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 “第三利润源泉”误区  
 
 
  时间：2004年 2月 
 
  地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采访人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戴定一 
 

 
 
  ■ 关键语： 
 
 
  物流仍然是支持系统、服务系统。要避免走入误区，盲目地认为投资物流就会赚大钱。 
 
  实际上，物流整体上仍属于微利产业，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它不可能超越制造业和商贸业

的发展而发展。 
 
  IT 企业要站在需方的立场，帮助需方分析核心需求所在，而不要一味地把推销自己的
系统放在第一位。 
 
  我们应该整体关注物流需求和市场组成，虽然这个市场起点低，但发展很快，我个人是

很有信心的。 
 
  近几年，物流业被冠以 21世纪朝阳产业，引发了方方面面众多关注的目光，“物流是第
三利润源泉”的说法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戴定一作为业内资深专家，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的副会长，面对持续升温的“物流热”始终有着自己冷静的认识。 
 
  戴定一：要准确把握物流的含义，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把物流活动和物流产业区分开。

物流活动早已有之，包括仓储、运输、包装、装卸等一系列活动。物流产业却是现代才发展

起来的。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经营模式的发展，对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物流活动和资源进行

整合成为必然，加之信息技术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二是要认识到物流

仍然是作为服务业在支撑制造业和商贸业的发展，总体上看仍然是支持系统、服务系统。要



避免走入误区，盲目地认为投资物流就会赚大钱。实际上，物流整体上仍属于微利产业，在

整个经济系统中它不可能超越制造业和商贸业的发展而发展。 
 
 
  遵循“十六字准则” 
 
 
  从 1985年任职于原国家经委信息中心起，历经物资部、内贸部，再到现就职的物流行
业协会，弹指 20年，期间虽然经历国家机构的几番调整，戴定一始终工作在物流信息化领
域的第一线。在他亲自主持和参与的众多大大小小的信息化项目中，他逐渐总结出自己的十

六字信息化工作准则。 
 
  戴定一：就我本人而言，在信息化方面确实做过或参与过很多项目，期间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 
 
  多年信息化工作的实践，使我逐渐总结出“需求引导、效益为本、统筹规划、循序渐进”
十六字信息化工作准则。 
 
  首先是需求引导，每个企业要清楚自己的需求，IT 企业要站在需方的立场，帮助需方
分析核心需求所在，而不要一味地把推销自己的系统放在第一位；第二是效益为本，考核一

个项目的最终指标就是要看应用成果，看财务效益，一个好的系统一定会在财务指标上反映

出来；再则要统筹规划，做第一步时要尽量看到第二步甚至第三步的需求，以免造成前期投

入的无谓浪费；循序渐进是和第三条联系在一起的，即看得要远，但不要急于求成，要一步

步走，逐步完善。 
 
 
  “三步走”推进物流信息化 
 
 
  我国物流信息化应该分三步走，这既是戴定一对这一越来越热的信息化领域发展的基本

判断，也是他本人始终致力于推动的一项工作内容。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物流信息化市场，

他和他所在的物流行业协会正在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戴定一：从我国物流领域信息化发展过程来看，可能要经过“三步走”的历程。 
 
  第一层次是基础信息化。在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采用网络、计算机等 IT工具，使业
务系统与信息系统合二为一，使用机器采集、传输、共享信息，最后提供给人工决策。这一

阶段并不要求具备智能决策能力，主要是解决以往决策脱离信息、脱离数据，靠经验、靠拍

脑袋的粗放决策弊端。 
 
  第二层次是在一些信息化基础比较好的企业或行业，进行流程的整合、改造和决策的优

化。这一阶段要求系统具备不同程度的智能决策和优化的功能。一方面是用系统将优化后的

流程固化，另一方面是运行智能控制模块，使仓储、定单、运力调配等出现比较优化的方案，

带来整体效益的改善，这也可以称作是机器的信息加上机器的决策。目前达到这个层次的案



例不足 20%。 
 
  第三个层次，可以称作供应链管理。在单个企业的信息化能力提高以后，企业之间需要

进行更多的战略合作和协调，以形成不同企业间业务协同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上，不仅处理

物流，还处理商流、资金流、信息流，把供应商、分销商、物流商和其他相关伙伴串联起来，

形成了一种和谐的供应链关系。这是将来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也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经

验所证实。当然，不排除少数企业局部发展上跨越一两个层次，但总体上说，目前我国物流

信息化的需求大部分都在第一层次的范畴。 
 
  分析目前的物流信息化市场的组成，应该说跨国物流占据相当大份额。在这一领域，国

外跨国企业占统治地位，其信息化系统大都交由国外企业建设，而且正越来越多地向国内渗

透。国内制造业企业在信息化整合中也蕴藏巨大的物流商机。尽管 ERP 的呼声很高，但向
采购、分销部分延伸、扩展的内容越来越被重视，制造业的物流信息化商机很大。伴随国内

商贸业的快速发展，连锁化的分销趋势日益明显，也需要流通渠道的整合与改造，物流信息

化已经成为连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后还有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我们应该整体关注物流需求

和市场组成，虽然这个市场起点低，但发展很快，我个人是很有信心的。 
 
  另外，一些 IT厂商所提的物流信息化市场，严格地说太抽象。IT开发商应该深入到行
业中去，了解具体的行业内需求，你就会发现，这个市场容量很大，每年都会有新的商机。

事实上，有一批物流软件供应商已经在按这一思路运作，并在行业内得到了成功实践。 
 
  每年物流信息化市场都在发展和变化。目前，我本人以及物流协会重点在做下面几项工

作：一是将年度优秀案例总结进行得尽可能再深入些，希望区分出不同行业类型，以对不同

类型企业都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二是推动物流信息系统标准框架及结构和基础功能模块标准

的制订工作，尤其是与企业界专家一起商讨，力争在物流信息系统范畴大体形成一个标准，

规范和指导系统开发工作。三是推动物流公共平台建设。其中涉及到全国性平台和区域性地

方平台，既要探讨技术问题，更要探讨管理的商业模式问题。既有企业的任务，也有政府的

任务。 
 
 
  服务托三家 
 
 
  作为脱胎于政府部门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年来不断调整定位，改善自身形象，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越来越多业内企业的认可。作为副会长的戴定一，他和他的同事

们一起，继续实践着“服务为本”的协会宗旨。 
 
  戴定一：环境变了，协会的工作方式当然要变化。我们协会是政府与企业合作的纽带，

一方面要和政府对话，因为在我们国家，政府主导经济的力量非常强，行业的规划、基础设

施的建设、标准的制订、重大项目的推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要积极和

企业对话，归根结底，企业是物流信息化的主力军；同时要鼓励 IT厂商深入行业，建立服
务观，研究具体行业业务流程、规律，提高业务能力，加快物流信息系统的标准制订，以形

成标准结构。作为居于三者之间的行业协会，我们会积极利用相对中立的身份，为上述三方

面做好服务。这个服务一是要有特点，二是要深入。当然，比起不断发展的物流信息化需求，



我们的工作还有差距，尤其是在行业标准、互连互通、公共物流平台建设等方面，我本人和

协会还会下更多工夫，做更多的工作。 
 
  个人简历  
 
  戴定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高级经济师。 
 
  1985年～1987年在原国家经委信息中心任副处长。 
 
  1988年在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做访问学者。 
 
  1989 年开始在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原中国物资信息中心）工作，历任处长、副主任、
党委书记、主任。 
 
  2001年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科技信息部主任。 
 
  2003年 3月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分管科技、标准、统计信息等工作。 
 
  2003年 9月兼任中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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