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大市场建设：物流标准化如何推动国内

市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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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它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重要手段。文章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软件建设视角出发，研究物流标准化对国内市场一体化

的理论机理，并实证检验了物流标准化建设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为建设国内

统一大市场提供物流标准化视角的理论解释与政策启示。文章研究发现：物流标准化建设能有效推

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企业购买和销售范围的扩大、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存货周转速度的提高

是物流标准化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机制；交通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在物流标准化与市

场一体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异质性分析表明，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

体化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规模大、物流硬件基础高、电子商务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文章为国

内市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基于物流标准化的新视角，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关于流通体

系建设领域的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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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

力，但是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和全球市场需求也正在萎缩，因此，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2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近年来，随着流通体系建设的完善，

商品和要素跨地区流转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不断降低，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21 世纪以来，国内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均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吕冰洋和贺颖，

2022）。但是，目前我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融合程度仍比较低，需要进一步推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吴华强等，2022）。

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构建全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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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市场的重要手段（谢莉娟和张昊，202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高效顺畅的流

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可分为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硬件建设主要包括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节点建设，软件建设主要包括流通领域的制度规范和标准建设（张博雅

等，2022）。关于交通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已被许多学者研究证实（范欣

等，2017；李兰冰和张聪聪，2022），但关于物流标准化等软件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需要系统

性探究。只有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相互配套才能推动现代流通体系高质量发展，进而加快构建

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因此，本文将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软件建设视角出发，以

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系统性探究物流标准化建设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为国内市场一体化研究提供基于物流标准化的新视角与新解释。本文研究发现：物流标准化建

设能有效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试点城市企业购买和销售范围的扩大、外部交易成本的降

低、存货周转速度的提高是物流标准化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机制；交通基础设施与数字

基础设施在物流标准化与市场一体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主要从市场分割和物流标准化的相关研究两方面进行文献梳理。第一类文献为市场

分割的相关研究，从市场分割的成因、经济影响、解决路径和测度方法四方面展开梳理。首先，

市场分割的成因可分为自然性市场分割和行政性市场分割两类（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自然

性市场分割主要是由地理距离产生的物流成本、信息摩擦所导致的，物流成本和信息摩擦阻碍

了商品跨地区远距离贸易（刘生龙和胡鞍钢，2011；Allen，2014）。行政性市场分割则主要来自于

财政分权体制和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可能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从而通过设置贸易壁垒等方

式阻碍外地商品进入（周黎安，2007；行伟波和李善同，2012）。伴随制度障碍不断破除，市场分

割的主要成因由行政性市场分割转向自然性市场分割，马草原等（2021）利用中国省际分界线构

造自然实验，通过比较同省相邻市和异省相邻市的商品价格差异，发现 2011年以来行政性市场

分割逐步下降。其次，市场分割的存在导致价格信号无法引导商品、要素跨地区高效配置，从而

会引发产能过剩、出口附加值率下降、生产率提升受阻等一系列问题（吕越等，2018；范欣和李

尚，2020；余泳泽等，2022）。再次，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是缓解自然性市场分割的重

要路径（范欣等，2017；李兰冰和张聪聪，2022）。谢莉娟和张昊（2022）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现代

流通体系建设对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市场分割的测度方法可分为生产法、贸易

法和相对价格法。其中，相对价格法是现阶段最为常用的市场分割测度方法（张昊，2020）。限于

数据可得性，大多数文献从省级层面测度市场一体化水平。例如，吕冰洋和贺颖（2020）采用

314个城市 8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测度了城市层面市场分割指数。

第二类文献是物流标准化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物流标准化的内涵、经济效应和测度方

法。首先，物流标准化是国家层面对流通领域的制度设计（张博雅等，2022），是对物流运输过程

中仓储、包装、分拣、装卸、配送等流程服务的一系列规范（张宝友等，2020）。其次，物流标准化

的经济效应可分为直接经济效应和间接经济效应。直接经济效应体现为物流标准化降低了物流

作业流程的成本，提高了效率。Martin（2013）以集装箱标准化为研究对象，探究了物流标准化的

效率提升作用，指出运输工具的标准化可以缩短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转换过程，从而有助于提

升物流运输效率。曲林迟和王君仪（2023）则利用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

物流标准化对城市物流效率的影响，其研究发现物流标准化显著提升了城市物流效率。物流标

准化的间接经济效应体现为物流标准化对企业生产经营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从物流标准

化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来看，现有研究表明，物流标准化可以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水平、推进

企业专业化分工、增加企业劳动雇佣（王雄元和谭建华，2019；李扬子等，2021；刘海建和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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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2023）。从物流标准化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来看，Vantine和Marra（1997）研究表明，巴西

和阿根廷托盘标准的不统一导致货物在两国运输中需付出额外的装卸成本，阻碍了南方共同市

场的贸易一体化。最后是对物流标准化的测度研究，多数文献采用单指标或构建相关指标体系

的方法对物流标准化进行测度。例如，张宝友等（2012）采用物流产业标准总存量衡量物流标准

化水平，侯俊军和刘倩华（2012）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包括 6 个指标在内的物流标准化水

平。随着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的实施，少量文献开始采用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作为物流标准化

的代理变量，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展开物流标准化的实证研究，如 Tan 等（2022）将国家物流标准

化试点作为物流标准化的代理变量探究了物流标准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本文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为国内市场一体化提供了基于物流标准化的理论解

释。现有文献集中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较少有文献关注现代流通领域的制

度与标准制定，本文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软件建设视角出发，聚焦于物流标准化建设对空间

经济活动规律的影响，考察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丰富了市场分割破解路径的研

究。二是为探究物流标准化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构建了系统性分析框架，尤其是从微观层

面出发，将企业的交易对象按交易方向划分为供应商和客户，探究了物流标准化通过扩大企业

购买和销售范围进而推动国内市场整合的微观机理。三是量化探究了现代流通体系中硬件建设

与软件建设在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中的关系。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物流标准化与交

通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从而为统筹推进物流标准化与交通基础

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现代流通体系的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提供经验证据。

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政策背景

2014年，国务院印发《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将“加快物流标准化建设”

列为主要任务，并对物流标准化建设的要求、方向进行了明确部署。在该规划指导下，财政部办

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家标准委办公室于 2014年、2015年和 2016年分批选择了 32个国家物

流标准化建设试点城市，旨在通过对物流领域的标准制定优化城市间物流作业各环节、各种物

流设施设备以及物流信息的衔接配套，进而提高物流运输效率和降低物流成本。试点城市物流

标准化建设内容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托盘的标准化，包括提高标准托盘普及率和推动标准托盘

循环共用两方面；二是物流设施设备的标准化，包括对仓库、配送中心、运输车辆等配送设施的

标准化改造；三是物流信息服务平台的标准化，统一接口标准并推进数字技术应用。中央政府

对试点城市上述物流标准化建设提供财政资金支持。2018 年，商务部发布《中国物流标准化发

展监测分析报告》，对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的建设成效进行了评估。该报告显示，物流标准化试

点政策效果明显：一方面，物流成本显著降低，截至 2017年底，与试点前相比，试点城市企业物

流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下降 31.6%；另一方面，物流运输效率显著提升，截至 2017 年底，

与试点前相比，试点城市企业平均车辆周转效率提升 1.17倍，平均装卸工时效率提升 24倍。综

上所述，物流标准化建设可以显著降低试点城市的运输成本以及提升试点城市的运输效率。

（二）理论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运输成本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Krugman，1980）。由于

运输成本，市场被分割为规模有限的条块，厂商仅能向规模有限的本地市场提供商品（Eaton 和

Kortum，2002）。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为降低运输成本、打破市场分割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便捷

高效的物流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交通运输，商品跨地区远距离贸易的地理限制被打破。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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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体系建设的两个重点方向来看，物流标准化建设属于软件建设，通过对货物运输过程中运

输、装卸、包装、储存、信息管理等物流活动进行统一标准制定，从而提高流通效率和降低流通

成本。根据《中国物流标准化发展监测分析报告》对试点城市物流标准化建设成效的评估，物流

标准化可以显著降低运输成本。物流标准化从软件层面优化了物流体系的运转效率，统一了地

区间物流设备、设施、信息平台，进而降低了运输成本。物流标准化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进

一步打破了商品跨地区贸易的地理距离限制，从而让商品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实现生产与消

费、供给与需求的对接，进而推动商品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更为高效、顺畅地跨地区自由流动

（Zhang等，2016）。在此种情况下，因运输成本被分割的市场逐渐联结，进而市场一体化程度不

断提高。为进一步揭示物流标准化推动国内市场整合的过程，接下来本文从企业视角出发详细

探讨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机制。

1. 扩大购买范围和销售范围

随着企业间购买、销售、分工等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与紧密，国内企业逐渐形成了以产业链

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关系（孙浦阳和宋灿，2023）。按企业的交易对象划分，企业既有上游提供中

间购买品的供应商，也有下游作为销售对象的客户。受运输条件限制，商品的生产与消费、供给

与需求仅能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实现对接，运输条件成为国内市场分割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物流标准化有利于通过降低运输成本和提高运输效率来促进企业跨地区贸易，有利于打破区域

间的贸易壁垒，从而改变企业贸易的空间分布格局，促使企业扩大购买范围和销售范围，进而推

动国内市场整合。一方面，物流标准化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以及效率提升扩大了企业的购买范

围，而购买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对中间品的议价能力，降低了企业中间品的投入成本，

深化了专业化分工程度，促进了中间品市场一体化（Carballo 等，2018）；另一方面，物流标准化

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以及效率提升扩大了企业的销售范围，而销售范围的扩大拓宽了企业分销

渠道，增加了企业间的贸易频率，促进了区域间贸易量的增长，推动了商品市场一体化。由此可

见，物流标准化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有利于扩大企业购买范围和销售范围，进而推动中间品市

场和商品市场整合，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2. 降低外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影响区域市场整合的重要因素（Goodwin 和 Piggott，2001）。根据“一价定律”，

在不存在交易成本且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同一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会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最

终趋于一致，即同一商品在不同地区以相同的价格出售。“冰山成本”理论的核心思想则认为交

易成本会导致两地间商品贸易中“一价定律”失效，两地的价格最终只能在一定区间内上下波

动，而不可能完全相等。因此，两地间商品相对价格波动幅度可用于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物流

标准化通过对托盘及物流设施的标准制定，推进标准托盘循环使用与物流环节相互衔接，这有

利于降低企业远距离贸易所面临的运输费、装卸费等物流费用。交易成本降低会推动更多企业

在利润的驱使下跨地区贸易，使要素以及商品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进行跨地区配置，进而提升

市场一体化水平。一方面，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当外部交易成本低于内部交易成本时，企业更倾

向于在市场展开交易，选择购买中间品而非生产中间品（袁淳等，2021）。因此，企业专业化程度

将逐步加深，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联系更为紧密，进而推动中间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另

一方面，在开放的区域贸易环境中，物流标准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且提高区际贸易便利性，这

既有利于降低地区之间贸易的“冰山成本”，也有利于促进要素跨地区竞争，从而削弱地区间的

套利空间，促进地区之间整合程度的提升。综上所述，物流标准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推

动国内市场一体化。

  2024 年第 9 期

•  22  •



3. 提高存货周转速度

“两地一价”是区域市场整合的重要标志，同种商品的地区价格差异越小，则意味着区域市

场整合程度越高。当面对市场需求变动时，企业调整生产和销售以减少地区间价格波动的速

度，这体现了区域市场的整合程度。企业存货周转速度和地区间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匹

配效率相关，是影响区域市场整合的重要因素。物流标准化通过对运输、装卸、包装、信息管理

等物流活动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制定，提高了地区间物流作业环节、物流设施设备、物流信息的

衔接效率，从而显著降低了企业采购原材料和销售产品的时间，促使企业不必储存过多原材料

以及不必积压过多产品，进而提高了企业存货周转速度。企业存货周转速度的提高意味着企业

能对市场需求的变动进行及时调整（张亮亮和李强，2019），当某地区商品价格出现外部冲击时，

企业既可以通过调整原材料采购策略来改变生产规模，又可调整商品销售策略来应对商品市场

供需变化，这将有利于降低地区之间的套利空间。因此，物流标准化有利于提升企业存货周转

速度，进而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设 1：物流标准化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假设 2：物流标准化可通过扩大企业购买和销售范围、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和提高企业

存货周转速度来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分别于 2014年、2015年、2016年设立，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

型评估物流标准化试点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Integit = α0+α1Lssit +γXit +ui+λt +εit （1）

i t Integ Lss

X

ui λt εit

其中， 和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 为市场一体化水平； 表示是否为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

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控制变量 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激

励、对外开放水平、市场规模；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市场一体化水平。本文借鉴吕冰洋和贺颖（2020）的方法，采用相对价格法测

度城市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水平。相对价格法的基本原理为：市场一体化意味着商品可以在价格

信号的引导下跨地区自由流动，直至没有套利空间。因此，两地间同一商品的价格差异可以反

映两地的市场整合程度。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采用手工搜集的 2010—2019 年 152 个城市

16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测算城市层面的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①具体计算过程为：首先，计算

每两个城市间 16类零售商品相对价格绝对值；其次，采用去均值的方法剔除商品异质性并计算

其方差；最后，将各城市与其余城市的相对价格指数取算数平均。此外，本文还采用各城市与其

余城市相对价格指数加权平均所得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作为稳健性检验，权重为该城市与其他城

市距离的倒数占所有城市对距离倒数总和的比重，然后取倒数并开平方即可得 152个城市的市

场一体化程度。本文基于上述方法采用 152 个城市 7 类居民价格消费指数测算了城市层面

李兰冰、逯海勇：统一大市场建设：物流标准化如何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

 ① 零售商品具体分为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文化办公用品、日用品、体育娱乐用品、交通通信用品、

家具、化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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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9 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①并以此作为稳健性检验。由于居民价格消费指数的分类在

2015 年发生变化，食品、烟酒两类合为食品烟酒一类。因此，本文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

品、烟酒权重，将 2010—2015年食品、烟酒两类价格消费指数合为一类。

2. 核心解释变量

Lss

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是否为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当城市被设立为

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的时间是当年及以后年份时， 设定为 1，否则为 0。先后入选国家

物流标准化试点的城市共有 32个。

3. 控制变量

市场分割有两大类：自然性市场分割和行政性市场分割。本文控制了以下与市场一体化高

度相关的可观测变量以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1）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采用公路里程数

与地区面积的比值衡量。运输成本是导致地区间自然性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因此需在回归中

加以控制从而减少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差。（2）数字基础设施水平，采用每百人互联

网用户数衡量。信息摩擦是自然性市场分割的另一重要成因，数字基础设施可通过降低信息摩

擦进而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3）地方财政激励，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 GDP 的比重衡量。

财政收入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出于保护税基的动机更倾向于实施市场分割。（4）对外开放水

平，采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对外开放水平更高的地区与国外市场

联系更为紧密，对国内市场的需求相对较小，可能具有更强的市场分割倾向。（5）市场规模，借

鉴袁胜超等（2022）的方法，采用人口密度与人均 GDP 乘积的对数来衡量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

大的地区更依赖本地市场，因此，地方政府更有动机实施市场分割。

（三）数据说明

本文以 2011—2019年 152个城市为分析对象，考察物流标准化试点对市场一体化的政策效

应及作用机制。②其中，计算市场一体化所采用的 16类商品零售价格数据由历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手工搜集整理得到；计算市场一体化所采用的 7 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历年各个城市发

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手工整理得到；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名单来源于财政

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关于开展物流标准化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其

他数据来源于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主要变量描述性统

计如表 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市场一体化 1 520 4.650 1.071 0.897 7.095

物流标准化试点 1 520 0.0921 0.289 0 1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1 520 0.273 0.141 0.0886 1.214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1 520 23.28 18.70 1.010 120.3

政府财政激励 1 520 0.0799 0.0289 0.0234 0.227

对外开放水平 1 520 0.219 0.323 0.00159 1.938

市场规模 1 520 16.78 1.148 12.20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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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7类居民价格消费指数分别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

 ② 计算某城市的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时，需要该城市连续的年度数据以及 16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因此，当城市缺乏某年或某类商品

零售价格指数时，将无法计算该城市的国内一体化水平。限于原始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 152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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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对物流标准化与市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表 2列（1）

为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物流标准化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影

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 2 列（2）至列（6）为逐步加入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

施、政府财政激励、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规模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

体化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上述回归结果表明，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

与 Vantine和Marra（1997）的观点相似。物流作为连接市场中各类经济主体的纽带，通过跨地区

的商品运输将各地区市场联结为一体，而物流标准化通过对物流各环节的标准制定进一步提升

了物流效率和降低了物流成本，从而有利于推动商品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在更大的市场范围

内达成交易，进而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表 2    物流标准化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 0.438*** 0.446*** 0.443*** 0.429*** 0.400*** 0.404***

（4.70） （4.80） （4.77） （4.62） （4.26） （4.30）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0.924** 0.938** 1.357*** 1.363*** 1.508***

（1.97） （2.00） （2.73） （2.75） （2.97）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0.007** 0.007** 0.006* 0.006**

（2.12） （2.12） （1.91） （2.00）

政府财政激励 −4.963** −4.864** −4.642**

（−2.54） （−2.49） （−2.37）

对外开放水平 −0.579** −0.596**

（−2.17） （−2.23）

市场规模 0.208

（1.31）

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520 1 520 1 520 1 520 1 520 1 520

R2 0.583 0.584 0.585 0.587 0.589 0.589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之前需拥有共同的变化趋势，这是双重差分

模型准确识别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影响的基本前提。因此，本文设定以下模型进行平行趋

势检验：

Integit = α0+
∑t+3

t−3
α1Lssit +γXit +ui+λt +εit （2）

Lss其中， 分别为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实施的前 3 年、当期及后 3 年的政策虚拟变量，其余变量

设定与式（1）相同。图 1绘制了物流标准化试点前后三年 90%置信区间下政策虚拟变量的回归

系数。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政策实施之前，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在 0 上下波动

且均不显著，这表明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在政策实施之前拥有共同的变化

趋势，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政策实施之后的第一年到第三年，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断

李兰冰、逯海勇：统一大市场建设：物流标准化如何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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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且显著异于 0，这表明物流标准化试点对市场一体化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2. 安慰剂检验

尽管本文在式（1）中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但为进一步确定估计结果并非

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引起，本文构造虚假的政策冲击进行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具体步骤如

下：根据国家物流标准化建设试点城市在 2014年、2015年和 2016年相继设立的城市数量，本文

在相应年份随机抽取相同数量的城市，生成虚假的政策虚拟变量并加入基准回归模型。若基准

回归模型不存在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干扰，那么虚假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应当显著

为 0。本文将以上过程重复 500次，估计结果如图 2所示。从图 2可以看出，500次随机抽取得到

的虚假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0 附近分布，与基准回归中物流标准化的估计系数 0.404 存

在明显差异。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物流标准化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非由不可

观测因素导致，表明了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1）更换样本数据：7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为检验主要结论的稳健性，避免统计口径不同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差，本文采用

2010—2019年 7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重新测算市场一体化水平。如表 3列（1）所示，主要研究结

论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表 3    稳健性检验

更换数据库 PSM-DID方法 替换被解释变量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1） （2） （3） （4）

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
0.261***

（12.05）
0.454***

（4.58）
0.370***

（4.30）
0.353***

（3.57）

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0.177*

（1.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340 1 360 1 520 1 520

R2 0.893 0.563 0.589 0.590
 

（2）更换实证方法：PSM-DID 方法

本文进一步采用 PSM-DID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方法为：首先，选择基准回归中的控制

变量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政府财政激励、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规模作为匹配变量，并

进行 Logit 回归得到倾向得分值；其次，根据倾向得分值对样本进行一对二近邻匹配；最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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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之后的样本基于式（1）进行重新回归。表 3 列（2）展示了基于 PSM-DID 方法回归后的估计

结果，物流标准化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3）替换被解释变量：加权市场一体化水平

为避免市场一体化测算方式不同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采用加权市场一体化水平再次进

行回归，即采用对各城市与其余城市的相对价格指数加权平均所得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作为稳健

性检验，权重为该城市与其他城市距离的倒数占所有城市对距离倒数总和的比重。表 3列（3）为

加权市场一体化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4）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政策是针对物流领域的标准制定，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其他政策干扰，

本文将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加入考察范围。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分别于 2009 年、2011 年、

2014年、2017年设立，其中 2009年仅有深圳一个试点城市。为避免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对物流标

准化试点政策的干扰，本文将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加入回归。如表 3列（4）所示，本文主要结论并

未发生变化。

（三）内生性处理

1. 工具变量：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

本文借鉴将古代“丝绸之路”途径地区作为中欧班列工具变量的构建思路（韦东明和顾乃

华，2021），从历史信息中寻找物流标准化的工具变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实施“车同

轨”，规定车辆之间的轮距为六尺（吴琦幸，2010）。“车同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物流标准化，

通过统一车辆轮距的标准，让车辆可以沿着道路遗留的车辙痕迹快速行驶，形成类似“轨道”的

效果（易兵等，2020）。这也意味着在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必须驾驶具有统一标准的车辆。因

此，本文尝试采用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作为物流标准化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

于：一方面，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是最先推行“车同轨”的地区，很长时间是古代王朝货物运

输的物流中心。因此，其更易被选为物流标准化城市，满足工具相关性假定。另一方面，千年前

的“车同轨”与现在相隔久远，难以对当今的国内市场一体化产生直接影响，符合工具变量外生

性的要求。此外，由于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为截面数据，因此本文将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

与年份虚拟变量相乘作为物流标准化的工具变量。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数据来自郑若葵

（2000）编著的《中国古代交通图典》。表 4列（1）为 2SLS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工具变量秦朝道

路主要节点城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工具变量与物流标准化高度相关，可以有效地替

代物流标准化以降低内生性问题。表 4 列（2）汇报了 2SLS 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回归结果显

示，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这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下主要结论并未发

生变化。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工具变量检验以确保工具变量估计的有效性。表 4列（1）汇

报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

作为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问题。

2. 工具变量：1984年人均邮政业务量

本文借鉴黄群慧等（2019）工具变量的构建思路，从历史视角采用各城市 1984 年人均邮政

业务量作为物流标准化试点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合理性在于：一方面，1984 年是中国邮政

开办国内快递业务的初始年，1984年人均邮政业务量反映了地区最初的物流需求规模，而历史

上物流需求规模更大的地区可能制定了最初的物流标准，物流标准化程度相对较高，满足工具

变量相关性假定；另一方面，1984 年人均邮政业务量与现在相隔久远，难以对当今的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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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产生直接影响，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此外，由于 1984年人均邮政业务量为截面

数据，缺乏时间维度，难以直接作为工具变量，因此本文将 1984 年人均邮政业务量与年份虚拟

变量交乘作为物流标准化的工具变量。表 4 列（3）为 2SLS 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工具变量

1984年人均邮政业务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该工具变量与物流标准化高度相关，可以

有效地替代物流标准化以降低内生性问题。表 4列（4）汇报了 2SLS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回归

结果显示，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仍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与上述工具变量检验步骤相同，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工具变量检验以确保工具变量估计的有效

性。表 4列（3）汇报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1984年人均邮政

业务量作为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4    内生性处理

IV1：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 IV2：1984年人均邮政业务

（1） （2） （3） （4）

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
0.309*

（1.95）
0.431***

（3.83）

秦朝道路主要节点城市
0.870***

（24.75）

1984年人均邮政业务量
0.127***

（46.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520 1 520 1 270 1 270

R2 0.674 0.589 0.839 0.596

不可识别检验 111.61*** 270.20***

弱工具变量检验 4 054.19 249.35

　　注：不可识别检验显示的为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的为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
 

五、机制检验

考虑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江艇，2022），鉴于机制变

量与国内市场一体化之间较为直接的关联性，本文重点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作用，

模型设定如下：

Mechit = α0+α1Lssit +γXit +µZit +ui+ϕi+λt +εit （3）
Mech

Lss Z

ϕ

其中， 为一系列机制变量，分别表示购买范围、销售范围、外部交易成本、存货周转率；

指是否为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公

司规模的对数、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现金持有水平、公司年龄。其中，现金持有水平用现

金与资产总额的比重测度。此外， 为公司固定效应，其他设定与式（1）相同。

机制变量衡量方式如下：（1）购买和销售范围。购买范围采用上市公司与其上游五大供应

商地理距离的平均值衡量，销售范围采用上市公司与其下游五大客户商地理距离的平均值衡

量。首先，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显示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名单确定供应商、客户的地址；其次，

根据供应商地址、客户地址的经纬度分别计算与上市公司的地理距离；最后，将五大供应商、五

大客户与上市公司的地理距离算数平均并取对数，即可得购买范围和销售范围。本文从企业微

观视角构造该机制变量的合理性为，运输成本是限制企业购买和销售范围的重要因素，更远的

地理距离意味着更高的运输成本，因而在运输成本的限制下，企业所需购买的中间品和所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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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产品仅能在较小地理范围内达成交易。物流标准化降低了试点城市及其企业的运输成本，

将对企业的购买和销售范围产生影响，而企业购买和销售范围的扩大将进一步推进市场一体

化。因此，选用企业销售和购买范围作为机制变量能从微观视角更细微地反映物流标准化对市

场一体化的作用。（2）外部交易成本，借鉴金环等（2021）的研究，采用销售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衡量。（3）存货周转速度，借鉴卢闯等（2010）的研究，采用主营业务成本占平均存货余额

的比重衡量。计算购买和销售范围所采用的上市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和前五大客户名单来自中国

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其他上市公司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一）销售范围和购买范围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表 5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购买和销售范围作为机制变

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物流标准化显著促进了企业购买和销售

范围的扩大。本文认为，物流标准化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可以让企业选择更远距离的供应商从

而扩大了企业的购买范围，其本质上是探讨运输成本下降对企业与供应商地理距离的影响。物

流标准化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软件建设，其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促使企业突破地理距离的限

制，通过降低地区之间存在的“冰山成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尺度上寻找供应商以及客

户，增强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程度，促进地区间的价格差异趋于收敛，从而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

水平的提高。因此，物流标准化可通过扩大销售和购买范围进而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
 
 

表 5    机制检验

购买范围 销售范围 外部交易成本 存货周转速度

（1） （2） （3） （4）

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
0.024***

（5.52）
0.015**

（2.38）
−0.0003**

（−2.42）
0.623***

（2.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561 10，561 10，561 10，561

R2 0.952 0.874 0.945 0.668
 

（二）外部交易成本

表 5列（3）报告了外部交易成本作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

表明物流标准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物流标准化通过对货运车辆、内河船舶、托

盘、包装基础模数等物流设施设备的标准制定和推广应用，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进行贸易所面临

的运输、装卸和包装费用，而这类费用正是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企业外

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在市场展开交易，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纵向整合，提升中

间品市场一体化水平；另一方面，其促使企业更有动机将产品销往远方，推动物理空间上的横向

整合，提升产品市场一体化水平。由此可见，物流标准化可通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进而提升国

内市场一体化水平。

（三）存货周转速度

表 5列（4）报告了存货周转速度作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

表明物流标准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存货周转速度，这与 Tan等（2020）的观点一致。本文进一步

从实证层面验证了物流标准化对存货周转速度的提升作用。物流标准化通过对托盘和物流设施

设备的标准制定，大幅提升了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间运输、装卸、包装等物流环节的衔接效率，

从而降低企业采购原材料以及销售产品的时间成本，促使企业可以灵活调整原材料的采购数量

和产品的销售数量，提升企业的存货周转速度。而企业存货周转速度的提高可以帮助企业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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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将产品销往市场需求更大的地区，从而达成

跨地区间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高效对接，提升市场一体化程度。由此可见，物流标准化可通

过提高存货周转速度进而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

六、进一步分析

（一）调节效应分析①

在基础设施建设更好的地区推行物流标准化是否能更有效地发挥物流标准化的市场整合

效应？本文将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物流标准化与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对国内市

场一体化的交互影响，从而为统筹推进物流标准化与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现代流通体系的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提供经验证据。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Integit = α0+α1Lssit +α2Lssit ×ad justit +α3ad justit +γXit +ui+λt +εit （4）

ad just Lss×ad just

X

其中， 为调节变量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 为核心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

的交互项， 为除调节变量外的其他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其余设定与式（1）相同。根据回归结

果，物流标准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增强了物流标准

化对市场一体化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更好地释放物流标准

化的市场整合作用。根据回归结果，物流标准化与数字基础设施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即数字基

础设施显著增强了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正向促进作用，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

更好地释放物流标准化的市场整合作用。

（二）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城市市场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为检验城市市场规模差异可能导致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样本城市是否为 70 个大中城

市，将样本划分为市场规模大和市场规模小两组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根据回归结果，物流标

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在市场规模大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这表明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

化的促进作用会因市场规模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2. 基于城市物流硬件基础的异质性分析

物流标准化对物流领域的优化效果是否会因物流硬件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呢？这种差异

是否会影响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发挥？本文根据 2013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

发布的《全国物流园区发展规划（2013—2020年）》确定二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将样本划分为物

流硬件基础高和物流硬件基础低两组样本，并进行分组回归。根据回归结果，物流标准化对市

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在物流硬件基础高的城市更为显著，这表明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促

进作用依赖于物流硬件基础条件。

3. 基于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随着物流标准化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电子商务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可能会进一步打破快递

成本的限制，扩大线上零售范围和零售规模，从而推动市场整合。本文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

《2013 年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确定的“电子商务发展百佳城市”，将样本划分为电

子商务发展水平高和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低两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根据回归结果，随着电子

商务发展水平的提高，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逐步提升。这表明电子商务发展水

平高的城市更能借助物流标准化试点这一机会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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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现代流通体系的软件建设视角出发，以国家物流标准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冲击

变量，研究物流标准化建设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调节效应

与异质性表现，为国内市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基于物流标准化的新的视角与解释。

本文研究发现：物流标准化能够有效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这可能与物流标准化导致的物

流效率提升以及物流成本降低等因素直接相关，这说明物流标准化成为驱动市场一体化政策工

具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视角揭示了物流标准化与市场一体

化之间的作用机制，证明了物流标准化能够有效扩大企业购买和销售范围、降低企业外部交易

成本、提高企业存货周转速度，进而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本文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与数字

基础设施在物流标准化与市场一体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一方面，应进一步推进物流标准化，以更高效

的物流运行体系为市场一体化提供有效驱动力。充分发挥物流标准化的先导性与支撑性作用，

通过推进物流标准化促进城市之间物流作业各环节、各种物流设施设备以及物流信息的衔接配

套。总结各试点城市成功经验，并根据物流行业发展、物流园区建设等最新进展，进一步探索和

创新物流标准化建设新的方法、技术和模式。同时，应结合城市发展特征和发展阶段，如市场规

模、物流硬件基础、物流需求等，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物流标准化。另一方面，应统筹推进物

流标准化软件与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更好地促进物流标准化对市场一体化的作用。物流标准化

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于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之上，即现代流通体系的软件建设

和硬件建设两者缺一不可，需要协同推进。应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枢纽协同建设，优化公

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与全国各物流枢纽的连接，并加强物流枢纽间的物流标准对接。与此

同时，应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园区的协同建设，建设标准化的智慧物流园区、智慧仓

储配送中心以推动物流智慧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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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ow does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Promote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Li Lanbing1，2,  Lu Haiyong3

(1.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The Laboratory for Economic Behaviors and Policy Simulation，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3.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Summary: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nti-globalization trends in recent years, coupled with the pro-
longed downturn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contraction of global market demand, the importance and ne-
cessity of accele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modern logistics system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and is a crucial focal
point i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in promoting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ftwar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ogistics system.
Using the national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pilot progra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n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and analyz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and heterogeneity of this impact, providing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
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do-
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purchase and sales scope of en-
terprises in pilot cities, the reduction of extern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ventory turnover
speed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promotes domestic market integra-
tion.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reveals tha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lay signi-
ficant positive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Heterogen-
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on market integration is mainly re-
flected in cities with larger market scales, higher logistics hardware foundations, and higher levels of e-com-
merce development.

Key words:  logistics standardization； market integration； effect； mechanism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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