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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物流系统优化: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汲取多学科的理论精髓，通过实地考察、数据资料分
析、数学建模等方法和手段，分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物流系统优化的问题。
揭示了区域物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机理，探讨基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物流系统优化理论，提出
区域物流系统优化的目标、原则、内容和实施途径，并针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具体情况，构建区域
物流系统优化模式。
《区域物流系统优化: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创新之处在于将现代物流关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核
心竞争力的原理引伸拓展到降低区域发展成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将物流系统优化研究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提升到区域的宏观层面。
《区域物流系统优化: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突出的特点体现在理论与实证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
，既涉及区域物流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广泛领域，又紧扣区域物流系统优化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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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德，男，1964年生，湖南宁乡人。
理学硕士。
副教授。
现任教于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系，主要从事区域发展和城乡资源环境规划
管理研究。
曾发表《广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若干问题探讨》、《广东港口发展与布局探讨》、《从长江流域经
济合作看两广西江经济走廊联合开发建设》、《借助九(江)一九(龙)铁路加强赣粤港经济合作》、《
珠江三角洲一体化交通网络发展构想》、《穗、深、港物流业及其与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关系》
、《穗、深、港港口和航空物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等论文30余篇.主持和参与省、市各类研究课
题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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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物流主体要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任何主体要素都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和独立的自我运动、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它是完整的不
可肢解的基本单位。
物流主体要素中的运输、储存等活动各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但是这种独立性又是相对的，因为任何
要素的存在和活动都是以其他相关要素的存在和活动为前提的。
所以，在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物流系统中，相对独立的物流主体要素是处于基础层次上的细胞，它们相
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主体要素问密切配合的协调是实现物流活动目标的前提。
　　2）物流主体要素具有行为的主动性和活动的目的性。
物流活动主体和客体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的物流活动是主动的，而客体的物流活动是被动的。
行为的主动性和活动的目的性既是主体内部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为满足物流客体对主体
提出的要求。
　　3）物流主体要素在物流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相同，即运输、储存、装卸搬运、物
流加工、配送等主体要素在物流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相同。
物流主体要素的集成是现代物流的本质特点，因此，集物流各要素为一体的物流主体、组织、企业，
对于物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区域物流系统的客体。
区域物流系统的客体，即物流对象，是一切在物流主体之间进行定向循环运动的物质实体。
物流客体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每种物流客体都有着不同的形态、结构、功能、用途、物理特征和度
量单位，并且由不同的生产者生产和不同的消费者使用。
物流客体一般具备可移动性，通过物流主体的活动安排，物流客体不断从供给主体向需求主体，从生
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运动，从而实现物流主体的物流功能。
然而，客体的运动必须借助于适当的物流载体才能实现。
选择何种运载方式主要取决于客体的物理特征及其客体流通的要求，客体运动是在主体要素的驱使下
进行的，其运动有一定的方向性和有序性。
任何主体都是通过特定的商流、物流和信息流而联系在一起的。
　　（3）区域物流系统的载体。
它是保证区域物流活动有效、协调进行的基础条件。
它涉及铁路、水运、公路、仓库、场站、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和条件。
区域物流载体系统的完善程度和先进程度是一个区域物流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区域物流载体的建立，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行为是不够的，构建一个协调发展、物畅其流的区域物流
载体系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统筹规划，区域物流载体的建设主要包括：①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机场、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网络，以及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仓库、场站、码头、信
息网络设施等。
②物流活动的设备、工具等，包括货运汽车、火车、货船等运输工具，以及物流园区、网络中心、配
送中心内的各种运输设备、装卸搬运设备、自动分拣设备、流通加工设备、集装箱、信息处理设备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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