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se8日本物流配送中心的特色 

 
在日本﹐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消费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市民不断对商品的品种﹑样式﹑规格

﹑质量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方面﹐工厂生产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朝着小批量

﹑多品种﹑新款式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零售业中便利连锁店﹑时装专

卖店﹑跳蚤市场﹑百圆廉价店铺销售各具特色的业态应运而生﹐这些新的业种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多样化的

渠道。生产销售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流通环节的高效化和重新组合﹐厂商和批发商愈来愈重视改善面向消

费者的物流设施﹐实现物流配送中心的现代化。  

  多功能化  

  在日本﹐由于方便食品产业的崛起﹐许多物流配送中心增加了食品的加工功能﹐如日本神奈川生协的

濑咨配送中心﹐设有鱼﹑肉等生鲜食品的小包装生产流水线﹐在储存﹑配送过程中﹐配置了冷藏﹑冷冻仓

库和保温运输卡车。当前日本的物流配送中心基本上都能满足厂商和销售商对物流全过程提出的高速化﹑

高效化的要求﹐具备了从收货﹑验货﹑储存﹑装卸﹑配货﹑流通加工﹑分拣﹑发货﹑配送﹑结算到信息处

理等多种功能﹐实现了物流一体化。  

  系统化  

  日本的物流配送中心十分重视内部的系统管理﹐他们认为﹐一个配送中心的设计﹐首先应着重于系统

设计﹐系统设计要求各个环节互相配合﹐使物流的全过程处于一个均衡协调的系统之中。例如﹐日本的许

多物流配送中心﹐在研究物流流程和具体操作过程中﹐对经营的商品进行排队分析﹐分成三大类﹐第一类

是使用频率高的畅销商品。这类商品在流通过程中﹐首先是整批进货和储存﹐然后再按订货单配货送到零

售店。由于这类商品以出厂价购入﹐再以零售价出售﹐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物流费用﹐获利丰厚﹐因

而这类商品的储存﹐本身就是创利的。第二类是物流配送中心按照客户的订货单汇总后统一向工厂整箱订

货的商品。配送中心收到货后不需储存﹐直接进行分拣作业﹐再配送到零售店﹐这样可以节省储存费用。

第三类是需要一定保鲜的商品。这类商品如牛奶﹑面包﹑豆腐等﹐通常是不再经过配送中心停留处理﹐而

是由配送中心直接从生产厂家送往零售店。总之﹐日本物流配送中心的物流工艺流程系统设计是十分成功

的﹐获得的经济效益也是十分可观的。  

  规模化  

  规模就是效益﹐现已成为日本物流界人士的共识。日本的物流配送中心规模大的比较多﹐如东京流通

中心（ TRC）座落在距东京都市中心十公里的和平岛上﹐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形成了很大规模﹐占地十五

万零七百零三平方米﹐建筑面积四十八万一千二百三十七平方米﹐由流通中心﹑汽车运输中心﹑普通仓库

和冷藏仓库四个部分组成。东京流通中心设施先进﹐功能齐全﹐共拥有两栋七层高﹑一栋五层高的仓库﹐

计四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七平方米﹐各层和层顶都设有停车场﹐一栋六层立体停车场计一万一千八百三十

八平方米﹐一栋十层多功能办公室计一万四千三百六十六平方米﹐一栋十三层的综合服务楼计五万九千五

百四十一平方米﹐三个商品展示厅计一万二千二百一十五平方米。这些先进设施均采用电脑等现代化管理

手段﹐因此很有吸引力。  

  自动化  

  为了提高商品处理速度﹐减轻作业强度﹐使不熟练人员也能准确作业﹐日本物流配送中心广泛采用了

电脑控制的拣选操作系统。只要将客户要货单输入电脑﹐货位指示灯和数量显示器立即显示出拣选单上的



商品在货架上的位置及数量﹐作业人员即可从货架上拣取商品﹐放入配货箱内﹐由胶带输送机送至自动分

拣系统。该自动拣选配货系统从结算﹑抄单到库存管理均由计算机进行﹐还可几个人同时作业﹐实现了无

纸化。日本在物流运行中采用电脑控制的拣选操作系统﹐其突出的特点是在医药品和化妆品等物流费用承

受能力强的行业发展较快﹐而在物流费用承受能力差的日用百货品等行业发展较慢﹐无论如何﹐日本当前

已较广泛地采用了拣选操作系统。  

  立体化  

  由于日本城市化程度较高﹐地价的上涨给物流配送中心的选址带来了极大困难﹐物流设施在大城市及

周围地区明显减少﹐转移到更偏远的地方﹐而原先坐落在市区的仓库也因地价上涨而经营入不敷出﹐被改

成办公大楼或其它设施。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日本大多数物流企业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立体化配送中心

﹐其中大型的自动化立体式货架仓库﹐高二十多米﹐库容量大﹐装卸货都用巷道堆垛机﹐由电脑控制﹐出

入库商品速度很快﹐但要求必须选择储存对路的商品。日本的立体式仓库都比较高﹐大都在十五层上下﹐

从二层起﹐所有的楼面提供给货主作储存和流通加工用﹐而底层作为大型分拣作业场﹐使用分拣机等自动

化设备与楼的功能配套。  

  集成化  

  由于只有保管功能的营业仓库无法实现多品种﹑少批量商品的物流管理﹐日本将其改成集成化的配送

中心﹐把配送中心﹑冷藏冷冻仓库﹑货物集散中心﹑办公室﹑展示厅﹑会议室等设施集中在一起﹐共同使

用。生产厂家的产品﹑批发和零售商采购的商品﹐都可直接储存在该综合性的配送中心里。零售店配送商

品时可采用共同配送体制﹐以保证物流活动的高效化。例如﹐日本东京近郊就建有四个超大型流通中心。  

  这些规模巨大的流通中心由政府统一规划和开发﹐分别由私营企业投资经营﹐组织海﹑陆﹑空运输配

套成网﹐构建成大型公共流通中心。可见﹐政府的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积极扶持是物流配送中心迅速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信息化  

  电脑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物流系统管理的现代化﹐加快了商品流通速度。据介绍﹐日本流通领域应用电

脑的数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一比重居世界首位。日本的物流配送中心应用电脑更广泛﹐不仅分

拣系统和立体仓库等采用电脑控制﹐库存管理和业务经营等也普遍实现电子化。  

  流通 VAN是将制造业﹑批发业﹑零售业相关的商业信息﹐通过服务网络来互相交换的信息系统。作

为「信息网络的节点」﹐配送中心还通过流通 VAN与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等联机﹐构成完整的信息

网络﹐进行信息处理和交换﹐控制着从接受订货到发货的整个物流过程﹐以确保对客户实施准时配送﹐并

合理控制商品库存﹐减少库存商品的资金积压和节约物流费用。目前﹐流通 VAN在日本物流配送中心已

被广泛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