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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佛山被选为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是中国广东唯一的入选城市。佛山的成功入选，不仅是因

为产业基础雄厚及充足的存量设施资源，也是因为佛山有

着强劲的物流需求。佛山现开放 17个对外口岸，是中国内

河重要港口城市之一，其物流建设与服务能力突出。2020

年佛山五区的生产总值为 10816.47亿元，其贡献的社会物

流总额超过 3万亿元。随着作为中国珠三角的枢纽机场的

佛山新机场选址的正式复批，佛山的物流发展将迈上一个

新台阶。物流的发展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加快城市

物流的发展速度，提高城市物流发展质量，需要专业的物

流人才加入到城市物流的建设行列。2019年广州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的从业人数为 558806人，而同为一线城市的

佛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从业人数仅为 43500人（2019

年广州、佛山统计年鉴）。物流行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依

靠物流人才。基于此，本文通过使用灰色预测法对佛山市

2021年—2025年物流人才需求进行预测分析和研究，以期

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培养物流人才培养提供依据 [1]。

随着物流行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学者对物流

人才需求展开了研究。早在 2005年，王景锋等人就开展了

对物流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的预测研究。目前学术界在研究

该领域所用的研究方法和模型逐渐趋向成熟。贾少博和季

新竹（2016）通过使用物流人才需求变化指数（LPDIC）对

中国陕西物流人才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李小玲等人（2016）

使用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广东省 2016—2025年的物流人才需

求进行了预测 [2]。于丽静等人（2017）通过使用二元线性回

归预测和灰色预测组合法对山东省 2015年—2020年的物流

人才总量进行预测。唐玉藏（2018）采用平滑指数法和时

-

Abstract

Keywords
logistics; demand for talents; research

基于灰色GM（1,1）模型的中国佛山市物流人才需求预测
研究
赖虹秀 张晓芹 李寒霜

广东东软学院，中国·广东佛山

摘 要

论文通过利用2015—2019年中国佛山物流的从业人数为原始数据，构建佛山市物流人才需求预测的模型，并且对2020—
2024年佛山物流人才需求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显示，2020—2024年佛山总体物流人才需求人数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论
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当地政府部门、高校及物流企业支持物流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

物流；人才需求；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东软学院 2020 年科研创新团队项目“供

应链管理研究团队”（项目编号：2020XKYTD05）。

【作者简介】赖虹秀（1989-），女，中国广西桂平人，硕

士，助教，从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



76

财经与管理·第 05 卷·第 11期·2021 年 11 月

间序列预测法对 2016—2020年浙江省物流行业对物流人才

需求进行了预测。江楠（2021）利用灰色 GM（1,1）模型

对 2019—2013年中国芜湖市南陵县农村物流人才需求进行

了预测。

从以上的文献概括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在对物流

人才需求预测进行预测时使用的模型方法较为多样化，其中

有变化指数方法、非线性回归模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灰

色 GM（1,1）模型和指数平滑法等。灰色 GM（1,1）预测

模型是单项预测方法中较为常见并且预测精确度较好的一

种模型，并被广泛应用在多个领域的需求预测研究中。

灰色 GM（1,1）模型属于灰色系统理论的一种，该理

论由华中科技大学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灰色 GM（1,1）

模型利用微方程挖掘原始数据的本质，GM（1,1）第 1个数

字 1代表进行一阶微分，第 2个数字 1代表只包含 1个数据

序列。相比其他的预测模型，灰色 GM（1,1）建模的优点

包括：需要的样本信息少，计算简便，精度相对高，检验相

对简单，不需要考虑数据分布规律或变化趋势等因素。灰色

GM（1,1）模型通常适用于短期预测，只适合指数增长的预测，

比如人口数量和工业产值预测等。区域物流人才需求数量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该类数据存在一定的不规律性，适

合用灰色 GM（1,1）模型进行预测。在构建该模型时，一

般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级比值检验。该步骤是为了检验原始数据是

否有合适的规律性，是否可以构建到满意的模型，此步骤为

初步检验。级比值 =当期值 /上一期值。级比值计为λ，

λ位于（e^(-2/(n+1))，e^(2/n+1)）之间（e代表的是自然对

数值，n为分析的样本量）间则意味着较大可能会得到令人

满意的模型。第二步：后验差比检验。在构建模型后，会得

到一个后验差比 C值，该值为残差方差。该值可以用于测

量所构建的模型的拟合精度情况。测量的标准是后验差比 C

值越小越好，通常情况 C值小于 0.65便可。第三步：模型

拟合和预测。进行模型构建后会得到模型拟合值，包括后期

的预测值。第四步：模型残差检验。灰色 GM（1,1）模型

使用事后多重比较法进行残差的检验。通过查看相对误差值

和级比偏差值的大小来进行检验。相对误差值 =残差值绝

对值 /原始值，所得的相对误差值越小越好。通常情形下，

相对误差值小于 0.2即表明模型的拟合良好。另外，级比偏

差的大小用于衡量拟合情况和实际情况的偏差，一般该值小

于 0.2即表示该模型拟合度较好。若计算所得的级比偏差小

于 0.1则说明该模型达到较高要求。

通过查找 2015—2019年佛山市统计年鉴，得到近 5年

佛山和物流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从业人数。具

体见表 1。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人数 41219 39722 43181 44320 43500

论文通过使用 SPSSAU在线分析工具进行 GM（1,1）

模型的构建和运算。

第一步通过计算级比值 =当期值 /上一期值，可以得

出及比值。计算结果显示：所选取的 5列数据的级比检验值

均在标准范围区间 [0.717,1.396]内，表示表 1中的原始数据

是适合进行 GM（1,1）模型的构建的。

第二步进行后验差比检验。构建 GM（1,1）模型时，

需要运算发展系数 a，灰色作用量 b，以及计算后验差比C值。

通过 SPSSAU的运算可得到后验差比 C值的结果。结果显

示该数列后验差比 C值为 0.337,0.337＜ 0.0.35，表明模型

精度等级非常好。

第三步进行模型拟合和预测。通过把原始数据放进 GM

（1,1）模型进行运算，可得到 2020—2024年佛山物流人才

需求的预测值。根据预测结果可以描绘出 2020—2024年佛

山物流人才需求的预测情况的折线图，具体见图 1。

第四步进行模型残差检验。GM（1,1）模型检验表主

要针对残差进行检验，包括相对误差和级比偏差。通过所构

建的 GM（1,1）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构建后

的模型相对误差值最大值为 0.087＜ 0.1，表明着模型拟合

效果达到较高要求。模型相对误差值最大值 0.053＜ 0.1，

代表模型拟合效果达到较高要求，所得的结果是科学可

行的 [3]。

通过分析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使用灰色 GM（1,1）模

型对数据进行预测时，该模型对原始数据量的要求不高。灰

色 GM（1,1）模型可以对无规律的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再

进行模型的运算。另外为了确保使用该方法进行预测的准确

性，该模型提供了进行精度检验的思路和方法，是一种较为

实用的预测方法。

论文以中国广东省佛山市为例，利用 2015—2019年佛

山物流的从业人数建立佛山物流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并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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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中国保险将面向国际化发展，因此保险行业

将立足于中外的市场竞争中，保险主体的增加是必然的发展

趋势，同时会增加保险从业人员的需求，同时也对保险行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促进企业良

性发展是关键，因此应在保险企业中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

德，并构建完善科学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与健全的法律法规，

以此促进保险行业在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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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4年佛山物流人才需求进行了预测。由模型的运

算结果得出 2020—2024年佛山物流人才需求的预测值分别

为 45823 人、47155 人、48525 人、49935 人和 51385 人，

总体物流人才需求人数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作为中国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的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并且随着新机场落户佛

山高明区，佛山的物流发展潜力将继续释放，而物流的发展

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为了满足未来 5年佛山物流行业

需要更多的物流人才的需求，政府部门应该对物流人才培养

项目引起一定的重视，加大扶持力度，支持高校对物流人才

培养工作，多渠道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实现。同时地方物流企

业也应积极和高校进行联手，积极提升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

物流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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