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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新发展格局下的物流业肩负着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使命,必须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数字科技作

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力量之一,将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世界经济、产业竞争格局加快重塑。

通过创新研发和应用数字科技,能有效提升物流企业绿色技术的投入水平,推进绿色创新,进而引领物流业绿色低

碳转型。 本文应用扎根理论开展案例研究,结合京东物流绿色低碳转型实践,探讨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

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受到企业内部发展压力和外部环境压力的

交互影响;围绕基础研究创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创新三个维度,数字科技创新能够聚集要素、整合资源、形

成区域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助力物流业绿色发展。 对应作用机制,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

低碳转型有三条主要路径,分别是能力提升路径、技术升级路径、产业联合发展路径。 本文提出的数字科技创新引

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理论模型揭示了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逻辑过程,为物流业绿色发展提

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

　 　 关键词:数字科技创新　 绿色低碳转型　 物流业　 “双碳”目标　 扎根理论　 京东物流

　 　 中图分类号:F25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5-0021-20

　 　 一、问题提出

当前,国际社会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已成为各行业

领域的共同行动。 2020 年 9 月,中国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体

系。 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要求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 《国务院关

12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5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4)

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 号)明确提出,要“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流通体系”“打造绿色物流”。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

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数字经济经过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已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达 50. 2 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数字科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正在不断推

动各行业各领域加快变革,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推动世界经济、产业竞争格局加快重塑。 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科技具有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增长性等特征,已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力。 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

必将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事关国家“双

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和绿色发展大局,为数字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数字科技创新必将在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上加快物流业改造赋能,从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从文献分析看,数字技术能够实现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能源结构之间的最优匹配,促进产业数字化转

型[1] 。 数字科技创新通过汇集、整合不同资源要素,使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相互融合,为物流企业开展绿色

创新活动提供支持,从而推动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 现有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运营效率、资源

整合情况、环境治理的影响,认为数字化是帮助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有效手段[2-3] ,但多为定量分析,侧重于

逐一检验各因素对企业绿色转型、绿色化发展的影响,较少研究数字化发展影响绿色化发展的内在作用机

理,也多用财务指标或经济绩效表现来衡量企业绿色转型所取得的成效,并且研究视角多从企业内部来探

索数字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忽视了其对物流生态系统的辐射作用。 这为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 数字

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是什么? 物流企业通过数字科技创新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具体

路径是什么? 探索这些问题对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京东物流集团(以下简称京东物流)作为中国物流企业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加快数字科技创新,在促

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 鉴于此,本文围绕京东物流绿色

低碳转型实践开展案例研究,从价值实现的角度分析物流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效,更加全面系统地诠释数字

科技创新对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并从企业内外部关系视角探索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

转型的作用机制和物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有助于揭示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

逻辑过程,使物流企业在寻求绿色化发展过程中注重生态系统的构建,为指导物流业加快数字科技创新、实

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一定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数字科技创新的研究

数字科技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属性,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式影响。 数字科技是在产业

既有知识储备和数据的基础上,依靠不断发展的前沿科技以实现产业与科技的无界融合。 相关研究从多个

角度探讨数字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数字化技术通过提高跨组织协调和控制,对组织间资源整合的战略和流

程产生革命性影响[4] ,如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发展,使资源得以加快交互与整合,畅通信息流,减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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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2] 。

数字技术的创新与运用,改变了传统经济活动,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途径促进新兴产业

产生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5] ,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引擎[6] 。 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重构商业关系,重新

定义“企业-产品-用户”的市场角色,数字科技创新驱动涌现出更强连接、更多交互、更多维度的价值创造模

式,为企业塑造新的竞争优势[7] 。 数字技术赋能流通业,不但可以实现降本增效,为流通业带来巨大的成长

空间,而且可以实现产业间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更好地发挥对其他产业的引领作用[8] 。 数字化在拓展了

产业边界的同时,也改变了商业竞争的底层逻辑[9] 。 数字科技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三

个阶段[10-11] ,都强调要关注资源的整合。 在创新过程中,创新资源的聚集与分配是关键环节,基于全面创新

和协同创新的整合式创新范式既利于整合企业内各部门间的创新资源,又利于实现企业间的协作创新,推

动企业创新升级[12] 。 企业只有通过创造性地整合、构建和重构资源及能力,不断积累创新资源,提高创新能

力,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13] 。 企业应该打造具有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和生态化特

征的新型创新模式,探索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特征的商业模式,进而形成新型创新生态[14] 。

　 　 (二)关于物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推动物流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物流企业走向经济、环保、高效的必经之路。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绿色物流和数字物流方面。 按照国家标准,绿色物流是指在物流过程中减少物流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

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充分利用。 经济性指标、技术性指标和社会性指标是反映物

流效率的三大指标,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绿色物流,促进效率、效益、环境协同发展[15] 。 物流业绿色低

碳发展不仅是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还能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生规模效应,加快实

现多方的价值创造[16] 。 绿色创新是由新的或改良的产品、流程、服务、管理等组成的创新,它既能为客户和

企业增加价值,也能大幅减少对环境的破坏[17] 。 不同于传统创新,绿色创新更强调采用新技术、新理念以实

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污染的有效降低,同时获得相应的经济绩效[18] 。 已有研究表明,绿色创新通过节能减

排技术既抑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又降低了低碳减排的成本[19] 。 在“双碳”目标下,企业绿色创新和绿色转

型升级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企业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提高资源集约利用率,创新绿色发展模式,改善生态环

境,这样既能获得经济绩效,又能获得环境绩效,从而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高质量发展[20] 。 数字物

流是一个信息和物流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系统,采用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物流是数字物流的核心,数字孪

生、超库存、鲁棒优化法等先进物流管理技术也是发展数字物流所需要的技术[21] 。

　 　 (三)关于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许多国家都在实行科技创新战略,纷纷将数字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等传统行业进行融合,

积极探索传统行业在新时代下的转型发展和传统企业的新型创新模式[22] 。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智

能技术、3D 打印等数字化技术是促使这些运营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因素[23] 。 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物流

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加快了物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激发物流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24] 。 数字

技术既通过创新技术效应、组织结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人力资本效应等提高物流企业碳减排效率[25] ,又

为供应链低碳发展提供整合创新的机会和潜力[26] 。 物流企业通过应用数字技术使数据得以公开透明、存储

与集体维护[27] ,实现信息在物流各环节中的高效传播,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推动企业研发朝着数据驱动

方向发展。 数字科技创新能汇集各种资源要素,这一方面推动了物流企业加快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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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升级生产设备、优化运营流程,降低高能耗生产设备的使用频率,进而减轻生产运营过程对环境的污

染[28] ;另一方面,这也形成区域产业集聚,深化绿色资源整合程度,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有助于精准识别

出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并能强化物流业与其他行业达成技术协作,扩大物流业绿色发展

规模,进而影响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 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共享效应提高集聚区域内的交通工具利用

率,推动物流企业之间交流协作[29] 。 经济集聚对整体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倒 U 型影响,即在集聚程度较小时

对绿色经济效率有促进作用,但是当集聚程度超过某一个特定值时,就会表现出抑制作用[30] 。 同时,物流业

转型升级离不开物流人才的支撑。 人力资本投入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31] ,加快优化人力资本结

构和提高产学研合作水平能有效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32] 。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要

加强对物流人才物流管理能力特质和适应技术变革精神的培养[33] 。

已有研究探明了数字化对物流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数字科技创新与物流业绿

色低碳转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依据。 有关研究多从数字科技赋能传统物流、数字产业化等视角出

发考察数字科技对物流绿色发展的影响[3] ,但对两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并且其讨

论范围多局限于企业内部,尚未明确对于供应链乃至物流生态系统的辐射作用。 由此,本文围绕京东物

流的具体实践,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根据扎根理论,依照“诱因—行为—结果”的逻辑对数字科技创新引领

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进行分析探讨,总结数字科技创新和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

实践逻辑。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聚焦于讨论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采用文献分析法和

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并应用扎根理论方法来开展研究。 首先,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

机制和路径属于“为什么”和“如何”类型的问题,具有探索性特征,适用于探究过程、机理等方面问题的

案例研究方法[34] 。 本文所选案例具有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满足单案例研究选择案例样本的条件[35] ,故开

展单案例研究可以实现研究目标。 其次,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机制包含着复杂的动态

过程,其涉及变量很多且变量关系复杂,扎根理论适用于过程性问题的理论发现[36] 。 最后,采取文献分

析方法,找出现有文献解释数字科技创新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内在机理所存在的缺失,利用现有研究为

编码提供理论基础,避免单纯依靠经验开展研究的主观性[36] ,确保编码结构的科学性,提高归纳出的机

制与路径的可信度。 由此,依据扎根理论及其方法步骤[37] ,本文主要使用软件 NVivo
 

12,对收集的案例

资料进行整理,遵循编码识别技术开展编码和数据分析,构建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

作用机制模型。

　 　 (二)案例选择

根据典型性、特殊性和理论抽样原则[35] ,本文选取京东物流作为案例样本,主要基于四点考虑。 一是典

型性。 作为中国领先的技术驱动的物流服务和供应链基础设施服务商,京东物流坚持“体验为本、效率制

胜、技术驱动”的发展理念,建成高度协同的物流网络和全面智能化的物流体系,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推动绿色发展,带头承诺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并获得国际机构的认可,节能减排举措取得明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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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2022 年,京东物流在全球权威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级———标准普尔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估( CSA)

评分中以 47 分的成绩位居全球物流企业前列,并且在“碳数据三方见证”等多个细分项目中获得满分。 相

比在德勤风驭 ESG 评级中获评 S 级的顺丰控股,京东物流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强度数值都更低(如表 1

所示)。 同年“6·18”期间,京东物流减少碳排放达 22 万吨。 二是特殊性。 不同于其他物流企业的创办历

程,京东物流是由原京东集团物流业务独立出来成立的企业,借助京东集团产业链与上下游企业达成多项

合作,拥有更丰富的创新资源和绿色资源,数字化能力积淀更深厚。 三是与研究问题适配。 京东物流在

2022 年世界物联网 500 强物流仓储行业子榜单中位列全球第五,代表了物流业世界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领

先趋势和成果,其不断利用新的数字科技手段,拓展绿色物流能力,提出的“青流计划”创新了绿色供应链管

理模式,可为物流业提供参考借鉴。 截至 2022 年底,京东物流累计获得授权的专利近 9
 

000 项,远超过顺丰

控股的 1
 

851 项,拥有强大的创新内核。 四是数据可获得性。 京东物流有大量的数字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

的具体实践,如图 1 所示。 企业自成立以来,公开披露信息众多,为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料,并且企业知名

度高,数据资料的可得性较好。

表 1　 2022 年京东物流与顺丰控股部分可持续发展绩效对比

绩效指标 京东物流 顺丰控股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 wtCO2 e 576. 2 918. 5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 ( tCO2 e / 百万元营收) 41. 9 47. 6

能源消耗强度 / (兆瓦时 / 百万元营收) 50. 7 108. 1

新增授权专利数量 / 项 1
 

300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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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京东物流绿色低碳转型关键事件

　 　 (三)数据收集

京东物流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发展所取得的成效获得了业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京东物流数

字科技创新举措和绿色发展实践的资料与研究文献十分丰富,相关媒体报道、访谈记录、研究文献等较易获

取,能够覆盖研究所需。

本文为获取翔实的数据资料,从多种来源渠道搜集资料。 京东物流的案例资料来源具体如下:(1)企

业高层管理者、相关负责人等的公开访谈记录与演讲资料;(2)官方渠道获取的权威信息,如官方网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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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布的有关企业绿色发展的详细资讯、官方公布的 ESG 报告以及物流数字化转型升级专题报告等,并

依据以上资料整理出京东物流取得相关成效的定量指标及具体数据;(3)行业研究报告,如罗弋研究院、

中信建投证券、广发证券、中国银河证券等发布的解析京东物流及其物流科技服务实践的研究报告;

(4)学术文献,如在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平台,通过检索“京东物流” “绿色物流” “智能化” “数字化转

型”等关键词所获得的研究文献;( 5)媒体报道,如在新闻报道、期刊、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通过检

索“京东物流” “可持续发展” “一体化供应链”等关键词来获取京东物流绿色发展、低碳转型的动向与

发展情况。 无论一手数据还是二手数据都不会影响数据的可靠性 [ 38] ,数量充足且内容丰富的二手数

据也可有效支撑案例研究。 多样化的渠道来源为研究获取了丰富的案例资料,使研究更贴近现实情

境,能够对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开展探索性分析,为案例撰写提供客观印证。 同时,不同来源渠

道的资料相互补充和印证,有利于构成“三角验证” ,使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得到加强。 具体的数据资料

收集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案例资料收集情况

资料类型 具体来源 时长(分钟) / 字数(万字)

视频 高层管理者公开访谈记录 85

相关负责人公开演讲 105

研究报告 京东物流官方资讯和报告 7. 9

行业研究报告 3. 1

期刊和媒体报道 学术文献资料 1. 1

权威门户网站的新闻报道 1. 7

　 　 (四)数据编码与分析

在正式编码前,需要对收集的案例资料进行清洗,经过反复筛选,剔除与研究无关的数据资料。 使用

软件 NVivo
 

12 对清洗过的资料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案例资料中有很多与数字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理念相

关的描述,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遵循扎根理论及其方法步骤,对案例资料进行分解、逐步提炼和概括,

整理出 246 条原始语句资料投入编码分析程序,进行一系列数据编码。 通过第一阶段的开放式编码、第

二阶段的主轴译码和第三阶段选择性译码过程,形成相关概念及范畴,分析各概念与范畴、范畴之间的联

系,构建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模型。 依据理论饱和原则检验模型,对京东

物流的案例补充资料编码分析后没有发现新的概念或范畴以及各范畴之间的新关系,说明数字科技创新

与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之间的作用关系在理论上已经达到饱和,最终形成 78 个概念、29 个副范畴,聚拢

形成 8 个主范畴。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数据资料进行聚敛的过程,即对数据的分解、比较、概念化、范畴化过程[39] 。 首先,

对原始案例资料中与数字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转型相关的语句进行简化,并进行标记;其次,对语句进行分

类,将拥有共同属性的语句集合起来,抽象出完整概念;最后,把反映相同现实现象和规律的概念进行提炼

与整合,形成副范畴。 本文的开放式编码示例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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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开放式编码示例

典型原始资料示例 概念 副范畴

未来 5 年,实现自身碳效率提升 35% 经营目标 企业意愿

京东云仓愿意与物流企业、商家等多方展开广泛合作 合作意愿

希望将多年来已经积累的能力向外输出,提升整个社会的物流基础设施水平 能力外输意愿

将继续携手更多行业合作伙伴,以技术和开放链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 开放意愿

依靠海量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来驱动整个供应链优化的决策 数据驱动 技术赋能

对于技术的投入与规划,是数字化供应链转型的先决条件 投入数字技术

加大仓储建设,提高物流技术 提高物流技术

将绿色能源作为核心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打造必备的基础设施 能源资源 企业资源

京东物流宣布,将继续投入 10 亿元用于加码绿色低碳的一体化供应链建设 资金投入

开放京东物流材料实验室,作为高校可再生材料创新项目孵化器 人才资源

建立材料实验室,推动行业环保材料的使用和技术革新 环保材料升级 技术革新

与灰度环保等行业上下游伙伴共同研发绿色包装应用技术,探索绿色包装生态 包装技术升级

率先在上海“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区布局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发电技术升级

与中国电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联合创新中心 战略合作 协同创新

发挥电信 5G 及云网优势、京东物流智慧物流技术优势,联合打造 5G 智慧物流园

区解决方案

应用创新

京东云仓为商家提供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服务 一体化管理 管理优化

提升以数据与算法驱动为支持的运营自动化、管理数字化和决策智能化能力 智能管理

在源头上探索新的绿色模式 绿色管理

在团队建设中,融入更多复合型人才,并建立良好的考核机制与企业文化 团队管理

全链条生产运营管理数字化 全链条管理 体系优势

将每一个业务和能力进行解耦、模块化,沉淀为标准化行业服务的套餐 标准化建设

…… …… ……

智能设备“黑灯作业”省电 2
 

283 度 仓储节能 节能减排

上千个商品库存量单位( SKU)已实现出厂原包装可直发,截至目前已减少物流

纸箱使用 1. 5 亿个以上

包装减排

在全国 50 多个城市投放新能源车实现每年约 12 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 低碳运输

　 　 注:限于篇幅,仅列出部分开放式编码结果,备索。

2. 主轴译码

主轴译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条件—行动 / 互动策略—结果”典型范式分析工具,将开放式

编码分析得到的范畴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联系起来,在范畴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并聚拢出主范畴的过

程[39] 。 其中,条件是指某一现象发生的情景,行动是指处于该情景时所采用的策略,结果则是指使用策略所

带来的结果,某一行动发生的条件可能是另一行动的结果。 例如,本文主轴译码结果中的主范畴“服务体系

创新”,将开放式编码中形成的“技术布局” “协同创新” “管理优化” “重构业务模式”副范畴整合成一条轴

线,即企业依托技术布局,采取协同创新策略进行优化管理,实现业务模式重构,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

有力支撑。 由此,这 4 个副范畴可以被纳入“服务体系创新”这个主范畴中。 本文通过主轴译码聚拢形成 8

个主范畴,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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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轴译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条件 行动 / 互动策略 结果

发展压力 企业意愿、发展问题 技术赋能 产业升级

环境压力 政府规制、环境问题 社会责任 绿色发展

基础研究创新 企业资源 技术研发 技术革新

核心技术创新 技术基础 整合创新、资源优化 技术领先、产品优化

服务体系创新 技术布局 协同创新、管理优化 重构业务模式

经济价值 技术优势 运营水平 市场认可

社会价值 体系优势 共同发展 社会认可

环境价值 绿色理念 节能减排 绿色物流

3. 选择性译码

选择性译码主要根据主轴译码结果进行选择并得出核心范畴,再将各个范畴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整合

成为一定的故事线进行理论编码[40] 。 本文结合现有理论对 8 个主范畴展开比对分析,其中“发展压力”主要

反映企业内部发展压力,“环境压力”主要反映企业外部环境压力,两者可归入“转型压力”范畴,并将“基础

研究创新”“核心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创新”归入“数字科技创新”范畴,将“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环境价

值”归入“绿色低碳转型”范畴,得到的核心范畴可以表述为“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其故

事线概括如下:在转型压力下,企业加快数字科技创新,推动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和环境价值的统一实现。 由此,可得到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理论模型图(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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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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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文采取相应措施对案例研究的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信度进行检测[34] ,得出的结果在理论

上是饱和的。 首先,通过不同来源数据间的相互补充和交叉印证,增加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例如高

层管理者公开访谈记录、演讲、官方公开数据、第三方行业报告等,提高研究结果的构念效度。 其次,在对剩

余的研究报告和媒体报道资料再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译码和选择性译码后,与首次编码结果进行比对,

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新联结,进一步印证了 8 个主范畴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结果的内部

效度。 再次,通过在数据、构念和文献之间反复比较和迭代,比较编码结果与现有理论研究的差异性,形成

合理的理论模型,探索新推论,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 最后,将视频资料、研究报告、期刊论文等类型多

样化的案例数据建成数据库保存下来,便于后期开展资料的相互佐证,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

　 　 四、案例分析与发现

　 　 (一)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

本文通过对京东物流案例资料进行搜集,开展数据编码与分析,从案例中提取出相应的范畴,按照数字

科技创新以基础研究创新为基石、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服务体系创新为支撑的逻辑关系,进一步梳理总结

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具体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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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作用机制

1. 转型压力倒逼传统物流业绿色低碳发展

数字科技创新是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驱动力,突出体现在提升数字科技创新效应和促进数字科技与

物流业深度融合两个方面。 发展压力和环境压力倒逼物流企业采取一定的减排措施和行为来满足环境监

管要求与实现自身盈利,而绿色低碳转型便是企业回应环境规制的可行举措。 在数字经济时代,物流业是

数字科技创新最好的应用场景之一,通过提升数字科技创新效应,促进数字科技与物流企业深度融合,能够

助推物流业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物流企业面临的转型压力包括内部发展压力和外部环境压力两方面。 内部发展压力包括企业转型意

愿、自身发展问题。 外部环境压力包括政府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 从内部发展压力看,转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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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发展问题促使企业通过数字科技赋能发展绿色物流,推动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京

东物流面对阿里物流体系在量级上的威胁,寻找新的利润空间,积极提高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通过

数字科技创新对供应链中各环节进行数字化整合,推动业务场景信息与数据统一、运营模式变革,助力传统

物流业进行数据流通、资源流动和价值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库存周转次数,降低运营和管理成本,激发

出巨大的创新效应,赋予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力。 数字科技创新能推动数字科技与物流业深度

融合,促进物流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合作、产业链前后向关联度不断增强、物流业业务模式重构、业态升级和产

业集聚。 从外部环境压力看,政府规制、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促使企业进行数字科技创新,投身绿色低碳活动,

构建绿色供应链,实现节能减排,积极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提高物流业绿色发展水平。 京东物流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践行龙头企业职责,进行责任式创新,引导创新朝社会需求满足与道德伦理要求方向演

进[41] 。 一方面,京东物流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着力打造数字科技核心竞争力。 例如,自主研发出天狼、地狼、

智能快递车等多种机器人,以及生物降解包装、循环生鲜保温箱等。 另一方面,京东物流探索绿色创新,构建绿

色发展模式,合理调节资源,提高运营效率,在推进节能减碳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快速便捷物流服务,实现价

值最大化。 例如,提出循环共享模式,建立绿色联盟,建设数字化运营体系和一体化供应链等。

2. 基础研究创新对绿色物流能力的影响

基础研究创新是知识创新,指一系列围绕数字技术提出新理念、新观点的科学研究活动,包括基础科学

知识创新和基础技术知识创新两个方面[42] ,是核心技术创新的基础[43] ,为数字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指引

方向,引导核心技术突破研究瓶颈,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京东物流通过加强相关基础研究的创新发展,促进

企业数字化能力不断提升,为建设绿色物流注入活力,进一步促进资源整合与区域协同发展,使数字科技创

新发挥绿色价值。 一方面,基础研究创新全方位渗透物流业绿色发展的每个环节,有助于企业更新知识资

源、积累创新资源,基础研究成果为企业后来的技术开发和应用创新奠定基础。 京东物流 2022 年的研发总

投入达 31. 2 亿元,同比增长 11. 0%;拥有研发人员 4
 

662 名,同比增长 19. 8%;新申请技术专利和软件著作

权超 1
 

300 项,其科技产品覆盖了从园区、仓储、分拣到运输、配送等供应链的各个关键环节,实现全链条、全

场景的技术创新和应用。 京东物流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社会资源,持续加大了对基础科学与底层技术的投

入力度,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了新技术的吸收、研发和应用创新。 例如,通过建立材料实验室、包装创

新中心等,向高校提供可再生材料创新项目孵化基地,推动物流技术革新,助力物流业绿色转型。 另一方

面,基础研究创新能发现某项技术的潜在应用范围和技术升级的着力点,帮助企业拓宽绿色创新方向。 京

东物流深耕基础技术知识研究,起草了多项无人驾驶相关行业技术标准,自动驾驶技术获得国家的重大认

可;着力于自动驾驶技术与物流配送的融合,推动绿色运输的发展;成功中标北京市北斗融合创新应用示范

项目———京津冀北斗+无人配送应用。 京东物流借助数据与算法驱动技术革新,提高了运营自动化、管理数

字化和决策智能化水平,增强了绿色物流能力。 京东物流的“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区内,功能各异的机器

人、智能分拣机和科技产品在流水线上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人工智能(AI)进行产能计算,控制订单有

序生产,减少资源消耗,订单处理速度和运营效率相比传统仓库提高了 5 ~ 10 倍。

3. 核心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技术驱动和效率提升为物流企业带来价值增量。 核心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紧密贴合,是支持企业绿色

低碳转型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是将基础研究成果拓展应用到生产实践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 数字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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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加快驱动物流核心技术的培育,是提升物流业附加值与重塑物流业竞争优势的新引擎,为绿色发展注

入数字力量。 一方面,核心技术创新强调企业要不断与外界进行输入和输出交换,实现内外部要素的开放

性,在推动物流企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获得高技术含量所带来的价值增值。 京东物流加强自主研发和创新

应用物流技术,不断更新升级物流装备和物流设施,提高作业效率,降低能源损耗,减少运营成本。 例如,京

东物流依托 5G 专网,构筑端边云协同技术,优化仓储机器人算法,不但提高机器人的反应速度,降低机器人

的使用能耗,而且还节约了使用机器人的成本;采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数字化的物权交接(如电子签单),既简

化签单过程、缩短签单时间,又实现无纸化作业、减少使用纸张。 物流企业基于底层技术对其现有物流技术

进行整合创新,为物流科技产品的研发及其场景应用的拓展提供源动力。 例如,京东“亚洲一号”智能产业

园通过调度算法和运筹优化技术,指挥车辆精确地走向适合的月台,指导司机准确停靠,有效降低车辆在园

区外的排队时间和在园区内的等待时间;京东物流将材料减量化技术与电子面单智能系统结合,截至 2021

年减少纸张使用超过 24 万吨。 另一方面,核心技术创新也打破了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促进要素的

自由流动,实现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使要素从低效率生产环节流向高效率生产环节。 在数字科技与物流

业融合创新发展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会促使物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产业要素

价值转化效率不断提升,进而增加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产业在更高效的轨道上绿色发展。 企业

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新的技术创新应用能够迅速推广,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与物流技术的整合创新,有助于物流企业升级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决策

系统,提高企业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效率[44] 。 数字技术进步越偏向

绿色资源,绿色技术自生能力越能够得到提高[45] ,进而改善物流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衔接程度,提高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实现流通过程绿色化,减少非必要的能源损耗和资源浪费,推动物流业绿色发展。 京东物流在 5G

应用驱动下,结合物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物流体系搭建优质神经网络,实行可视化的绿色流程综合

节约模式,对物流园区进行智能高效管理。

4. 服务体系创新对绿色发展模式的影响

服务体系创新作为管理创新,是面向产业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的服务生态创新,是核心技术

创新的支撑,体现为不同创新主体与环境之间依托数字科技达成协同共生关系,形成新模式,共同推进创新

活动[46] ,以充分实现核心技术创新的价值。 一方面,服务体系创新带动资源流动,撬动数字边界。 数字科技

创新以新兴技术为支撑,催生出一批聚集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数字平台,促进了研发要素的流动[47] ,使

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政府部门等汇集起来,形成一个完善的数字科技网络,整合市场闲散资源,打破

科技创新外源性资源获取壁垒[48] ,加深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联系,从而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助力科技创新更

好地服务于绿色物流发展。 京东物流通过调整前沿性技术布局,积极同头部数字科技企业、能源企业等进

行战略合作,共享其供应链物流碳足迹管理平台基于区块链、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IoT)技术所积累

的丰富数据资源,重构业务模式,在云仓配、多式联运等方面寻求全链共生,全面提高流通效率,降低社会化

物流成本,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 其中,京东云还通过创新技术和基础设施能力降低先进技术

应用门槛、缩减成本并提升经营效率,为更多实体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并在绿色发展方面产生更多的数

实融合成果。 例如,“京调”一体化供应链下的智慧运力调度平台。 另一方面,服务体系创新通过产业链发

挥传导作用,带动相关联的创新主体进行绿色化转型,形成区域产业集聚,撬动产业边界,引领全产业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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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发展模式,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借助创新网络效应,打造绿色生态圈。 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中

小企业会关注和跟随行业龙头和群体的方向[49] ,加入绿色发展的队列。 物流产业集聚通过专业化分工

提高产业资源利用效率,企业间的信息和知识外溢有助于达成绿色发展共识、降低创新成本,各行为主体

之间通过有效的沟通、学习和协调,也能更好地传播绿色理念、绿色技术和绿色知识。 绿色技术的使用频

率和低碳产品的销量不断增加,促使整个价值链前沿的脱碳技术成本被分散,企业和消费者等多方主体

形成良性生态圈,共同推动绿色环保项目加快发展。 企业进入京东物流的供应链脱碳生态,只需承担小

部分脱碳成本,就能获取自身的碳排放量数据,降低其减碳行为的负担。 京东物流利用数字科技推动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加快信息、资源、渠道等的互通互联与共建共享,建立有效合作机制,实现跨区域、跨

行业相互联动,充分整合利用物流资源,合理规划和实施供应链全流程物流活动,形成绿色物流发展新模

式,协调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关系,实现全链路减碳降耗,支撑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 例如,京东云仓

服务模式、青流生态联盟等。

5. 数字科技创新对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价值实现的影响

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价值实现包含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 经济价值涉及成本和效益两个方

面,基础研究创新和核心技术创新能帮助物流企业形成技术优势,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升级用户体验,

培育竞争优势,进而获得经济价值。 数字科技引导物流企业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远程协作、运营管理

等的数字化改造,通过发挥数字化产业链的延伸作用,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互补,构建起物流行业

的数字科技生态。 京东物流培育自身的数字科技优势,朝着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运营发展,实现高质量

绿色低碳转型。 社会价值涉及服务质量和辐射范围两个方面,服务体系创新能帮助物流企业形成体系优

势,既能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促进自身飞跃,又能带动供应链上下游共同发展,实现一定区域内资金、

物资、信息的高效有序流动和交互,获取用户、合作伙伴、行业协会等的多方认可,进而获得社会价值。 数字

科技伦理融入物流企业的价值主张、战略、技术创新管理过程,既可以帮助企业加深对数字科技的应用,又

能确保数字科技借助产业链关系更好地融入社会。 京东物流作为国内首家完成设立科学碳目标倡议

(SBTi)的物流企业,通过技术外溢和集聚效应,将绿色技术逐步渗入物流的各个环节,带动供应链上下游共

同绿色转型,实现协同增效。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京东物流与大众集团、沃尔沃、联合利华等超过 20 家

企业以及专业机构开展专项可持续发展技术交流活动。 环境价值涉及排污治理和绿色化建设两个方面,绿

色理念与发展实践相结合,能推动绿色技术升级,拓宽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促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循环互

动,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发展,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节能减

排,进而获得环境价值。 数字化缓解了企业之间的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50] 。 京东物

流的“共享碳足迹”计划打破了以往“孤岛式”的减碳创新,借助产业链促进绿色发展理念广泛传播,推进全

链路减碳,促使各行业、产业、生态圈等利益相关主体都为共同的绿色发展目标而努力,形成良性循环。

　 　 (二)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

根据案例分析结果,基础研究创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创新及其相互作用是数字科技创新引领

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 运用好这一机制,能够充分发挥数字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促进物流业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物流业通过数字科技创新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呈现出三条

路径,分别是能力提升路径、技术升级路径以及产业联合发展路径,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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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

1. 以转变企业运营思维和建设物流人才队伍为重点的能力提升路径

在基础研究创新引领下,物流企业要加快转变运营思维,建设物流人才队伍,以激发研发活力,提高

绿色物流能力。 企业运营思维是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起点,转变企业运营思维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前

提。 知识基础观认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转换推动知识创新,而获取隐性知识是企业核心能力提升

的关键[51] 。 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和应对外部制度挑战,企业会考虑资源可用性和运营情况,调整经营

理念,更新创新资源,制定发展战略,指导转型实践,在促进绿色发展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 由此,本文

认为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能力提升路径会经历识别冲突、培育理念和制定战略三个阶段。 第一,识别

冲突阶段,物流企业会结合制度环境寻找自身经营现状与预期的差异,发现冲突问题。 京东物流面对“双

碳”目标,意识到经营过程中存在污染排放和资源损耗等问题,进而采取调整措施,提高企业绩效,减少生

态污染。 第二,培育理念阶段,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促使物流企业更加关注如何用数字技术创造价值,加

快培育数字技术驱动管理变革的能力,而数字运营思维具有跨界开放和融通互联的特点,力求简化、量化

管理,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逐渐引导企业管理者关注运营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提

升绿色认知[52] ,激活数字科技创新和绿色创新需求。 企业通过组织高管团队学习和理解绿色发展理念,

使高管团队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进而追求经济价值和环保价值的统一。 京东物流的高层管理者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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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期携手共建世界美好家园,并不断探索更加低碳环保

的物流解决方案,优化园区仓储科技,提升能源循环利用效率。 第三,制定战略阶段,物流企业就绿色

发展达成共识,将绿色运营思维用于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京东物流坚持绿色发展战略,发布“ 青流

计划” “供应链脱碳行动”等,积极开展多方合作,以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为使命,努力向外输出自身绿色

物流能力,提升整个社会的物流管理运营能力;同时,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

广使用绿色能源。

随着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物流业已发展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业务运作各环节

都涵盖着不同的技术。 数字科技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发展的引领效果取决于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 企业

通过卓越的物流人才队伍,将依附于员工的隐性知识转化为促进企业提高绿色物流水平的能力,从而激发

创新活力。 京东物流通过与高校、研究院所合作来获取与培养人才,与企业内部物流人才开展学习交流活

动,促进知识流动,提高绿色低碳转型的效率和质量。 一方面,京东物流基于实战业务场景建设产教融合双

创教育实践基地,将学生实训和企业生产融合起来,培养出融合现代观念、创新理念、国际视野的物流应用

型人才。 另一方面,京东物流依托教育平台与院校开展产、教、创、培等多方面合作,创新多元产教融合,实

现物流教育与产业前沿科技的深度结合。

2. 以培育物流核心技术为抓手的技术升级路径

在核心技术创新引领下,物流企业要以物流核心技术为抓手,促进数字技术与物流技术的融合应用和

发展,以增强数字力量,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引导,使多数物流

企业选择发展绿色物流,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根据企业技术能力的差异,企业突破核心技术可分为“落

后-追赶”和“创新-引领”两个阶段[53] 。 企业推进技术创新会先分析先进技术,通过整合基于科学的创新和

基于技术的创新,合理利用资源,推进自主创新,朝着领军企业的方向成长,进而逐步发挥核心企业作为创

新生态系统源动力的引领作用[54] 。 由此,本文认为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技术升级路径经历了引进吸收、

自主创新和开放共创三个阶段。 第一,引进吸收阶段,物流企业通过模仿来学习先进技术,围绕物流业绿色

低碳转型发展需要,完善数字科技创新体系的必备基础条件,积极吸收和借鉴新兴数字技术的创新成果。

京东 X 事业部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先后学习大量前沿技术,专注于无人科技和智能物流的探索,拥有

了“无人仓”等一系列物流黑科技产品。 第二,自主创新阶段,物流企业在拥有技术积累和运营资本的基础

上,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探索颠覆性技术突破,集中力量着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全面打通绿色低碳转

型的技术断点和堵点,构建绿色物流的创新性技术体系,从根本上畅通物流产业技术升级路径。 京东物流

将数字科技同物流技术进行整合创新,推动物流科技革新,丰富其应用场景,改变传统供应链管理模式,促

进物流供应链向多场景、全流程、一体化转变。 第三,开放共创阶段,物流企业通过将数字科技嵌入物流作

业过程,主动寻求与外部合作、共享等,实现优势互补,缩短创新周期、提高创新效率,促进知识、技术等资源

跨边界流动[55] 。 京东物流将 5G、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物流全流程进行深度融合,广泛应用于供应链入库、

存储、拣选、分拣、运输、配送等各环节,使物流作业的各个环节都朝着数字化、高效化发展,构建起全面完整

的、一体化的智能物流系统,带动物流业上下游企业共同提高数字技术利用率,充分释放数字化红利,实现

数字科技助力物流业绿色发展。 依托一体化供应链,京东物流还提升了供应链各环节效率,形成规模优势,

提高供应链经济效益,增强供应链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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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深化上下游企业合作为方向的产业联合发展路径

在服务体系创新引领下,物流企业要深化上下游企业合作,促进产业间联合发展,以撬动数字边界和产

业边界,转变绿色发展模式。 绿色发展需求是拉动物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绿色低碳转型是物流业产

业优化升级的发展方向。 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壮大以及新发展

模式的涌现,但单一企业无法完成,需要形成跨领域的产业联盟,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间构建出适配的耦

合网络,建立创新生态系统[53] ,通过数字科技与物流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提升物流业投入与产出的数字化水

平和层次。 由此,本文认为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产业联合发展路径经历了战略联盟和构建生态两个阶

段。 第一,战略联盟阶段,物流企业通过加强与供应链上下游合作,建立绿色联盟,共享资源,推进物流标准

化发展,将低碳环保理念贯穿物流业发展全链条。 数字科技为绿色联盟发展提供技术底座,降低交流成本,

协调联盟企业间利益冲突,引导联盟以绿色化、低碳化为核心价值导向,建立资源合作共享关系,实现创新

资源、绿色资源的多方流动。 京东物流系统谋划物流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统筹物流与产业、消费、城

乡协同布局,通过建立绿色联盟,以自身绿色低碳转型带动上下游企业绿色发展。 绿色标准是推动上下游

共同绿色化的典型举措[20] 。 京东物流积极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建立青流生态联盟,推动供

应链全流程实现绿色环保,既同联合利华、蒙牛等多家企业成立包装标准联盟,共同探讨绿色包装标准的制

定、应用和推广等,又通过建立京东云箱绿色循环容器生态联盟,推广标准化数字绿色循环容器,促进“青流

箱”等容器循环共用。 此外,京东物流凭借强大的物流基础能力和长期积累的数字科技能力,为沃尔沃提供

技术支持,帮助其实施供应链数字化转型项目,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及时供应,优化供应链流程,全面释放一

体化供应链合作价值。 第二,构建生态阶段,物流企业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引领,推动物流各环节有机嵌入生

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推动物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能源企业、数字科技企业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创新产

业融合模式。 京东物流通过建立产业间联盟,推动物流业与制造、能源、高科技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建构

绿色物流生态,提升物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中,京东物流在与能源企业合作时,结合自身供应链基

础以及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打造了“运力平台”“物资供应链管理平台”和“碳管理平台”,为能源企业提供

供应链咨询、系统一体化服务、碳资产管理方案、减碳技术方案等,加强产业融合深度,提高碳管理规模效

应,降低碳排放边际成本,使能源企业中长期策略及可持续业务得以优化、增长,促进能源行业更高质量地

反哺物流业绿色发展。 京东物流在产业联合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发挥绿色领导力,持续打造绿色低碳的供应

链生态,促进企业、行业、社会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对京东物流案例进行研究,探讨了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因、

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数字科技创新是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驱动力,受企业内部发展压力和外部环境压力的交互影

响。 宏观经济发展需要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迫使企业不断转型升级,但企业学习和应用绿色技术

面临高昂的成本,企业的经营体量与制度要求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存在不匹配现象,若不清楚压力转化为转

型动力的过程会使物流企业减缓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案例研究表明,内外部压力对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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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作用,其中企业转型意愿、传统物流发展困难、技术发展等要素构成内部发展压力,促使企业开展数

字科技创新,开辟绿色物流发展新路径;而政府规制要求、生态问题、商业环境等要素构成外部环境压力,促

使企业开展数字科技创新,构建绿色供应链,并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有效实现节能降耗减排,

进而提高物流业绿色发展水平。

第二,数字科技创新作为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驱动力,为物流业绿色发展提供动能支撑。 数字科技

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基础研究创新、数字技术和物流技术的整合创新以及服

务生态创新,推动绿色创新,聚集要素、整合资源、形成区域产业集聚,产生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培育新理

念、新技术、新应用和新模式,延伸产业链,重构物流业绿色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价

值、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其中,基础研究创新发挥保障作用,核心技术创新发挥促进转化作用,服

务体系创新发挥支撑作用。

第三,物流业绿色发展作为数字科技创新发展的目标之一,能够检验数字科技应用水平及先进程度。

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将数字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绿色物流的源动力,又要将物流业作为数字科技应用条件

以及对数字科技需求导向的设计基础,保持数字科技的针对性、创新性和网络性,并依托数字科技全面推进

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等的深度融合,加快绿色创新步伐,实现物流业绿色化发展,以更高水平嵌入全球产

业链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双循环”战略发展格局。 围绕基础研究创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创新三个

维度,本文提出在数字科技创新驱动下,打造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路径在于发挥创新链和价值链的

融合作用。 数字科技创新帮助物流企业突破资源约束困境,激发绿色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绿

色发展水平跃升,但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源比较优势的差异,影响企业参与产业链的形态和地位,其绿色低碳

转型过程中绿色要素需求和价值实现重点存在差异。 根据前文对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作用机制的分析,数

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行动逻辑在于,数字科技创新的不同维度会对企业不同的绿色创新

活动产生影响,形成不同的创新成果,实现不同的绿色价值,进而归纳出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

转型路径,分别是基础研究创新驱动的能力提升路径、核心技术创新驱动的技术升级路径、服务体系创新驱

动的产业联合发展路径。 这三大路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支撑物流业绿色发展。

　 　 (二)理论贡献

本文揭示了数字科技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通过对京东物流数字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系统性考察,关注了创新对数字能力跃升的影响,

从基础研究创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创新三个维度,归纳出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技术创新以及绿色

低碳转型之间的传导关系。 同时,本文揭示了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构建起

基于数字科技创新的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实现路径理论模型,探讨提出以转变企业运营思维和建设物流

人才队伍为重点的能力提升路径,以培育物流核心技术为抓手的技术升级路径,以深化上下游企业合作为

方向的产业联合发展路径三条实现路径,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另一方面,分析提出“转型压力(发展压力、环境压力) —数字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创新、核心技术创

新和服务体系创新) —价值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 ”理论模型,揭示了数字科技创新引领

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逻辑过程,即在转型压力下,企业加快数字科技创新,推动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

促进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的统一实现。 此逻辑过程中不仅探索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实践,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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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到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供应链、产业链生态绿色发展的影响,可以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

供新的启发。

　 　 (三)管理启示

本文为物流业加快数字科技创新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以下管理启示。

第一,物流企业制定战略规划要高度重视如何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刻认识数字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

动力的重要性。 物流企业应坚持“高效能、低排放”的绿色运营思维,加快制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和路

线图,并深入实施。 一要重视基础研究创新的基石作用,加强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创新,不断积累创新资

源,为发展绿色物流注入活力;二要以核心技术创新为重点,通过技术研发和应用创新,提高企业物流的自

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三要发挥好服务体系创新的支撑作用,利用数字科技打破产

业间合作壁垒,加快数字科技与物流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制定联盟战略,推动信息、数据、资金等的多方流

动,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促进物流供应链上下游一体化发展,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形成区域产业聚集,产生

规模效益,提高全行业效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

第二,物流企业应充分释放数字科技创新对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作用,畅通绿色发展新赛道。

数字科技创新增强了物流业供需关联,推动物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快整合延伸产业链,促进生产要素和

资源的快速流动和高水平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物流企业应借助供应链上的信息和资源,构

建应用数字技术的动态能力,重构组织模式,突破地理空间限制,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拓展生产可能性边

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拓展绿色发展新空间。 其中,核心物流企业要发挥对供

应链上下游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绿色低碳发展。 大型物流企业可以开放合作,强强联合,共建

绿色供应链,探索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低碳可持续运营。 中小型物流企业可以加入大型物流企业的供应链体

系和战略联盟中,借助其科技创新力量推动自身绿色低碳转型,共同推动物流业绿色低碳发展。

第三,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厚植创新驱动根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是创新

的主体。 深化物流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要逐步构建“要素-制度-人才”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创新产学研合作

模式,以企业为主导,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社团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创新资源要素聚合下沉,推动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随着物流企业实施基础研究创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创新的复

杂性、系统性、协同性不断增强,企业需要大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素质、高水平物流人才做支撑,以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和产学研应用成果转化能力。 只有具有先进物流理念、丰富物流知识以及掌握现代化物流技术的

物流人才,才能够带领企业转变运营思维,将数字科技应用于物流业,赋予物流业发展新动能,激发绿色物

流发展活力。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考虑到物流企业存在规模差异,上述案例研究所形成的发展路径在普适性上存在一定挑战,未来

可以继续探索中小型物流企业如何获取、利用和转化数字资源、创新资源以实现绿色转型的过程。 其次,物

流企业自身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动因具有异质性,在面对外部压力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响应程序也会存在

差异,未来可以再增添企业案例,进行横向研究,细化讨论不同内外部转型压力分别对数字科技创新三个维

度的影响,丰富理论模型。 再次,本文在对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机制的解释中,缺少对数

字科技创新三个维度影响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比重的分析,未来可以通过实证检验来定量分析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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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化发展的影响效果,提高研究结

论对企业实践的指导价值。 最后,本文通过扎根理论三级编码、译码分析构建数字科技创新引领物流业绿

色低碳转型的理论模型,译码过程可能有一定的主观性,对于是否涵盖研究的所有因素可开展更进一步的

检验,未来可以收集更多的现实资料深化现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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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gistics
 

industry,
 

under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bears
 

the
 

crucial
 

responsibility
 

of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s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 dual
 

carbon”
 

goals),
 

which
 

urges
 

it
 

to
 

accelerat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By

 

applying
 

the
 

grounded
 

theory
 

to
 

a
 

case
 

study
 

of
 

JD
 

Logis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driven
 

by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ressure.
 

Moreover,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aggregate
 

factors,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form
 

reg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around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co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ervice
 

system
 

innovation,
 

thus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through
 

scale
 

effect
 

and
 

spillover
 

effect.
 

Therefore,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es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through
 

three
 

main
 

paths:
 

capability
 

improvement
 

path
 

focusing
 

on
 

transforming
 

enterprise
 

operation
 

mindset
 

and
 

building
 

the
 

logistics
 

talent
 

team,
 

technology
 

upgrading
 

path
 

by
 

fostering
 

core
 

logistics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joint
 

development
 

path
 

oriented
 

towards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logic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driven
 

by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main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JD
 

Logistics.
 

It
 

analyzes
 

the
 

driving
 

role
 

played
 

by
 

digitization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on
 

the
 

leap
 

in
 

digital
 

capacity.
 

Around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co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ervice
 

system
 

innov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du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green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Then,
 

it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driven
 

by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of
 

enterprises
 

themselves,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and
 

industrial
 

clustering
 

effect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supply
 

and
 

industrial
 

chains.
 

Thus,
 

this
 

paper
 

build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ransformation
 

pressure-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value
 

realization.
 

Specifically,
 

under
 

transformation
 

pressure,
 

enterprises
 

accelerate
 

dig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riv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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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logistics
 

industry;
 

“dual
 

carbon”
 

goals;
 

grounded
 

theory;
 

JD
 

Logistics
责任编辑:李　 叶;蒋　 琰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