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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供应链的中俄林业产业合作研究——以黑

龙江省为例

张佳文 孟王宇 吴欣怡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摘 要 ：黑龙江省在对俄贸易中素有天然地理优势，是搭建中俄林业合作的最佳平台。本文从林业绿色供应链的理论视角出发，利用l

ogistic模型分析了物流增长率与林产品贸易额的相关关系，探究绿色物流实施的可能性，提出要从政府层面进行产业规划、政策对

接，给与建议以促进中俄林业产业合作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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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ino-Russian Forestry Industry Cooperation based on Green supply ch

ain-- Taking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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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natural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in trade with Russia and is the best platform to build Sino-Russian forestry co

oper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forestry green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uses the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

he growth rate of logistics and the trade volume of forest products,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green logistics implementation, proposes industrial pl

anning and policy docking from the government level, and gives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forestry industr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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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绿色供应链指的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

资源效率的现代管理模式。近年来，中俄的林业产业合作逐步从

单纯的林业资源进出口，向以林业木材和产业聚集为依托的更深

层方向转变。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林业发展战略也有了局部调

整，2018年的局部战略调整和同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至2030年

森林综合体发展战略》明确了俄国未来十年内的林业发展目标和

路径；在新一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世界领导人峰会

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加速绿色转型的建议，为中俄两国的林

业产业合作指明了方向。黑龙江省对俄林业的高质量发展无疑会

促进东北的振兴。

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语境下，中俄林业产业合作

不应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还应把林业资源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考虑在内，使双方林业产业都能实现融入森林碳汇机制与生态循

环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一、林产品贸易额与物流增长率评价体系构建

为测量物流业发展对林业产业的拉动效应，验证绿色物流、

运输规划对林产品贸易额的影响，将中俄林产品贸易和物流业情

况做二者间的相关性分析。

1.1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截取部分2015—2020 年《中国产

业统计年鉴》和《中国林业年鉴》黑龙江省公开的数据，借鉴经

验分析，通常选取货运量，或货物周转量其中一个指标，用以反

映物流业的整体水平。本文采取货运量来表示黑龙江省内物流业

的发展状况，用QS表示铁路货运量、RS表示公路货运量、HS表示

省内林产品贸易额为（林业产值）、FP表示增长率、FPR样本数

据仓储、物流业增长率用VOGR表示的标准化数据，如下表1所示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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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

HS/万吨 VOGR/亿元

HS/万吨 皮尔逊相关性 1 .677

Sig.（双尾） .000

个案数 6 6

VOGR/亿元 皮尔逊相关性 .677 1

Sig.（双尾） .000

个案数 6 6

表2

根据表2，可以看出林产品贸易额与物流增长率之间呈正相

关关系，也就是说，林产品贸易额与物流增长量之间同向增长。

1.2模型构建

构建Logistic模型的推到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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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模型反映了业态量和时间发展的关系，在 （0，t1

）的区间内，业态量呈现指数型增长，增速不断加快，达到一

个拐点 t2后，增速逐 渐开始放缓，但仍在增长，直到逐渐逼近

最大业态量值为K，如图2所示

图2 Logistic增长曲线（库兹涅兹曲线）

根据图形可以得出，曲线先快速增长，随后缓慢增长，在曲

线上有2个拐点和一个极值点，从而将产业成长的过程分成了形

成期、成长期初、成长期末、成熟期，成长速度按先快后慢，最

后趋于零。

为了方面参数估计，对模型做线性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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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模型可以转化为Y=a-rt

二、结论与分析

2.1实证分析

Logistic 模型需要确定参数K, a，r，其中 K值可通过四点

法确定，借助Stata 迭代拟合求得 k的最佳值，在表2给出的数

据中，选取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四年的数据作为 t

1、t2、 t3、t4 时间点，最后得到的K值367.31 亿元。参数a、

r通过线性回归的OLS估计量作为初始值，林产品贸易额曲线为y1

=3.657-0.2723t，拟合优度R-squared 为 0.758，物流业产值曲

线为y2=5.2482-0.2491t，拟合优度 R-squared为0.984，由于林

产品贸易个别年份波动较大，且受样本数量的限制，所以就总体

而言，林产品贸易曲线和物流业曲线拟合程度较好。

表3

表4

2.2结论

Logistic曲线反映出中俄林产品产业发展要经历的几个时

期，其中包括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中俄林产品贸易额和物

流业的成长具备这种得知特点，可以说明林产品贸易刚刚进入成

长期末阶段，而物流业仍处在成长期初阶段，可见林产品贸易和

物流业发展阶段不同；二者的成熟期不同，成熟期拐点分别为20

25和2053年，也就是说物流业的成长时间充足且漫长；

物流支持林产品贸易领域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物流业对于

林产品贸易行业的拉动作用较大，需要考虑提高林产品贸易运输

领域的物流质量以推动两大行业实现规模效益。结合当下推广的

绿色物流理念，在中俄两国林产品贸易的储存和配送阶段，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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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能源的消耗，避免能源的浪费，合理的进行运输规划，以

期能够为绿水青山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加强中俄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现有的铁路设施，建立多

节点的运输通道，加快通关效率，以便加强货物流通的速度和效

率；再次，中俄两国应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来发展跨境电子

商务、活跃金融市场，同时增强海关及边境的规范化管理，从而

促进双边贸易有序、高效展开。综上，中俄两国应该贸易加强合

作，同时进一步推进中俄贸易物流便利化，从而为中俄贸易的发

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三、政策启示与建议

3.1健全中俄林产品贸易企业绿色采购体系标准

绿色采购体系的建立标准要充分体现在绿色采购管理文件，

记录原材料、产品和服务的采购、供应商的绿色管理、绿色采购

的内部审核及内部控制评价等过程。企业应明确绿色采购的目标

及指标，目标应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用户方提出的绿色要

求，通过提高木材废料利用率等手段，考查对供应商的管理和所

提供的资源、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水平及环境影响、最终产品

的环境属性等，着力于建立中俄企业绿色采购评价机制，打造中

俄林业绿色制造合作模式。

3.2充分利用“一带一路”优势，深化中俄政府间合作交流

机制在一带一路不断深化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中俄两国正在就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盟”)实施政策对接。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成为了中俄两国在林产品贸易合作方面拓

展经贸合作空间、加快产业内容流通、促进利益发展的合理选

择。 对于林产品产业合作交易中涉及到的企业加工木质产品产

生的污染排放问题，各国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限制，力争污

染最小化、对自然环境伤害最小化；遏制民间非法采伐，同时扩

大林地资源的种植面积，增加林地资源的循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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