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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模型

本文研究了江苏省现代农业物流系统中，农业物流需求、
供给、农业生产产值和地区人口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分析
了信息技术的使用对农业物流系统产生的影响。采用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知识，绘制因果关系
图和系统流图，并建立系统动力学方程，对模型进行仿真。

1. 模型边界

经济子系统：江苏省农业生产总值、江苏省GDP。

需求子系统：江苏省农业物流需求量。

供给子系统：江苏省农业物流供给量、江苏省公路固定资产投资
额、农业物流供需缺口、物流人才贡献能力、信息技术对农业物
流供给能力的影响。

人口子系统：江苏省就业人口、江苏省公路物流从业人数。

3. 系统流图

仿真结果

1.数据介绍
数据来源于2011~2019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其中江苏省农业

生产总值仅包括农业，不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
服务业数据。农业货运量数据仅包括粮食货运量，不包括棉花
和油料的数据。

(1)在农业物流活动中推广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对整个物
流系统产生积极的影响。
(2)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物流活动相融合，能够提升农
业物流供给量，缩减物流供需缺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

4. 主要动力学方程

(1)江苏省农业生产总值=INTEG(农业生产总值增加量-农业生产
总值阻碍量，2256.99)
(2)江苏省就业人口=INTEG(就业人口增加量，4754.68)
(3)江苏省农业物流供给量=INTEG(农业物流供给能力增长量-农
业物流供给能力消耗量，1500)
(4)江苏省公路物流就业人数=江苏省就业人口×公路物流从业者
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5)江苏省农业物流需求量=江苏省GDP×江苏省农业物流需求系
数+3017.38
(6)就业人口增加量=江苏省就业人口×江苏省GDP对就业人口的
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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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仿真结果

三等奖

图1 江苏省现代农业物流系统因果关系图

上述因果关系图中，包含6个反馈环路：
1)江苏省GDP→(+)科技发展水平→(+)信息技术在农业物
流中的使用→(+)江苏省农业物流供给能力→(-)农业物流
供需缺口→(-)江苏省GDP。回路1是正反馈回路，反映
了江苏省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农业物流供给能力之间
的关系。
2)江苏省GDP→(+)江苏省公路固定资产投资→(+)江苏省
农业物流供给能力→(-)物流成本→(-)江苏省农业生产总
值→(+)江苏省GDP。回路2是正反馈回路，反映了江苏
省经济，农业物流供给能力和物流成本之间的关系。
3)江苏省GDP→(+)江苏省就业人口→(+)公路物流从业人
员→(+)物流人才贡献能力→(+)江苏省农业物流供给能
力→(-)农业物流供需缺口→(-)江苏省GDP。回路3是正
反馈回路，反映了江苏省经济，就业人口和农业物流供
给能力之间的关系。
4)江苏省GDP→(+)江苏省农业物流需求量→(+)农业物流
供需缺口→(-)江苏省GDP。回路4是负反馈回路，反映
了江苏省经济，农业物流需求量和供需能力之间的关系。
5)江苏省GDP→(+)江苏省农业物流需求量→(+)物流成本
→(-)江苏省农业生产总值→(+)江苏省GDP。回路5是负
反馈回路，反映了江苏省经济，农业物流需求量和物流
成本之间的关系。
6)江苏省农业物流需求量→(+)物流成本→(-)江苏省农业
物流需求量。回路6是负反馈回路，农业物流需求量的
增加表明需求量大于供给量，导致物流成本的上升，而
物流成本的上升又会导致客户不再接受物流服务，进而
抑制农业物流需求量的增加。

图2 江苏省现代农业物流系统流图

(7)农业生产总值增加量=江苏省农业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增
长率
(8)农业生产总值阻碍量=供需缺口延迟×供需缺口对农业产值的
阻碍因子+江苏省农业生产总值×物流费用差异对农业产值的阻
碍因子×(物流费用差异延迟/理想物流费用)
(9)农业物流供给能力增长量=(江苏省农业物流供给量×供给自
增长系数+投资延迟×投资转化系数+物流人才贡献能力)×信息
技术的使用对农业物流的影响系数
(10)农业物流供给能力消耗量=江苏省农业物流供给量×供给消
耗系数

表1 江苏省2010~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

表2 模型部分变量仿真结果与真实数据的对比

表3 不同信息技术影响因子下农业GDP和农业物流供给量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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