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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际陆港物流集成力的
战略思考
□ 董千里 董展

一、引言:陆港物流集成力的提出

集成是变革、整合，是通过打破既有平衡获得新发展的过程。
而陆港形成与发展，需要与沿海港口合作，需要商贸企业依托陆港
形成外贸业务源泉，并要求物流企业支持其物流从区域走向全球。
这些可以看作企业在物流集成场中的运动过程，其实质上体现了国
际陆港支持国际物流、港区联动、区市发展的综合经济力，即陆港
物流集成力。

1.陆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国际陆港是地处内陆无水运条件地区，与沿海港口或空港有便

利运输通道，并具有报关、报检等口岸功能的物流节点。国际陆港
是国际物流在一个国家内陆进行集散中转、报关等的作业节点，是
内陆地区发展外向经济的必要功能设施。

中国经济发展的三要素仍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国际陆港作为
无水运条件的提供全方位国际物流服务的内陆物流枢纽，是支持进
出口国际贸易必要的物流节点。它可以弥补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远
离海港的地理弱势，创造内陆陆港-沿海港口快捷物流通道的经济
地理优势，并影响投资环境，进而创造吸引投资、方便出口和拉动
消费的重要条件。

陆港可作为海港向内陆延伸的腹地，充分利用陆港成长机理和
发展机制，实现沿海港口之间的竞合博弈战略，使陆港既是提升港
口进出口业务的基地，也是改变内陆缺乏港口功能、改善区域投资
环境的重要条件，对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2.陆港基本功能与扩展功能
国际陆港的基本功能是指所具有的通关及其国际集装箱多式联

摘  要:用物流集成理论认识国际陆港形成、发展机理，指出通过
提升海港与陆港物流集成引力，选择和培育物流集成体，提升陆
港物流集成力；依托陆港构建有效的报关-通关、多式联运等联
接键发展内陆外向型经济，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
关键词:国际陆港;多式联运;物流集成体;物流集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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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物流服务等功能。主要包括:
集装箱集散、拆装、存储等功能;
报关和检验检疫等通关功能;货
运代理、运输衔接、中转仓储和
配送功能等。其中，通关模式直
接影响到陆港与对接海港(口岸）
的功能衔接，在物流集成场中起
到一种联接键作用。所谓联接键
是在物流集成场中场元要素相
对更为密切的集成关系，可有助
于客户实现“一键化”的集成物
流业务过程。一般有技术型、资
源型、功能型和过程型等联接
键。这是形成陆港-海港快速物
流通道，逐步形成区域间产业集
群、产业联动效应的关键环节。
陆港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信息
网络平台建设也是对陆港物流
集成力形成与发展能起到重要
影响的因素。

国际陆港的扩展功能是指
陆港基本功能基础上的延伸功
能。主要包括:保税物流功能，涉
及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保
税物流中心等。有利于促进内陆
地区对外贸易和发展多种贸易
方式，也有利于内陆地区加强海
关监管。此外，还有信息处理与
服务、金融服务功能、集装箱等
设备维修维护功能、其他服务功
能，包括提供各种配套服务，例
如教育、培训、车辆维修、酒店
服务等综合服务功能。这些影响
到港区产业联动阶段的陆港物
流集成力作用过程。

3 .陆港物流集成力是多项
物流集成力的合成

认识国际陆港就需要掌握
陆港物流集成力，它直接影响陆
港基本功能和国际物流全过程
运作与监控，影响从报关通关、
国际物流，到港区联动、区市发

展战略的实现过程。陆港物流集
成力是依托陆港运行的物流集
成体（如各类企业等）体现的物
流集成力的合力。

物流集成力是物流集成体
所能够支配的资源质量（即所能
体现企业进出口业务效率的资
源质量）和其产出函数的效率的
变化率（即集成加速度）两者之
间的乘积决定的。设定物流集成
的产出函数为y=f（o,r,c），其
中o、r、c分别代表组织、资源
和能力等，都是以时间t为自变
量的各类资源函数，这样所建立
物流集成力概念模型可表示为

p集成=r·a集成=r·——，式中r

为物流集成体可支配的资源质
量。陆港物流集成力与陆港-海
港集成引力有一定相关，相互作
用，共同推动着陆港在物流集成
场中与其他陆港之间的竞合关
系和自身的发展过程。

二、理论:从物流集成理论视角
认识国际陆港

物流集成理论是以物流集成
体为核心、物流集成力为主线、
物流集成系统运行为基本研究
范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涵盖
了从一个物流集成体的形成、演
变，到多个物流集成体之间的竞
合关系，并纳入到物流集成场这
一时空范畴中进行阐述。其主要
内容包括物流集成动因、物流集
成体、物流集成力、物流集成系统、
物流集成场等重要范畴和领域。

1.物流集成与集成物流
物流集成(Logistics Integration)

是一个过程，是将若干物流要
素、环节、过程等按目标要求整

合的一个综合过程。而集成物流
(Integrated Logistics )是通过
诸项技术、标准等衔接物流活动
过程形成的结果，即物流集成过
程或集成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
国际陆港物流是物流集装单元、
多式联运方式、载运工具、装卸
工具和堆存场地等设施设备集
成的综合发展过程，其基本运作
的时空范畴是物流集成场。

2.陆港集成作用与机理
陆港首先支撑区域物流发

展，当与海港功能联接就可支持
与区域经济相关的国际物流全
过程，与周边经济存在互动关系
并体现出陆港物流集成力作用。
陆港物流集成力对区域经济多
方面的影响是通过物流集成体
运营效率体现的，其运营效率不
仅对内陆地区进出口，而且对沿
海港口、运输系统、承运人和货
主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陆港可以有多个物流集成体
运作，因此，在国际物流运作的
时空范畴，会形成从“周边区域
企业(群)→陆港→海港→(境外)
海港→陆港→客户(群)”的国际
物流通道，反之亦然。这一时空
范畴称为物流集成场，其中涉及
企业群、客户群的地理范围可称
之物流集成力直接吸引和辐射范
围，以及公铁联运、公海联运、铁
海联运和公铁海联接键构建，例
如，“属地报关，异地通关”是物
流集成场中对接陆港与海港的
重要联接键，是通关制度建设对
内陆出海通道效率的影响作用。

通过物流集成场，商贸、物
流企业作为物流集成体所能施展
的领域体现了物流集成力作用范
围，就形成了“陆港功能与国际
物流→港区联动→区市发展”的

d2y
d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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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战略思路，例如，西安国
际港务区。实践中的问题是如何
形成这样统一的物流集成场？

陆港- 海港之间的物流集
成引力是港口内陆延伸的主要驱
动力，其构成取决于陆港进出口
业务量与海港进出口业务量的
乘积，除以两者之间(用时间表
示距离)的可达性的平方，乘以
陆港-海港效率系数。用可达性
表示由时间指标衡量的两点之
间的距离，即多式联运网络的可
达性。则陆港-海港之间的集成
引力用p陆港-海港集成引力=k引力系数·

——表达。式中:r陆港、r海港

分别表示陆港、海港实现的进出
口业务量;t 网络可达为陆港- 海港
之间物流网络的可达性;k引力系数

表示完成相应业务量资源质量的
兼容、协调和协同能力级别的参
数，取值范围如表1表示。在实
际应用时要注意量纲的一致性。

当0≤k集成引力＜1时，表明
两个物流集成体可支配资源不
兼容，硬往一起凑可能导致物流
集成系统效率降低。当k 集成引力

=1 时，表明两物流集成体可支
配资源性质基本兼容，当物流集
成后的集成系统产出规模能力
扩大时，物流集成效率基本没有
改变。当k集成引力＞1时，表明两
物流集成体可支配资源协调，物
流集成后的集成系统规模能力
扩大，物流集成效率提高。当

k集成引力  1时，表明两物流集成
体可支配资源能充分协同运作，
使得物流集成系统规模扩大、能
力增强、效率提高，可视其倍增
效率取值。

其中国际物流业务资源质
量包括内陆进出口量、海港吞吐
量；陆港与海港的距离用可达性
表示；引力参数要考虑港口特
点、航线、班轮、服务等指标的
综合体现。

3 .从物流集成力到物流集
成场的视角分析

(1)选择和培育物流集成体，
发挥其物流集成力及其渗透、联
系作用。陆港物流集成力表现为

表1              k
引力系数

系数级别及取值范围参考

图1  物流集成体、物流集成力与物流集成场的关系

r陆港·r海港

t网络可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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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物流集成体依托陆港所进
行物流集成过程的实施推动力，
是依托陆港的物流集成体形成、
成长和成熟的内在动力，也是物
流集成体持续发展的创造能力。
物流集成力作为一种综合的经
济力，在国际陆港形成和发展中
涉及陆港要素集成、物流过程集
成和物流系统集成，在物流集成
场运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内在
作用。

物流集成系统是处于动态发
展、变革中的系统，是需要包括
海关等多方主体参与，并依靠企
业实施物流集成力作用的系统。
陆港物流集成系统是处于集成
过程宏观和中观的物流系统，诸
如西安国际港务区。国际贸易和
物流企业作为物流集成体在形
成、维持和发展国际陆港物流集
成力发挥充分作用，是形成物流
集成引力的微观经济活力源泉，
也是推动陆港各类物流集成力
形成合力的关键因素。物流集成
体发展需要其内在物流集成力
并对物流集成系统相关对象产
生作用。产生物流集成力需要有
加速度，既有物流集成力能打破
既有系统平静，使整个系统发生
集成运动，使整个系统动起来。

(2)利用物流集成场中的海
港间竞合关系，锻造海港-陆港
的高效联接键。物流集成场是具
有明确物流集成活动运作主体
和对象的场，是涉及自然、技术、
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空间范畴。
可以用物流集成场来分析国际
陆港物流集成力，以提高国际物
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构成物流集成场的基本要
素有:场元、基核、联接键、场
界和场线。物流集成理论包括物

流集成体、物流集成系统和物流
集成场，所涉及范畴如图1所示。

结合国际陆港进行探讨，国
际陆港在物流集成场的作用形
式:物流集成体—基核、集成单
元—场元、集成过程—场线的相
互作用体现在物流集成场。在陆
港物流集成过程中的人员- 人
员、人员-设备、人员-货物、
货物-仓库、货物-设备、货物-
货物、设备-设备等作用关系；
在陆港物流集成运作中的运输
过程与仓储过程、运输过程与监
控过程、仓储过程与监控过程、
仓储过程与配送过程等作用关
系；在陆港物流集成中起基核作
用的物流集成体，与仓库设施、
载运工具和运输与仓储集成过
程等作用关系。

(3)选择和培育物流集成体，
发挥其在物流集成过程中不同阶
段的联接作用。物流集成体是陆
港物流集成力提升的有生力量，
多个物流集成体的竞合关系，要
求其在物流集成场运动中要加
强物流集成力，同时也要求物流
集成场有良好的竞合运作环境。

①物流集成体、物流集成
力、物流集成能均是源自物流集
成实践活动的概念提炼，可以借
鉴物流集成场范畴，描述物流集

成过程，以通过物流集成场理论
丰富和指导物流集成实践活动。

②物流集成体作为物流集
成场的基核，是物流集成场的核
心主体。在物流集成场中可能存
在多个物流集成体，并为实现其
任务目标而运作。物流集成体在
物流集成场中的地位是相对的，
占据主动地位可能成为物流集
成主体，否则，就成为物流集成
客体。在不同物流集成体之间可
能会由于资源互补、运作协同等
效应，相互之间产生作用力，具
体体现为物流集成引力。在物流
集成场中，这些引力作用有助于
形成物流联盟、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也有助于在特定区域或园区
形成产业集聚现象。

③物流集成资源包括设施、
设备、技术、人员、资金、文化、
组织等，这些作为场元相互间作
用关系，也可以形成紧密联接的
作用关系。依据技术原理、技术
设备及资源形成技术型联接作
用关系，例如自动分拣系统等设
备和人员形成基于技术型的联
接关系;冷链过程的仓库、货架、
叉车、运输车辆等仓储设施，载
运工具、装卸设备以及人力形成
资源型联接关系;物品运输、仓
储、质押（监管）、分拣、配送等

图 2 国际陆港物流集成力构成国际物流竞争力

内陆企业 国际陆港 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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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形成功能型联接关系；采购
流程、仓储流程、配送流程等形
成流程型联接关系。

(4)利用物流集成力充分发
挥物流集成体在物流集成场中
激活区域经济的作用。物流集成
体在所处物流集成系统的集成
活动是主动态的，可以将物流集
成体视作是物流集成场的基核，
物流集成系统可视作物流集成体
与相关场元、场线的作用关系，并
体现在实现集成目标的活动中。

物流集成系统涉及物流集成
体、区域物流系统、全球物流系
统的物流集成活动，运用物流集
成场进行表述，可以将物流集成
系统与外部的关系表达的更清
晰，并有更广阔的展示和推理空
间。引入物流集成场这样一个时
空范畴，可以将具有人工大系统
特点的物流集成体、物流集成系
统均纳入一个统一的时空范畴之
中，而时空范畴本身是不具备人
工目标的，这样就为多个物流集
成系统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客观、
公平的运作领域，从而起到激活
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实践:提高陆港物流集成力

提高陆港物流集成力涉及
陆港基核、陆港-海港联接键、
作为物流集成体的商贸物流企
业及其物流集成力、物流集成场
的环境等因素。

1.陆港物流集成力的构成
陆港物流集成力的综合体现

不仅涉及多个物流集成体的物
流集成力的合力，还涉及陆港-
海港之间的物流集成引力之和。
因为，一个陆港可能连接几个海
港，一个陆港存在与多个海港之
间的集成引力关系。陆港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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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吸引众多不同类型企业，
体现了陆港物流集成力的作用。
可见，与陆港相关的国际物流竞
争力的关系可以用图2表示。

国际陆港物流集成力作用
机理与布局规划理论的研究，具
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分析
陆港物流集成力、物流集成场等
基础概念，是确立布局规划理论
和发展战略思路的基点，彼此关
联，紧密相扣。

2 .提升陆港物流集成力的
途径

(1)提升陆港-海港之间物流
集成引力。国际陆港的物流集成
力很大程度在于物流集成引力。
除了构成物流集成引力基本要素
国际物流业务资源质量、陆港与
海港的可达性和引力参数以外，
国际陆港聚集力还体现于物流集
成场的基核——海关服务，诸如
通关服务质量、时效和成本等。

(2)提升国际陆港物流集成
体（各类商贸、物流企业）的物
流集成力。国际陆港物流集成力
涉及物流集成资源质量和物流
集成系统产出速率的变化率，即
系统产出加速度。物流集成能的
转化作用，即将物流集成政策等
集成势能，转化为集成动能，形
成良好的物流集成场运作环境。

(3)加强陆港物流集成要素
和环境建设。用物流集成理论认
识国际陆港，加强物流集成场基
本要素建设。①提升基核服务水
平，使其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其
陆港典型功能或联接键，是联接
沿海港口功能或沿边口岸功能
在内陆的延伸地，与沿海或沿边
口岸等具有方便快捷的运输通
道，能方便的办理通关手续，国
际物流和国内物流业务互相支

撑。②健全场元基本功能，物流
集成场基本要素健全、有效、完
善。③拓展场线辐射连接能力，
有效辐射范围广泛，延伸至目的
地。④加强联接键功效建设，物
流集成功能模块的效率提高。

四、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陆港形成、
发展的三个阶段:陆港国际物流、
港区产业联动和区市经济发展
是一个连续的逻辑过程，陆港物
流集成力渗透、联接并贯穿于其
发展过程始终。

国际陆港形成需要选择培
育物流集成体，开发国际物流服
务的经济源头。国际陆港发展需
要提升物流集成力，创建国际陆
港物流集成场活动平台，锻造一
流物流集成联接键;国际陆港扩
展其延伸功能，扩大吸引与扩散
的经济地理范围，通过提升陆港
物流集成力，提高物流服务水
平，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国际陆
港竞争力，吸引关联企业周边选
址，激活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将国际陆港融入物流集成
场的良好、公平运作环境，持续
提升其物流集成力，还涉及陆
港-海港间企业、地方政府部门
与陆港企业间、海关等机构与陆
港- 海港企业间的良好互动支
持关系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