，它通常由输入层、若干隐含层和输出层

组成，每层由若干个结点组成，每一个结点代表一个神经元，隐含层中的神经

元通常采用S型激活函数，输入层或输出层的神经元通常采用线性传递函数。

BP神经网络的上层结点与下层结点之间通过权值进行连接，同层内的结点之间

没有联系。BP神经网络由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组成，在正向传播过程中，当大

量样本输入神经网络后，输入信号通过输入层向前传播，经过隐含层，并由隐

含层的函数作用后，将隐含层的输出信号传向输出层，并最终得到输出结果。

在整个前向传播过程中，每一层的神经元只接收来自上一层神经元的输入，而

每一层的神经元的输出只会影响下一层的神经元的输出。如果最终的输出结果

与期望结果之间存在比较大的误差，则转入反向传播过程，将误差值沿着原来

的连接通道从输出层经过隐含层，最终回到输入层，它通过修改各层神经元的

连接权值，使得实际结果与期望结果之间的误差值最小，即所谓的误差逆传播

算法。图4．1为一个典型的三层BP神经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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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三层BP神经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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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输入层有n个神经元，输入向量为X=(五，艺，⋯，工。)1，输出层有g个

神经元，输出向量为Y=《Yl，Y2，⋯，咒1，隐含层有p个神经元，隐含层向量为
z=(毛，z：，⋯，z。)1，输入层与隐含层之间的连接权值为彬，，隐含层各神经元的
阂值为9，，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连接权值为■，，输出层各神经元的阂值为九，

其中f_l，2，⋯，n；j=1，2，⋯p；t=1，2，⋯g。

(2)BP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

BP算法是一种有导师的学习算法，通过图4．2的描述，可知BP神经网络

的信号传送过程由两部分组成，即输入信号的正向传播与误差的反向传播。正

向传播是输入信号通过输入层向前传播，最终在输出层产生输出信号，它是输

入和连接权值的函数；反向传播是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之间的差值通过输出层

开始逐层向后传播，它是对连接权值和阈值的修改。以上两个过程不断地重复

下去，直到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的误差达到最小。

BP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输入信号前传播，即输入信号

经隐含层向输出层传播，并得出实际输出；误差逆传播，即实际输出与期望输

出之间的差值经隐含层向输入层传播；循环记忆训练，即输入信号前传播与误

差逆传播两个过程交替循环进行，直到误差趋于满意为止；学习结果判别，即

检查误差是否已经到了允许的范围之内。

(3)BP神经网络算法的计算步骤

根据上面的分析，BP神经网络算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O在区f,J【一l，l】之间随机地赋予各层的连接权值％，Fit，以及阈值p，，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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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仞始值。

②随机选取一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x=(而，艺，⋯，_)r和期望输出样本

y=(y。，y：，⋯，Yq)7’。

③利用输入数x=(五，X2，⋯，屯)r，以及连接权值％和阈值够，计算隐含层

的各个节点的输入值sJ，然后利用s，通过隐含层的s型激活函数厂(x)计算隐含

层的各个节点的输出值勺。

厂(x)=专
岛--f(勺)

s，=∑％‘一岛

④利用隐含层的输出色、连接权值％和阈值以，计算输出层各个节点的输

入值‘，然后利用‘通过输出层的函数计算输出层各个节点的输出值q。

q=y(tt)

_p

‘=∑％乞-L
户l

⑤计算输出层和隐含层的误差值。

对于输出层：d。--(y。一q)cf(1一cf)。 (t=1，2，⋯，q)

对于隐含层：巳：『羔吐％]哆(1一乞)(j--l，2，⋯，p)
⑥反向传播，修正连接权值和阈值。

对于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新连接权值和新阂值：

％(N+I)=％(N)+ad,bj

以(N+1)=以(N)+etdt

对于输入层和中间层之问的新连接权值和新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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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fleja，

够(N+I)=e(Ⅳ)+职
⑦不断反复学习，直至误差接近于预先给定的一个值，则训练结束，否则

转到步骤(3)，继续训练。其整个学习流程图见图4．2。

图4．2 BP神经网络学习流程图

(4)BP神经网络算法的缺点及其改进

BP神经网络虽然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并且为现代科学的实际应用

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由于BP神经网络的隐含层的层数、各层的节点数以及网

络的学习系数等参数都是可以任意设定的，所以BP神经网络存在着很大的变动

性。在实际应用中，BP神经网络存在着一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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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习收敛速度太慢，在学习训练过程中，它不能保证学习结果收敛到均

方误差的全局最小点，而可能落入局部极小点，这必然会影响最终的评价结果。

②BP神经网络中隐含层的层数、各层节点数等参数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法

来进行指导，而通常是人为地根据经验来决定的，这种人为地经验必定会影响

整个BP神经网络结构的设计，从而降低网络的整体学习性能。

@BP神经网络需要提供大量的训练样本，而在实际应用中，很难提供合适

的样本，所以训练样本的数量和质量也影响着BP神经网络输出结果。

@BP神经网络的学习、记忆功能具有不稳定性。当给一个训练好的BP神

经网络重新提供新的记忆模式时，将会导致它原有的记忆消失，而需要重新进

行训练。

所以，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提高BP神经网络的有效性，许多研究人员做了

大量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方案，如累积误差校正算法、调整学习速

率、改变误差函数的形式等方法，这些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BP神经网络

的性能。

4．2．2模型的建立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城市圈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物流需求量之间存在着很大

的关联性，城市圈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城市圈物流需求的最主要因素，虽然

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却不是一般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不能按

传统预测方法来建立合适的数学模型，而BP神经网络模型能够解决这种非线性

关系，它对城市圈经济发展水平与物流需求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定量分析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BP神经网络结构包括一个输入层、一个输出层，以及一个或多个隐含层，

每层又包括若干个节点数，其中隐含层的个数以及每层的节点数会随着所要解

决的实际问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在对城市圈的物流需求进行预测的BP网

络模型设计中，应该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BP神经网络的层数、输入层的节

点数、隐含层数、隐含层的节点数、输出层的节点数以及初始数据预处理和后

处理等方面。

(1)BP神经网络的层数

在BP神经网络中，一定包括一个输入层和一个输出层，因此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确定隐含层的层数，隐含层层数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到BP神经网络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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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只含有一个隐含层的BP神经网络，如果隐含层的节点

数够多，已经足够反映输入与输出之间复杂的非线性映射关系，同样可以提高

BP神经网络的准确度，所以，本文将采用三层的BP神经网络结构来构建城市

圈物流需求预测模型，即包括一个输入层，一个隐含层和一个输出层。 其典型

三层网络结构图如图4．1所示。

(2)输入层节点数的确定

输入层的节点数是由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来决定的，通常输入层的节点数

为影响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指标的个数，根据第三章分析得出，影响城

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地区生产总值或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第一产业总值、第二产业总值、第三产业总值、货物进出口总额、居民消

费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8个变量，所以本文的

BP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节点数为8。

(3)隐含层节点数的确定

BP神经网络隐含层节点数的确定是一项比较复杂的任务，它的确定直接影

响到整个BP神经网络的学习精度，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公

式可以用来选取隐含层的节点数。本文中BP神经网络结构只包括一个隐含层，

所以可以适当通过增加隐含层的节点数来提高网络的整体学习效率，但是如果

隐含层节点数过多，会增加BP神经网络的迭代次数，导致学习时间太长，这样

也会降低网络的整体性能，使最终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的误差不能达到满意值；

反之，如果隐含层节点数过少，BP神经网络可以难以完成训练，整个学习过程

可能不收敛，并且导致整个网络的容错性差。所以，为了选取最合适的隐含层

的节点数，在设计BP神经网络时，可以根据经验公式初步确定隐含层的节点数，

然后对包括不同的节点数的BP神经网络进行不断地训练学习对比，从而最终确

定隐含层的节点数。对于三层的BP神经网络，隐含层的节点数与输入输出的节

点数有着一定的联系，并且隐含层的节点数必须少于N．1(N为训练样本数)，一

般情况下，隐含层神经元的数目可以根据经验公式来确定。

p=5i+0c

p=而
其中，以为输入层神经元数，g为输出层神经元数，口为1．10之间的常数。

但是本文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将采用MATLAB软件进行运算，而隐含层神经元

的个数将会通过不断反复试算来进行调整确定，最终保证BP神经网络模型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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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优状态。

(4)输出层节点数的确定

输出层的节点数与输入层的节点数一样，都是由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来决

定的，通常输出层的节点数与实际问题所要解决的结果有关，输出层神经元的

数目等于所要预测的能够代表城市圈物流需求的变量个数，本文对城市圈的物

流需求进行预测，其最终的目标输出为物流需求量，而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

性，选取货物运输量来表示城市圈物流需求量，所以本文输出层的节点数为1。

(5)初始数据预处理和后处理

在对BP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时，为了保证所提供样本数据为同一个数量级的，

需要对选取的输入数据进行一定的预处理，数据的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归

一化处理、单位化处理和标准化处理。

数据归一化公式为：

x：签二圣迪
I

X啉一X血

其中，x和五分别为归一前和归一后的数据，R蛔为输入样本中最小值，

五。为输入样本中最大值。

数据标准化公式为：

墨=翌
盯

n．．————一
扣善音∥2√善(薯巧)2

本文在实际应用中对所选取的输入数据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当输入数据

进行预处理后，选取一部分输入数据作为训练样本，一部分作为测试样本，一

部分作为预测样本。

当训练样本输入后，BP神经网络将按照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之间的误差达

到极小这个规则来不断反复地进行学习，并根据训练情况适当地调整连接权值

和阈值，当误差减小到满意范围内时，BP神经网络便停止学习，这时网络的连

接权值与阈值也确定下来了，成为整个网络系统内部记忆的知识，而这时对于

网络所获得的最终输出结果，将进行还原处理，即将运算结果进行标准化的反

转化处理，从而得到有效的预测值。

反标准化公式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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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2 SiO"+X

即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的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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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武汉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实证分析

5．1武汉城市圈总体社会发展情况概述

2003年11月，湖北提出了“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武汉城市圈又称“1+8”，

位于湖北省东部，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包括了

武汉以及湖北省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

个周边城市，是湖北省乃至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圈，集中了省内大部分的自然

资源、产业、资本和人才。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武汉城市

圈建设的充分肯定、对湖北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对中部地区的高度重视。

在整个武汉城市圈内，武汉和黄石的经济基础最好，经济实力较强，而与

其他城市相比，黄冈的整体经济实力最弱，它处于内陆不发达地区，有着许多

国家及省级的贫困县，它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及省内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旅游

经济。但是整个武汉城市圈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都较高，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状况良好，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

总之，加快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实现产业的科学布局与分工，带动武汉与

周边城市的产业互动，这对武汉城市圈乃到整个湖北省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是提高湖北省综合竞争

力的必然选择。

5．1．1武汉城市圈的基本概况

武汉城市圈是全国经济地理的中心地带，有着明显优越的地理优势。武汉

城市圈包括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九个城

市，截止到2007年末，武汉城市圈占地面积为58052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31．23％，年术总人口数为3139．3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1．72％，人口平均密

度约为541人／平方公里。

武汉城市圈自然条件优越，它位于长江中游，占有湖北的东半部。它土地

资源总量较大，地势低平，其圈内大部分地区为平原地带，其中平原占总面积

的40％，而且武汉城市圈内江河纵横，湖泊众多，河流湖泊等水体约占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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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6％，属于内陆性暖温带气候，四季分明，这些独具特色的自然条件为武汉

城市圈的工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武汉城市圈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水资源成为武汉城市圈最具自身优

势的自然资源，其水资源总量居我国大中城市之首，人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的

十倍。武汉城市圈内的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拥有大量的铁矿、铜矿、石油、

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等多种矿产资源，并形成了以武钢为首的大型加工厂，

极大地保证了武汉城市圈重工业的发展。武汉城市圈还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特别是仙桃、潜江、天门位于江汉平原地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其农副产

品资源尤其丰富，拥有许多圈内的特色农业资源，已经成为我国粮食供应的主

要地区。

武汉城市圈交通便利。2007年末，作为中心城市的武汉是我国四大交通枢

纽之一，是全国铁路运输线的集结点，其铁路年货物周转量为1138．2亿吨公里，

年旅客周转量达440．8亿人公里。 圈内拥有长江、汉江等天然水运，其水运年

货物周转量达203．96亿吨公里。武汉拥有6条国道和16条省道，公路通车里程

8950．59公里，全年货物周转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为74．8亿吨公里和904．8亿人

公罩。同时武汉市民用航空路线135条，比上年增加17条，其中国际航线1l

条，国内航线124条，其年货物周转量为1．05亿吨公里，年旅客周转量为77．79

亿人公里。而武汉市内也拥有各种便利的交通方式，内环线28公里已全线贯通，

中环线88公里和外环线188公里也大部分建成。公交日均客运量304万人次，

营运规模居全国第6位。这都为武汉城市圈发展现代物流奠定了良好的需求基

础。

武汉城市圈国民经济增长很快，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为5556．74亿元，人

均地区GDP为1 8639元，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74．58亿元，全年粮食产量

1028．79万吨，棉花产量287073吨，油料产量13l万吨。其工业经济增长也较

快，全年工业总产值6047．97亿元，工业企业增加值1832．74亿元，工业企业资

产总计为6025．52亿元。

最后，武汉城市圈科教和人力资源丰富。在武汉市内，普通高等学校55所，

科技研究机构有105年，在校本专科学生达77．84万人，在校研究生达7．55万

人，这为武汉城市圈未来发展提供大量的人才资源。全年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15％，市属科技计划项目投资额为28．47亿元，其中科

研三项经费为2．35亿元。实施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1007项，市科技计划项目

498项。登记科技成果396项，获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388项，其中，国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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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项。专利申请9014项，专利授权4044项，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无疑反映了

武汉城市圈未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巨大潜力。

5．1．2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现状

自“武汉城市圈”这个发展战略被提出来以后，武汉城市圈的整体经济发

展明显提高了许多，而且使得湖北省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武汉城市圈已

经成为了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重点核心区域。

自2000年以来，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增长，明显处于经济发展

上升时期，并且到2007年为止，经济发展有明显加快之意。2007年，武汉城市

圈地区生产总值为5556．74亿元，比上年净增加957．3亿元，占全省GDP的61．2％。

从产业上看，武汉城市圈的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640．25亿元、2476．8亿元、

2439．69亿元，与上年相比，其净增加值分别为99．01亿元、435．16亿元、423．13

亿元。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武汉城市圈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8639元，

湖北省和全国的分别为16206元和18934元，比湖北省高出了13．05％，与全国

相比，只相差了1．56％，所以，武汉城市圈在我国中西部还是属于经济比较发达

的地区。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接近于湖北省的增长

速度。2007年武汉城市圈的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7．22％，湖北省增长了

17．87％，武汉城市圈比湖北省相差0．65个百分点。武汉城市圈三产业分别增长

了15．46％、17．57％、17．34％，湖北省分别增长了17．78％、15．17％、20．85％，

很明显，武汉城市圈的工业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湖北省，而其它也快接近于湖

北省的增长速度了。分别如表5．1、图5．1和图5．2所示。

表5一l 2007年武汉城市圈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总值(亿元) 5556．74 640．25 2476。8 2439。69

比上年净增加值(亿元) 957．3 99．01 435．16 423．13

增长速度 17．22％ 15．46％ 17．57％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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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市罔 湖北省 全国

图5-1 2007年武汉城市圈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湖北省和全国的比较

峨．=善——世凳——一．”一

№E±，§m 镕，业 ∞一产Ⅱ 第=，n

图5-2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其他方面看，2007年，武汉城市圈地方财政收入为306 9亿元，货物进

出口总额为632811万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

为2814．47亿元和2556．7亿元，达到历年最高记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10521元，增长了15 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93元，增长了13．08％。

总之，武汉城市圈表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以及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整个湖

北省的综合经济实力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是武汉城市圈所具有的独特经

济优势也带动了武汉城市圈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物流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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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空间，增加了武汉城市圈对物流的需求总量

5 1 3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

总体上看，武汉城市圈拥有趣好的产业基础，但是其产业结构却不够合理，

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强。自“武汉城市幽”发展战略被提出来以后，武汉城市

圈的整体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武汉城市圈也在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

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在农业上，武汉城市圈自然条件较好，有自己独具特色

的农副产品资源，但是其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竞争力不强；武汉城市圈的工业

基础也比较扎实。近年来，已经成为湖北省和中部地区产业虽密集的地区之一，

工业门类齐全，已形成了以武汉、黄石、鄂州等为主体的产业群，但是缺少。

些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的知名企业；武汉城市圈在服务业上，发展了以武汉为中

心的物流、旅游、房地产、信息通讯等优势行业，提升了武汉城市圈的整体经

济实力，但是，与其他大中型城市比较，武汉城市圈的服务业还没有形成自己

的特色，仍存在一定的羊距。如图5-3所示。

2006年产业结构 2007年产业结构

锗量篡。一勰酗署
图5-3武汉城市圈2006年和2007年产业结构对比图

由上图对比分析可知，从2006年到2007年，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结构比例从

11．77：44 39：43 84调整为11 52：44．57：43 91，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第二和

第三产业的比重均上升了，但是从整体来看，其产业结构比例变化幅度小大，

近年业，武汉城市圈不断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由以前的第一产业比重明

显偏高，调整为现在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呈现出上升趋势，已经成为武

汉城市圈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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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武汉城市圈现代物流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了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

促进了武汉城市圈对外贸易总额的不断增长，并带动了国际物流的不断发展，这

些条件都为武汉城市圈发展现代物流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机遇。随着经济更加

快速的发展，武汉城市圈各行各业对现代物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对其所提供

的服务质量的要求也将会越来越高，所以，武汉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业具有很大物

流服务需求的优势，而发展现代物流也将是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必在趋势。但

是从总体上看，武汉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产业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存在着很

大的提升空间，下面介绍武汉城市圈现代物流发展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

5．2．1武汉城市圈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

(1)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物流需求量的不断地增长

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量与经济的发展高度相关，近年武汉城市圈经济的持

续发展为物流业提供了大量地现实需求，比上年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

武汉城市圈的商贸流通企业发展也较快，比如武汉本土的中百、中商、武商等大

型零售企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并形成多种经营形态，在武汉城市圈内的其

他城市也都有自己的连锁经营店，促进了武汉城市圈商品市场的发展，而商贸的

发展也必然需要一定的物流配送服务。同时，武汉城市圈的进出口总额也一直呈

上升的趋势，促进了国际物流的快速发展，这些都带动了物流需求总量的增长。

(2)政府部门对物流产业的大力支持

武汉城市圈具有较强的综合经济实力，而现代物流产业已经被认为是衡量一

个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发展水平将会影响整个区域经

济的发展，所以现在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对武汉城市圈现代物流产业的发

展，相应地放宽了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所需要的政策环境，并开始制定了一系

列有利于物流业发展的措施，如2005年，湖北省及武汉市相继出台了《湖北省

“十一五’’物流发展规划》和《武汉市物流产业发展规划》，同时政府也不断完

善市场经济体制，对现代物流运输行业进行了改革，并积极对现代物流业的发

展进行规划以及加大对物流园区的投资建设力度，这些措施都为武汉城市圈物

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使武汉城市圈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取得了巨

大的进步。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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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物流企业的出现

近年来，随着现代物流产业以及高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很多企业逐渐认识

到发展现代物流对降低企业总成本的重要性，产生了对现代物流服务的巨大需

求，于是很多传统的运输、仓储等企业开始利用自身的经营优势逐步向现代物

流企业转变，而一些大型生产企业在自己组织内部设有专门的物流部门，如海

尔、美的等大型制造业企业都在武汉沌品开发区都设有自己的工业园，而这些

企业在自己的生产领域都有自己的物流管理机构，实现了对物流的全面管理，

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这些物流企业开始不断学习并

吸收国外先进的物流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现代物流理念的

高服务质量的物流企业，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这些专业化物

流企业的快速发展，使物流服务形式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趋势，也为现代物流

产业的发展的奠定了市场基础。

(4)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网络及物流基础设施

武汉位于武汉城市圈的中心，其中京珠高速公路等多条全国重要的高速通

道都交汇于武汉，其境内也拥有多条国道、省道以及市县主要干线等，这导致

武汉城市圈具有巨大交通辐射能力，同时武汉城市圈也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五大

城市群的中心，与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大城市只距离1000公里左右，所

以武汉城市圈已经成为也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要道，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中转

站，为发展武汉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区位优势。

同时，在武汉市内已经形成了比较集中的物流发展区域，由于政府对物流

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已经规划建成了许多大型的物流园区，如阳逻港物流园区、

沌口汽车物流园区、舵落口城市配送型物流园、丹水池综合物流园区、关山转

运型物流基地、烽火加工型物流园区、武汉航空机场物流园区等，通过对这些

物流基地资源的整合，大力支持了武汉城市圈物流业的发展。

(5)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武汉城市圈是我国传统的工业基地之一，中心城市武汉也处在我国经济地理

的中心位置。武汉城市圈内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

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等多家重点高校及科研

院所，这些院所分别承担了许多国家级以及省级的重点科研项目，具有很强的

研发能力，而随着这些院所不断地创新，它们的研究成果将是武汉城市圈发展

高技术产业的优势所在，同时也将为武汉城市圈的高技术产业以及区域经济发

展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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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武汉城市圈物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加上各级政府在政策上的大

力支持，武汉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产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物流需求呈现

出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是与其他大中城市比较，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发展水平还

是相对落后一些，而物流产业在我国起步又较晚，所以武汉城市圈的现代物流

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问题。

(1)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政府部门虽然已经开始支持武汉城市圈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但是其重视

程度还不够，比如，由于企业投资建设物流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政府

却没有出台相应的的融资优惠政策，造成现代物流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相对比

较落后，难以促进物流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物流管理体

制和机制上仍然缺乏统一的规划和领导，政府各管理部门在物流业发展上没有

达成一致的意见，各级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色彩，都从有利于当地

的物流服务企业发展的方向上来制定物流政策，这样不利于武汉城市圈形成一

个跨区域的物流网络体系，不利于资源的整合，导致各种物流资源的浪费以及

物流设备等的重复建设，最终造成了武汉城市圈整个现代物流产业的落后。

(2)物流基础设施不够完备

武汉城市圈虽然近几年已经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络，交通基

础设施也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其总体规模还是不够完备。武汉城市圈的

物流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多种物流运输方式没有形成一个合理的分工，例如，

没有充分利用铁路长距离低成本的运输优势，反而是过多的使用公路运输，造

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物流量分配也不合理，例如，武汉

城市圈内拥有很多天然的水运条件，但是相对其他运输方式而言，其水路的货

运量比重偏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同时武汉城市圈内的中小城市都在规

划自己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物流网络体系，但是各个城市间缺少有机地联系，

结果导致武汉城市圈内的交通运输方式分布不合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

运输网络系统，严重影响了物流效率。另外，与其他大中城市相比，武汉城市

圈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化程度低，设施陈旧，规模也相对偏小。武汉城市

圈内物流服务业信息化程度不高，缺少必要的标准化物流信息交流平台，导致

物流信息分散，交流不畅，其物流技术手段也比较落后，各种以互联网为基础

的物流网络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些条件都不符合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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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限制了物流需求量的增长。

(3)物流企业专业化程度低

武汉城市圈的物流市场才l习,JN起步，很多传统物流企业处在向现代物流企

业转型的阶段，所以武汉城市圈内可能还没有符合现代物流行业要求的专业化

物流企业。圈内很多物流企业都是规模和实力较小的企业，，信息化程度也不高，

它们提供的物流服务种类单一，比如，大多数物流企业只能提供简单的运输、

仓储等低端的物流服务，而对于物流增值方面的高端服务还没有全面展开。很

多物流企业至今还没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统一的物流管理模式，没有制定公

认的服务标准，结果很多物流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的专业化程度较低，物流成

本过高，没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导致很多物流企业的经济利润很低，

而不能不通过低价来争夺市场份额，严重打乱了市场的竞争秩序。虽然很多企

业认识到降低物流成本对企业的重要性，但是在物流服务需求方面，很少有专

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反而是企业采取自办物流的方式，浪

费了大量的资源，最终可能还是满足不了企业对物流的需要。

(4)物流市场机制不健全，竞争激烈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物流需求量的增长，而我国物流市场进入门槛低，政府

还没有对物流行业制定出严格的标准和政策法规，许多传统的运输、仓储等公

司看到了物流行业发展的巨大商机，于是趁着政府对物流市场的监督力度不够，

开始向所谓的物流公司进行转变，但是这些公司却存在严重的经营问题，它们

设施简单，物流服务质量低，仅仅只能提供最简单的物流业务，造成了整个物

流行业的运作水平低，物流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而另一方面，我国放宽了对

外商的进入条件，逐渐开放了许多市场，导致国外许多知名企业开始涌进我国

的物流市场。由于国外物流产业起步较早，物流产业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并

且拥有先进的物流管理经验和技术，它们提供的高质量物流服务水平逐渐抢占

了许多我国迅速增长的物流市场，造成国内许多刚刚起步的物流企业在现有的

市场环境下根本难以生存，物流产业逐渐进入了国际化的激烈竞争状态。

(5)物流管理人才缺乏

武汉城市圈虽然科教综合实力位居我国前列，并且拥有许多重点高校及科

研院所，但是，也只是近十年内才逐渐开始设置物流管理专业的，由于物流管

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许多学科知识，所以各高校对物流方面的研

究还只是停留在一定的层面上。对于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也还没有建立完善

的培养机制，导致很多物流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缺少既具有理论知识，又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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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的高层次的物流管理人才。所以复合性物流人才的缺失，也制约了武汉

城市圈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

5．3武汉城市图物流需求量预测

本节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根据第三章所建立的物流需求预测经济指标体系，

以及第四章所建立的BP神经网络模型来对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量进行预测，

并将最终预测值和实际值进行比较，证实了BP神经网络模型在城市圈物流需求

预测中的可行性。

5．3．1 BP神经网络模型的设计

(1)数据整理

根据4．2．2所建立的BP神经网络模型，选取了8个输入变量：地区生产总

值、第一产业总值、第二产业总值、第三产业总值、货物进出口总额、居民消

费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1个输出变量：货

物运输量。其原始统计数据见表5．2所示。

表5．2武汉城市圈经济指标与货物运输量原始数据统计表
地区生

第一产 第二产 第三产
对外贸易 全社会固 社会消费 居民消 货物运

年份 产总值
业(亿) 业(亿) 业(亿)

总额(万 定资产投 品零售总 费支出 输量(万

(亿) 美元) 资(亿) 额(亿) (亿) 吨)

1995 1547．67 362．1l 651．48 534．08 231670 505．39 554．3 650．9 14340．7

1996 1981．79 416．8 846．85 718．14 217439 592．2 689．96 816．3l 15488

1997 2308．69 443．2l 1014．55 851．03 228268 642．98 812．28 931．14 17185

1998 2312．41 445．1 lOl5．32 851．99 241043 703．26 913．53 1009．88 16648

1999 2316．43 376．05 1018．29 922．09 231470 751．08 987．59 987．77 19503．9

2000 2499．13 364．68 1116．44 1018．0l 276398 806．81 1091．16 1053．32 16139．8

2001 2722 366．18 1228．72 1127．1 296564 860．63 1209．48 1124．6l 16488．2

2002 2977．54 378．95 1348．67 1249．92 308632 970．35 1357．8 1225．57 16406．2

2003 3295．76 403．64 1508．53 1382．59 401257 1103．66 1475．04 1313．34 16324．1

2004 3805．9 467．57 1767．95 1570．37 549397 1376．44 1656．58 1570．42 16242

2005 3999．75 511．91 1734．0l 1753．83 764699 1718．13 1890．54 1790．04 17436

2006 4599．44 541．24 2041．64 2016．56 999202．3 2142．52 2165．6l 2176．28 18156

2007 5556．74 640．25 2476．8 2439．69 1246265 2814．47 2556．7 2801．95 1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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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

在对BP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时，数值过大或过小都不利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所以为了保证所提供样本数据为同一个数量级的，需要对所选取的原始数据进

行一定的预处理，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如

表5．3所示。

表5．3武汉城市圈经济指标与货物运输量原始数据标准化表

对外贸 全社会 社会消
居民消地区生

第一产 第二产 第三产 易总额 同定资 费品零 货物运输量
年份 产总值 费支出

(亿)
业(亿) 业(亿) 业(亿) (万美 产投资 售总额 (万吨)

元) (亿) (亿)
(亿)

1995 ．1．33356 —0．93339 ．1．37749 ．1．32146 ．0．6807 -0．93888 ．1．30688 ．1．144l 1 ．1．80292049

1996 ．0．95353 -0．27652 ．1．0013 ．0．98835 加．72295 ．0．81301 ．1．07992 -0．87044 ．0．98798 l502

1997 ．0．66735 0．040689 ．0．67839 田．74785 ．0．6908 -0．73938 -0．87527 ．0．68046 O．21741505

1998 ．O．664l 0．06339 ．0．6769 1 ．0．74611 —0．65288 ．0．65 198 ．0．70587 ．0．55019 旬．164021572

1999 ．0．66058 -0．76596 -0．67119 ．O．61925 ．0．6813 ．0．58264 -0．58196 ．0．58677 1．864553567

2000 —0．50064 ．0．90252 -0．4822 ．0．44566 ．0．5479 1 ．O．50184 ．0．40868 ．0．47832 -0．52500 I259

2001 ．0．30554 ．0．8845 1 ．0．266 ．0．24823 —0．48804 -0．4238 -0。21072 -0．36037 ．0．277529 1 56

2002 ．O．08183 ．0．73l 13 ．0．03504 ．0．02595 —0．4522 1 ．O．2647 l 0．037429 —0．19333 ．0．335774599

2003 0．196741 ．0．43458 0．272779 O．214147 ．0．17721 ．0．07142 0．23358 ．0．048 12 -0．394091073

2004 0．643325 0．333273 0．7723 0．553984 0．262602 0．324098 0．5373l 0．377211 ．0．452407548

2005 O．813024 0．865834 O．706947 0．886003 0．901817 0．81953l 0．928742 0．740566 0．39570293 l

2006 1．33800l 1．218112 1．299298 1．361482 1．598038 1．434876 1．388954 1．379589 0．907126336

2007 2．176035 2．407305 2．13721 2．127248 2．331547 2．40917l 2．043276 2．414742 1．554929315

(3)网络训练中各种参数的确定

在对BP神经网络进行预测之前，要根据各个参数取值的基本原则，对算法

中需要设定的网络训练参数及其取值进行确定，如表5-4所示。

①网络节点

根据4．2．2节中BP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输入层有8个节点，输出层有1

个节点，隐含层可暂设为20个节点，即构成一个8．20．1 BP神经网络模型。但

是系统在实际训练时，还要对不同的隐层节点数分别进行训练比较，最后确定

出最合理的网络结构。

②初始权值的确定

初始权值应该是一组不完全相等的数值，所以，在程序设计中，应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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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1，1)之间的随机数来作为网络的初始权值。

③训练速率

在网络训练中，训练速率过大，会影响网络的稳定性，会引起系统振荡，

但训练速率过小，会导致收敛速度较慢，所以，在网络设计中，应该用不同的

训练速率对网络进行训练并不断进行调整，最终选择合适的训练速率，其一般

取值在在(O．01，0．6)之间。

④动态参数

动态系数的选择通过是根据经验来确定的，其取值一般在(0，1)范围之间，

⑤允许误差

一般取0．001,4)．00001，当2次迭代结果的误差小于该值时，系统结束迭代

计算，给出结果。

⑥迭代次数

一般取1000次。由于神经网络计算并不能保证在各种参数配置下迭代结果

收敛，当迭代结果不收敛时，允许最大的迭代次数。

(i)Sigmoid参数

该参数调整神经元激励函数形式，一般取O．9~1．0之间。

表5．4 BP神经网络模型各种训练参数表

参数名称 取值

输入层到隐含层的传递函数 S型正切函数tansig

隐含层到输出层的传递函数 S型对数函数logsig

训练函数 勋inlm
学习函数 Learngdm

性能函数 Mse

训练次数 ll

训练目标 0．001

5．3．2 BP神经网络模型的实现及其结果分析

本文将利用MATLAB软件的神经网络工具箱来对该模型进行求解，

MATLAB语言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工程语言，用MATLAB语言构造出典型的神经

网络的激励函数，编写各种网络设计与训练的子程序，网络的设计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去使用工具箱中有关神经网络的设计训练程序，而不需要通过复杂

的编程去解决问题，提高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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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P神经网络模型实现的步骤

①根据前面的分析，将处理后的原始数据输入模型进行训练之前，先对样

本进行分类，将1995．2005年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2006—2007年的

数据作为预测样本。

②将标准化后的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进行MATLAB中的学习，经过11次

训练后，误差曲线收敛于目标0．001，并通过对样本进行误差检验可知，此网络

模型的性能达到了要求，可以用来预测。

其网络连接权值矩阵和阈值矩阵为：

0．844984．0．88059．0．1 573 1 ．0．64749 0．77072 ．0．40735 0．9783 —0．66229

一1．08226 1．1 18505 0．014701—0．09712．0．53989．0．38193 1．027466 0．480477

—0．90249 0．232579．0．71127 ．0．53103．0．6053l 0．529512 —0．70504 1．162854

0．466571 0．298695．0．56757 —0．59173 0．524754一1．2397 —0．80074 0．802483

—0．75333

0．44003 1

．0．68604

1．015747

．O．83 184

．0．37076

0．484358

O．180588

0．274842

．O．1 4346

．0．02756

．0．40027

0．827327

．O．13913

．0．573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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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和％分别为输入层与隐含层、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连接权值，

e和以分别为隐含层和输出层各神经元的阈值。

训练结果曲线如图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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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_4网络训练结果曲线图

③将2006-2007年的数据作为预测样本数据输入网络模型，对2006-2007年

的物流需求量进行预测，并最终对所有预测数据进行反标准化处理。所有输出

结果和误差如下表5．5所示。

表5-5 1995--2007年武汉城市圈物流需求量的真实值、预胡4值及误差
年份 真实值 预测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1995

1996 -966 57 石24％

19昕 17185 i793915 75415 4 3％
1998 16648 16079ll j68 89 一3 42％

1999 l 9503 9 18183 92 《77％

2000 {5515

200l 15525 58 -962 62

2㈨ 164062 15241．56 ．7lO％

2003 16324l 14956．93 ．8 38％

Ⅲ 16242 14672‘1 ．1569 39 -967％

2005 17436 18808 7 1372 7 -7 87％

I 2006 18156 1904l 37 885 57 -4 87％

l 2007 19068 1042 6l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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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测结果分析

从上面的预测结果可知，武汉城市圈历年物流需求量的真实值与预测值之

间的相对误差都能控制在3％．10％之内，对一般的预测模型而言，这些误差还是

在一定的控制范围之内的，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用BP神经网络模型来进

行预测的还是算比较精确的，能够取得较好的预测效果，同时可以证明，该模

型对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量预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各级政府和物流企业可以

根据该模型的预测结果做好各种物流规划和企业物流活动等工作，也为现代物

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物流需求预测平台。BP神经网络模型具有强大的自

适应学习能力，能够对所提供的学习样本进行准确的拟合判断，当最终输出结

果与实际结果的误差不能达到满意的范围内时，它始终能够不断地对各种权值

和阈值进行调整，从而最终得到较高的预测精度，而且它对于基于时间序列的

短期预测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同时，BP神经网络能够处理高度非线性问题，

不需要建立任何数学模型，也不用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的权重问题，弱化了传统

模型中通过人为因素来确定权重的影响，提高了预测的可靠性，它只需要对过

去的样本数据进行学习训练，以保证输出结果更加接近真实值，所以BP神经网

络模型比传统预测方法具有更普通的使用价值，其预测结果也更加真实可信。

但是，BP神经网络模型在提高其预测精度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①用BP神经网络模型来对城市圈物流需求量进行预测的关键是对样本数据

的确定，本文只选取了8个对物流需求量有影响的经济因素，而目前我国对物

流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专门的统计部门对各种物流数据进行收集，并

且由于部分统计数据的缺失，所以在统计数据收集的数量和质量上也都存在着

一定的缺陷，而这必将会影响最终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②在用BP神经网络建立模型时，也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来对网络结构进行

设计，例如，网络的层数、各层神经元的个数以及网络训练中各种参数等的选

取都设有一个规范的参考原则，而更多的是依靠经验和人为因素来设计的，这

必然会降低BP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性能。同时，在对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求

解时，并没有很多成熟的计算机软件工具，而这也会影响整个模型的最终预测

结果。

③本文用了8个经济变量来对物流需求量进行预测，而BP神经网络模型虽

然能够反映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却不能给出明显的数学表达式，所以，

本文虽然知道8个输入的经济变量与物流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但是却不

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给出合理的经济含义上的解释，这也是BP神经网络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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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遗憾。

基于上面的分析，尽管BP神经网络模型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我们

也不能否认它具有的优点和所取得的成果，现在BP神经网络模型还处于研究初

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但是BP神经网络模型为城市圈物

流需求量预测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路，并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优越性，所以，

用BP神经网络模型来对城市圈物流需求量进行预测仍然存在着良好的发展前

景。

5．4武汉城市圈提高物流需求的对策

通过前一节对武汉城市圈物流需求量的预测，可知在未来几年内，武汉城

市圈的物流需求量会逐渐增加，并结合前文对武汉城市圈现代物流发展现状的

研究，了解到武汉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业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而物流的

发展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所以有必要对武汉城市圈的现代物流业进行规划

引导，促进其进一步发展。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5．4．1地方政府

(1)统筹规划现代物流网络体系

现有武汉城市圈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也将会

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所以为了增强武汉城市圈在我国的经济地位，促进武汉城

市圈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各级政府应该对圈内的现代物流体系进行更加科学合

理地规划与设计。政府应该打破区域和行业限制，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高质量

的物流体系，武汉城市圈可以构建以武汉为中心，其他8个中小城市为依托的

服务于圈内所有消费者的物流服务通道，建立以准时化、标准化为特色的涵盖

整个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配送网络体系，而武汉城市圈物流网络体系构筑的重点

在于物流节点的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这需要根据武汉城市圈现有的物流园区、

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以及物流运输网络的规模和布局来构建，其目的主要是为

了实现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物流业的综合优势。

(2)制定促进物流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

武汉城市圈的物流业发展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只是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

物流业发展的标准体系，所以政府应该增强现代物流意识，首先要通过制度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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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保障来促进武汉城市圈物流业发展。首先政府要创造一个公平、开放、

标准的市场竞争环境，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来完善物流市场体系，形成一个统一

的物流标准，并对其进行大量的宣传和引导，例如，对那些不符合物流行业标

准以及扰乱市场秩序的物流企业，政府应该强行取消其参与市场活动的资格，

劝其退出物流市场，保证物流市场的正常运行。其次，由于物流业所涉及的其

他行业和参与物流活动的企业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中间就存在一个协调

性的问题，所以政府应该尽可能地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身份，努力做好政府与企

业之间关系，共同解决物流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政府部门应该通过

一些金融、税收、财政等政策来扶持各种物流基础设施和信息平台的建设，例

如，投资新建先进的物流技术装备和大型物流项目、放宽对物流用地的限制并

给予地价优惠、完善道路运输条件并调整运输价格，降低或减免税收等来鼓励

物流业的发展。物流园区投资资金大，建设时间长，需要政府给予融资优惠政

策和按一定比例给予资助，所以政府应该扶持物流园区的发展，使其产生巨大

规模和社会效益，以此带动经济和物流业的发展。总之，政府要制定出适合武

汉城市圈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和优惠体系，将武汉城市圈的物流发展规划纳

入到湖北省乃到整个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总体规划当中去。

(3)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

建立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是保证武汉城市圈发展物流业的必要条件，但是

现实情况却是，武汉城市圈的物流基础设施大多年代已久，其结构分布也不合

理，很难满足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需要。另外，一些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大、回收

周期长，所以只能由政府来进行投资建设。对于武汉城市圈来说，其所处的地

理位置保障了在铁路、公路、水路等运输方式上面具有优越的条件，但是随着

经济的发展，这些交通运输条件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的需要的，所以需要政府加

快铁路、公路、水运、空运等运输方式的资金投入，并加强这些不同运输方式

之间的衔接，促进多联式运输方式的发展，保证在圈内各个城市之间以及跨省

跨境的物流运输罩程最短，从而降低物流成本。

(4)加强武汉城市圈内各级政府的沟通协调

在武汉城市圈经济和物流发展问题上，圈内各级政府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

充分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政府可以根据通过经济变量所预测出来的未来物流

需求量，制定出适合武汉城市圈发展需要的物流发展战略，以此来促进各个城

市的共同发展，为武汉城市圈发展现代物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然后各

级政府就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政策，针对武汉城市圈物流需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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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出武汉城市圈物流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可以由各级政

府组成武汉城市圈物流发展委员会，定期讨论物流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健

全物流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对物流管理的协调，促进武汉城市圈物流业加快

发展。

(5)重视物流管理人才的培养

武汉城市圈虽然拥有很多重点高校及研究所，并且都开设了相关的物流管

理专业，但是其物流管理方面的教育跟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状况一样，也是处于

发展的初步阶段，仍然缺少具有物流专业知识的人才，所以为了满足武汉城市

圈经济及物流业发展的需要，政府必须重视对物流管理人才的教育，鼓励各高

校注重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物流人才，也可以对人才引进方面给予相关的

政策支持，例如，武汉城市圈政府可能借鉴沿海发达城市的优惠政策，每年可

以给出一些比较优厚的工作条件，从而吸引力优秀的物流人才留在武汉城市圈

进行发展。政府也应该引导企业加深对物流重要性的认识，鼓励企业对各个等

级的物流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工作培训，保证物流从业人员都能够不断地更新自

己的物流知识。

5．4．2物流行业

(1)推进现代物流信息系统建立

发展现代物流信息系统是加快物流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现代物流

作业信息化是指物流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传递以及存储等都采用现代物

流信息管理技术。通过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在整个物流行业建立全面的信息

交流平台，可以让全行业的物流企业都能够及时地了解各种物流需求信息，实

现信息资源共享，同时还可以让物流企业和用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交流，

使物流企业能够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物流服务，从而把整个物流行业的作业水

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政府也应该促进企业内部对先进的现代物流管理信息技术的应用，

比如：电子数据交换(EDI)、企业资源计划(ERP)等信息技术，也可以引导物流企

业借鉴国外知名物流公司先进的物流信息技术，全面加快企业内部物流信息系

统的建立。建立物流商务平台，能够形成高效率的物流信息服务体系，将分散

在不同区域的物流企业联合起来为用户提供更多的物流增值服务，总之，推进

物流信息系统的建立，能够进一步保证物流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及规范现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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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规范物流行业标准

现在的物流行业在管理规范上存大着很大的漏洞，加上对政府对物流市场

的监督力度不够，市场进入门槛又低，于是很多不合格的企业也打着运输仓储

的头衔进入了物流市场，导致了物流市场竞争的混乱，所以为了对物流行业进

行规范，保证现代物流业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有必要对物流行业制定出相应

的管理法规和准则，规范物流市场的进入标准，鼓励那些已经进入物流市场的

小型物流企业之间进行兼并，加强协作关系，从而提高物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为物流业的发展构建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同时，现在物流业存在着大量

资源的浪费或闲置，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各行业之间的合作，对现有的物流资源

进行整合利用，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优势来推进物流业的合理化发展。

5．4．3物流企业

(1)重组物流企业，提高物流服务质量

要推动武汉城市圈物流行业的发展，首先要对武汉城市圈的物流企业进行

改造。武汉城市圈的物流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不强，在整个物流市场没有多

大的知名度，这样限制了物流业的发展。武汉城市圈的商贸业以及交通网络都

很发达，这将有利于物流企业进行资产重组，通过组建大型的物流企业，可以

打破行业和企业的界限，实行各种物流设施的共同化，降低物流运作成本，同

时也可以享受物流规模效益所带来的好处。

现阶段市场的竞争不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而更多的是所提供的服务的质

量的竞争，所以圈内的物流企业应该遵循市场变化趋势，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

例如，实时追踪配送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状况，既能保证货物的质量，又可

以尽可能地综合交货时间，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同时，当地政府要制定出更

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国外或外省的知名企业来武汉城市圈内进行投资建设，这

样不仅可以带动武汉城市圈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带动武汉城市圈内

物流企业的发展，促使它们不断地更新现代物流管理理论，提供高水平的专业

化物流服务。

(2)发展专业化第三方物流企业

武汉城市圈具有规模较大的商贸集团，如中百仓储、武商集团、中商集团

等，再加上国美、苏宁、工贸家电等大型连锁经营企业，这些都为现代物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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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提供了潜在的市场机遇。正是由于缺少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这些商贸

和连锁经营企业都有自己的物流运输部门，浪费了大量资源，所以建立和培育

第三方物流企业是发展武汉城市圈现代物流业和整合各种物流资源的必然选

择。第三方物流企业应该加强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并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管理水

平和服务范围，鼓励中小企业将物流服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企业，既能满足中

小型企业对物流服务的需求，也可以促进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发展。同时，武汉

城市圈各级政府应该规范行业标准，加快圈内各种信息化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第三方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物流信息交流平台。



武汉理工大学硕+学位论文

6．1全文总结

第6章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目前，我国还处在物流发展的初步阶段，对物流领域的各种理论研究以及

各种统计数据的收集都还不是很完善，与物流业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存在着一

定的差距，但是，物流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了，物流业的

发展与经济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的发展已经不能互相脱离。本文将理论

与实践、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等方法结合起来，以城市圈理论、物流需求

理论以及预测理论为基础，利用建模思想构建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BP神经网

络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预测当中，取得了良好的预测精

度，为物流需求预测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为各级政府和物流企

业进行物流规划等研究提出了新的技术方法。本文围绕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主

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现将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1)阐述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相关理论。本文解释了城市圈的概念和

特点，介绍了城市圈物流需求分析的内容、目的和特点，并综合比较分析了各

种预测方法的优缺点，最终选择了适合本文内容的预测方法。

(2)城市圈物流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存着明显的相关性。本文通过对地区

生产总值与货物运输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

关系，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物流需求量的多少，而物流的发展状况也影响着

经济的发展。

(3)构建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指标体系。本文分析了影响城市圈物流需

求预测的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但由于各种物流统计数据的不完善，本

文最终确定了8个影响物流需求的经济因素作为本文所建立模型的输入指标体

系，而采用了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转量来反映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量。

(4)建立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BP神经网络模型。本文对于货物运输

量的预测，通过对各种输入输出变量、网络结构以及网络训练中各种参数的确

定，最终构建了合理的BP神经网络模型，并通过对所提供的大量训练样本的不

断学习和各种网络参数的调整，最终保证输出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达到最小，

并最后以武汉城市圈为例，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证明该模型能够达到较高的

预测精度，与传统模型相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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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本文创新点

由于国内物流需求的发展较晚，在物流热的兴起阶段，国内很多地区大力

规划物流产业和物流园区的发展，而忽视了对物流需求进行预测的作用，本论

文主要是想强调物流需求在物流规划中的重要性，针对我国物流需求发展的实

际情况选择有效的预测方法，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对物流需求进行预测的重

视。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阐述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基本理论。本文解释了城市圈、物流需

求、物流需求预测等的基本概念，明确了物流需求的特点、内容和影响因素，

以及物流预测的特点、原则、步骤等，揭示了物流与城市经济的相互影响作用，

为武汉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预测奠定了理论基础。

(2)揭示了物流与城市经济的相互影响作用。城市圈物流与经济发展的相

关性分析，可以通过分析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转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来说明，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用SPSS软件对它们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经

济发展与物流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物流需求量的

增加，而物流活动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3)通过分析影响因素构建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指标体系。随着

物流热的兴起，我国近十年也开始发展物流产业，但我国的物流统计工作发展

相对滞后，一些数据很难收集，但由于物流需求与城市经济存在很强的相互关

系，本文建立了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指标体系，并对各种指标与物流需求量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

(4)建立了基于BP神经网络的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的研究模型，并以

武汉城市圈为例，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该模型不同于简单的物流需求线性回

归或者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不是直接通过物流数据本身来预测物流需求，而是

通过选用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总值、第二产业总值、第三产业总值、货物

进出口总额、居民消费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些

经济指标的变化来非线性映射物流需求量的大小，这样能够达到更高的预测精

度。

6．3研究展望

城市圈这个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而在城市圈内进行现代物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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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又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但我国对物流系统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城市

圈的物流研究还没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也没有相关统计部门对物流行业

的统计数据进行整理收集，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关部门进行相关的配合研究和分

析。本文认为，BP神经网络模型将是物流需求预测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本文

虽然分析了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的相关理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能够对以

后探讨城市圈的物流需求预测理论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由于时间的紧

迫、各种统计数据收集的困难，以及本人在该理论所积累知识的局限性，所以

本文对城市圈物流需求预测理论的研究并不完善，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仍然需

要在以后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几下方面。

(1)物流需求影响因素的确定。物流活动涉及的范围相关广泛，影响城市

圈物流需求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本文只对选取了主要的影响因素，建立城市圈

物流需求预测的经济指标体系，而对于其它的非经济因素其实也可以反映物流

需求量的变化，所以在指标体系的建立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物流需求量的确定。本文提出以货物运输量或货物周转量来反映物流

需求量，那是因为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统计部门对物流量这个概念进行统计，所

以本文所选用的货物运输量只是对部分城市圈物流需求量进行了预测，而对于

城市圈物流需求规模和结构指标等方面所反映的物流需求量无法给出精确的预

测。

(3)统计指标数据的收集。物流统计数据涉及到很多领域和部门的统计数

据，但是大量的物流需求数据在定量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缺乏大量反映

物流需求量的统计指标数据，所以在物流需求数据的收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

完善。

(4)BP神经网络模型的改进。与传统预测方法相比，BP神经网络模型有

着自己独特的优越性，但是关于该网络模型中网络结构、参数确定以及学习样

本选取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同时，BP神经网络模型能够解决非线性关

系的问题，它可能会忽略掉所选用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所以在指标设计时需要

考虑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所以BP神经网络模型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许多需

要研究和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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