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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P） 经济（E） 社会（S） 技术（T） 环境（E） 

优势

（S） 

文件《河北省交通

运输厅关于申请将

河北雄安新区作为

交通强国建设先行

区试点的请示》使

得雄安新区的物流

体 系 发 展 获 得 国

家、河北省政府支

持，进而为智慧物

流发展提供便利。 

国家及河北省物

流行业经济的稳

步增长为物流体

系智能化发展奠

定了扎实的经济

基础。 

O2O 等交易模式的

不断完善使 得交

易量不断增长，消

费者渴望物 流体

系更高效的运作，

为智慧物流 的发

展提供了契机。 

物联网、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

等 技 术的完 善

逐 渐 渗透到 物

流行业发展中，

促 进 了物流 行

业 的 智能化 发

展。 

雄安新区地处北

京、天津、保定

腹地，距北京、

天津、石家庄，

保定等地较近区

位优势明显，交

通便捷通畅，成

为雄安新区物流

行 业 “ 基 础支

柱”。 

劣势

（W） 

政策落实程度与执

行效率有待提升，

相关体制、机制有

待完善且信息共享

平台未建立完全。 

 

纵使物流行业的

经济发展呈现上

升趋势，但处于

平滑期，同时全

球供应链受到新

冠疫情的影响间

接影响全国物流

行业的发展。 

 

未能够形成 较为

统一的行业 行为

规范及信息 管理

制度，同样恶性竞

争环境及其 他负

面条件也会 间接

遏制智慧物 流的

发展。 

整 体 物流从 业 

人 员 综合素 质

参差不齐，不能

更 好 地适应 新

型 智 慧物流 场

景 应 用且缺 少

中 高 端技术 型

人才，同时相关

基 础 未能够 完

全普及。 

雄安新区对于土

地的开发程度进

行严格控制，但

物流建设用地较

少。同样大量使

用 传 统 运 输工

具，增加的碳排

量会对环境造成

影响。 

 

机遇

（O） 

智能化发展作为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的

主要发展方向，为

智慧物流的发展提

供明确方向，同时

雄安作为国家的重

点发展地区，无疑

为物流体系智能化

发展提供机会。 

国家积极推进数

字经济发展的同

时，促进了智慧

物流的发展。疫

情的负面影响为

消费者、企业等

构建稳定且快速

运营的物流体系

提供了契机。 

智慧物流其 快速

高效、准确配送等

优点受到消 费者

的青睐，需求日益

增加，企业之间在

信息共享平 台的

影响下展开 深度

合作，这无疑为其

积极发展奠 定良

好的基础。 

 

高 等 学院联 合

物流企业，定向

培 养 更多的 技

术 型 高素质 人

才，提供上岗机

会，为智慧物流

的 持 续发展 提

有 效 的技术 支

持。 

 

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影响下，结

合自身区域优势

及交通体系的便

利，有利于物流

行业的智能化快

速发展，推进经

济的发展。 

挑战

（T） 

相关规划的具体执

行与预期设计存在

一定的差距，如何

具有一定挑战。 

 

数字经济的发展

促使行业转型较

为困难，须抓住

机会。 

仍旧需要维 持市

场秩序，为优质企

业之间的良 性竞

争提供公平条件。 

相 关 信息技 术

的 发 展物流 信

息 共 享平台 应

该 要 进一步 进

行普及 

抓住“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大潮，

实现自身物流体

系的高效发展。 

 

智慧物流体系发展政策分析及评价
———以雄安新区为例

刘 潜，赵雨梦，李 娜，田木易，范 哲，蒋培祥

（河北地质大学 城市地质与工程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

雄安新区作近几年国家的重点发

展地区，推动其高速发展也是国家的战

略政策之一。而在 2018 年的《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纲要》中提及要打造集约、智

能、共享的物流体系[1]。这也无疑成了学

者们炙手可热的研究热点。经过近几年

规划及发展，雄安新区的智慧物流体系

已经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但是仍旧有

提升空间，相关政策已被提出加速体系

发展，以促进该地区物流行业经济的蓬

勃发展。但这些的政策提出后，现阶段

实际落实效果如何？未来发展的侧重点

又该如何选取？

针对上述疑问即为文章的研究侧

重点，依据 SWOT-PEST 分析法从多个

层次对智能物流体系发展的主要问题

进行总结，明确物流体系发展的因素。

并通过定量分析对现阶段的发展政策

进行排序，以此提出未来发展的侧重

点。

1 相关文献回顾

有关智慧物流发展的重要性，国内

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丰富。如 R Jeder-

mann [2]、H Baars[3]等学者发表的成果中

早就指出物联网等技术将对物流及供

应链智能化管理的深刻影响，并提出智

慧物流未来发展的可能性。Tu[4]等学者

也从不同角度智慧流发展及优化问题

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李琳[5]、丁玉峰[6]等

学者对智慧物流体系的发展提出了见

解。

参考 IBM 公司对“智慧物流”的定

义 [7]，实时信息是驱动智慧物流体系运

作的重要因素。那么大数据分析等技术

将成为智能物流体系构建的主要基础技术，Waller 等[8]提出大数据 分析将有助于物流与供应链的管理。Tan 等[9]也指出有效利用大数

据分析，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高质量的信息可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

摘 要：以雄安地区的智慧物流体系建设为例，通过 SWOT-PEST 分析法从不同层次对物流体系发展优劣势、机遇挑战进行分析，并

对现阶段落实的相关政策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通过 OWA 算子对现阶段落实的政策效果进行定量分析。以分析结果作为基础提出下一

阶段雄安物流体系发展的侧重点，为管理者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智慧物流；政策评价；OWA 算子；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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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雄安新区智慧物流体系发展因素分析

基金支持院河北地质大学第十七届学生科技基金项目野数智化背景下雄安新区物流体系发展政策评价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KAY202128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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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政策属性 政策项目 资金投入 经济效益 落实程度  

1 编制相关技术应用规范及其他加工标准 68 78 84 

2 
法律规定 

完善智慧物流健康发展的相关规定  76 76 90 

3 发展新兴技术，降低物流运营成本  86 88 70 

4 
经济技术 

引进或培养高技术人才提供技术支持 84 82 68 

5 引进新兴企业，加强合作，维持市场公平竞争  80 90 74 

6 
社会支持 

建立风险监督体系，积极预防负面效益 62 84 72 

7 有效利用空间，完善物流体系基础设施建设 70 82 84 

8 
资源环境 

打造绿色物流，减少对自然环境污染  82 86 80 

 

价值，使得物流行业将会受益匪浅。国内一些企业将大数据分析技

术应用到实际的物流管理中，有效完善企业的物流体系、提高物流

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从上述研究及实际成果上来看，智能物流体系的发展是顺应潮

流的。而雄安新区的智能物流体系正如火如荼地完善中，在已有的

研究基础上构建合理、系统、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定量分析，为相关

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有效科学的指导实现雄安新区智能物流体系的

高效发展是具有价值的。

2 雄安新区智能物流体系发展政策分析及梳理

2.1 基于 SWOT-PEST 矩阵的智慧物流发展因素分析

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双重大环境下。雄安新区正在积极完善智

能物流体系建设，以推动经济发展。依据现阶段雄安新区的实际情

况，依据 PEST-SWOT 分析法的基础上对其发展因素进行详细分

析，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的分析来看，雄安新区智慧物流发展前景广阔，在多个

方面的支持应该是物流体系进一步在构建完善，纵使有许多劣势及

挑战，积极寻求方案并有效落实，进一步激发物流市场活力, 促进

智慧物流稳定发展，使广大消费者受益。

2.2 雄安新区智慧物流发展政策总结

依据 2.1 小节分析结果，将上述五个方面从以下四个层次对现

阶段已实施的关键策略进行总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政策法规。对于雄安新区智慧物流的专项规划的制定，有

关管理部门已经加大管理及落实力度，为有关企业开展智慧物流业

务提供政策依据和发展环境。政府对智慧物流行业统一标准化建

设，包括智慧物流信息数据相关技术应用规范及其他加工标准要求

进行了编制。其次正在完善智慧物流健康发展的相关规定等，在最

大程度上相关法规的保护下使其能够稳定发展运作。

2.2.2 经济技术。现阶段，政府管理予以一定的经济支持下促使

企业大力发展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完善智能化云服务

平台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对物流信息的全程追溯及控制。同时

明确物流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物流运营成

本，将新型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到智慧物流当中，提升智慧物流信息

化技术应用水平，实现物流体系智慧高效运作。同时政府鼓励高技

术人才或支持相关企业与高校联合定向培养高技术人才，在技术上

实现全方位支持。

2.2.3 社会支持。管理部门作为市场的领导者积极发挥作用，维

持市场稳定性，减少企业之间恶性竞争，引进新兴企业与地区物流

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提升核心竞争力。此外

受到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波及，根据实际情况构建风险管理体

系，并制定应急措施积极预防“延迟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

物流体系正常运行与建设。

2.2.4 资源环境。一方面，开发现阶段还未有

效利用的空间为物流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便

利，实现有效空间的最大价值促进智慧物流体系

的发展。另一方面，打造绿色物流体系仍旧是纲

要所提出的重点，现阶段采用进行统一的配送服

务，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降低空载率；发展替代

能源、尾气净化技术，运用无人物流车等手段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进而完成绿色物流的目标。

3 发展政策效果评价

针对 2.2 中提出实施政策，在多属性决策基

本理论的基础上采用 OWA 算子对现阶段实施的相关政策的实际

效益进行综合对比，探求接下来雄安智慧物流体系发展的侧重点。

3.1 方法概述

设 ，每个政策由 m 个指标来表

述，用 来表示。对于策略 xj 按照

其属性进行测度，按照实际情况得到 xi 的属性值 ，从而构建决策

矩阵 ，如式（1）所示。

（1）

由于 OWA 算子模型包含了不同的属性特征有不同的计算方

法，针对现阶段的实施政策的效果，采用效益型属性衡量较为合适，

具体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2）

A 规范整理后得到 R，即：

（3）

设 是与函数 OWA 相关联的权重向量，根

据“德尔菲法”进行判定， ， ， 。利用

OWA 算子对相关政策 进行集结，求得其综合属性值 。

（4）

按 的大小进行排序，确定实施政策的综合效果。

3.2 效果评价

在本节选取 2.2 中叙述的四个方面 8 个主要的发展政策，并从

资金投入、经济效益、落实程度进行综合评定，由 5 位行业专家对以

上三个因素进行打分，分值区间为 0~100，并以 10 为等差进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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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政策效益评价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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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后取平均值作为各个指标的实际评分，经过处理后的数据情

况如表 2 所示。

将表 2 相关分值带入到式（1）中有：

，将其规范化为式（3）的模式为 。

最后，利用 OWA 算子对各政策实际效益 进行

集结，求出其综合属性值 。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及专家们的

实际探讨，权重向量定为 ，由公式（4），可得：

（5）

由式（5）中的数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可得：

（6）

依据式（6）的排列顺序结果来看：①虽然有较多的资金被投入，

但法律规定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城市空间的充分利用，采取环保手

段打造绿色物流等政策的充分落实为智慧物流的基础建设打下扎

实的基础，并带来较好的经济收益。②通过积极引进新兴物流企业，

在维持市场稳定运营的前提下使得行业各企业良性竞争，促进行业

积极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也较为乐观。③在技术层次，人才培养

及资金支持的逐步落实，但是上述两项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继而

综合效果较为薄弱，这也将是管理者下一阶段的注重点。④对于风

险管理体系的健全，这方面的落实程度较差，对未来经济价值的预

防也将差强人意，需在未来的政策执行中加以注意。

4 结论

在数智化背景下，积极发展智慧物流对雄安地区物流行业经济

推动有着卓越的效果。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实行智慧物流高质量发

展的启示如下：①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促使物流体系在完善

的法律管理下发展。②作为核心部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技术

创新，培养高技术人才，实现长时间有效的技术支持。③完善风险管

理体系，面对未来物流体系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应该做到及时响

应对风险进行规避，以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损失。④打造“亲近环境”

型智慧物流体系，在减少自然环境污染同时，回馈的巨大“价值”将

会为可持续发展带来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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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0.911 0.756
0.952 1.000 0.822
0.738 0.933 0.800
0.833 0.911 0.933
0.976 0.956 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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