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物流概述

第一节物流的概念

第二节物流发展概述

第三节物流管理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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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 题题

提出物流的内涵提出物流的内涵

提出物流的内涵提出物流的内涵

qq 通过对物流定义的学习能够通过对物流定义的学习能够
以物流的理念来纠正物流认识以物流的理念来纠正物流认识
上的误区上的误区

qq 对于给定情景对于给定情景,,可以运用商可以运用商
物分离的原理进行分析物分离的原理进行分析

qq 能够判断企业的物流范围能够判断企业的物流范围

qq 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物流工作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物流工作
计划计划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



山东东大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是国家大型一类企业，现有职
I_2200人，年销售收人5亿元，主要生产环氧丙烷、聚醚多元醇、离
子交换树月旨、医用胶塞、二乙烯苯、聚氨酯等产品，产量在全国同
行业中名称前茅。

1998年，东大化工在濒临破产的严峻形势下，深刻认识到物流成
本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据统计，1997年东大化
工的采购成本；运输费用、仓储费用占制造成本的80％以上。为了挖
掘深藏在物流环节中的利润，东大化工引入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管理理
念，实施开发第三利润源的物流管理整合，有效地降低了运营成本，
取得了明显济效益。

1999年扭亏为盈，2000年实现利税2000万元，成为山东省5家扭
亏典型企业之一；企业基础管理水平也稳步提高，走上了健康发展的
轨道，成为淄博市化工行业的“龙头”，并进入山东省重点企业行列。
那么什么是物流的内涵?它与以往的仓储运输在内涵上有何区别?
我们将在这一章中解答以上问题.

那么什么是物流的内涵?它与以往
的仓储运输在内涵上有何区别?
我们将在这一章中解答以上问题



１．1物流简介

通过研究物流定义的发展
历史，可以解释物流的内
涵．

划分物流的类别

掌握商流与物流分离的特
点与优点

物流的定义物流的定义 物流的分类物流的分类物流与商流物流与商流



物流一词是从什么时候出
现的?物流的确切定义你

知道吗?

物流的定义物流的定义 物流的分类物流的分类物流与商流物流与商流

物流一词的出现只不
过几十年的时间,对于
它的理解每个地区都
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但
其核心内容都是一致

的.



1935年

美国销售协会最早对物流进行了定义：“物
流（Physical Distribution）是包含于销售之
中的物质资料和服务于从生产地到消费地
流动过程中伴随的种种活动”。

1935年

美国销售协会最早对物流进行了定义：“物
流（Physical Distribution）是包含于销售之
中的物质资料和服务于从生产地到消费地
流动过程中伴随的种种活动”。

１９２１年

阿奇·萧在（Some Problem in Market 
Distribution）一书中提出“物流是创造不同
需求的一个问题”，并提到“物资经过时间或
空间的转移，会产生附加价值”。

１９２１年

阿奇·萧在（Some Problem in Market 
Distribution）一书中提出“物流是创造不同
需求的一个问题”，并提到“物资经过时间或
空间的转移，会产生附加价值”。

１９１８年

英国的利费哈姆勋爵成立了“即时送货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宗旨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商品及时送
到批发商、零售商以及用户的手中。

１９１８年

英国的利费哈姆勋爵成立了“即时送货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宗旨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商品及时送
到批发商、零售商以及用户的手中。

这
些
是
有
关
物
流
活
动

的
早
期
文
献
记
载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LOGISTICS”一词被引入到商业部
门，其管理方法被人称之为商业后
勤（Business Logistics）。定义
为“包括原材料的流通、产品分配、
运输、购买与库存控制、储存、用
户服务等业务活动”，其领域统包括
原材料物流、生产物流和销售物

流。

“LOGISTICS”一词的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是指对军火的运输、补给、屯驻等进行

全面管理。



在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人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狭义
的物流，是与商品销售有关的物流活动，即流通过程中的
商品实体运动。因此通常采用的仍是“Physical 
Distribution”一词。

Logistics与 Physical Distribution的不同，它已突
破了商品流通的范围，把物流活动扩大到生产领域。物流
已不仅仅从产品出厂开始，而是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加工
生产到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直到废旧物品回收等整个物
理性的流通过程。

1986年，美国物流协会（C．L．M．），对物流的定义
是：“以适合于顾客的要求为目的，对原材料、在制品、制
成品及其关联的信息，从生产业地点到消费地点之间的流
通与保管，为求有成本-效率的最佳效果而进行计划、执
行、控制”。

下面我们以日本为例，看一下在日本物流定义是如何
随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

在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人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狭义
的物流，是与商品销售有关的物流活动，即流通过程中的
商品实体运动。因此通常采用的仍是“Physical 
Distribution”一词。

Logistics与 Physical Distribution的不同，它已突
破了商品流通的范围，把物流活动扩大到生产领域。物流
已不仅仅从产品出厂开始，而是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加工
生产到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直到废旧物品回收等整个物
理性的流通过程。

1986年，美国物流协会（C．L．M．），对物流的定义
是：“以适合于顾客的要求为目的，对原材料、在制品、制
成品及其关联的信息，从生产业地点到消费地点之间的流
通与保管，为求有成本-效率的最佳效果而进行计划、执
行、控制”。

下面我们以日本为例，看一下在日本物流定义是如何
随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



时代背景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时代背景

50
年
代

70
年
代

60
年
代

经
济
高
速
成
长
阶
段

经
济
低
成
长
阶
段

物
流
的
最
初
阶
段

现
代
化
阶
段

效
率
化
阶
段

战
略
物
流

•要求扩大量的
处理能力

•要求减少物流
成本（人工）

第一次石油危机

•要求物流适应
生产发展的需要

•要求降低成
本，增加利润

•需求多样化、
市场复杂化

•生产销售等的后处
理活动

物流概念的确定

物流一体化系
统的出现

•基础设施的建设

•物流网点的设置

•机械化、省力化

•采用大规模的运输工具

•物流管理系统的构筑

•物流成本管理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导入

以日本为例说明物流发
展的历史



最后我们来总结
一下物流定义发
展的过程

运输、配送

保 管

搬 运

包 装

流通加工

在库管理

物流信息处理

综合化
系统化

流通技术

PD
（Physical 
Distribution)

物的流通物流

后勤
（Logistics)



根据物流的定义讨论以下观点是否正
确：物流业是摇钱树；现代物流就是使用高
精尖设备；搞物流就是搞硬件建设；物流建
设是企业的个体行为

课堂讨论



社会间隔

场所间隔

时间间隔

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三种间隔，即社会间隔，指生
产者与消费者不同；场所间隔，指生产的场所与消费的场
所不同；时间间隔，指生产 的时期与消费的时期不
同。

? !

物流的定义物流的定义 物流的分类物流的分类物流与商流物流与商流



流通活动是流通活动是
由商品交易由商品交易
活动和物的活动和物的
流通两个基流通两个基
本活动领域本活动领域
组成的。组成的。

流通就是通流通就是通
过买卖消除过买卖消除
社会间隔；社会间隔；
通过运输消通过运输消
除场所间除场所间
隔；通过储隔；通过储
存保管来消存保管来消
除时间间除时间间
隔，以实施隔，以实施
所有权和物所有权和物
品的转移品的转移

商流是使商品所有权
进行转移，解决所有
权更迭问题的活动
是。商品通过交易活
动由供给方转让给需
求方，这种转让是按
价值规律进行的。

商流是使商品所有权商流是使商品所有权
进行转移，解决所有进行转移，解决所有
权更迭问题的活动权更迭问题的活动
是。商品通过交易活是。商品通过交易活
动由供给方转让给需动由供给方转让给需
求方，这种转让是按求方，这种转让是按
价值规律进行的价值规律进行的。

商流的研究内容是商
品交换的全过程，具
体包括商品的订货、
签订合同、供销衔
接、计价结算和商品
信息活动。

商流的研究内容是商商流的研究内容是商
品交换的全过程，具品交换的全过程，具
体包括商品的订货、体包括商品的订货、
签订合同、供销衔签订合同、供销衔
接、计价结算和商品接、计价结算和商品
信息活动。信息活动。

物流是实物从供给方
向需求方的转移，这
种转移既要通过运输
或搬运来解决空间位
置的变化，又要通过
储存保管来调节双方
在时间节奏方面的差

别。

物流是实物从供给方物流是实物从供给方
向需求方的转移，这向需求方的转移，这
种转移既要通过运输种转移既要通过运输
或搬运来解决空间位或搬运来解决空间位
置的变化，又要通过置的变化，又要通过
储存保管来调节双方储存保管来调节双方
在时间节奏方面的差在时间节奏方面的差

别。别。

物流过程包括商品的
运输、存储、装卸、
流通加工、包装和物
流信息活动。

物流过程包括商品的物流过程包括商品的
运输、存储、装卸、运输、存储、装卸、
流通加工、包装和物流通加工、包装和物
流信息活动。流信息活动。



制造厂 从制造商运送往
装配商 组件装配

出口商或批发商
从装配商运往出
口商或批发商

海运

空运
地区性物流中心

编配商品予零售商 运送商品予零售商

物流流程



物流的定义物流的定义 物流的分类物流的分类物流与商流物流与商流



采购物流采购物流

按作用分类按作用分类

供应商 工厂
本厂流通
中心

顾客

回收物流回收物流

生产物流

（厂内物流）

生产物流

（厂内物流）

销售物流销售物流

按空间分类按空间分类

机场
产地

市场
（消费地）

区间物流区间物流 区内物流区内物流

国际物流（贸易物流）国际物流（贸易物流） 国内物流国内物流

退货物流退货物流





１．2物流管理发展概况

通过了解物流发展的历
史，可以根据环境背景确
定物流管理工作的主要内
容．

储运
时代

配送

时代

综合
物流
时代

供应
链时
代



储运时代储运时代 配送时代配送时代
供应链
时代
供应链
时代

综合物流
时代
综合物流
时代

物流的各个活
动按不同的功
能不同的场所
互不联系地分
别进行

物流的各个活
动按不同的功
能不同的场所
互不联系地分
别进行

顾客购买需求
的变化、费率
的增加、趋向
于生产高价值
的产品，因此
开始系统地管
理一系列的物
流活动，把注
意力放在“实

物配送”方面

顾客购买需求
的变化、费率
的增加、趋向
于生产高价值
的产品，因此
开始系统地管
理一系列的物
流活动，把注
意力放在“实

物配送”方面

从商品采购到
商品在配送中
心的物流活动
直至将商品送
至顾客手中，
看作一个完整
的系统

从商品采购到
商品在配送中
心的物流活动
直至将商品送
至顾客手中，
看作一个完整
的系统

对物流的关注
扩充到整个物
流过程，包括
所有涉及的公
司，从原材料
供应商到最终
顾客

对物流的关注
扩充到整个物
流过程，包括
所有涉及的公
司，从原材料
供应商到最终
顾客



物流管理变化的驱动力物流管理变化的驱动力

规章制度的变化规章制度的变化

硬件设备的硬件设备的
成本降低成本降低

TQMTQM概念的普及概念的普及

贸易伙伴合作贸易伙伴合作
关系的加强关系的加强新信息技术新信息技术

的涌现的涌现



１．３物流管理工作

掌握物流管理工作的主要
内容，能够制定简单的工
作计划

物流经济管理 物流作业管理 物流人才管理



物流经济管理 物流作业管理 物流人才管理

服务
成本

物流经济管理的目标物流经济管理的目标

------------------------服务与总成本的平衡服务与总成本的平衡



物流经济管理的内容

物流计
划管理

物流成
本管理

长期计划
–年度计
划

– 季、月、旬
生产计划

–成本的预
测和计划

成本的

计算

成本的

控制

成本

分析

成本信

息反馈

成本

决策









物流经济管理 物流作业管理 物流人才管理

物
流
作
业
管
理

物流作

业操作

调整物

流关系



物流作业管理的目标物流作业管理的目标

快速响应快速响应 减少故障减少故障 最低库存最低库存 整合配送运输整合配送运输 改善物流质量改善物流质量

及时满足客户

的需求

及时满足客户

的需求

可以使用信息技术

减少故障，从而减

少安全库存成本和

溢价运输的费用和

相关风险，以实现

积极的物流控制

可以使用信息技术

减少故障，从而减

少安全库存成本和

溢价运输的费用和

相关风险，以实现

积极的物流控制

要把存货配置减

少到与顾客服务

目标相一致的最

低水平，以实现

最低的物流总成

本

要把存货配置减

少到与顾客服务

目标相一致的最

低水平，以实现

最低的物流总成

本

创新的规划，把

小批量的装运聚

集成集中的、具

有较大批量的整

合运输

创新的规划，把创新的规划，把

小批量的装运聚小批量的装运聚

集成集中的、具集成集中的、具

有较大批量的整有较大批量的整

合运输合运输

实施全面质量

管理

实施全面质量实施全面质量

管理管理



物流经济管理 物流作业管理 物流人才管理

物流人才培养的层次物流人才培养的层次

高级高级

中级中级

初级初级
掌握物流基础知识为主，掌握物流基础知识为主，
了解物流重要性、物流的了解物流重要性、物流的
任务、物流机制等物流基任务、物流机制等物流基
本知识和协调完成物流作本知识和协调完成物流作
业的意义业的意义

学习物流系统、物流信息学习物流系统、物流信息
系统和物流成本等内容为系统和物流成本等内容为
主主

以理解物流动向、部门战以理解物流动向、部门战
略应当解决的问题为主略应当解决的问题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