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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
双循环的耦合协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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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物流、产业升级与经济双循环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将长江经济带经济密切联系的重要抓手。基

于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评价指标体系，引

入耦合协调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及时空演变格局进行综合分析，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阻碍耦合协调度的主

要障碍因子。研究表明：各省市协调度都呈逐年上升态势，由勉强协调至初级协调；贡献值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都呈现

“下游区域＞均值＞中游区域＞上游区域”的阶梯式分布；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等成

为阻碍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议政府强化数字基建，在以物流数字化、智慧化、网络化推动物流资源互动上更进

一步，重视产业升级的强大推动力，优化沿江产业布局，提升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质量与层次；重视区域间协调发

展的空间差异，探索各区域物流、产业、经济联动发展的方式。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双循环；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49；F2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4）05-0056-11

一、引言

2022年 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国办发〔2022〕17号），指出当前我国现

代物流面临的四大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求强化现代物流战略支撑引领能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要求提高现代物流价值创造能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求发挥现代物流畅通经济循环作用，新一轮科技革

命要求加快现代物流技术创新与业态升级[1]。可见，为现代物流数字化赋能是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数字物流融入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日渐显现。

长江经济带贯穿东中西部 11个省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其重要程度显而易

见。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调研时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6
年 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从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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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描绘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3]。2020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强调，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

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指出，围绕共建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实施，密切通

道经济联系，优化通道沿线产业布局与分工合作体系，提高产业组织和要素配置能力[1]。因此，研究长江经

济带发展是双循环格局建立的重要抓手，其资源流通效率、产业结构质量决定着双循环的发展质量。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发现，近几年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数字化发展和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但是

在研究视角上，多数都是站在宏观角度分析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或建立单系统的评价体系

进行研究[4~5]，缺少从中观视角对物流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整体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的双向多级协调进行研

究；在研究内容上，缺少从“十四五”规划政策的角度建立测度体系分析长江经济带现代物流的长远发展；在

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也缺少对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变、空间分布差异及障碍因子的实证剖析。而

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各系统的发展是否相辅相成或存在矛盾？有必要厘清其中复

杂的联系机制。因此，在国家积极推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数字物流、产业升级与经济双循环

共同纳入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发展格局，探究三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

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数字物流、产业升级与经济双循环的耦合机理分析

（一）数字物流与产业升级的耦合机理

现代物流数字化建设既是实现现代物流业自身转型的必然选择，其价值创造能力也能够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流通业能够依托数字技术进行供应链优化，使流通行业的经营实践向高

端化转变，进而推动产业不断实现结构升级[6]。在数字化发展的推动下，产业体系得以升级，即产业结构由

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更迭升级为技术、数字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7]。

反之，现代产业体系的进步，不仅活跃了物流体系的创新发展，也催促现代物流依靠数字化建立更加新

颖、高效的智慧物流新模式。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提升当地流通平台的资源吸纳水平，通过融合发展带动流

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6]。

（二）产业升级与经济双循环的耦合机理

2020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曾强调：“不失时机畅通产业循环、市

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供给侧改革决定着双循环的本质是以产业循环为首要任务。这种优势互补、相互

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最终必须落实在产业链中企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上，必须通过提升产业基础能

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来体现[8]。

反之，双循环的优势也可以促进产业加速优化升级，提高产业整合集群程度，内循环拉动产业满足多元

化需求的发展，外循环为产业发展吸引更多外资和贸易往来。高质量的国际循环，能够为国内市场带来资

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帮助我国更快地实现产业升级[9]。

（三）数字物流与经济双循环的耦合机理

基于实现畅通双循环的格局，发展高效物流以提高双循环效率[9]。从扩大内需方面考虑，数字物流在畅

通经济内循环上起到关键作用；从加强外循环考虑，数字物流可以与国际贸易接轨，感知消费前沿，增强供

应链应对风险的韧性。

反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要求数字物流对内更好地连接生产消费；对外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加深

国际合作、更好参与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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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的耦合机理分析

数字物流是基于现代物流业自身的选择，有利于推进现代产业结构良性发展、流程完善和动力转换。

产业与流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产业供给质量，促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助推传统产业迈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助力[10]。

国内大循环的建设，不仅鼓励国内要素的积极高效流动，更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和产

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提升整体的经济质量与韧性。参与到国内国际双循环时，各产业与国外组织

互动交流，也促进国内提高参与国际循环的层级和质量，以优质的数字流通体系开发海外市场，加快形成

“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趋势。

总而言之，数字物流、产业升级与经济双循环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耦合关系，三个系统的

协调发展反映了各个系统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促进作用，其内在耦合机理如图 1所示。三者若经过不断

的自我调节达成良性耦合便能发挥出“1+1+1>3”的效果，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图1 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耦合机理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取

综合考虑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满足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要求，结合大量相关

研究，建立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得出各指标

权重，此体系能够紧随时代发展浪潮从多层级多维度刻画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数字物流系统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中所提及的“强化物流数字化科技赋

能”板块的具体目标为依据，将数字物流划分为数字化、智慧化、网络化三个一级指标。在结合规划的具体

说明及借鉴物流体系评价等研究[11~13]基础之上，选取9个相关指标作为二级评价指标。

产业升级以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生态化两方面来衡量。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往往左右着产出和

质量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便成为提高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14]。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应

由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进行表征[15]，以反映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的泰尔指数来衡

量产业结构合理化，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占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此外，产业结构高度化也

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维度，印证的是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

平状态逐步演进的动态过程[16~17]。而产业生态化也成为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18]，通常以能源消

耗强度来度量。

根据经济双循环的内涵与特征，对经济双循环指标体系的构建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维度。内循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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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过程的特征选取这四个方面构建指标[19]，外循环选择从贸易和投资两方面构建

评价指标[20]。

本研究构建的数字物流系统、产业升级系统、经济双循环系统的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系统

数字物流

产业升级

经济双循环

一级指标

物流数字化

物流智慧化

物流网络化

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生态化

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

贸易

投资

二级指标

A1使用信息化管理的企业占比（%）

A2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个数（个）

A3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比重（%）

A4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亿元）

A5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创新企业占比（%）

A6交通运输科研实验室及研究中心数量（个）

A7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数（个）

A8邮政和电信业务量（万元）

A9邮政营业网点（处）

B1产业结构合理化

B2产业结构高级化

B3产业结构高度化

B4单位GDP能源消耗（万吨标准煤/亿元）

C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C2社会劳动生产率（元/人）

C3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C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C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C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

C7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C8恩格尔系数

C9进出口贸易额（亿美元）

C10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亿美元）

C11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权重

0.0886
0.0942
0.0998
0.1055
0.1111
0.1168
0.1224
0.1280
0.1337
0.2282
0.2427
0.2573
0.2718
0.0385
0.0410
0.0434
0.0459
0.0483
0.0508
0.0532
0.0557
0.0581
0.2813
0.2838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数据来源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武汉调研时首次提出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这也是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的重要发源。因此综合国家政策变迁的时间节点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以 2013年作

为研究起点，选取 2013—2022年十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

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经济普查年鉴和EPS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采用

均值替代法、插值法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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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一）熵值法

在指标测度赋权方面，熵值法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客观方法。具体计算如下：

1. 数据标准化和权重计算

首先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目的是消除各指标量纲、数量级等特征的差异。本文采用

min - max标准化方法即归一化对数据进行处理，为了避免取值结果为零，对数据做平移处理[21]。

正向指标标准化：

λ ij =
xij - min xj

max xj - min xj

+ 0.0001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λ ij =
max xj - xij

max xj - min xj

+ 0.0001 （2）  
其中，xij表示第 i个子系统第 j个指标的初始数据，λ ij是该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max xj与min xj分别为第

j个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继而依次计算标准化第 j个指标在第 i个系统所占比重Pij、指标信息熵 ej和指标权重Wj，其中，m为样本

数，n为指标数。

Pij =
λ ij

∑i
λ ij

（3）  

ej = -
∑i = 1

m Pij ln Pij

ln m
（4）  

Wj =
1 - ej

∑j( )1 - ej

（5）  
2. 各地区系统的综合得分计算

Ui =∑j = 1

n Wj λ ij （6）  
其中，Ui 表示第 i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值；U1、U2、U3 分别表示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的综合评

价值。

（二）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计算

首先，耦合度用来衡量各系统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作用或制约。为使三大系统的耦合度落入对应的值域

内，对公式进行如下调整：

Ct =
U1 × U2 × U3

( )U1 × U2 × U3

3

3

3

（7）  

其中，耦合度C ∈ ( )0,1 ，系统耦合状态随值变大而更好，反之更差。

其次，引入耦合协调度反映系统协调发展的程度。以下为计算综合发展指数T和耦合协调度D的公式：

T = αU1 + βU2 + γU3 （8）  
D = C × T （9）  

其中，α、β、γ为待定系数，一般分别取值 1/3，D的取值范围为[ ]0,1 ，值与耦合协调程度成正向反映，结合

已有研究[22]，通常根据均匀分布法将其等距划分成10个区间（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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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耦合协调度D

[0，0.1）
[0.1，0.2）
[0.2，0.3）
[0.3，0.4）
[0.4，0.5）

协调度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耦合协调度D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协调度等级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三）障碍度模型

为探寻影响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协调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引入障碍度模

型，以此为据有效制定和调整沿江相关区域或省市的发展政策。障碍度的大小可以表示各指标对子系统影

响程度的高低[23]。

Gj = Pj × Wj （10）  
Dj = 1 - Yj （11）  

Hj = Gj × Dj /∑
j = 1

n

(Gj × Dj ) × 100% （12）  
其中，Gj为因子贡献度，指单项因素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其中Pj表示模型中第 j个子系统权重，Wj表示

子系统中第 j个指标权重；Dj为指标偏离度，指单个指标与目标之间的差值，其中Yj表示经过标准化后第 j项

指标的值；Hj为单指标障碍度，表示各指标对研究对象协调水平的阻碍程度，其主次关系可依大小排序。

五、实证分析

（一）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通过熵值法测算出 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数字物流、产业升级和经济双循环发展水平综

合评价得分，如表3所示。

表3 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发展综合评价水平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数字物流总贡献值U 1

0.1892
0.2263
0.2803
0.3107
0.3327
0.3571
0.4164
0.4395
0.4010
0.4221

产业升级总贡献值U2

0.3786
0.4093
0.4580
0.5002
0.5368
0.5681
0.5901
0.6119
0.6163
0.6041

经济双循环总贡献值U3

0.3342
0.3226
0.3262
0.3372
0.3668
0.3836
0.3702
0.3618
0.3822
0.3982

滞后类型

数字物流滞后型

数字物流滞后型

数字物流滞后型

数字物流滞后型

数字物流滞后型

数字物流滞后型

经济双循环滞后型

经济双循环滞后型

经济双循环滞后型

经济双循环滞后型

从表3可以看出，2013—2022年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三大系统的发展均有所上升，说明系统

间相互激励与促进。数字物流上升速度较快，尤其 2019年以后赶超经济双循环的发展综合水平，经济双循

环开始具有最明显的滞后性。可见产业升级的总体贡献度更多，对数字物流和经济双循环的推动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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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耦合协调度时序趋势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总体概况

以及变化趋势见图2。

图2 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相关指数变化趋势

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的耦合协调度在 2013—2022年间，除了 2021
年稍有下滑外均处于逐年递增趋势，且前期增速高于后期；最终耦合协调度并不高，协调等级从勉强协调转

变为初级协调。说明三个系统之间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依据协调等级

特征，可将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3—2015年，耦合协调度从 0.5239增加至 0.5805，处于勉强

协调阶段，原因是这一段时间国家还未大力推行数字化转型发展，长江流域数字物流技术还处于滞后状态，

产业数字化转型较为困难，电子商务化程度还不够高。第二阶段为 2016—2022年，此时耦合协调度进入初

级协调阶段，《商贸物流发展“十三五”规划》（商流通发〔2017〕29号）鼓励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信息平台

的资源整合优势，推进物流设施、技术装备、数据信息等资源共享，数字物流发展已现雏形。此阶段虽步入

初级协调，但增速有所减缓，受到了经济双循环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影响。

（三）空间差异演变格局分析

从区域空间上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耦合协调水平具有空间异质性，呈现“下游区域>均值>
中游区域>上游区域”的阶梯式空间分布特征（见图 2）。下游长三角区域一直占据领先地位且持续上升，原

因主要在于国家政策理念的推进落实。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

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

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2019年 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

施，强调“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

策协同效率，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长江经济带中游、上游区域虽相对

落后，但其发展提升幅度都超过下游区域。中游、上游区域都实现了两个耦合协调等级的提升，呈现潜力

大、活力足的态势，尤其是中游区域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追赶。形成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在发展初期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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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较低，科技水平和产业链条不完善，内外联通较为困难，整体难以找到发展的突破口，但随着国家政策

规划的出台，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融入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战略，实现了发展的新高度。关于

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上游区域与中游区域之间差异几乎呈现持平态势，中游区域与下游区域之间差

异近几年在波动拉大，可见区域外部协同水平不稳定。

利用 arcgis18.0软件，运用自然断点法绘制了 2013、2016、2019、2022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
经济双循环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省级空间分布图（如图3所示），进行可视化分析。

图3 2013、2016、2019、2022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耦合协调度省级空间分布

注：基于审图号GS（2023）2762号的中国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从省级空间上来看，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省市几乎都实现了两个耦合协调等级的提升，但

各省市发展也存在不均衡性。其中下游区域以上海、江苏为代表，始终拥有最高耦合协调度，同时位于长江

经济带耦合协调度首位，上海率先实现了良好协调发展（2019年），江苏紧跟其后，浙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也

较好，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安徽目前虽居于江浙沪三省市之后，但其积极共建长三角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战

略枢纽，加快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安徽联动发展区等项目都是其表现出较快增长的扎实举措。究其原

因，下游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经济发展和开放水平较高，电子商务销售情况较好，实现创新和信息化管理的

企业占比较高，物流技术和产业多样化发展与周边地区相比具有显著优势；中游区域江西、湖北、湖南三省

发展最具均衡性，均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内部协调度也最为同步；上游区域以四川、重庆为首引领多方位发

展，2016年率先达到初级协调，只有云南、贵州两省仍然处于勉强协调范围，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

（四）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协调发展障碍度分析

明确定位可能阻碍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耦合过程的因素，旨在有针对性地消除这些障碍。

根据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运用障碍因子诊断的方法计算各指标障碍度。因涉及的省份和年份较多，故采

用障碍度均值分析。2013—2022年一级指标的平均障碍度从高到低排序为：投资（0.3058）、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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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024年9月 第22卷第5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0.2909）、物流网络化（0.1511）、产业生态化（0.1274）、物流智慧化（0.1203）、物流数字化（0.0842）、贸易

（0.0683）、流通（0.0477）、消费（0.0477）、生产（0.0363）、分配（0.0283），表明在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建设、产业

结构优化、物流网络基建等方面受到影响较大。随后选取 2013—2022年影响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的前五

位二级指标障碍因子进行分析，其排序及障碍度大小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影响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三者协调性水平提升的因子较为稳定，主

要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B2）、产业结构高度化（B3）、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C10）、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

（C11）、单位GDP能源消耗（B4）、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数（A7）、邮政和电信业务量（A8），且产业结构高级

化、产业结构高度化这两项一直是前两位障碍因子，影响观测期内的所有年份。这归因于二、三产业比值还

不够合理以及地区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所占的份额还较少。

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来观测，中游和下游区域障碍因子排序基本一致，而上游区域的外

商实际直接投资额（C11）成为最大阻碍，产业结构合理化（B1）障碍因子也进入前列，一方面说明上游区域对

外开放水平不高，其开放平台较少、外贸经济规模不大、营商环境有待改善；另一方面说明上游区域的三次

产业结构不优，产业创新能力不强。

表4 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障碍因子排序及其障碍度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上游区域

中游区域

下游区域

障碍因子排序

1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B2
C11
B2
B2

0.3477
0.3581
0.3682
0.3707
0.3856
0.4004
0.3974
0.4039
0.4133
0.3778
0.3474
0.3858
0.4452

2
B3
B3
B3
B3
B3
B3
B3
B3
B3
B3
B3
B3
B3

0.3195
0.3242
0.3306
0.3316
0.3346
0.3366
0.3423
0.3628
0.3614
0.3460
0.3358
0.3747
0.3153

3
C11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0
C10
C10
B2
C10
C10

0.3032
0.3010
0.3076
0.3149
0.3132
0.3105
0.3233
0.3250
0.3415
0.3441
0.3168
0.3574
0.2926

4
C10
C11
C11
C11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0
C11
C11

0.2519
0.2965
0.2969
0.3003
0.2955
0.3081
0.3025
0.2991
0.3032
0.2771
0.2896
0.2855
0.2698

5
B4
B4
A8
A8
A8
A7
A7
A7
A8
A8
B1
A8
A8

0.1840
0.1721
0.1670
0.1703
0.1748
0.1621
0.1757
0.1779
0.1942
0.2091
0.1973
0.1588
0.1666

图 4反映了 2013—2022年影响长江经济带协调性的二级指标主要障碍因子变化趋势。主要障碍因子

中，单位GDP能源消耗（B4）减幅明显，可见沿线地区紧紧围绕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践行绿色发

展。产业结构高级化（B2）、产业结构高度化（B3）、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C11）及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数

（A7）在前期呈缓慢上升趋势，但从 2019年之后都表现出下降势头，表明这几方面近年在逐渐优化，沿江省

市有关产业和部门在促进转型发展、科研创新、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另外，国外技术

引进合同金额（C10）、邮政和电信业务量（A8）因子存在波动影响但最终障碍度呈现增加态势，没有将“引进

来”战略继续加强落实，与2019年之后经济双循环滞后的现状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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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3—2022年影响长江经济带协调性的主要障碍因子变化趋势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梳理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与经济双循环的耦合机理，构建指标体系分别对三系统进

行测度，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其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特征分析，最后通过障碍度模型探索阻

碍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子，得出以下结论：（1）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经济双循环的耦合

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并且有继续攀升的趋势，总体耦合协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空间上看，呈现“下游区域>均值>中游区域>上游区域”的耦合协调阶梯式分布状态。11省市耦合协调度在

保持稳定基础上波动上升，总体朝向良性协调发展。（2）从滞后类型来看，其经历了从数字物流滞后型-经济

双循环滞后型的性质转变，其中数字物流滞后时期较长。（3）通过障碍度分析得到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

构高度化、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单位GDP能源消耗、开展产学研合作的企业数、邮

政和电信业务量对长江经济带的协调性影响最大。

为了推进长江经济带数字物流、产业升级与经济双循环的协调性持续向好演变，最终迈向优质协调等

级，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以数字物流为先导，带动产业协同发展。从滞后类型变更可以看出，摆脱数字物流的滞后性可以

促进长江经济带更好地协调发展，因此各产业要推动数字物流技术创新，打破流通过程中的信息孤岛，促进

信息和渠道的交流与共享；政府要强化数字基建，参与数字物流平台的搭建，相关政策、资本的投入和配套

服务管理要向优质物流企业倾斜，鼓励电商发展，鼓励将产学研成果落地，拓宽数字物流的场景应用。

第二，发挥产业升级的推动力，聚焦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度化发展。在当前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合理化

发展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调整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结构，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国内供给端和全球产业

链中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并构建公平竞争的大市场，连接内外良性循环互动，推动产业向合理化、高级

化、高度化、生态化方向升级。

第三，改善国内外投资软环境，提高市场吸引力，提高经济双循环对数字物流、产业升级的支持力。政

府激发国内产业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以培育本土产业竞争力促使其更好地“走出去”，提高参与国际循环

的层次，畅通技术、资本要素流通，抓住机遇，真正做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四，重视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回顾研究结果，数字物流、产业升级与经济双循环的空间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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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为明显，这也是制约长江经济带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早已进入中级协调甚至个别省市

实现良好协调的下游区域，应积极探索产业联动方式，实现人才、资源、技术、经验的共享；处于低协调阶段

的中上游区域应借鉴高协调等级地区的经验和发展方式，打破地域限制，综合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技术与

自身区域产业特点积极地“靠上去、迎上来”。最终实现错位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推动长江经济

带一体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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