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ERAIL 9"第三利润源"与"物流冰山"说 

一、"第三利润源"说? 

  在近几年我国物流"热"持续升温的过程中，"第三利润源"说也随之被广为引用，耳熟能详。其实，日

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权威物流成本研究学者西泽修先生 1970年提出的"第三利润源"说，早在 1979年就被

原国家物资总局组织的赴日考察团带回我国，在该代表团考察报告中对此有过介绍。1982年 3月 5日至 19

日，西泽修教授随以林周二教授为团长的日本物的流通协会访华团，应中国物资经济学会邀请来华，当时

作者和该学会秘书长高博同志陪同访华团在北京、广州、南昌、合肥、上海考察访问，学到了许多宝贵的

物流知识。西泽修教授给作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至今难忘。记得学会理事长、原国家物资总局副总局长余

啸谷同志在北京民族宫宴会厅宴请访华团时，特意走到西泽修教授面前提起他的"第三利润源"说，西泽修

教授当时非常惊喜，根本没想到他的理论学说竟然早已传播到中国，并被中国同行关注，于是马上拿出一

本他新出版的关于流物成本的书(黄颜色书皮)，送给了余理事长。 

  西泽修教授在他的著作《物流--降低成本的关键》中谈到，企业的利润源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企业经

营重点的转移而变化。日本 1950年因朝鲜战争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很快实现了企业机械化、

自动化生产。当时日本正处于工业化大生产时期，企业的经营重点放在了降低制造成本上，这便是日本二

次世界大战后企业经营的第一利润源。然而，依靠自动化生产手段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引起了市场泛滥，

产生了对大量销售的需求。于是，1955年从美国引进了市场营销技术，日本迎来了市场营销时代。这一时

期，企业顺应日本政府经济高速增长政策，把增加销售额作为企业的经营重点。这便是日本二次世界大战

后企业经营的第二个利润源。1965年起，日本政府开始重视物流，1970年开始，产业界大举向物流进军，

日本又进入了物流发展时代。这一时期，降低制造成本已经有限，增加销售额也已经走到尽头，切望寻求

新的利润源，物流成本的降低使"第三利润源"的提法恰恰符合当时企业经营的需要，因而"第三利润源"说

一提出，就备受关注，广为流传。西泽修教授"第三利润源"说原书见图 1。 

 

 

  西泽修教授在书中还谈到，当时他提出"第三利润源"时，是受一个再度公演的著名电影《第三个男人》

的启示，因为"第三"隐有"未知"的含义，所以才把降低物流成本说成"未知的第三利润源"。 

  西泽修教授的"第三利润源泉"说，不仅推动了当时日本物流的发展，也对我国和亚太地区的物流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物流冰山"说 

  关于物流费用，有一种提法叫"物流冰山"，其含义是说，人们对物流费用的总体内容并不掌握，提起



物流费用大家只看到露出海面的冰山的一角，而潜藏在海水下面的冰山主体却看不见，海水中的冰山才是

物流费用的主要部分。一般情况下，企业会计科目中，只把支付给外部运输企业、仓库企业的费用列入成

本，实际这些费用在整个物流费用中犹如冰山的一角。因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费、企业利用自己的车辆运

输、利用自己的库存保管货物、由自己的工人进行包装、装卸等费用都没计入物流费用科目内。一般来说，

企业向外部支付的物流费是很小的一部分，真正的大头是企业内部发生的各种物流费用。基于这个现实，

日本物流成本计算的权威早稻田大学教授西泽修先生提出了"物流冰山"说(见图 2)。  

 

资料来源：西泽修著《物流会计知识》 

 

  "物流冰山"说之所以成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物流成本的计算范围太大。包括：原材料物流、工

厂内物流、从工厂到仓库、配送中心的物流、从配送中心到商店的物流等。这么大的范围，涉及的单位非

常多，牵涉的面也特别广，很容易漏掉其中的某一部分。漏掉哪部分，计算哪部分，物流费用的大小相距

甚远。(2)运输、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以及信息等各物流环节中，以哪几个环节作为物流成本的计

算对象问题。如果只计算运输和保管费用不计算其他费用，与运输、保管、装卸、包装、流通加工以及信

息等全部费用的计算，两者的费用计算结果差别相当大。(3)把哪几种费用列入物流成本中去的问题。比如，

向外部支付的运输费、保管费、装卸费等费用一般都容易列入物流成本；可是本企业内部发生的物流费用，

如：与物流相关的人工费、物流设施建设费、设备购置费，以及折旧费、维修费、电费、燃料费等是否也

列入物流成本中去等都与物流费用的大小直接相关。因而我们说物流费用确实犹如一座海里的冰山，露出

水面的仅是冰山的一角。  

思考题 

  1、请分别说出第一、第二、第三利润源。 

  2、"物流冰山"说是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