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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工和专业化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物流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引起

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通过对前人研究文献的整理，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对现代物流业与城市空

间结构相互作用的相关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物流业的空间组织与空间布局成果较多，但现代物

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成果并不多。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中，在研究物流产

业空间布局时对其与城市空间结构作用的简单提及。本文从物流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的表现

和机理两方面进行了综述，物流业主要通过经济和政府两个视角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其空间布局

促进了城市空间扩展，改变了城市用地结构及功能。最后，文章提出了关于物流业对城市空间结构

影响的研究方向的展望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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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流”概念出现于二战时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工逐步深化的产物。针对物流的研究

仅仅有约 50 年的发展历史，它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1]。中国物

流产业的发展自古就有，但对物流相关研究却始于改革开放后，随着对西方物流业相关研究

成果的引进和介绍，中国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物流研究。因此，它是一门新兴学科。改革开放

后，中国物流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蓬勃发展的物流产业。现代物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

的作用逐渐被学者和企业管理人员所认知，并引起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现在已成为一些城

市如香港、深圳、青岛等的支柱产业，对城市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如今诸多学科对现代物流

业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学科，经济学侧重于物流业对城市或区域经济的影响

研究，管理学重视企业层面的物流组织效率的提升，而交通运输学则主要集中于传统物流中

的货物流通和交通运输研究[2]。在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中，针对工业布局和服务业的地

理学视角的理解已经被广泛研究，但针对物流产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及作用机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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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却相对较少。物流产业作为城市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工业、其他服务产业一样，有

其城市布局的空间形态，进而影响到城市的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3]。地理学的核心视角在于

其“空间”和“联系”的视角[4]，所以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对现代物流业进行研究对于理解城

市空间形成机理和丰富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本文通过对目前学术界尤

其是经济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等领域涉及物流业空间布局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关系的研

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希望对该领域研究有所贡献。

2 物流业空间组织研究

空间视角是地理学的核心视角，空间视角下的物流产业空间组织与布局是核心研究内

容。随着物流业的发展，物流业的空间组织也在不断扩展与完善。物流业的空间组织即物流

活动的空间场所，主要包括物流园区、配送中心、货运交通网络等，对其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物

流活动空间的作用、分类、选址和用地方面[2]。物流园区是物流企业在空间上集中布局的场

所，是物流活动重要的空间载体。配送中心的功能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物流空间组织的重要

环节。货运交通网络是物流业空间组织的骨架，将各个物流节点串联起来，使物流空间组织

成为一个整体。国内外关于物流空间组织的研究多为实证研究，国外，Hesse 以德国的物流

园区为案例，借鉴其理论和方法对物流园区的用地开发进行实证研究[6]。Ligt 等通过考察

欧洲的配送中心，对配送中心用途和空间选址进行研究，认为配送中心的选址更偏向于交通

条件更方便、地价更便宜的郊区[6-7]。Hesse 研究了物流和货运分布的交通布局，提出了新的

物流交通地理和货运配送的观点[8]。国内，韩增林等以大连市为案例通过运用多因素综合评

判法确定了物流园区与配送中心的等级并提出规划布局方案[9]。曹小曙运用实地考察、资料

统计等方法研究了东莞市的交通运输网络的演化格局，提出随着交通网络发展通达性格局

发生演化使得城市由单极增长转变为多极增长，城市空间向外蔓延[10]。王成金以物流企业为

角度，选取大连市远征物流为案例研究城市物流网络，认为公司总部位于市中心，园区布局

在近郊，营业点靠近物流密集区[11]。

3 物流业与城市空间结构作用研究

学术界对物流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研究包括物流业对城市用地扩张和内部空间结

构两方面。总结现在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众多物流空间组织中物流园区与物流交通线路对

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最为显著[9,12-18]。该部分主要从物流园区和物流交通线路两个层面分别

综述其对城市用地扩张和内部空间结构的影响。
3.1 物流业对城市用地扩展的影响

物流园区是一家或多家物流（配送）企业集中布局的空间场所，也是物流线路的交汇

地[12，19]。物流园区最早出现在日本东京，又叫做物流团地，在欧洲称之为货运村。最初的物流

园区是日本政府为解决东京市的城市功能紊乱，缓解交通拥挤，减轻产业对环境的压力，保

持产业凝聚力，顺应物流业发展趋势，实现货畅其流而专门规划建设的。
物流园区（物流基地）作为物流业一种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在合理规划下不仅满足物

流业发展的空间需求，还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解决城市交通、环境等问题[12,20]。现如今，城

市建立独立的物流中心也是物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究其原因是由于前期分散化的物流组

织结构导致了企业部门功能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使企业成本居高不下[21]，所以物流组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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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由分散化走向集约化。企业物流管理组织结构大致经历了物流功能组合、物流机构独立和

物流一体化管理三个阶段，物流组织也由之前分散的企业部门发展到现在独立的物流中心。
[22]。关于物流用地布局，国外研究中较早发现，在大都市区，物流业对用地的需求日益增长，

对时间和运输条件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因此其布局大多靠近货物转运枢纽和交通主干道出

入口，并且周围要有充足的发展空间。郊区和市中心相比不仅有廉价的土地资源还有交通要

道通过，物流活动随之发生了变化，日益在郊区或更远的地区集中[23-27]。由此可以看出物流

中心的郊区化不仅仅是因为对土地需求的增长和对交通条件要求的提高，也是基于早期分

散化的结构[26-27]。但是物流活动郊区化只是一种趋势，并非所有的物流中心都布局在郊区。
这是因为物流中心依据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与作用及自身的机能侧重点不同可分为不同的类

型，而不同类型的物流中心选址布局时的侧重点则会不同[28]。以美国大洛杉矶地区为例，其

物流中心靠近市场、生产地、高速公路、航空港和技术园区[29]，并非都向郊区迁移。国内学者

在该方面研究中也提出了物流设施布局应靠近拥有交通干线且用地充足的郊区[30]，然而形

成该种布局趋势的原因除上述因素外还有物流企业布局具有市场、运输条件、客户企业和地

租等区位指向[11]。在分析物流活动郊区化的过程中，外围—中心模型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

分析可知物流中心具有空间自组织能力,吸引关联产业前来布局，改善基础设施和降低生活

成本，促使居民向这一地区移动，形成新的城市功能区。物流中心的郊区布局促使生产要素

向郊区移动，客观上促进城市空间扩张[31]。
在物流组织中，除物流园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较大外，物流交通线路作为物流业的骨

架，将各个物流节点联系起来，它的建设与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物流

园区在市中心的存在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诸多负面影响，为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应将

城市道路分类，不能完全对货物运输放开，货运活动应向郊区靠近，与市中心之间建立货运

通道[32]。城市交通结构如此变化导致各区位的可达性发生改变，郊区运输成本会大幅降低。
在各方面综合之后，物流企业在郊区布局依然可以分享基础设施带来的外部经济效益，因此

更多地选择在郊区布局[13]。对外交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城市空间发展，还改变了城市外部形

态，对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指向性作用[33]。城市沿交通干线向外延伸，一般呈跳跃式布局，形成

“飞地”[34]。以长沙市为例，交通建设使长沙市的土地扩展由之前单一的沿河方向转变为多方

向，高速公路的修建使城市形成跳跃式低密度的扩张模式[35]。
物流交通线路不仅自身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还通过与其紧密相连、布局一致的其他货

运设施如仓库、停车场等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影响。现如今，货运设施的规模越来越大，并且

随着城市的发展之前城市边缘区的货运设施进入了中心区，由于自身的功能与服务特性及

城市产业布局的调整，位于市中心的货运设施往往转移到郊区，也有利于货运设施的融合。
货运设施郊区化带动了人口转移，对城市扩张产生重要影响[36-39]。
3.2 物流业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影响

物流业不只是促进城市空间扩张，在形成新功能区方面的作用也逐渐增大，将取代工业

区[40]。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物流中心所处的城市边缘区成为了中心区，地价上涨，交通、
环境恶化，现代物流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结构也可能干扰了居住及其他城市功能，因此物流中

心向城市郊区迁移，远离了拥挤的城市中心。原来集中在市中心的仓库等物流场所进行整合

和优化，向居住区和商业区转变，为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6，8,14,41]。另一方面，大型物

流园区的建设会吸引关联产业前来布局，不仅影响土地利用规划，还促使物流配送体系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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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使城市的功能分区更加清晰合理[9,42]。
除此之外，城市交通也在改变着城市空间结构，它的发展使城市不同空间的可达性出现

差异，导致土地价格与利用方式的变化，进而引起城市地域功能结构和布局发生变化[15]。城

市交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也促使城市结构合理布

局[43]。交通网络的变动特别是铁路与高速公路的修建会引起物流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演

变[44]。以佛山市为例，快速交通干道对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具有带动和引导作用。交通系统为

经济与产业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服务，是联系生产、服务与市场的纽带，在城市空间发展布局

中起着主导作用。快速通道连接着各组团及城市与对外出入口，带动和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

调整[45]。事实上，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在城市的形成和区域交通的布局中正在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并且正在成为区域规划的核心[46]。

4 物流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理研究

传统的产业与城市空间结构作用研究集中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种学科视角[47-49]。学术

界总结物流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理主要集中于经济、政府调控两种视角，而社会视角

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这里并不作为讨论的重点。
4.1 产业集聚扩散视角下的作用机理研究

物流经济要素具有流动性、亲和性、吸附性等特性及无序性、方向性的运动规则，现代物

流业依据产业特性首先对城市总体产业布局产生影响，进而通过自身空间特性（物流企业区

位选择）导致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50-51]。具体来说，随着物流业的发展，第三方物

流企业作为现代物流业的重要形式出现，它利用自身功能和信息技术建立完善的制度来提

高运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极大促进了专业化分工[52]。专业化分工组织形式上体现在企业

和产业内部专业化，空间上表现为地域分工。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交通技术与运输条件大

大改善，特别是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提高了空间转移效率，改变了地域劳动分工[53]。物流

业通过自身专业化降低企业成本，参与了企业的价值重塑。如此，物流业的集聚扩散也就会

带动相关产业的集聚扩散[54]。
产业集聚会产生集聚风险，现代物流通过实行零库存和融入信息流来达到降低集聚风

险的作用，有利于产业集聚[55]。产业的集聚会促进集群内部企业的分工与协作，提高效率，促

进城市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的空间边界不断扩展[56]。但是，区位经济要素和资源过

度集聚后便会产生地价上涨、物流成本增加等负面影响，城市会出现“退二换三”的土地空间

置换，第三产业在核心区聚集，提高城市职能，第二产业向外转移至郊区[57]，物流体系的完善

可降低运输与交易成本，使得一些企业迁到与原集聚区联系紧密的新地带[58]，从而形成新的

增长极，促进了产业扩散，进而影响了城市空间扩张和内部土地功能的置换。随着相关产业

在郊区的集聚，市中心土地置换进程也在逐步加快，郊区逐渐成为城市亚中心[59]。由此可见，

城市呈总体分散、局部聚集的发展状态，聚集区的变化促使城市向“多中心”、“网络化”的方

向发展，优化了城市空间形态[60]。物流业通过影响产业的集聚与扩散进而对城市空间结构产

生影响，城市物流空间结构演化是城市物流功能空间分异的结果，遵循“分散、集聚、再扩散、
再集聚”的循环过程[61]。
4.2 政府调控视角下的作用机理研究

地方政府是城市的管理者，它的决策与行为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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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轨迹。但是城市的发展绝不仅受政府力的影响，斯通、罗根和莫里奇创建的政体

理论就城市发展的动力（政府力、经济力和社会力）之间的关系及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提出了

一个理论框架[62-65]。张庭伟深入分析了该理论的前提条件存在的基本矛盾后提出了市政府

通常采用的四个战略，即促进增长战略、管理城市发展战略、维持现状战略和激进的战略[48]。
西方城市的权利由政府与私人共同掌握，为实现自身政治经济目的，共同推动城市发

展，政府与企业之间多为非正式合作关系，同时借助社会力平衡企业的过度要求，因此西方

城市大多采取促进增长和管理城市发展相结合的战略[63]。物流业极大拉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同时产生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诸多城市问题。政府通过投资建设物流园区、交通线路和政

策支持促进物流企业外迁，既促进物流业发展又有效解决了因其产生的城市问题。物流园区

和交通线路的建设影响了城市空间结构。中国城市权利较多集中于政府，政府利用行政资源

进行经济建设，造成政府企业化[66]，中国城市大多采取促进增长战略。随着物流业对经济拉

动作用日益扩大，政府相应加大资金政策的支持，物流设施的大量建设显著影响了城市空间

结构。因此，无论西方城市还是中国城市，政府通过规划和政策影响物流业的发展与空间布

局，进而影响城市空间结构。

5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对其相关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物流

业的空间组织与空间布局成果较多，但现代物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成果并不多。相关的

研究集中于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中在研究物流产业空间布局时对其与城市空间结构作

用的简单提及。本文结合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视角，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得出

物流业在城市中的空间格局呈现出郊区化、周边化布局特征。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引导城市对外扩张、通过园区建设和带动周边土地开发促进城市用地空间布局调整

两个方面。物流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理通过经济联系与政府规划调控两个层面的体

制相互影响，并提出如下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1）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物流业的空间布局日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自上世纪 90 年代

始，全国各地兴建物流园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在对外贸易中条件优越的城市开始打

造国际物流中心。随着其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物流业对城市经济尤其外向型经济的拉动

和支撑作用更加明显，物流业也面临进一步发展与转型，势必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新的影

响。如今，关于全球化与地方物流产业发展的联系及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开展全球化影响下的物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理研究，包括

跨国公司生产基地建设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全球物流网络格局及对中国城市物流

格局的影响及这种影响下地方城市空间结构的空间响应。
（2）物流网络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对其研究既可以从宏观视角对整体进行研究，也

可以就某一环节开展深层次论证。我们发现，与国外研究对比，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物流业局

部环节的研究较多，比如物流园区的选址、规划等，而对物流地理学涉及的整体框架和理论

探讨研究较少。国内的单一的城市或区域拥有若干物流空间组织，如何在空间上合理布局并

有机结合为整体物流组织、分析其特性及功能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因此有必要对其整体进

行系统分析和理论探讨，并从理论和实践层次分析其整体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丰富物流

地理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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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物流产业空间规划并未纳入到城市各层次法定规划中，而且政府部门在对城市

空间进行规划时，物流空间布局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将物流产业布局纳入到城市空间

规划中去。原因在于其研究理论支撑尚不充分，无法形成系统的空间格局理论及规划理念。
因此，针对物流产业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实践应用研究，从多角度开展物流园区布局、货运交

通组织及对周边居住区、工业园区、城市环境等方面的研究需要引起学者的重视，形成理论

与实践应用良性互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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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WANG Peng-cheng, ZONG Hui-ming, LI Ming, LI Ling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grows

rapidly, which draws many scholars’atten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was neglected, except several papers about the logistics

spati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e found research

about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logistics industry belongs urban geography

and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erformance and mecha-

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and urban spatial struc-

ture. Logistics mainly affect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hrough two perspec-

tives of economical impact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spatial layout of

logistics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 and change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urban land.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everal advice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dern logistics industry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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