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５ 卷　 第 ２ 期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
Ａｐｒ ２０２３

【信息经济与管理】

物流服务网络与区域创业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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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尽管我国创业活跃度逐年攀升，但创业活跃度的地区

差异也愈发明显。 不同区域的创业生态环境不同是导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关键。
物流服务网络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区域创业活跃度，研究发现：物流服务网络对区

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与区域的区位特征和城市群归属有关，与区域规模相关性较

弱。 在东部地区和多中心城市群的区域，完善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

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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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兴市场国家，创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及创造就业机会、提升生活质量和

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途径［１］。 对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发达国家制造业“高端回流”和发展

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等巨大挑战的中国而言，提升区域创业活跃度显得尤为关键［２］。 如何

优化区域的创业生态环境，有效激发创业活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创业活力的核心指标，创业活跃度一直是学术界和各级政府

关注的焦点［３］。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能力、经验和资源等创业者个体因素对创业选

择的影响［４－５］。 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制度环境、营商环境、基础

设施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６－８］。 已有研究表明，外部环境因素对创业活

跃度的影响可能比个体因素更大，不同区域的创业生态环境不同是导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

关键［９－１０］。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创业生态正发生巨大转变。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物流服务

网络完善与市场规模扩张、要素流通效率提升和企业经营成本下降等形成了正向的循

环累积效应，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并提供了更多创业机会 ［８］ 。 本文尝试考察物流服



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既有助于从理论上把握数字化时代区域物流服

务网络建设的创业效应，也有助于深化各地政府对物流服务网络建设推动区域发展机

理的认识。

基于创业租金的研究认为，物流服务网络会通过市场规模和要素流通影响创业租金

回报。 一方面，物流服务网络建设提高了市场的可达性，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加快市场

一体化进程，从而通过扩张市场规模激发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形成创业带动效应［１１］ 。

基于美国纽约州创业活动空间分布的研究发现，每平方千米增加 １ ０００ 名工人，企业新创

率将会提高 ０．００１ ６，新创企业的雇员会增长 ０．０３７ ５ 人［１２］ 。 来自日本的实证经验表明，人

口密度显著地提升了个人的创业意愿，人口密度每增长 １０％，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口比例

将会上升 １％左右［１３］ 。 另一方面，较为完善的物流服务网络会提高要素流通效率，促进人

才、资金和信息等集聚，要素集聚的外部性不仅可以帮助潜在创业者掌握更多的市场信

息，而且可以降低创业的不确定性和企业运营成本，从而提升创业回报率和区域创业活

跃度［１４－１５］ 。

基于创业机会的研究认为，创业机会不只是创业个体发现或创造的，而是创业环境中各

种要素直接或间接参与，共同创造的结果［１６］。 完善的物流服务网络能缩小经济和时间差

距，提高互联互通水平，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创业机会，如邮电类基础设施提高了人们的交流

频率和劳动力流动概率，对创业意愿具有正向影响［１７］。 更高的物流水平，可以扩大潜在创

业者的认知和决策范围，提高他们识别创业机会和捕捉创业机会的能力，如将创新成果中隐

含的创业机会和市场需求相结合，实现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１８］。 此外，更密切和更丰富

的个体融通能够显著拓宽社会网络或扩张社会资本，促发更多的创业想法和创业项目，引发

创业行为［１９］。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考察了基础设施及其要素集聚效应与城市创业发展的关系，为探

究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提供了思路。 然而，鲜有文献清晰地揭示出物流

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为此，本文以邮政快递为研究样本，通过面板数据验证

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 ２７８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
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快递服务网点数据摘录于各区域

的国家邮政局公报，各区域的相关经济变量数据和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

城乡建设数据库》。 为了控制离群值对于检验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在 １％水平上进行缩

尾处理。 为减缓数据的波动趋势，降低数据波动导致的误差，将各区域快递服务网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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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ＧＤＰ、居民储蓄、科技支出、实际外商投资额、电信营业收入与国际互联网用户数等进行

对数变换。

（二）模型构建

为检验物流服务网络与创业活跃度的关系，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ＲＥＡｉｔ ＝ α０ ＋ α１ ＬＥＳｉｔ －１ ＋ α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βｉ ＋ γ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ＲＥＡｉｔ 为因变量，表示区域创业活跃度； ＬＥＳｉｔ －１ 为自变量，表示区域物流服务网点

数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为区域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 ＧＤＰ、经济开放程度、互联网用

户数量、电信业务总量等； βｉ 和 γｔ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

物流服务网络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滞后性，同时为尽可能避免物流服务网络与创业活跃度

之间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对数变换。

（三）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１．因变量：区域创业活跃度。 采用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编制的区域创新

创业指数作为区域创新活跃度的测量指标。 该指数以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的全量

企业信息为编制基础，基于企业家、资本与技术三大核心要素，由新建企业数量、吸引

风险投资、吸引外来投资等五个维度构建而成，能够较为客观、实时和多维地反映我国

各地区的创新创业活力与绩效。 采用该指数衡量区域创业活跃度的优势在于，该指数

涵盖了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等全部规模和全部行业的微观企业数据，覆盖面较广。 此

外，该指数以企业实际创新产出而非投入为基础，涵盖了对企业主体、技术与要素的多

维评价，可以较好地识别我国各区域的创业情况及创业企业生存状态，从而形成客观真

实的创新创业评价。

２．自变量：区域物流服务网络。 学者们大多用邮政快递行业中的业务量、运输路线、线

路长度、服务人数、服务频次等指标对物流服务展开研究，但这些指标不能较好地反映物流

服务作为基础设施所具有的网络效应特征。 因此，借鉴冯永晟和张昊测度邮政快递网络的

方法，选取各地级市邮政快递网点数量的作为物流服务网络的测量指标，并进行滞后一期和

对数化处理，以较好地反映各地区的物流服务网络状况［２０］。

３．关键控制变量。 参考叶文平等和万海远的计量模型，进一步控制了区域经济发展、经

济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互联网用户数、互联网业务量、科技支出等可能会影响创业活跃

度的变量［２，８］。 其中，政府干预程度以各地级市政府财政支出占年末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以

人均 ＧＤＰ 作为测度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经济开放程度以地级市每年所获得的实际外商

投资额进行测度，互联网业务总量则以各地级市的电信营业收入来衡量。

表 １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的物流服务网络存在较大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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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物流服务网络 ２ １１９ ７０８．６ ８６５．１ ２３ １０ １６４

政府干预程度 １ ９０４ ０．２０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４ ２．０６０

人均 ＧＤＰ（对数化） １ ８７６ １０．７７ ０．５４７ ９．２１９ １３．０６

经济开放程度（对数化） １ ８４１ １０．１４ １．８８９ １．０９９ １４．９４

居民储蓄（对数化） １ ９４０ １６．４０ ０．８６５ １３．９９ １９．７４

科技支出（对数化） １ ９４４ １０．５２ １．３９８ ６．６２４ １５．５３

互联网用户数（对数化） １ ９２７ １３．５３ ０．８６８ １１．１６ １６．４３

电信业务总量（对数化） １ ９１９ １２．５６ ０．９４６ ８．４９９ １６．４５

二、实证结果与经济解释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为区域物流服务网络对创业活跃度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从第（１）列的结果来看，

在引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固定效应之后，物流服务网络的完善度每提高 １％，区域创业活跃

度大约增加 ０．０１４％。 第（２）列至第（４）列分别是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分项指

标进行回归的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物流服务网络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物流服务网络的

改善显著促进了新建企业数量、外来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增长。 综上所述，物流服务网络的建

设和完善，不仅具有明显的创业带动作用，还有利于增强企业家、风险投资者和外来投资者

的信心，促进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要素涌入与集聚，为该区域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从而提升

区域的创业活跃度。

在控制变量方面，居民储蓄、科技支出、互联网用户数、电信业务总量等对区域创业活跃

度的影响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而政府干预度则显著地负向影响区域创业活跃度。

从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科技支出和居民收入较高的地区，潜在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资本、人

才、技术创新成果等资源，也更有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去开展创业活动。 根据《全球创业观

察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中国报告》的调查显示：２００９ 年，仅有 ２０．２％的顾客认为创业企业提供的产品

或服务是新颖的，并且企业在市场上没有或只有较少竞争对手，而 ２０１８ 年这一比例增长到

３３ ６％。 这一结果也证实了区域科技支出促进了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出及创业企业创新能力

的提升。 此外，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区域，不仅能突破市场规模的地域限制，而且能分享互

联网商业模式所衍生的创业机会，因而创业活动也较为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干预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区域创业活跃度，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干预提高了创业活动的风险及创业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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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基准回归

（１） （２） （３） （４）
创业活跃度 新建企业数量 吸引外来投资 吸引风险投资

物流服务网络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２５ ６∗∗∗ ０．０３３ ２∗∗∗ ０．０１５ ５∗∗

（０．００５ ４）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５ ９） （０．００７ ８）
政府干预程度 －０．２２０ ５∗∗∗ －０．１７８ ５∗∗∗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７７ ７

（０．０３７ ９）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４０ ９） （０．０５４ ６）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０６ ８ －０．０３３ ７∗∗∗ ０．０３３ ３∗∗∗ ０．０４７ ２∗∗∗

（０．００６ ８）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０９ ８）
经济开放程度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７）
居民储蓄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７６ ６∗∗∗ ０．０３７ １∗∗∗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７ ２） （０．００８ ７） （０．０１１ ６）
科技支出 ０．０１６ ８∗∗∗ ０．００３ ９ ０．００４ ７ ０．０２７ ６∗∗∗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３ ６） （０．００４ ９）
互联网用户数 ０．０２５ ３∗∗∗ ０．０２９ ３∗∗∗ ０．０１６ ２∗∗ ０．０２５ ６∗∗∗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０９ ０）
电信业务总量 ０．０１１ ８∗∗∗ ０．０１４ ８∗∗∗ ０．０１１ ４∗∗∗ ０．０１１ ２∗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３ ６） （０．００４ ４） （０．００５ ８）
常数项 ２．９６４ ４∗∗∗ ２．７３２ １∗∗∗ ２．８０９ １∗∗∗ ２．９５３ ７∗∗∗

（０．１０６ ８） （０．０９５ ９） （０．１１５ ２） （０．１５３ ８）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７３９ １ ０．８１８ ２ ０．７２７ ６ ０．５３２ ３
观测值 １ ６７８ １ ６７８ １ ６７８ １ ６７８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显著。 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１．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的特殊性，剔除了直辖市样本后再次回归，回归结果

见表 ３ 的第（１）列。 从回归结果来看，自变量的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２．替换因变量。 借鉴生态学研究方法，分别采用私营企业数量和个体商户数量作为城

市创业活跃度的替代指标。 回归结果见表 ３ 的第（２）列和第（３）列。 从回归结果来看，物流

服务网络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提升了创业活跃度，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

靠性。

３．替换回归模型。 使用线性面板固定效应进行基准回归，原因是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放松了线性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可以较为有效地估计系数。 考虑到因变量的特征，进一步

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４ 分别列出了创业活跃度处于 ２０％，４０％，

６０％和 ８０％分位点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不同的分位点，物流服务网络均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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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了区域创业活跃度的提升，而促进效应呈现递减趋势。 这表明基准回

归结果并没有受模型选择的影响，具有稳健性。

表 ３　 稳健性检验：剔除直辖市、替换因变量

（１） （２） （３）

剔除直辖市 替换因变量

物流服务网络 ０．０１４ １∗∗ ０．１６２ ０∗∗∗ ０．１８１ ４∗∗∗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１８ ４） （０．０２１ 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７４３ １ ０．９３６ ０ ０．８８９ ２

观测值 １ ６１３ １ ２１７ １ ２１７

表 ４　 稳健性检验：替换回归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２０％分位点 ４０％分位点 ６０％分位点 ８０％分位点

物流服务网络 ０．０４７ １∗∗∗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３１ ７∗∗∗ ０．０２１ ５∗∗

（０．００７ ９）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９ 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６７８ １ ６７８ １ ６７８ １ ６７８

（三）内生性检验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错期设定可以避免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

同期发生且与两者相关的遗漏变量的干扰，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检验物流服务网络

发展与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因果关系［２１］。 选择各地级市的地理坡度指标，为物流服务网络构

建工具变量。 一方面，地理坡度反映了特定地区的地形变化情况，能够间接衡量建设物流服

务网络的成本，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的地理坡度是天然形成的，难以直接影

响各地级市的创业活跃度，满足外生性的要求。 因为在样本期内，地理坡度是一个不随时间

变化的量，所以选取样本最后一年即 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对工具变量的结果进行回归。① 工具变

量法的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阶段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值为 １０． ２９３，符合 Ｓｔａｉｇｅｒ
和 Ｓｔｏｃｋ 提出的相关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经验值应大于 １０ 的要求，因而拒绝弱工具变量的

假设，表明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２２］。 地理坡度的系数为－０．１４５ ３，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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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这表明地级市坡度与物流服务网络负相关。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物流服务网络

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系数为 ０．１９９ ２，且显著为正，进一步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一）区位异质性

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

准，将样本区域依据区位特征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以考察在不同的区位特征和营商环

境下，物流服务网络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差异性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物流服

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中

西部地区囿于经济发展水平、创业平台设施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对创业要素的吸引力

和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区域物流服务网络创业外部性作用的发挥。
（二）区域规模异质性

作为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市场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
为考察物流服务网络对不同规模区域的创业活跃度的差异化影响，根据通常标准将样本区

域划分为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及以上三类。 表 ５ 的回归结果显示，物流服务网络的系

数在三类样本组中均显著为正，说明物流服务网络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在不同规模的区域

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一方面，这反映了物流服务网络作为支撑区域要素资源流通的重要基

础设施，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比较稳定。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数字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有效破

除了区域市场规模和经济活动空间的限制，完善高效的物流服务网络可能成为区域创业生

态系统的竞争新优势。

表 ５　 区域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小城市 中等城市 大城市及以上

物流服务网络 ０．０２７ ３∗∗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０７ 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６９５ ８ ０．７７９ ６ ０．８３１ ２
观测值 ２３６ ６６５ ５０９

（三）城市群异质性

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

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并成为创业企业“蜂聚”的热点区域，如美国的硅谷城市群、印度的

班加罗尔城市群、中国的长三角城市群等。 为考察不同城市群中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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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度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将样本区域划分为处于“多中心城市群”、处于“单中心城市群”

和“不处于城市群”三类。 从表 ６ 的回归结果来看，物流服务网络的系数在三类样本组中均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且多中心城市群组的系数明显较大。 这表明物流服务网络对处

于多中心城市群的区域创业活跃度提升效应明显高于处于单中心城市群和不处于城市群的

区域，同时验证了我国多中心城市群存在要素资源的“集聚效应”，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落之间

存在“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为物流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创业促进作用提供了更大的

空间。

表 ６　 城市群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不处于城市群 单中心城市群 多中心城市群

物流服务网络 ０．０１８ ８∗∗∗ ０．０４３ ７∗∗∗ ０．０６２ ９∗∗∗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８ ５） （０．００８ 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７５２ ５ ０．７１９ ６ ０．７３３ ３
观测值 ５０７ ４８８ ６８９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利用我国 ２７８ 个地级市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回

归和工具变量法等，系统评估了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物流服

务网络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区域创业活跃度。 通过替换样本、变量和模型，以及引入工具变量

等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 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与区域的区

位特征和城市群归属有关，与区域规模的相关性较弱。 在东部地区和多中心城市群的区域，

完善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尽管本文以物流服务网络为研

究对象，但研究结论对我国基础设施网络支持创新创业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一是要构建畅通高效的物流服务网络，充分释放其创业促进效应。 各区域应充分发挥

物流服务网络在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依

托物流服务网络对要素资源的汇集、引流作用，打造市场主体云集、要素资源汇集、商流物流

信息流交集的资源交互融通的创新创业高地，营造充满活力的创业发展环境。

二是要推动物流服务网络的数智化转型，以产业融合增添创业新动能。 推动云计算、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物流服务网络的深度融合，推动物流服务网络的全面

数智化转型。 进一步促进物流服务网络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融合共享，形成以数据驱动发

展的新优势。 鼓励和引导物流服务网络与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业态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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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产业深度融合中推动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为区域创新创业增添新动能。
三是要优化与完善物流服务网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群外围区

域应加快区域物流服务网络的提质增效，充分发挥物流服务网络的基础设施、公共平台和公

共产品功能，进一步放大其创业带动效应，使其成为在高质量发展中连接传统与现代增长动

能的重要纽带，以及有效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础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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