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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京津冀地区的物流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成为了研究焦点。
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选取 2011—2022 年京津冀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 DEA-BCC 模型进行静

态效率评估,并运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进行动态效率变化分析,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京津冀区域的

物流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引入 Tobit 回归模型,对京津冀物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京津冀地区物流效率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整体效率较高;从动态角度分析了 2011—2022 年京

津冀地区的物流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未达到有效水平;通过 Tobit 回归分析发现,政府支

持和产业结构对物流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 据此,文章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及建议,为促进京

津冀地区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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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经济转型为高质量增长的背景下,生产

力领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飞跃发展的契机,
同时也面临着产业优化与升级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

出新质生产力。 在 2023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战略部署并强调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来

引领产业创新,尤其是要借助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

术的突破性进展,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创新模式

与强劲的新动能,以此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路径。 在 2024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

进行了系统性阐述并指出,高质量发展进程亟须新

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

崭露头角,展现出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与

支撑力。 2024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重申

了这一重要观点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

要任务,同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新

质生产力创新发展。 与传统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

力以创新为核心,融合了高科技、高效能与高质量,
是新时代一种先进生产力形态。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物流业正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高科技的应用使得物流过程更加智

能化、自动化,从而极大提升了物流效率,另外物流

效率的提升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基础,确保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产品的快速流通。
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研究京津冀地区的物流效率

及其影响因素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一方面,京津冀地

区作为我国的重要经济区域,其物流业的高效率发

展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同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探究京津冀地区物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提升

对策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区域内物流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探究京津冀

地区物流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促使物流业

能更好地匹配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京津冀地区物

流业高质量与协同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物流效率研究视角方面的研究

　 　 当前学术界基于不同视角探究物流效率问题,
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丁宝成等(2023) [1] 和薛阳等

(2024) [2]基于低碳视角研究了辽宁省和山东省物流

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何硕硕(2023) [3] 和岳嫣婷

(2023) [4]在数字化背景下探究了物流效率的提升问

题;吴庆军等(2023) [5]和李上康等(2024) [6] 基于新发

展格局视角探究了长三角地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影

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闫琰(2016) [7] 和康铁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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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8]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研究了我国物

流产业发展对策及物流效率影响因素;付淼(2020) [9]

和汪登华(2022) [10]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河南省农产

品物流效率提升和物流业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

(二)关于物流效率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物流效率测度采用不同方法,具
体有以下五种:一是采用传统的 DEA 模型法[11-12] ;
二是在 DEA 模型基础上采用两阶段和三阶段 DEA
模型[13-15]进行物流效率的测度;三是采用包含非期

望产出的 SBM 模型[16-17] 对物流效率进行测度;四是

采用随机前沿模型[18]进行物流效率的评估;五是采用

AHP 法[19-20](层次分析法)对物流效率进行评价。

(三)关于物流效率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关于物流效率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

丰富,有学者研究影响物流效率的因素既包括政府

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21-22] ,也包括产业结

构、区位商等中观指标[23-24] 。 此外也有学者在研究企

业物流效率影响因素时挖掘一些微观指标[25-26] 。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物流效率方面的研究

成果丰富,但存在以下改进空间:首先,DEA 模型在

评价物流效率的研究中已被学者广泛应用,但是将

DEA 模型、Malmquist 模型和 Tobit 模型结合起来对

物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价的研究相对较

少;其次,我国当前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关于

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物流效率的提升问题亟待研

究;最后,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的重要区域,关于本

区域的物流效率问题的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将以

京津冀物流效率为研究对象,探究在新质生产力视

角下京津冀地区物流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推

动京津冀地区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建立

　 　 1. DEA-BCC 模型

DEA 模型主要分为 BCC 模型和 CCR 模型。
BCC 模型对应的是规模报酬可变的 VRS 模型,而
CCR 模型对应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CRS 模型。 BCC
模型能够细致地区分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

率,为分析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 相比之下,CCR 模

型虽能揭示技术效率的整体情况,但无法解析纯技术

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具体表现。 因此,本文采用 DEA-
BCC 模型来更准确地对京津冀地区的物流效率进行

评价和分析。 DEA-BCC 模型如公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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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x j、y j 为每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变量;
s+ 、s- 分别表示产出剩余量和投入不足量;θ 为每个

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值。 判定评价结果的准则如

下:当 θ= 1 且 s= s+ = 0,则该决策单元为 DEA 有效,
此时该决策单元达到了技术效率有效和规模效率有

效;当 θ= 1 且 s- ≠s+ ≠0,则该决策单元为弱 DEA 有

效,此时该决策单元在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中至少有

一项未达到有效状态;当 θ<1 时,此时的决策单元为

DEA 无效,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有效状态。
2. Malmquist 指数模型

Malmquist 指数模型是一种用于比较两个时间

点间单位技术效率变化的方法,它可以分析每个决

策单元从 t 时期到 t + 1 时期的效率变化情况。
Malmquist 指数作为衡量动态效率变化的工具,可细

化为技术效率(EC) 和技术进步(TC) 两大组成部

分。 进一步地,技术效率(EC)又可以被分解为纯技

术效率变化(PEC)和规模效率变化(SEC),这有助

于更准确地理解效率变化的内在机制。 全要素生产

率(TFP)= 技术效率(EC)∗技术进步(TC);技术效

率(EC) = 纯技术效率(PEC) ∗规模效率( SEC)。
Malmquist 指数模型的计算公式如公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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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ch × techch (2)
　 　 其中,(xt,yt) (xt+1,yt+1 )分别表示 t 时期与 t+1
时期物流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Dt、Dt+1 为距

离函数。 若 M>1,此函数表明,相较于 t 时期,t+1 时

期的 TFP 呈现出积极的增长态势,即物流效率随着

时间的推进实现了显著提升;反之,则表示 TFP 是下

降的。[27]

3. Tobit 回归模型

鉴于物流效率值域限定于 0 ~ 1 之间,这一特性

使得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回归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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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不适用,因此,本文采用 Tobit 模型作为分析工

具,以便更恰当地对京津冀地区的物流效率进行回

归分析,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Tobit 回
归模型如公式(3)所示。

yit =
αxit + δit + εit,αxit + δit + εit > 0
0,otherwise{ (3)

　 　 在公式(3)的设定中,yi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时
期的物流效率水平,xit 表示解释变量。 此外,该式还

包含了误差项和随机干扰项,它们共同解释了除解

释变量外,其他未观测因素对物流效率可能产生的

随机影响。[28]

(二)指标选取

　 　 1.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关于物流效率研究相关文献

的基础上,选择了物流业从业人员数、物流业固定资

产投资额、物流网络里程作为投入指标,货物运输

量、货物周转量和物流业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
数据来源均为《中国统计年鉴》,京津冀地区物流业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见表 1。

表 1　 京津冀地区物流业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名称 变量 单位 指标说明

投入指标

物流业从业人员数 X1 人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员数

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X2 亿元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物流网络里程 X3 公里 公路、铁路及内河航道里程

产出指标

货物运输量 Y1 万吨 地区总货运量

货物周转量 Y2 亿吨公里 地区总货物周转量

物流业生产总值 Y3 亿元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值

2. 影响因素指标

物流业发展受诸多要素的共同驱动。 本研究通

过广泛的文献回顾,结合现有理论框架与京津冀地

区物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挑选了政府支持、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水平及人力资源状况作

为分析的关键自变量,与之相对应,将京津冀区域内

物流业的综合技术效率设为研究的因变量,旨在探

究这些变量如何综合作用于物流效率的提升。 为实

现这一目标,本研究采用 Tobit 回归模型,系统分析

并量化了上述各因素对京津冀物流效率的具体影

响,具体变量的描述见表 2。

表 2　 变量描述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说明　 　 　 　

解释
变量

政府支持 亿元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
定资产投资额

经济发展水平 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 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

经济开放水平 亿元 外商投资进出口总额

劳动力资源 亿元 物流业从业人员数

三、实证分析

(一)京津冀物流效率的静态分析

　 　 运用投入导向型 DEA-BCC 模型对京津冀地区

的物流效率进行静态分析,将整理后的 2011—2022
年京津冀地区投入产出的数据导入 DEAP2. 1 软件,
分析结果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图 1　 综合效率

结合图 1,从整体来看,首先是北京市,2011—
2022 年北京市的综合效率要高于河北省和天津市,
并且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除 2015、2018、
2020 年以外,其余年份北京均达到效率前沿。 这是

因为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有着先进的技术、优秀的

人才和丰富的资源,在物流业的发展上处于领先地

位。 其次是河北省,2011—2022 年河北省的综合效

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反复持续状态,但从整体

来看其要优于天津市。 这可能是由于河北省虽然有

着丰富的人口和资源优势但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相对

不成熟,从而导致河北省的综合效率波动的状况出

现。 最后是天津市,2011—2018 年天津市的综合效

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 2019 年之后达到

效率前沿。 这主要得益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策略的

实施,该策略的实施使得京津冀地区的资源得到共

享,促进了天津市物流综合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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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纯技术效率

结合图 2,北京市拥有的优秀管理人才以及先进

技术,使得北京市的纯技术效率在 2011—2022 年呈

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只有个别年份未达到效率前

沿。 而天津、河北的物流业纯技术效率呈现出先下

降后上升的波动趋势,其原因可能是天津市和河北

省在管理模式以及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落

后,导致两地的纯技术效率出现波动。 除此之外,市
场环境发生变化,管理政策未及时作出调整,也可能

对两地的纯技术效率产生影响。

图 3　 规模效率

结合图 3,在 2011—2022 年,北京市的规模效率

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 作为首都,北京拥有先进

的交通网络和物流基础设施,这为北京物流业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尽管其规模效率分别在

2015 年前后、2018—2020 年之间出现小幅度的波

动。 天津市的规模效率在这期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

升的趋势。 作为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港口和

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发达,这有助于提升其物流业

的规模效率。 然而,天津市可能受 2011—2014 年全

球经济形势的影响,出现了规模效率下降的情况,但
在 2014 年京津冀一体化提出以后,其规模效率又呈

现出上升的态势。 河北省的规模效率在这几年间出

现较大的波动。 河北省作为京津冀的重要组成部

分,且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这有助于推动

河北省物流业规模效率的提升。 但由于河北省是人

口大省,面临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这可能

会使河北省在规模经营方面出现问题,从而导致河

北省的规模效率产生波动。[29]

综合三地物流效率的演变情况来看,三地的物

流协同程度较低。 根据分析结果本文可以得出:北
京市的物流效率相对平稳,只有三年未达到效率前

沿状态;天津市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然后达

到平稳状态;而河北省的物流效率呈现出上下波动

的不稳定状态。 因此,京津冀物流业之间存在区域

发展不协同的情况,在推进区域内的资源流动和信

息技术共享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二)京津冀物流效率的动态分析

　 　 将数据导入到 DEAP2. 1 软件中,运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的物流效率变化进行动态分

析。 动态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1—2022 年京津冀地区物流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及分解结果

年份
综合技
术效率

技术
进步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全要素生产
效率指数

2011—2012 1. 000 0. 874 1. 000 1. 000 0. 874
2012—2013 1. 000 0. 888 1. 000 1. 000 0. 888
2013—2014 1. 000 0. 962 1. 000 1. 000 0. 962
2014—2015 1. 000 0. 927 1. 000 1. 000 0. 927
2015—2016 1. 000 1. 013 1. 000 1. 000 1. 013
2016—2017 1. 000 1. 123 1. 000 1. 000 1. 123
2017—2018 0. 975 0. 981 1. 000 0. 975 0. 957
2018—2019 1. 010 0. 966 1. 000 1. 010 0. 976
2019—2020 0. 985 0. 899 0. 970 1. 016 0. 885
2020—2021 1. 031 1. 107 1. 031 1. 000 1. 142
2021—2022 1. 000 1. 014 1. 000 1. 000 1. 014

均值 1. 000 0. 975 1. 000 1. 000 0. 975

从表 3 的分析结果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全

要素生产率均值为 0. 975,这说明京津冀地区的物流

效率未达到有效水平。 整体而言,总体年平均下降

2. 5%,伴随着先升后降的波动性,这一情况反映了

京津冀物流发展的不稳定性。 通过对全要素生产效

率分解可知,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为 1. 000,达到有效

状态;而技术进步均值为 0. 975,该值意味着技术进

步平均每年下降 2. 5%,也说明技术进步是阻碍京津

冀地区物流发展的主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京津冀地区在提升技术效率方面持续取得进展,但
是技术进步处于下降状态。 这揭示了京津冀地区在

促进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协同增长上存在显著不

足,这一不足从根本上制约了物流业的发展。 本文

通过进一步对综合技术效率分解可知,纯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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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模效率的均值为 1. 000。 其表现虽较为稳定,但
应进一步提高管理、操作和规模经营的水平,使得京

津冀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处于上升状态。
综合上述分析,为保障京津冀地区物流产业能够维

持稳健且可持续的发展态势,该区域亟须引入并依

托前沿的物流技术作为坚实支撑。 因此,京津冀地

区应该加快技术革新、促进技术进步,为实现物流业

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如表 4 所示,分地区来看,只有北京市的全要素

生产率达到了有效状态,其物流业效率处于上升趋

势。 而天津和河北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未达到有效状

态。 综合分析结果来看,京津冀三地的技术进步分

别为 1. 005、0. 928 和 0. 992,这说明天津和河北全要

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因为技术水平落后,也反映了

京津冀地区之间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所以

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注重物流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区

域内信息技术资源共享。
表 4　 2011—2022 年京津冀三地物流全要素

生产率指数及分解结果

地区
综合技术

效率
技术
进步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全要素生
产率指数

北京 1. 000 1. 005 1. 000 1. 000 1. 005
天津 1. 000 0. 928 1. 000 1. 000 0. 928
河北 1. 000 0. 992 1. 000 1. 000 0. 992
均值 1. 000 0. 975 1. 000 1. 000 0. 975

(三)京津冀地区物流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京津冀地区的物流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影
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将影响因素的数据导入 Stata
软件中,运用 Tobit 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分析结

果见表 5。
表 5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影响
因素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显著性
P> | t |

X1 0. 1491295 0. 733618 2. 03 0. 051
X2 -0. 7082864 0. 211624 -3. 35 0. 002
X3 0. 623054 0. 2841153 2. 19 0. 036
X4 0. 4207295 0. 1479828 2. 84 0. 008
X5 -0. 4148563 0. 1429425 -2. 90 0. 007

由表 5 所示,X1(政府支持)的 P 值为 0. 051,并
且估计系数为正,这说明政府支持对京津冀地区的

物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政府会出台一系列扶

持政策,如加大资金投入、推动技术建设等,这对物

流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影响。 X2(经济发展水平)
在 1%的水平下显著,但与物流效率呈负相关,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京津冀经济发展

过快,原有的物流资源和物流体系没有很好地适应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并且其他产业也没有更好地促

进物流业的发展。 X3(产业结构)与物流效率之间存

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 这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

优化会使物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推动物流业的创新和发展会对物流效率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 X4(经济开发水平)与物流效率呈现显著正

相关,显著水平为 1%。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更多的外资物流企业会进入国内市场,造成市场竞

争加剧,各企业会不断进行技术引进和创新,提高其

物流效率。 X5(劳动力资源)的 P 值为 0. 007,与物

流效率一样显著,但其估计系数为负,究其原因可能

是物流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技能水平不足导致的部

分员工工作效率低下。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

智能开始替代传统人力工作,其效率远高于传统人

力,从业人员的增加反而会较低物流效率。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在本文的研究框架内,笔者综合运用了 DEA -
BCC 评价模型、Malmquist 指数分析法以及 Tobit 回

归模型这一多元方法论体系,对京津冀地区 2011—
2022 年物流效率的变化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

分析。 以下是基于上述模型所得出的分析结果:
(1)由 DEA-BCC 模型静态分析结果可知,三个区域

的物流效率呈现出北京最大、河北次之、天津最小的

状态,所以河北省和天津市在未来的物流发展中需

要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上进行提高和改进。 此

外,三地的效率发展趋势不同,北京市整体的物流效

率相对稳定,基本都达到效率前沿状态;天津市的

物流效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最后达到 DEA 有

效状态;而河北省的物流效率相对不稳定,存在反

复上升下降的情况。 ( 2) 由 Malmquist 模型动态分

析结果可知, 京津冀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

0. 975,每年的下降率为 2. 5%,未达到有效水平。 分

地区来看,只有北京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有效水

平,并且其综合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达到有效状

态。 而河北省和天津市在未来的发展中需将提高物

流技术水平与稳固物流产业规模作为核心战略要

点,并以此作为推动京津冀物流产业实现健康、协同

与高效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河北省和天津市亟待通

过不断优化物流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产业规模的稳

固性与可持续性,为京津冀区域物流业的整体进步

注入强劲动力。 (3)由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政
府支持、产业结构和经济开发水平对物流效率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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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资源对物

流效率却有负向的影响。

(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系列重要讲话为

推动京津冀物流发展、提高物流效率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经济区

域,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更好地

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对京

津冀物流效率提升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京津冀物流效率提升的建议是深度融合新质生

产力与物流产业。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过度的劳动

力投入可能会降低地区的物流效率。 因此,物流企

业要积极引入和应用新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
大数据等,实现物流运作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精准

化,避免出现劳动力投入过多而导致物流效率下降。
此外,物流企业构建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智

慧物流平台,实现物流信息的实时跟踪和高效处理,
提升物流过程的可视化、可预测性,减少不必要的等

待和延误,提高物流运作效率。
京津冀物流效率提升的建议是促进京津冀地区

协同发展。 根据分析结果,北京地区的物流发展要

优于河北省和天津市,并且它们的物流效率的发展

趋势各不相同,这就说明京津冀区域之间未能形成

优势互补和协同合作的整体优势,所以京津冀地区

应加强物流领域的区域合作与协调,国家应制定京

津冀区域物流一体化发展规划,明确各地区的物流

定位和发展方向,促进形成统一的市场和高效的物

流体系。
京津冀物流效率提升的建议是调整和优化产业

结构布局。 产业结构布局对物流成本和效率有直接

影响。 因此,京津冀地区应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优

势,加强对特定物流领域的专业化发展,例如,对冷

链物流、快递物流等细分领域提供特色化服务。 此

外,京津冀地区还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进行调整

和布局,例如,发达地区往往需要高品质、高效率的

物流服务,而欠发达地区则需要物流成本更低、服务

更广泛的物流网络。
京津冀物流效率提升的建议是加强国际合作与

交流,拓宽国际贸易渠道。 京津冀地区应主动寻求

与国际先进物流企业和组织的合作,根据新质生产

力发展要求,引进先进的物流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

地区物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国际港口、航空货运

枢纽等建立合作关系,实现物流资源的共享和优化

配置。 此外,京津冀地区还应建立健全国际贸易物

流体系,优化进出口流程,提高通关效率。
京津冀物流效率提升的建议是大力培养物流

人才。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培养创新型的人

才尤为重要。 因此,京津冀企业应该重视对物流人

才的培养和引进,提升物流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

技能水平。 通过举办培训、开展合作研究等方式,
企业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理念的高质量

物流人才,为京津冀物流效率的提升提供有力

支持。
京津冀物流效率提升的建议是加大对物流产业

的扶持力度。 京津冀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

府的支持,因此,为更好地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加大对创新型物流企

业的扶持力度,为京津冀物流业创新发展提供良好

的环境。 此外,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调控作用,使物

流资源在区域内得到科学、合理的配置,从而促进京

津冀地区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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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continues
 

to
 

evolve
 

and
 

advance,
 

the
 

study
 

of
 

logistics
 

efficiency
 

levels
 

and
 

their
 

underlying
 

factor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researching
 

area.
 

According-
ly,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selects
 

the
 

region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2,
 

and
 

employs
 

the
 

DEA-BCC
 

model
 

and
 

the
 

Malmquist
 

index
 

model
 

to
 

analyze
 

the
 

logistics
 

efficiency
 

of
 

Beijing-Tian-
jin-Hebei

 

region
 

from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Meanwhile,
 

the
 

Tobit
 

model
 

is
 

also
 

us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logistics
 

efficiency
 

of
 

this
 

reg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logistics
 

effi-
ciency

 

is
 

uneven,
 

bu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is
 

relatively
 

high.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logistics
 

efficiency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but
 

it
 

has
 

not
 

reached
 

an
 

effective
 

level
 

overall.
 

Further
 

Tobit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suppor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logistics
 

efficiency.
 

Finally,
 

based
 

on
 

results
 

analysis,
 

this
 

paper
 

formulates
 

some
 

tailored
 

counter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aiming
 

to
 

ser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sector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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