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ERAIL2日本连锁企业物流配送中心考察见闻 
·尽管富士物流配送中心最大的保管容量达 8640托盘，最大出货处理量达 1800托盘/日，一天可安排 10

吨的进出货车辆 125辆，但工作人员只有 28名。 

·富士通东京物流配送中心甚至将每个卸货点有无阶梯对卸货时间的影响等数据都收集到系统中。 

·大阪物流配送中心冷冻库采用全自动循环货架，操作人员用电脑即可完成存、取作业。  

 

应日本有关方面的邀请，前不久，我们一行三人对日本连锁企业的大阪物流配送中心、富士物流配送中心

和富士通东京物流配送中心进行了考察，并与日本同行进行了座谈交流，获益匪浅。所闻所感对我国物流

配送中心的建设与管理有一定的启示，现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日本连锁经营的大发展离不开物流配送业的大发展 

日本的连锁经营是从 20世纪 20年代末从欧美引进的，经过 70多年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已成为连锁

经营的第二大国。但是日本连锁经营在 60年代以前一直发展缓慢，从 60年代末起才随着日本经济和物流

配送业的大力发展而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据日本连锁协会介绍，目前零售业中有 74%的店铺经营的商品

是通过物流配送中心加工配送的。70%以上的连锁店、90%以上的大型杂货店都有物流配送中心。这是

因为物流配送中心是连锁经营的关键环节，是连锁经营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连锁经营的集中化、统一化管

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物流配送中心来具体实现。通过物流配送中心的配送活动，不仅可以大大简化门店

的作业活动，从而降低 

连锁企业的物流总费用，而且还能实现商品在流通领域内的增值，并向门店提供增值服务。总之，60年代

以来，日本物流配送中心的快速发展为连锁经营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台支持。 

目前，日本连锁企业物流配送中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营型物流配送中心，约占七成，只为连锁企

业自己的分店服务；另一种是社会型物流配送中心，即连锁企业利用社会化的物流配送中心为自己的连锁

分店服务；或自己拥有物流配送中心，但在为自己的连锁分店服务的同时也承担其它连锁分店店铺的配送

业务。在配送方式上除采用传统的配送方式外，也采用诸如共同配送、集合配送、委托配送等新型配送方

式。 

因地制宜，采用先进的物流设备 

大阪物流配送中心专门从事药品配送，主要为日本关西地区几百家药店提供配送服务，拥有面积达 2万平

方米的仓库。这家物流配送中心针对日本医药管理的大改革，适时采用了先进的自动化立体仓库和自动化

分拣系统。原先的日本医药管理是医、药不分家，医院是药品经销商的最大客户，每一次进、存药品的量

都很大。药品经销商只需在推销之后，将大量的药品送到各医院即可，物流成本不高，传统物流方式也能

满足需要。但在日本医、药分家之后，药品的销售不再面对医院等大客户，而是面对分散的众多小型零售

药店，配送点和配送线路呈百倍千倍地增加。另外，小型药店没有地方也没有财力像大医院那样能一次进、

存大量的药品，因此，经销商必须小批量、高频次面对大量零售药店进行送货服务。传统的物流方式已不

能适应新形势，物流成本飞涨。 

大阪物流配送中心及时进行物流改革，采用信息化、自动化的方式来适应这种小批量、高频度、多配送点

的物流方式。该中心建立了自动化立体仓库，采用了自动分拣系统和自动检验系统，从进货检验、入库到

分拣、出库、装车，全部采用各种标准化物流条码并经电脑终端扫描，由传送带自动进出，人工操作只占

其中很小一部分，较好地适应了高频度、小批量分拣出货的需要，降低了出错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阪物流配送中心为解决部分药品需要在冷冻状态下保存与分拣问题，采用了全自动

循环冷藏货架。由于人不便进入冷冻库作业，冷冻库采用了全自动循环货架，取、放货时，操作人员只需

在库门外操作电脑即可调出所要的货架到库门口，存、取货作业完毕后再操作电脑，货架即回复原位。 



富士物流配送中心是一家以配送食品和饮料为主，仓库面积达 2万平方米的大型配送中心，主要为连锁店

铺服务。该中心的配送范围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几乎整个日本，包括 136家大中型连锁店铺。富士物流配

送中心针对其单次配送批量较大、配送频度较低、操作管理较为简单的业务特点，在物流设备上采用了最

先进的大型全自动物流系统。从商品保管立体自动仓库到出货区自动化设备，到进、存货区域的自动传送

带和自动货架、无线小型分拣台车、电控自动搬运台车、专职分拣装托盘的机器人、全库区自动传送带等

最先进的物流设备一应俱全。由于自动化程度很高，虽然其最大的保管容量达到 8640托盘，最大日出货

处理量可达 1800托盘，一天可安排 10吨的进出货车辆 125辆，但整个物流配送中心的工作人员只有 28

名。 

虽然目前在日本有 30%以上的物流配送中心使用富士通公司开发的物流信息系统和相应的自动化物流设

施，来实现物流合理化改革，逐步取代传统物流作业的手工操作状态，但在以电脑及相关产品为主要适配

商品的富士通东京物流配送中心，大部分的物流作业仍然由人工操作，没有引进自动化仓库、自动化分拣

等自动化物流设施。 

他们认为，日本的信息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速，电脑一般一年要升级换代 3次，刚安装的自动化装置可能

很快就进入被淘汰的行列，或者很快就需要投资进行更新以适应信息系统的发展变化。而物流的实际情况

也是千变万化的，单纯的自动化设置不能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富有柔性的反应，反而是以人为本的标准化作

业更有效率。所以，富士通东京物流配送中心的最大特点是设定了简单而又合理的库内作业标准化流程，

而没有采用全自动化的立体仓库和自动化分拣系统。 

先进的信息系统是营运的基本保证 

三家物流配送中心均具有先进的物流信息系统。他们认为，没有先进的物流信息系统，物流配送中心是无

法正常有效地运转的。 

大阪物流配送中心信息系统与总公司及分布在日本西部地区的 45个营业点全部联网。配送对象具体到下

属的每一家药店，即配送中心可按反映在内部网上的每家药店每天的销售需要量，为单位拣货、出货及安

排配送线路，开展配送服务。 

富士物流配送中心的物流系统与东京总部的信息传递是实时的。每天下午 2点之前，总部管理信息系统将

第二天的进出货信息传给物流配送中心安排，如果 2点之后订单信息有变动，物流系统仍然会接受其信息，

并作出相应的出货安排。 

富士通物流配送中心也拥有库内无线管理系统和配送车辆跟踪系统，各级管理人员都能随时随地了解到整

个物流配送中心的运作状况，利用这套系统来开展各类作业活动。 

先进的车辆管理系统是配送中心正常运作的重要保证 

富士物流配送中心总部的管理系统配置了配车系统模块，进行配车线路管理。管理系统会根据订单的信息，

将各配送路线所需的车辆吨位、辆数、时间自动计算出来传送到物流系统，再由物流配送中心根据这个信

息于前一天下午 4点前从网上传送到各个关联运输公司，调度安排车辆，运输公司安排好车辆后又会将具

体的信息反馈回物流配送中心系统。因此，第二天当运输公司的司机将车开到物流配送中心，在窗口填表

报到之后，物流配送中心的业务人员将其所填的运输公司名、车号、司机名、订单号等输入系统，就可在

系统中按情况安排具体的出货通道装车。各自动出货通道的电子显示器会显示相应的车牌号码、司机和装

车工，业 

务员可以一目了然地分别掌握装车位置和装车情况。 

富士通东京物流配送中心配置的配送车辆跟踪信息系统也是非常先进的。他们与日本电话公司合作，将这

套系统与电话公司联网，利用电话发射台的装置，每隔 15分钟就显示一次所有配送车辆的当前位置。根

据反馈回来的信息，系统可以分析每条配送路线和每辆车的平均运输时间，以及将不同日期、不同时间段、

不同天气对运输时间的影响等等数据都计算出来。另外，平均花在每个客户上的卸货时间，每个客户卸货



地点的分散和集中情况，甚至每个卸货地点有无阶梯对卸货时间的影响等数据都收集到系统中，从而为更

合理安排配车和配送路线的分析提供必要条件。 

目前这套系统可以做到每天早上公布各客户要求送货到达的时间；配送实际情况（接收人/时间）则在第二

天中午前公开显示；还可显示当天因故不能送达（客户不在、拒收等）的货单；在富士通的网上可以 24

小时详细查询每单配送货物的去向（准备中还是已送出、送到哪里等）。 

通过富士通集团的内部网，这套配送跟踪信息系统的跟踪范围包括整个物流的全过程。 

两家配送中心车辆管理系统的使用，不仅保证了装车的准确性，提高了车辆装载量和周转率，而且减少了

配送中心运输作业场地占用，提高了配送中心的作业效率，同时较好地降低了流配送中心的运输成本。 

运输业务实行外包是配送中心经营的基本策略 

针对运输业务在人员和车辆管理方面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三家配送中心为了控制运输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除配备少量的办公车辆外，几乎没有自备一台货运车辆，而是将所有把货物由配送中心到商场的运输工作

全部外包给 1-2家专业运输公司承担。运输公司每天按约定的时间将车派到配送中心装货运输，货物运到

商场后及时将有关信息及单据反馈给配送中心，运输费用按月结算。这样，一方面减少了配送中心的运作

压力，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运输公司由于有了稳定的、大批量的运输量，也有利可图。 

标准化的作业流程是提高库内作业效率、降低人工费用的重要措施在富士通东京物流配送中心，虽然库内

作业人员相对较多，但由于实行了标准化作业流程，操作人员“不用写、不用找、不用想、不用检查、不用

走多余的路”就可以在手持终端机等设备的辅助下，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无论操作人员是新手、

老手、懂行或不懂行，按着这个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去作业，都可以高效进行库内操作，从而达到了减少人

工浪费，降低人工费用的目的。 

总之，这次考察给我们较大的收获和启示。 

1、要发展现代化的物流配送中心，就必须拥有先进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库内管理系统、业务管理系

统和车辆管理系统； 

2、物流设备的采用要符合业务运作的需要，并不是越先进就越好； 

3、物流配送中心在运作上要放弃“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思想，实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把非核心业务如

运输业务外包的做法，建立核心竞争力，提高整体竞争力，才能有所作为； 

4、重视标准化作业流程的研究和实施，充分发挥管理的作用，改变设备不足与落后带来的低效率，实现管

理出效益的战略目标。  

 


